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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带和紫菜病害的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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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大型海藻养殖大国 , 在

海洋生物学的许多方面研究居世

界前列 , 但是有关病害方面的基础

研究还比较薄弱 ∀海藻养殖过程中

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病害 , 给生产

造成损失 ∀有的育苗场因病害连年

亏损 ; 有的育苗场时好时坏 , 至今

原因不明 ∀因此 ,为了避免象对虾

和扇贝养殖过程中由于病害而造

成的大规模死亡 , 进行大型经济海

藻病害发生及其抗病防御体系的

研究 , 重视海藻养殖业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综述了

大型经济海藻养殖过程中的主要

病害 !研究现状及其展望 ∀

1 海带养殖过程的主要病害

胡敦清 !房历生 !丛沂滋等人

的研究表明 , 人工培育海带幼苗过

程中时常出现烂苗或掉苗以及畸

形等现象 ∀另外 ,海带成体的烂梢 !

穿洞 !绿烂以及烂苗 !掉苗等现象

也经常发生 ∀每年都给生产造成巨

大的损失 ∀其中 , 致病菌的大量繁

殖 , 营养条件和环境因子不佳以及

管理不当都是造成海带致病的原

因[1 ] ∀

烂苗和脱苗病

这是幼苗期由于条件致病菌

褐藻酸降解菌 溶胶弧菌 引起的

海带苗的腐烂和脱落 ∀发病具体机

制尚不清楚 ∀

柄粗叶卷病

此病常出现在小苗和分苗后

的藻体上 病藻假根短 柄部短粗

藻体 叶片 卷曲呈螺旋状 ∀该病的

致病原因被认为是类菌体 引

起的传染性病害 但其致病机制尚

不清楚 ∀

斑点腐烂病

主要病症为海带叶片

以上出现斑点状不规则突起 然后

腐烂 最终导致藻体断裂 ∀病因与

海水水质 细菌感染有关 ∀

畸形病

此病包括变形烂和幼孢子体

畸形病 ∀

变形烂主要出现在配子体和

∗ 细胞的幼孢子体阶段 发病的

细胞膨大为球状 较普通细胞大几

十倍 最终可导致细胞死亡 ∀

幼孢子体畸形又称幼孢子体

/畸形分裂症0 主要表现为受精卵

细胞分裂不规律 形成畸形的孢子

体 最后死亡 ∀

畸形病的病因可能是多方面

的 与产硫化氢细菌的大量增殖

营养条件的失调等有关 ∀

此外 绿烂病 ! 白尖病 ! 白烂

病 !点状病和叶片卷曲病等多种病

害 其发生与环境条件有关 ∀

紫菜养殖过程中的主要病害

张佑基 ! 赵焕登等人的研究

表明 紫菜养殖中的各种病烂现象

始终存在 尤其以紫菜小苗的腐烂

和全浮动筏式养殖紫菜在春天出

现的腐烂会使紫菜的产量和质量

显著下降 给生产造成损失 ∀其中

水质贫瘠 !潮流不通 !水体污染 !温

度不适 !致病菌大量繁殖以及养殖

管理不当等因素是引发紫菜病害

的重要原因 ∀

赤腐病

是由赤腐病菌引起的叶状体

上出现圆形的红锈色斑点病 ∀随着

病情的发展 病斑部分扩大 或再

度感染出现很多小斑点并逐渐漫

延导致溃烂脱落 ∀

壶状菌病

此病是由壶状菌寄生而引起

的紫菜叶状体疾病 ∀发病时出现叶

状体停止生长 细胞溃烂 藻体变

短等症状 ∀

绿斑病

是由丝状细菌等引起的幼叶

或成叶阶段的疾病 ∀发病时出现

绿色小斑 进而出现小水泡 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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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溶胶现象 ∀

此外 还有白腐病 烂苗症 缩

曲症等多种与环境条件有关的生

理障碍引发的疾病 ∀

大型经济海藻病害的

研究现状

目前 有关大型经济海藻上

述养殖病害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

在病症的肉眼观察 显微镜观察及

病原菌的形态描述上 ∀少数研究表

明 某些大型经济海藻 如海带 在

受伤或病菌侵入造成的损伤部位

能够产生愈伤组织≈ ∀另外 有关研

究认为海带育苗过程中的病烂与

褐藻酸降解菌的大量繁殖有关 ∀紫

菜养殖过程中的病害与养殖模式

不良及致病菌的大量繁殖有关 ∀对

于上述病原体的致病原因及其致

病机理和海藻的抗病防御体系还

不清楚 ∀因此 对于大型经济海藻

的养殖病害还没有完全对症的有

效预防措施 而只是通过加强养殖

过程中的管理和环境因子 光照

温度 盐度 值 营养等 的调控

来减轻病害 ∀

未来的工作及意义

利用我国藻类学研究的雄厚基

础与现代生物技术的成果 进行大

型经济海藻 ) ) ) 海带和紫菜典型

养殖病害的系统研究 应从以下几

个方面展开 ∀

主要致病病原体的分离 !

培养及其致病性的研究

在对发病藻体进行连续和广

泛调查的基础上 采集发病的藻

体 进行组织 !细胞和亚细胞学的

观察 并进行致病微生物的分离 !

纯化及其培养体系的建立 这是进

一步研究其致病机理的基础 ∀

研究大型经济海藻对病原

体侵染的立体防御体系

利用分离纯化得到的病原体

进行回染实验 采用荧光探针技

术 !组织免疫与染色等技术 研究

病原体在接触 !入侵 !感染等几个

阶段中的生物学特征以及大型经

济海藻在不同阶段的应答反应特

征 包括信号产生 !传递及应答等

多层次的不同时空的立体防御特

征 ∀

研究大型经济海藻对于

感染病变的修复过程
从个体 !组织 !细胞和分子水

平阐明海藻对于病变的修复过程

及特征 ∀采用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

学 技 术 研 究 植 物 抗 毒 素

° ¬ 酶等活性物质以及自

由基在大型经济海藻病变修复过

程中的作用 ∀

大型经济海藻抗病力评判标

志的建立与高抗病个体的筛选

针对典型病害 在以上研究的

基础上建立大型经济海藻的立体

防御体系模型和评判大型经济海

藻高抗病力的综合指标 找出防止

和减轻病害的有效措施 并采用现

代生物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的

方法筛选高抗病力的海藻品系 ∀

以上工作对于大型经济海藻

养殖中各种病害的有效预防以及

海藻养殖业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均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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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光复合物( ≤ 在光合作用

中负责光能的吸收和传递 这些复

合物的捕光效率直接影响着植物

的生长 !发育以及生态分布 ∀从光

合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 捕光复合

物的演变最为活跃 其组成和结构

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光合系

统结构进化乃至光合生物的进化

历程 ∀深入比较各种藻类及高等植

物 ≤ 结构的异同 , 对于揭示光

合系统结构和功能关系 , 探讨光合

生物的进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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