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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对藻类的分布是极其重要的限制因素
〔7] 。

藻类的种类不同
,

所能适应的温度范

围也往往有所不同
。

有不少藻类可以生活在极地的低温条件下
,

有少数藻类可以生活在

温泉的高温 (50 ℃ 左右
,

甚至 85
.

2 ℃) 条件下
,

大多数藻类分布在这两种极端温度之简的

各种温度条件下
。

海带类 (La m i翻ri a) 植物主要分布在比较寒冷海区
。

屯们生活史的各时期对温度的

适应能力有所不同
。

一些研究者在这固题上进行了研究
,

但所得到的桔果有所出入
。

例

如
, s c h r e ib e r

(1 9 3 0 ) 款为精海带(L
·

了a c 、h a r动 召
(L

·

) L a
m o u r

.

)在夏季会失去生殖力
,

并

款为这是 由于温度升高所造成的拮果
。

他指 出
,

如果把培育在 16 一 1 8 ℃ 条件下的配丫沐

移到 6℃ 的条件下
,

就可以恢复能育性
。

H ar rie
s

(19 3 2 )
·

的观察桔果与 sc hr ei b二 的不同
,

她指 出糖海带雌配子体到 16 ℃ 条

评下还能形成卵囊
。

不过
,

她也承款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会抑制生殖
,

虽然可以促进生

长
。

Pa rk e
(1 94 8 ) 的观察又有所差异

。

她看到糖海带的抱子体在一年四季里都可以在

她观察的海区里形成
,

因此推测这个物种的配子体在全年的任何月份里都可以进行生殖
。

上述的观察差异 由于什么原因
,

值得尉渝
。

H ar rie
s

和 Pa rk e
‘

所观察的都是英国的

糖侮带
,

她们的研究拮果比较相近
,

都以为配子体能够在较高温度卞进行 生殖
。

.

但是

s o

hr ei be r
观察的糖海带可能是另一地理区域的种草

,

或者属于另一族
,

分布在温度较低的

更高掉度带
,

它佣对于温度的适应力有所差异
。

实际是否这样
,

尚有待进一步的探尉
。

本文所尉输的是海带类的另一物种
,

自p海带 (L
.

ia 户口厉ca Ar es ch
.

)
。

这种海带原产日

本北海道及其附近
。

根据木下虎一郎 (1 9斗7 )的昆载、 海带生长发育期所能适应的温度范
i

围是 1一 2 ℃ 到 18 一 19 ℃
。

我国藻类学家曾呈奎
、

吴超元
、

孙国玉(1 9 5 7 )就温度对海带生长发育的影响进行了实

啦观察
。

他们的研究指出
,

目前养殖的海带生长温度的最低限度可以推至 l℃左右
,

最高

限度可以达到 20 ℃ 左右 ;生长最快的温度是 5一10 ℃ ; 但低适温(1一 5℃)和高适温(10 一

13 ℃)随藻体的大小而不同
,

藻体较小的 (2
.

5 米以内)忍耐高温的能力较弦
。

他们的研究

( 19 5 5 )又指出
,

幼抱子体的生长也需要较低的温度
。

曾呈奎
、

吴超元
、

任国忠 (1 9‘2 )报导

配子体在 18 一20 ℃
’

及以上温度条件下
,

不能进行生殖
,

并分析了温度对于海带配子体生

长发育的影响 [4]
。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稠查研究报告第 17 5 号
。

本实徽在进行中承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副所长曾早奎先生

提出若干宝贵意觅
,

篷此志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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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材料可以知道
,

海带类植物对于温度的适应可以区别为三种情况
: 1

.

物种之

周的差异
,

例如糖海带在较低的温度条件下 (16 ℃以下 )形成卵囊
,

而海带员lJ能在较高温度

下(18 ℃以下)形成卵囊 ; 2
.

物种内部的差异
,

例如同一物种(糖海带)分布在不同地区所要

求的温度条件有所差异
,

或同一物种分布在同一地区也可以呈现个体差异 ; 3
.

