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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射路对海带幼抱子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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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俊 陈登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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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有关X射镜对海带自己子体和物抱子体的影响以及 Co6oγ 射撞对海带配子

体的影响都有过报导［l-5］。本实盼在于观察 Co6oγ 射锋对海带劫抱子体的影响和目前条

件下可能看到的作用机制。正如 Gray (1959）所指出：尽管X射钱对活相胞的作用商题

已有 60 多年的研究，但对有关的机制还是所知极少。 本实盼所能探奇的只是一些可晃

的、也就是属于相胞水平的机制。

一、材料和方法

实滕所用的材料取自山东省海水养殖塌，用成熟的普通海带杂交所育成的劫抱子休，

都生长在玻片上。实朦开始前，选取若干玻片，对物抱子体的长度和宽度进行测量，井由
长×霓估箭劫抱子体的大小。由此知道实革命开始时各粗劫抱子体的大小。

照射源是 Co6oγ 射棒。剂量牢每分钟 12当 ro 莲横照射。

照射剂量分 100 r 、 1,000 r 、 3,000 r 和 10,000 r0 实，盼所用的材料莲同对照粗一起，

一共包括当粗。

照射时温度是 7-8°C。照射后材料培育在正常条件下，光照时固每天 10 小时，光强

拘 1,000 ± 50 米烛，实盼室温度 11 土 2。c，培育用的海水起泊、毒后井加λ适量的营养盐

(N03-N: 2.Sppm; POrP: 0.28ppm），每 5-6 天换水一灰。

敏戚性的观察在于比较各粗坊抱子体的死亡率、各粗劫抱子体的生长情羽和劫抱子

体相胞的大小。

实盼时罔是 1962 年 12 月到 1963 年 2 月。

二、桔果和苟言命

实朦的主要桔果归桔为以下几个方面，并进行必要的前前o

I. 幼抱子体死亡牵的比鞍

各照射粗照射后当天良有发生死亡。死亡发生在照射后第二天，且仅且于 10,000 r 

粗。这种情况跟过去对其他生物的观察一致（Lea 19另， Meisel 1959）。死亡情况是物

抱子体一部分相胞的色素体成颗垃状，或变雄。这样的个体一般都逐渐解体。照射后第

2罗天，随机检查，看到各粗死亡率随照射剂量的加大而提高。情形如表 lo

这个桔果跟用 Co6oγ 射接照射海带配子体所发生的效应有相似，又有相异。相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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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照射后死亡率都随照射剂量的加大而提高。相异址是劫抱子体比雌配子体的放射敏戚

性1.lf些。例如，在劫抱子体方面， 10,000 r 粗在第5天的死亡率是 28.6% ；在雌配子体方

面， 10,000 r 粗在第 12 天就发生罗0% 以上的死亡o 这种差异大概跟劫抱子体是二倍体

去 1 照射后第 25 天备姐幼弛子体的死亡情况 而雌配子体是单倍体有关。这
Table I. Mortality rates of Co•0γ－irradiated young sporo- 跟其他生物例如酵母菌的放射

phytes of Laminaria (25 days after irradiation). 
敏戚性相似，自P放射敏戚性随

A. 剂 ii B. 总 数 c. 死亡的%
倍体性的提高而降低（Bacq

19野）。
10,000 r 301 

3,000 r 206 

1,000 r 190 

100 r 201 

D. 对 照 153 

Explanations: 
A. Doses of gamma radiations; 
B. Total number of young sporophytes observed; 
C. Mortality rates (%); 

28.6 

8.8 

5.8 

0.5 

4.6 

这个桔果跟用X射捷照射

海带动抱子体的桔果有相似，

又有相异。相似处是死亡率都

随照射剂量的加大而提高。相

异处是 Co60γ 射锋 1,000r 粗在

第 25 天的死亡率是 5.8% ，而

D. Control. 以前用X射接照射的 1,000 r 

祖在第 24 天的死亡率是 10.4%; Co60γ 射锋 10,000 r 辛且在第 2当天的死亡率是 28.6饵，而

以前用X射镇照射的 10,000 r 粗在第 24 天死亡牢是 97.4呢。产生这种差异大概有几个

方面的原因：一是 γ射棒和X射锚的生物学效应可能有些差异；二是我何实输中 Co～射

锋的剂量i!IJJ定可能不很准确；三是照射的海带功抱子体不是同一批，彼此可能有些差异。

究竟哪一方面的原因是主要的，目前还难确定。

II. 对幼抱子体生长的影响

照射前，对照粗坊抱子体的大小平均比各照射粗稍为大一些。照射后第 12 天和第

2当天各检查一灰，看到各照射粗的功抱子体大小平均都显著地犬于对照粗。情况如表 2o

去2 不同剂量 Co00－γ 射击釜照射幼强手体对生畏的影响

（各革且观察总数 n = 100) 

Table 2. Effects of Co•Oγ－radiations on the growth of young sporophytes of Laminaria. 

