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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墨剂量 X 射路对海带回日子体

的剌激效应＊＊＊

万宗熙 李家俊 将本再
（山东海洋学院、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电离射榕的生物学效应是引起广泛兴趣的一个生物学自题。用X射接或其他电离射

镇照射生物，不仅会引起生平异，而且可能影响到遣传物盾，引起突变［气放射突变可

以作为育种材料已是周知的事实［飞 现在电离射楼已被广泛用作育种的有效工具之一。

电离射撞在农业实践中的其他用途，例如是否可以利用低剂量电离射接来促进生物3特别

是作物的生头发育，别还是争瑜的国噩［3］。 有人虱为用11\:剂量电离射锋照射某些作物的

种子有促进生矢的效应［飞 有人则持相反的意克［6] ＇盲人为电离射锋伤害相胞，使相胞胀

大，不能真正促进生矢。

19罗9 年我1r，啻用各种剂量（ffl:剂量和高剂量）的X射镇照射海带配子休，发现11\:剂量

X射楼有促进生长发育的效应，高剂量剧严重地抑制生长发育［！］。对海带功于包子休，11\:剂

量X射接剧茂有相似明显的生物学效应［2］口

为了除在我柄的观察桔果， 1961 年我仍叉进行了两个实输。第一个实输在实盼室里

进行，原则上是重复19罗9 年的实辙。 但这灰我fr，仅重复11\:剂量X射锋的实酸，目的在输

在低剂量X射梭的良好生物学效应。 高剂量X射攘的有害作用是大家承言人的事实，我仍

言人为不必重复进行二

第二个实朦是生产性实翰，在海上进行。这是选用第一个实输中的一小部分材料，养

殖在海里，看它柄的生长发育情况。目的在探明11\:剂量X射接是否能提高海带的产量，是

否在生产实践上有应用的前途。

一、材料和方法

实输所用的材料一共有四个系就的海带抱子：

A3ob 这是建撞三年单棵海带呆的抱子。

A3助这也是莲撞三年单棵海带呆的抱子，但亲本不同，估苛它例将具有跟 A301 稍为

不同的遗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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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宗熙等：假剂量X射璋对海带配子体的刺激效应 71 

A301 × A3o3~ 这是 A301 和 A3o3 两棵海带混合在一起泵的抱子。

B2 × B3~ 这是由养殖摄取来来摇过我俩人工选择的两棵海带所朵的子包子，代表一般

养殖的材料。

朵抱子的时固是 1961 年 11 月 23 日。子包子一部分呆在玻片上少便于实朦室的检查观

察；一部分呆在棕搞上，便于以后移到海上养殖口

抱子采集后，在实翰室里培育一个星期，等到抱子都萌发成配子休，我俩就选出发育

一致的材料3进行X射撞处理。

照射驶片土配子体所用的X射稳剂量是罗00 伦、 100 俭和 50 俭c 照射棕蝇上配子体

所用的X射接剂量仅选用一种，自口 100 伦。 这是因为考虑到海上还有其他繁重的实输任

务，不能不铺小实朦的范围。

照射是在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放射科进行的。 X光机的照射条件是 lOOKV, 10.mA, 