同一个体
的不同埠育阶段或不同发育时期的差异

,

这是种内差异的另‘类型
。

例如配子体和抱子

体所要求的温度条件有所差异
,

大小不同的抱子体所能适应的温度条件也有所差异
。

本

文将粘合海带海青一号新品种配子体和幼抱子体对温度反应的研究
,

尉输种内不同个体
·

对温度适应力的差异和不同发育阶段或不同发育时期对温度适应力的差异
,

并分析这些

差异的原因
。

海带海青一号是握过 19 5 8一 19 6 1 年简的选种工作所培育出来的新品种 「’] 。 这个品

种在青岛和厦阴分别进行了实验
。

我们在青岛看到这个品种的抱子体比对照祖能耐 高

温
,

产量较高
。

在厦阴海区海青一号耐受高温的表现尤其明显
。

但是海青一号的配子体

和幼抱子体是否也有同样的优点呢 ? 这是我佣所关心的尚题
。

因此
,

我们进行了以下的

实脸
,

取得了一些成果
。

一
、

材 料和 实脸
’

实脸所用的材料是海青一号和对照祖海带的配子体和幼抱子体
。

首先用玻璃片采集

海青一号和对照海带的游抱子
。

都用单棵采抱子
,

保靓自交
。

这些海带都握过三年速疲

的 自交
。

因此
,

每一单棵的后代都可以看做一个 自交系
。

海带抱子和以后长成的配子体和幼抱子体都塔育在消毒过的海水里
,

并加入适量的

氮和磷 (N o 3

一N : 2
.

sp p m : Po ;
一 p : 0

.

2 8 p p m )
。

采苗工作于 1 9 6 1 年 6 月底进行
,

高温适应力实尉于 8 月初开始
。

‘

实膝分两部分进

行
。

一是观察海青‘号配子体对高温的适应力
。

一是观察海青一号幼抱子体 (30 0 个扭

胞左右)对高温的适应力
。

’

I.. 配子协对高温的适应实驻
将原来培育在低温 (10 ℃ 左右) 下的配子体玻片分成三祖

,

分别放在 18 ℃
、

20 ℃ 和

24 ℃温度下
。

对照祖玻片也分成三祖在同一条件下进行实脸
。 7 月简我们因忙于其他工

作
,

曾把这批配子体全部置于黑暗之中达两星期
。

根据过去握输置于黑暗中的配子体生

长发育很援慢
,

不易排卵
。

温度的实膝开始前
,

玻片都握过检查
,

确定研究对象仍处于配

子体阶段
,

然后放入主种不同温度的海水中
。

翘过 20 天以后
,

为了进一步输征海青一号

配子体耐高温的能力
,

各祖玻片又分出‘半置于 26 ℃ 的高温中
。

n
.

幼袍子体对高温的适应实骇

将原来在低温 (10 ℃左右)下发育起来的海青一号幼抱子体
,

于 8
‘

月底分成三祖分别

置于 18 ℃
、

20 ℃ 和 24 ℃ 的温度中
。

对照祖同一发育时期的幼抱子体 (大小相近)也分成

三粗
,

置于上述三种温度中
,

进行观察
。

除了上述实验以外
,

我佣还用另外 n 棵海青一号

自交的后代和 4 棵对照粗海带 自交的后代进行高温实验
,

把它们从 10 ℃ 提高到 24 ℃ 的

海水中
。

所以幼抱子体的实验一共包括 12 棵海青一号的 自交后代(郎 12 个自交系)和
’

,

棵对照祖的 自交后代(郎 , 个自交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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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观 察

1
.