平号
D. 处理前

G. 长度（μ） 日．宽度（μ〉

10 ,000 r 33.6 13.5 

3,000 r 35.7 15.6 

1,000 r 34.0 15.2 

100 r 37.7 14.4 

I. 对 照 44.3 16.4 

Explanations: 
A. Doses of gamma radiations; 
B. Size of young sporophytes; 
C. Time of observation; 
D. Before gamma irradiation; 
E. 12出 day after gamma irradiation; 

E. 处理后第 12 天 F. 处理后第 25 天

G. 长度（μ〉 H. 宽度（μ〉 G. 长度（μ） H. 宽度（μ〉

163.6 54.5 490.5 

137 .8 46.3 408.0 

115.6 43.9 447.0 

109.5 42.2 390.0 

63.6 24.6 300.0 

F. 25th day after gamma irradiation; 
G. Average le_ngth (µ); 
H. Average width (µ); 
I. Control. 

144.0 

114.0 

121.5 

126.0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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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抱子体的大小是这样沮lj量的：先测量每一个功抱子体的最长度和最宽度，然后由

长×宽估言十它的面积。劫抱子体长度和宽度的7Jl!J量桔果如表 2，面积的估计如表 3口

去 3 不同剂量 Co•0－γ 射接照射海带幼子也子体对生妄的影响

（各革E观察总数 n = 100) 

Table 3. Effects of Co•0γ－radiations on the growth of young sporo,;>hytes. 

A气剂安、量. .：：：：：＞吧：；；！：＇飞～时飞＼大飞＼罔I' ~ 

D. 处理前 E. 处理后第 12 天 F. 处理后第 25 天

G.平均面积和标准差（μ勺 G.平均面积和标准差（µ,2) G.平均面积和标准差（µ＂）

10,000 r 460.3土 115.9 9144.2士4557.8 71707.5土31117 .5 

3,000 r 544.3土 127.7 6340.3士2234.4 48645.0土25110. 。

1, 000 r 500.6士117 .6 5214. 7 ±3212.2 56092.5+32152.5 

100 r 529.2士104.2 4794.7±2336.9 51457 .5士26347 .5 

E王． 对 照 717.4士 181.4 1569.1土 457.0 23152.5士 11565. 。

Explanations: 
A-F. Same as shown in Table 2; 

G. Average size of sporophytes and standard deviation （μ勺；

H. Control. 

以上桔果跟以前用X射接照射海带坊抱子体的实盼秸果也有相似和相异。相似处是

11!:剂量有促进生长的效应，相异处是高剂量 Co6oγ 射接至少表面上也有促进生长的效应。
例如， Co60γ 射接 10,000 r 粗劫抱子体在照射后第 25 天比对照粗坊抱子体大豹大了 3 倍

（表 3 ），而以前用X射接照射的 4,000 r 粗劫抱子体的生长都受到严重的遏制。为什么秸

果如此不同？这跟上边死亡率不同的情况一样，目前还不能有明确的解释。

为了进一步探悉高剂量的 Co60γ 射镇促进生长的目题，我1r明。量了几个粗钩抱子体

制胞的大小。

Ill. 促进捕；包子体生长的机制

以前发现低剂量X射接照射海带配子体促进生长时，官初步探明促进生长的机制在

于促进相胞分裂［l］。这灰我1r~也应用相似的方怯来探悉·促进生长的机制罔噩。

我仍选用各粗大小相近的幼抱子体测量；它的基部制胞和顶部相胞的大小。我仍ffiiJ量

每个相胞的长在径和短直径，然后由它俩相乘来估苛粗胞的大小。结果如表 4。

从表 4 可以看到，各粗劫抱子体基部粗胞平均都小于贾部的相胞。这种大小差异跟

照射无关，而是由于细胞不同发育时期的差异。

但是， 10,000 r 粗幼抱子体不前是基部细胞或是南部相胞都显著地大于对照粗相似

位置的相胞，这表明高剂量照射使坊抱子体增大，其原因不是促进相胞分裂，而是使丰田胞

胀犬。这桔果跟 Lea (1955）和 Errera (1959）的报导一致。这种生长现象是不能持捷

的。根据我俐的观察，高剂量的这种效应是暂时的，把大部分动抱子体以后逐渐死亡o

1,000 z 粗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在这里基部和国部相胞大小都跟对照粗相似位置的

相胞大小一致。这表明11!:剂量照射使劫抱子体增大，在于促进相胞分裂。这秸果跟 Ku

zin (1956）的报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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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4 不同剂量 Co60－γ 射能照射i每带动于包子体后藻体徊胞的大小

（各祖观察总数 n = 50]
Table 4. Effects of Co•0 r-radiations on the size of cells in young sporophytes. 