距离 10 厘米，应有洁、板。承医院有关同志的热情协助，莲此表示威甜。

配子体照射后在实翰室里培育。培育条件是：培育用的海水枉过泊、毒，井加λ适宜的

氮和磷的营养液。光强是 1,000 士 50 米烛，光照每天 10 小时，海水温度 12 土2。'Co 每星期

换水一失。

海上实滕按照一般海带养殖方法进行，自P按时将棕榻上的功于包子体从实盼室移到海

旦养殖，按时消除小海带上的杂藻，按时分苗o 分苗时由是 1962 年 3 月 9 日。海土实牒

，在青岛团岛湾进行。

实盼室和海上实酸都按照要求定期观察司录。主要的拮果如下。

二、桔果

1. 实膜室的精果

海带配子体摇过X射接处理 5 天后，就逐渐排卵受精、发育成功于包子休。采抱子后大

的 20 天，郎 12 月 11 日，我仍用显微镜随机削量各粗抱子体的大小，每粗各削量 100 个个

休。 这个时期各照射粗跟各对照粗抱子体的长度和宽度都不相上下，并注有看到各照射

粗的抱子体在生长菇度上都比对照、粗快（表 1 ）。

再握过 10 天，生矢的情况就有显著的不同。各照射粗的抱子体在长度和宽度方面都

普湿地超出了各对照粗（表 1 ）。

再摇过 10 天，再检查一次，各照射粗仍然对各对照粗保持生长优势（表 1 ）。

为了比较全面地上b鞍抱子体大小，我俩把各粗各抱子体的关度和宽度相乘，由此来大

略估言十抱子体的大小。各粗抱子体的平均面积和标准差归结如表 Zo

从表 2 可以看到各系就的照射粗抱子体面积都超过了各对照粗。

2. 海上实朦的拮果

海上养殖的劫抱子体，开始分苗时，各批的苗郎劫抱子体在大小上都基本上相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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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1 能~j量X射德P.！！射几锢种毒海带配子体引起幼抱子体生长速度的差翼

（测量的个体每祖 100 个；单位：微米〉

Table 1. Stimulating effect of X-radiations on the gametophytes of L. japonica 

(N = 100; Unit=µ) 

A~地飞＼源~－乓二组时飞、阳B飞J」飞 61.12.11 62.1.2 62.1.11 

I. 平均长｝．平均宽 I. 平均长］．平均宽 I. 平均长］．平均宽

500 r 45.9 23.5 358.2 154.5 
D. 100 r 49.7 21.4 352.9 168.1 

Aao1 50 r 55.2 23.2 366.3 154.5 

H. 对照 48.2 21.6 268.3 73.3 

500 r 57.1 24.5 319.1 155.2 
卫． 100 r 59.5 26.1 318.4 140.5 

Aaoa 50 r 51.9 25.2 457.2 198.2 

日．对照 57.3 22.8 269.4 110.4 

F. 
500 1· 45.7 21.9 227.7 88.6 

100 r 44.6 21.3 203.5 78.5 
Aso1 × 50 r 46.0 21.0 255.5 89.1 

A sos 
日．对照 39.5 19.3 195.6 72.2 

500 r 39.8 19.4 209.6 70.9 
G. 100 r 50.2 24.0 229.5 70.3 

B2 × Bs 50 1· 52.3 25.8 250.4 80.6 

日．对照 47.3 24.1 191.3 60.4 

Explanatio且s:

A. Sources of material; 

B. Doses in r; 
C. Date of observation; 

D. A population of sporophytes after three years of inbreeding; 

E. Another population of sporophytes after three years of inbreeding; 

F. Cross between Aao1 and Asos; 

G. Cross between two sporophytes without previous inbreeding; 

日. Control; 

I. Average length; 

J. Average width. 

406.5 161.5 

419.9 180.3 

444.8 163.7 

361.7 122.0 

418.7 184.8 

476.6 202.1 

548.1 245.0 

407.1 174.9 

374.6 137 .7 

410.6 142.1 

418.8 144.8 

325.6 120.3 

312.5 102.2 

332.5 167.0 

367.0 112.2 

265.1 84.6 

海上培育 50 天以后，我俩对各粗的生长速度进行了一次测量，看到各照射粗拍子体的日

生长速度都超过对照粗（表 3 ）。

我仍又担lj量了各粗抱子体的最宽度，由此跟长度一起我俩就大略估叶出各抱子体的

面积o 除了 A301 这一系就以外，其余三个系就都是照射粗的抱子体平均面积大于对照、粗

（表 4 ）的抱子休。

三、前揄

实输室各系，镜各照射粗抱子体和各对照、粗抱子体大小的差异，摇过就言十分析，都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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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2 f去剂量 X射串连照射几俑种窒i每带圈子体引起幼抱子体生长速度的差臭

（麦内示藻体平均面积和标准差；单位：微米＂）

Table 2. Stim1且lating effect of X-radiation on the gametophytes of L. japonica (Data 

showing estimated average ar臼 of sporophytes and standard deviation]
(N = 100, Unit ＝川〉