海青一号雌配子体对高温的适应力

海青一号和对照祖雌配子体从 10 ℃左右的低温提升到 18 ℃
、

20 ℃ 和 2斗℃ 后
,

起初

十几天
,

我们并没有看到各祖雌配子体对这些温度的适应力有什么差异
。

到第 19 天
。

我

们看到 18 ℃ 和 20 ℃ 条件下的雌配子体没有什么死亡
,

可是 24 ℃ 条件下的雌配子体不仅

部分相胞变释
,

出现死亡
,

而且海青一号和对照祖死亡率握过随机检查
,

有所差异
,

死亡率

也随时简而增加(觅表 1 )
。

表 1 海带海青一号雌配子体在 2 4o C 温度下的死亡率(培育条件 :

光强 1 1 0 0 米镯
,

光照 1 0 小时
,
起初都培育在 i o

o
C 左右)

T a ble 1
.

M
o r ta lity

o f fe m a le g a功e to p h yte s
of th e H ai q in g

N o
.

l b re
ed u n ae r 2 4

O

e
.

(o ri g in 以 t e m p e
ra tu r e : io

o
c )

A
.

高 温 培 育 的 时 尚 (天)

⋯二二止一二二}‘一‘兰一一}一一止l
-

一

—
}军生全笠}二些里型}二卫垄生}三些至兰立卜兰色竺二}三些兰二竺二

D
·

侮青一号 1
’‘0

}
‘

·

0

】
‘4 0

】
3

·

6
】 “6

}
2 6

·

7

E
·

对照 } 1 1 8 }
·

1 8
·

“ } 李l, ! 3 3
·

9 } 1 2 9 } 5 5
·

”

E x p la o a t io n s :

A = T i :n e e la p se d a ft e r 。u ltiv a t in g a t 2 4
O C (i

n d a y s

) :

B = T o 妞1 n u 一n b e r ;

C 二M o r ta lity ;

D = H a iq in g N o
.

1 b r e ed o f L
.

夕a P o , ic a :

E = C o n t ro l
.

培育在 18 ℃
、

20 ℃ 和 2 4℃ 的上述各祖雌配子体
,

握过二十天后都分出一半培育在更

高温度 (26 ℃)下
。

六天后检查
,

看到各祖都出现死亡
,

而且表现有规律的差异 : 不输海青

一号或对照祖都是原先培育在 20 ℃ 条件下的较能耐受 26 ℃ 的高温
,

死亡率低 (见表 2 )
。

表 2 海青一号雌配子体在 1 8o C
、
2 0o C 和 24

O

C 下培育20 天后移入 2 6o C 条件下培育的死亡率

T a b le Z
·

M
o r t“11妙

o f fe m al e g a m e to p hyt
e s of ,th

e H a iq in g N o
·

1 b re ed
e
ul tiv a te d at 18

o
C

,

20
o
C a n d 24

o
C fo r 2 0 d ay

o a n d th e n tra n s fe r r

目
t o 2 6

o
C (o b s e r , a t io n s t a k e n 公 te r 6 d a y s a t 2 6

o

C )

F
.

悔青一号

G
.

对照

‘一二止塑兰一}一牛黑迎军, }一二宜兰竺一
二兰色竺

-

}三竺匹里主卜生生竺}二竺里里{二兰旦竺
-

}兰里三(兰王

1
‘0

·

3

}
‘3 3

{
”

·

3

}
‘2 0

}
1 0 6

、

! 斗0
·

6
「 、

} 1 0 , } 12
·

” } ‘2 8 } 斗6
·

1

E x Pla o a ti o n s :

A = 0 于ig in al c u ltiv a 6 o n te m p e ra t o r e 1 8
O
C ;

B ‘o : ig in 砰1 c u lti v a ti o n te , n p e r a t u r e

加
o c ;

C = o rig in a l e u ltiv a tio n t em p e r a t u r e 2 4
o C ;

D = T o ta l n u in b e r ;

E = M o rt a lity ;

F = H a iq in g N o
.

l b比 e d ;
’、

G = C o n t r o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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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可能是这样
:
24 ℃对于雌配子体已引起死亡

,

移入 26 ℃ 自然会引起更多死亡
。

从

18 ℃ 移到 26 ℃ 比从 20 ℃ 移到 26 ℃ 变化较大
,

因此也会引起较多的死亡
。

U
.