B. 基部相胞大小 c. J支部最同胞大小

A. 剂量
D. 平（μ均〉长 E. 平（μ均〕宽 F标．平准均差面（μ积2)和 D. （平μ均〉长 E. 千（μ均）宽 F标．平准均差面阳积勺和

10, 000 r 9.1 8.4 77.5士 18.5 9.5 10.2 87.3土30.8

1, 000 r 6.7 7.0 45.5士11.1 8.1 7.4 62.7+20.9 

G. 对照 6.7 7.0 46.7士7.4 8.1 8.4 66.4士 14.8

Explanations: 

A. Doses of gamma radiations; 

B. Cell size in the basal part of young sporophytes; 

C. Cell size in the terminal part of young sporophytes; 

D. Average length ( µ];
E. Average width (µ); 
F. Average siz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μ勺

G. Control. 

IV. 高剂量照射使相胞增大的部分

高剂量的 Co6oγ 射接使相胞增大的基础在哪里呢？是相胞核增大还是相胞匮增大？

为了解答这个罔题，我仍把劫抱子体用酒精酷酸固定去色，然后用醋酸洋枉染色， tJIJj量几

个粗粗胞核的大小。桔果如表罗。

表5 不同剂量 Co00－γ 射牵连照射海带幼弛子体后嗣胞援的大小奕化

（各革且观察总数 n = 25) 

Table 5. Comparison of size of cell nucleus between Co00γ－irradiated sporophytes and control. 

B. 最田 胞 核 的 大
A. 剂 量

c. 平均长（μ〉 D. 平均霓（μ） E. 平均面积和标准差（µ＂）

10,000 r 5.0 5.0 29.6土3.9

1,000 r 6.0 5.0 30.2士1. 7 

F. 对 照 6.0 5.0 30.2士2.6

Explanations: 

D. Average width (µ); A. Doses of gamma radiations; 
B, Size of cell nucleus; E. Average siz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µ勺；

C. Average length (µ); F. Control. 

从表 5 可以看到， 10,000 r 粗、 1,000 r 租和对照粗粗胞核大小一致。 由比有理由凯

为实革命中所看到的丰田胞胀大在于相胞震部分胀大。根据我俩的观察，相胞胀犬多丰跟被

泡胀大有关。根据香多学者（Lea, Gray, Errera 等〉的报导，染色体的放射敏戚性比较

高。本实盼所观察到的分裂相相胞很少，未能从事这方面的探悉。

三、提要

从本实翰的观察可以得出以下的初步桔前：

(1) 10,000 r Co60γ 射接不能引起海带功抱子体立自P死亡。这一粗的死亡发生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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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后的第二天。 Co6oγ 射锋跟X射锋相比，致死效应似乎鞍程。

(2）海带劫抱子体比雌配子体对 Co6oγ 射锋有鞍强的抗性。这大概跟功于包子体是二

倍休而雌配子体是单倍体有关。

(3) 1.ff:剂量如 100 r 和高剂量如 10,000r Co60γ 射接对海带功抱子体的影响，外表看

来有相似灶，都有剌激生长的效应，但机制不同。

(4）低剂量 Co6oγ 射镜促进生长，在于促进细胞分裂，这看来是有利的效应。

（罗）高剂量 Co曲γ 射接促进个体增大，在于引起相胞胀大，而且主要是牺胞贯部分胀

大，这看来是有害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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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6oγ－RADIATIONS ON THE YOUNG SPOROPHYTES 
OF LAMINAR/A JAPONICA ARESCH 

T. c. FANG J. J. Lr 
(Shantung College of Oceanology;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Academia Sinica) 
(Iηstitute of Oceanology, Academia Sinica) 

T. J. CHEN 

(Shantung College of Oceanology) 

(ABSTRACT) 

Very young sporophytes of Lamina1切 were used in this experiment. From the pre
sent experiment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were made: 

1. The high dose of 10,000 r of Co60 y-radiations did not cause any immediate 
death of the sporophyte cells. Death occurred as usual in the next day after γ－irradia

t10n. 
2. The young sporophytes which are diploids seem to possess higher radio-resistance 

to Co60 y-radiations than do the female gametophytes which are haploids. 
3. Both the lower and higher doses of Co60 y-radiations all showed some stimu

lating effects on the young sporophytes. The lower doses seem to have quickened the 
rate of cell division, while the higher dose of 10,000 r seems to have made the cell swell 
in the cytoplasm and this eventually caused the death of the sporophy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