73 

一

总；；.： 61.12.11 62.1.2 62 .1.11 

500 r 1095.3土408.5 61162 .5士50823.3 69569.2士50883.9
D. 100 r 1095.3土422. 。 64252.6士51050.2 82995.0士64166.9

Aao1 50 r 1283.9土412.9 61631.3+48106 .3 73855.7士42833.4

H. 对照 996.6+422. 。 22150.2+18863.4 48025.6土38916.3

500 r 1418.5+480.3 50979.6+30089. 7 78125.4土44738.9
E. 100 r 1566.7士619.5 46825.9士33956.2 99252.3+60683.6 

Aaos 50 r 1337. 7 + 525.2 86327.1 土46926.7 135970.9士59004.9

H. 对照 1324.3士511.8 33104.3士31097.9 73084.4士38851. 。

F. 
500 r 1014.5士296.3 22180.4士17454.9 52532.3士20436.2

100 r 974.1土417.5 16700.8士 8962.9 58994.8土31687.7
Aso1 × 50 俨 969.6土332.2 24126.2士16887.4 61268.3土28577 .4 

Aaoa 
H. 对照 772.1士271.6 14533.2土 8589.9 40544.8士25633.5

500 r 790.1+327.7 16065.7土11498.5 34364.5土24574.9
G. 100 r 1225.5士417.5 16756.3士10004.3 36093.6士14538.2

B2 × Bs 50 r 685.5士386.1 21651.1 士13303.2 43256.8士23969.9

H. 对照 1153. 7士363.6 8937.7士 6543.2 22009.1 土15717 .8 

Explanations: 

A. Sources of material; 

B. Doses in r; 

C. Date of observation; 

D. A population of sporophytes after three years of inbreeding; 

E. Another population of sporophytes after three years of inbreeding; 

F. Cross between A301 and Aaosl 

G. Cross between two sporophytes without previous inbreeding; 

H. Control. 

度显著的。 这些差异怎样解释呢？比方盐，怎样解释衰 2 各粗的差异呢？我何提出以下

的意晃。

垦看这个表（表 2 ），第一，我仍看到各系就之固有明显的差异。 例如， A3o3 的对照粗

的抱子体显著地大于其他各系就的对照粗抱子休，各系兢之国的照射粗抱子休大小也彼

此有所差异。可以看到哪一系就的对照粗抱子体比鞍大的，照射粗拍子休也比鞍大。这

些差异（郎各系兢之固的差异）可以主要归因于遣传的差异。

第二，我俩看到各系就内部也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各照射粗£~.对照粗有明显的差

异。这些差异就不能主要归因于遣传的差异，因为它伺有共同的来源；也不能主要归因于

一般实盼条件的差异，因为它俩的实翰室条件是基本上一致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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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3 各照射姐姐子停的生长速度（单位：厘米）

Table 3. Comparison of growth rate in different sets of L. japonica (Unit= cm) 

A. 来 源 B. ;ft且 J.llj c. 个体数 平D均．开长始度时（c的m) c. 个体数 E. 50天｝长后度的
平均

F.增平均长 日

100 r 29 17.3 10 132.7 2.5 
Aso1 

G. 对照 29 18.4 20 俨 131.1 2.3 

100 r 27 12.6 25 145.2 2.7 
Asoa 

G. 对照 30 16.6 16 135.8 2.4 

100 r 29 17.8 19 150.0 2.7 
Aso1 × Aaos 

G. 对照 29 18.8 26 127.5 2.2 

100 r 30 18.7 16 154.2 2.7 
B2 × Bs 

G. 对照 30 17.9 22 143.0 2.5 

Expla且ations:

A. Sources of material; 

B. Doses in r; 
C. Number of sporophytes observed; 

D. Average length of sporophytes at the beginning of cultivation in the sea; 

E. Average length of sporophytes after 50 days of cultivation; 

F. Average daily growth in length; 

G. Control. 

去 4 各照射组抱子体的大小（单位：厘米＇）

Table 4. Comparison of size of sporophytes (Unit= cm2) 