海青一号幼抱子体对高温的适应力

幼抱子体在高温下的死亡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
基部袖胞变椽

,

接着是相胞松弛
。

这可

能是由于袖胞壁上的某些胶厦分解了
。

功抱子体从低温提升到 高温后
,

起初每天进行观察
,

随机舒算各粗的死亡个体
。

我们

看到海青一号幼抱子体在 18 ℃
、

20 ℃ 和 24 ℃ 下的死亡率都低于刘
.

照祖
。

表 3 就是我们

所观察的一部分材料
。

’

表 3 海青一号和对照粗幼抱子体徙低沮提升到 1 8o C
、
2 0o C 和 2 4o C 后的死亡率

T a b le 3
.

M
o rt a lit ie s

成 ve 仃 y o u n g s

即ro p hyt
e s o f H a iq in g N o

.

l

u n d e r 18
o

C
、

20
.
C 曲d 24

o
C

AAAAA
.

在 高 温 的 时 简 (天 数)))

lllllll 222 888 2 333

BBBBB
.

总数数 C
.

死亡(% ))) B
.

总数数 C
.

死亡(%))) B
.

总数数 C
.

死亡亡 B
.

总数数 C
.

死亡亡
(((((((((((((((% ))))) (% )))

DDD
.

梅青青 1 8℃℃ 2 3 777 000 2 7 777 0
.

444 3 1 888 1 8
.

666 14 444 9 1
.

000

一一号号 2 0 ℃℃ 2 4 777 000 2 7 666 2
.

222 2 6 999 2 8
。

333 15 111 98
.

777

22222 4 ℃℃ 2 5 888 1
.

222 2 6 111
‘

3
.

111 2 1 888 9 5
.

00000 10 000

··

E
.

对照照 18℃℃ 2 1999 0
.

555 2 5 555 1
.

333 3 0 888 9 2
。

222 12 111 10QQQ

22222 0℃℃ 2 3 222 0
.

999 2 8 888 4
.

555 3 6 666 9 5
.

666 1 3 777 10 000

22222 4 oCCC 2 9 111 9 8
.

333 2 5 555 1 0 00000 1 0 00000 1 0 000

E x p la n a tio n s :

A = T im e e la p s e d a ft e r tr a n sf e r r ed t o h ig h e : te tn p e r a tu r e s

(1
11 d a y s

):

卫= T o ta l n u 山 b e r :
.

C = M o r ta lity ;

D = H a iq in g N o
.

1 o f L
.

i
a P o o ic a :

E = C o n tr o l
.

从表 3 可以看 出
,

对照祖幼抱子体在 24 ℃ 条件下握过一天
,

几乎全部死亡 (死亡率

外
.

3 拓)
。

在 18 ℃ 和 20 ℃ 条件下握过八天也几乎全部死亡(死亡率是 92
.

2 多 和 9 久 6 %)
。

而海青一号幼抱子体却有截然不同的表现
。

海青一号幼抱子体在 24 弋 下握过一天
,

死亡

率很少(死亡率 1.2 拓)
,

到第八天才几乎全部死亡(9 5 %)
。

在 18 ℃ 和 20 ℃ 下的反应更好
,

屯们樱过 3 个星期以后才呈现严重的死亡
。

从表 3 还可以看到
,

在 24 ℃ 条件下
,

海青一

号幼抱子体八天后的死亡率跟对照祖一天后的死亡率相近 ;在 18 ℃ 和 20 ℃ 条件下
,

海青

一号幼抱子体 23 天后的死亡率与对照祖八天后的死亡率相近
。

为了进一步检查海青一号和对照祖幼抱子体对高温的适应力
,

我们把另外 n 棵海青

一号各 自分别自交的后代和另外 4 棵对照祖各自分glJ 自交的后代都从低 温升 到 24 ℃ 高

温
,

观察它佣的死亡率
。

在头三天
,

我俩看到反应差异很大
,

总的情况是海青一号各自交

系大部分都表现较低的死亡率
。

对照祖各 自交系死亡率较高
,

但有一个自交系 (玻片号
2 30 一

l) 在头五天里表现很好
。

表 4 仅提出实输总拮果的一部分
。



1一2 期 方宗熙等 : 海带“海青一号
, ,

配子体和幼袍子体对高谧的适应力 3 3

·
、

表 4 海青 , 号幼抱子体由低调提到 24
“

c 后的死亡率

T a 卜le 4
.