儿来 源 B. 革且 J.llj c. 个体数 D. 平均面积和标准差

100 r 10 1793.0+328.9 
Aso1 

E. 对照 20 1882.3士231.2

100 r 25 1991. 4+429. 6 
Aaoa 

E. 对照 16 1{'45.4土214.2

100 r 19 2055.5土469. 。
Aao1 × A sos 

E. 对照 26 1628.8+388.6 

100 r 16 2200.1 士235.2
B2 × B3 

E. 对照 22 2023.9士299.3

100 r 70 2028.1士404.2
F. 合 旨「

对 H召 84 1814.8土297.8

Explanations: 

A. Source of material; 

B. Doses in r; 
C. Number of sporophytes; 

D. Average size of sporophytes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 Control; 

F. Total. 

种差异呢？ 我刑事人为主要是11f剂量X射搔照射配子休霄产生了一些良好的生物学效应，

从而促进了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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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可以看到各系就的 50 俭粗和 100 险粗抱子体平均面积都是比较大的，特别是

雪0 伦粗比较更大一些。看来到伦和 100 俭的剂量对促进生长是更加适宜的。 19罗9 年的

实输则表明 500 伦的剂量促进生长的效应更大。

横着这个衰，我仍清楚地看到各照射粗的抱子体生长速度都比对照粗快得多。 例如

A3o3 这个系兢的罗0 俭粗和对照粗抱子休，在起初大小相仿佛3以后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看来生长速度主要是在X射接处理后第三星期开始才有明显的差异的。

总的看来，海上实翰的桔果跟实盼室秸果是基本上一致的。 A301 这个菜就的对照粗

比 100 俭粗生长得大一些，但这差异在兢哥学上是不显著的（t = 0.84 ）~这可以归于一般

的旗差。 其余三个系航的 100 伦粗都在就计学上显著地优于对照粗。 例如，就 B2 × B3

这→菜就耕，照射粗和对照粗之差比鞍小。 由于个体比较少，我仍用 t 二？毛二三L岳王吃
- /1 十 1

V n1 nz 

检输［句，仍得到 t = 2.1 的显著差异。

如果把各系就的 100 伦粗的总和跟各对照粗的总和拿来比鞭，应用 d= 立二三L
j丘＋豆
~ ni nz 

j到l辙， d =4.。这表明差异是高度显著的。 这样的差异可以主要归因于低剂量X射钱的

效应。

因此，我例的树步桔前是1tt剂量X射锋对海带配子体有具好的生物学效应3可以促进

生长，提高产量。

我俩也注意到，我仍海上实朦的理模太小，需要扩大姐模，重复实翰，进一步前在这里

所提出的前点。

至于低剂量X射按照射海带配子体促进生长的机制我仍巴在前灰实输中南明［l］，毒人

为1tt剂量X射接有促进雌配子体成熟和促进坊抱子体制胞分裂的作用。 我仍在另一个

应用低剂量 Co6oγ射接照射海带配子休的实输中也支持这一前点。 这方面材料另行发

表。

提要

本文报导了两个有关海带放射生物学的实辙。实朦室的实属食用比以前我伺同类性盾的实融更丰富

的材料（包括四个系祝的海带〕前在了俄剂量x射麓对海带配子体的具好的生物学效应。海上的养殖实

朦基本上支持了实居住室的泪察，表明｛虫剂量X射撞不仅促进了生长发育p也提高了产量。

根据本实朦的现祟＇ 500 伦、 100 伦和 50 伦的X射麓剂量对海带自己子体都有且好的生物学效应，其

中以 50 伦的剂量为最好， 100 伦的剂量式之＇ 500 伦的剂量叉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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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our former observation, low doses of X-radiations had some stimulating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gametophytes of L. japonica. In order to verify this conclusiom 

four different populations of gametophytes from different lines of descent were used in 

this investigation. 

The young sporophytes developed from the low-dose-X-irradiated gametophytes all 

grew significantly bigger than the control (Tables 1-2). The stimulating effect was seen 

to maintain up to the adult stage of sporophyte (Tables 3-4). It was previously found 

that the faster rate of growth was due to the faster rate of cell division occurred in sporo

phytes developed from low-dose-X-irradiated gametophy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