M
o r ta lity o f

、

, e
印 yo o n g , p o

ro p hy te s
of d i爪

r e n t in b r

ed
lin e s

讨 th e H a iq in g N o
.

1 b r e

ed u o d e r 24
o
C

AAA
.

自交系系 B. 在 2 4℃ 后的时简(天)))

lllllll 222 333 555

CCCCC
.

总数数 D
.

死亡(% )))
. B

.

总数数 C. 死亡(% ))) B
.

总数数 C
.

死亡(%))) B
.

总数数 C
.

死亡 (% :::

EEE
。。

2 5 8 一111 1 1666 9
.

555
‘

10 222 33
.

333 1 0 333 57
.

333 9 999 9 4
.

999

梅梅梅 2 5 8
一
222 1 1666 1 2

.

999 10 555 2 1
.

999 1 3 000 54
.

666 1 4 555 9 7 000

青青青 2 5 8
一
333 14 444 2 8

.

555 1 5222 5 0
.

000 18 111 7 0
.

777 2 2 000 9 9
.

111

号号号 2 5 8
一
444 1 1222 2 5

.

000 10 111 4 0
.

666 10 444 石4
.

444 1 0 111 9 4
.

111

22222 5 8 一555 12 333 2 2
.

000 10 666 5 7
.

666 1 1 777 89
.

777 1 3 111 10 000

22222 5 8 一777 3 2000 10
.

000 2 9 888 3 4
.

222 4 2 888 3 9
.

333 3 3 000 6 4
.

555

22222 5 2 一111 1 3 111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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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六天观察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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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x 闪a n a tio n s :

A = In b r e d Iin e s :

B = T io e e la p s e d aft e r e u ltiv a t毛
, 、9 a t 2 4℃ (i

n d ay s
):

一
C = T o ta l n u m b e r ; 巴

D = M o r ta lity ;

E = 1 1 in b r e d lin e s o f th e H a iq in g N o
.

1 b r e e d o f L
.

i
a Po n ic a ;

F= 5 in b r ed lin e s o f e o n tr o l;

本 o b s e r v a tio n tak e n aft e r 6 d ay s
.

三
、

甜
一

硫

上面的观察清楚地表明了以下的事实
:

1
.

不谕是悔青一号或对照祖
,

雌配子体都比幼抱子体能耐较高的温度 ;

2
.

海青一号的配子体和功抱子体都比对照祖能耐
·

较高的温度 ;

3
.

海青一号和对照祖各个体 自交所产生的各自交系对高温的反应彼此有所差异
。

为什么配子体比幼抱子体能耐较高温度 ? 为什么海青一号的功抱子休较能耐高温 ?

为什么各 自交系对高温的适应力彼此有所差异 ? 这些是值得尉渝的阴题
。

1
.

配子体比幼袍子体能耐较高温度周题

据观察
,

不渝海青一号和对照祖
,

它仍的雌配子体在 18 ℃ 和 20 ℃下握过一个月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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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

都没有发生严重的死亡
。

但幼抱子体在同样温度条件下握过 3 个星期就死亡严重
。

例如
,

海青一号幼抱子体在 18 ℃ 握过 23 天
,

随机检查
,

死亡率达 9 1
.

0 多(表 3 )
。

在 24 ℃

下
,

雌配子体也有相似较好的表现
,

例如雌配子体在 24 ℃ 下握过 19 天死亡并不严重 (表
1 )

,

而功抱子体在24 ℃下只择过五天就发生了严重的死亡 (表 4 )o

为什么雌配子体比幼抱子体较能耐高温 ?

某些生物在生活史的不同时期对温度或其他外界条件可以有不同的反应
。

例如
,

冬

小麦在幼苗的早期能耐低温
,

拔节以后就不能耐 0 ℃左右的低温
。

海带在生活史的不同

时期
,

对温度也有不同的反应
。

海带配子体能耐高温
,

幼抱子体不能耐高温
,

大抱子体又

能耐高温
。

为什么这样 ? 这跟海带自然种军生活史上的生活条件相联系
。

带
,

抱子体到 8一夕月简成熟
。

生的游抱子萌发形成配子体
,

这时期的海水温度可达 18 一 19℃ 以上
。

原产在北海道的海

成熟抱子体所产

雌雄配子接合后逐渐发育成多袖胞的幼抱子体
,

到 1一 2 月

简
,

所长出的幼抱子体肉眼可以看到
。

这时期的海水温度已下降到 1一 2℃
。

这就是靓
,

海带自然种军的成熟抱子体和所产生的游抱子以及随后胚抱子萌发形成的配子体能耐受

18 ℃ 或者更高一些的温度
,

多袖胞的幼抱子体却是在温度较低的条件下长成的
。

这是海

带自然生长的情况
,

也就是海带在北海道海区适应代定 自然条件所形成的生活史
。

这意

味着海带适应温度有自己的遣传性
,

有自己的特点
。

这是海带系杭发育的桔果
。

现在我

们实验室和泽上观察的材料跟上述的 自然种拿的生活史中的特点是一致的
。

在我国养殖

的海带
,

成熟的抱子体都能耐受 25 ℃ 左右的温度
。

我们的实验室观察也充分表明幼抱子

体和配子体同样能耐受 18 ℃ 到 20 ℃ 的温度
。

但配子体在 20 ℃ 温度条件下
,

不能形成卵

囊和卵
,

精囊和精子
,

受精作用也要在低于 20 ℃
,

大致 18 ℃左右的温度下进行 [4]
。

这就

保靓由受精卵发育起来的多袖胞幼抱子体能遇到较低温的条件
。

如果海带在 20 ℃ 能正

常形成卵子和精子
,

那么幼抱子体就会遇到 20 ℃ 而遭受损失
。
可兑雌配子体在 20 ℃不

形成卵子
,

不受精
,

对海带有利
。

这可以看做是自然选择所保留下来的合理性‘

这就是靓
,

海带生活史的各个时期在自然海区里都表现生物体跟生活条件 的扰一
。

这种情况跟小麦的阶段发育有相似之处「, , 。 海带生活史上各时期所适应或所要求的不同

温度是跟海带原产地的海水温度的季节变化相联系的
。

这是海带翘过长期的 自然选择所

发展起来的遗传性
,

是海带系枕发育的桔果
。

“

2
.

海青一号的配子体和幼抱子体为什么能耐较高的温度

实硫提供的若干材料表明
,

海青一号的配子体和幼抱子体比对照祖能耐较高的温度

(表 1一叼
。

为什么海青一号幼体表现这种优点 ? 这是种内差异尚题
。

·

根据我们以前的分析 [’] ,

海青一号的成体在若干生理和形态性状上已显著不同于对

照祖
。

我们的解释是
:
通过速疲的 自交和定向的选择

,

褥青一号的遣传性在某些方面已跟

对照祖有所差异
,

其中重要的一个遣传差异是海青一号成长的抱子体能耐较高的温度
。

我

们现在所取得的关于海青一号配子体和幼抱子体能适应较高温度的材料支持这二拮谕
。

这就是就
,

由于某些遗传差异
,

海青一号不仅在成长的抱子体方面
,

而且在配子体和功抱

子体方面
,

都此对照祖能耐较高的温度
。

‘-
. .

3
.

各自交系对高温的适应力为什么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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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青一号 12 个自交系幼抱子体对温度 24 ℃的适应力差异很大
。

在高温下一天以后
,

除一个自交系没有及时检查外 :其余 n 个 自交系幼抱子体的死亡差异很大
,

最低死亡率

是 1. 2 %
,

最高死亡率是 54 .7 %
。

两夭以后
,

最低死亡率是 3. 1务夕 最高死亡率是 7 .5. 7 务
。

对照祖的 5 个 自交系幼抱子体对 24 ℃ 的反应也表现显著的差异
。

为什么 自交系幼抱子体对高温的反应不一致7 对 2 4 ℃的耐受力为什么表现差异 ?

由于实硫材料都是在同样发育时期的幼抱子体
,

又都培育在同样的条件下
,

我们欲为

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遣传
。

这郭是靓
,

我佣敲为各 自交系的遗传性有所差

异
。

这个桔渝适用于海青一号
,

也适用于对照相兔
.

为什么各 自交系表现遣传的差异 ?

我们以前对海青一号的起源做过这样的解释
:
海带自然种拿具有杂种性

,

个体差异是

普遍的
,

其中不同个体对高温的适应力有所差异
,

通过速疲的 自交和定 向的选择
,

一个种

桑的遣传性逐惭跟对照有显著的差异
,

我们把这个种晕呀海青一号
。

但这个种军的各性

状还有相当的变异幅度
,

这表明海青一号的遣传性还未钝一
,

还未稳定
,

需要糙按选择培

育
。

我们现在得到的关于各自交系幼抱子体对高温反应不一致的材料
,

进一步支持我们

的解释
。

这就是就
,

海青一号和对照祖的遗传基础都不钝一
,

通过 自交必然发生分离
。

这

是袖胞遣传学分离规律的作用 [1l1
,

拮果是不同的 自交系有不同的遗传性
。

因此
,

我们对于

海青一号 的选择和培育工作必须批疲进行若干年
,

才能使遗传性稳定下来
。

四
、

提
’

耍

本实盼分析了海带海青一号品种雌配子体和幼抱子体 (3 00 个袖胞左右)对高温的适

应力
,

尉输了对高温适应力的个体差异及其原因
。

实输桔果表明
: 1

.

不渝海青一号和对照祖
,

.

配子体都比幼抱子体能耐较高 的 温度
,

在海带整个生活史中幼抱子体对高温最敏感 ; 2
.

海青一号配子体和幼抱子体此对照祖能

耐较高温度 ; 3
.

各自交系耐受高温的能力不一致 ; 4
.

各种晕内部广泛地存在着个体差

异
,

有的对高温的适应力很翁
,

有的比较强些
。

_

我们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是
: 1

.

海带配子体比幼抱子体能耐较高的温度是海带自然种

拿在北悔道原产地长期适应坏境的枯果
,

跟那里的海水温度季节变化的特点相联系 ; 2
.

海

青一号功抱子体能耐较高温度是由于它们已具有不同的遗传性 ; 3
.

这种遗传差异是以原

来存在的个体差异或杂种性为基础
,

通过几年的遵按自交和定向选择而分化出来的
,

现在

各自交系对高温的适应力不一致
,

表明海青一号种草还有颇大的杂种性
,

还要进一步地选

育 ; 4
.

同一自交系或同‘种拿广泛表现个体差异
,

不仅表明原来的 自然种霏是杂种
,

而且

表明现在各自交系的遣传基础还相当不钝一
。

参 考 文
,

献;

[ l」 吴超元
、

蒋本禹
、

李家俊
、

任国忠
,

1 9 6 2
。

海带海青一号的培育和初步的遣 传 分 析
。

植 物 学 报

19 7一2 0 9
0

吴超元
、

孙国玉
,

19多7
。

温度对海带抱子体的生长和发育的影响
。

棺物学报 6 (2 ) : 103 一 13。
。

孙国玉
、

‘

吴超元
,

1 9 5 50 海带的幼苗低温渡夏养植拭骇报告
。

植物镜报 4 (3 ) : 2 25 一2 6斗
。

吴超元
、

任国忠
, 1 9 6 2

。

温度对梅带配子体生长发育的影响
。

海泽与湖招 4 (l一2 ): 22 一2 8
。

、

1.J�J.工月J
2
,J4

r‘‘r.L一卫L



36 海 洋 与 湖 沼 4 卷

〔5 〕
’

李森科
,

19 3 3
。

春化作用的理篇基础
。

兑农业生物学
,

傅子顽郭
,

科学出版社
, 1 9 56 年出版

,
5 58 直

。

〔6 〕 未下虎一郎
,
19 4 7

。 二 , 7
‘

乏夕 力 声O 增心
二关才 石研究

。

日本札幌北方出版社
,

79 真
。

〔7 ] F e ld m a n n ,

1 9 5 1
.

E e o lo g y o f m a r in e
4

a lg a e
.

in “ M a n
ua l 。f Phyc o 一o g y

, , ,
ed ited by G

.

M
.

sm ith
.

Ch r o n iea B o t a n ica C o m p a n ro. 即
.

3 1 3一3 3 4
.

[ 8 ] H a r ries R
. ,

1 9 3 2
.

A n in v e stig a tio n by c u lt u r a l m e tho d s o f s o m e o f the fa e t o rs in flu e n ein g the

d e v e lo p m e n t o f the g a m eto p h yt es a n d the e a ry s ta罗
5 o f th e sp 成o p hyt es o f 乙a

械
n ‘r矛口 己咭介

召
帆 L

.

sa c ch夕r in ‘ , a n d L
.

elo u sto n i
.

A n n als 。
f B o t a n 夕

.
_

4 6 : 8 9 3一9 2 8
.

1 9 1 p a rk e ,

M
. ,

1 9 4 8
.

S tu d ie s o n B r itish L a m in a瓦a eea e 1
.

G r o w th in L

~
召

ria 、cc 乃a

~ (L
.

) La m o u r
.

]
.

M
: r

.

B io l
.

A ss
.

UK
.

盯(3 )
: 6 5 1一7 0 9

.

;

【1 0 ] Se hre ib e r ,

E
. ,

1 9 3 0
.

U n to rs u ch u n g en 公be r

Pa
rth e n o

ge
n e sis G e s c川 eeh ts b es6 m m u n g u n d B a st a r d ier u n g s

v e rm 6 ge n b ei L am in a rie n p la n ‘a
·

1 2 : 3 3 1
兮

5 3
·

11 1 ) S r b
,

A
.

M
.

a n d R D
.

O w e n
,

1 9 5 2 G e n er a l G en e tic s
.

W
.

H
.

Fr e e m an 。n d C o m p a n y
.

C a lifo r n ia
.

p p
.

3 2 7一3 4 9
.

IN CR E A SE D A D A PT A B IL IT Y T O H IG H T E M PE R A T U R E O F

G A M E T OPH Y T ES A ND SPO R E L ING S O F T H E H A IQ IN G

N O
.

1 B R E E D O F LA 几叹N A R 尤A 石L4 P O N 力CA A R ESC H
.

T
。

C
.

F ^ N e

(s ha n to n g C o lle了e o
f O c ea n o lo ‘共

Jo s titu te o
f O c e a n o lo g y

,

入ea d e二i。 Sio ic a
)

C
.

Y
.

W
u A N D C

.

2
.

L i

(加
tit u te 0

1 O c ea n o lo g y
,

A c a d e从ia S in ic a
)

(八
。sT ; A e T

)

T he P re se n t Pa p e r r ep o rt s s o m e r e su lts o f the e x p e r im e n t s o n the ad a p ta bility to

h ig h t em p e r a t u r e o f the g a m e t o p hyte s a n d sp o r elin g ‘ o f the n e w b r e e d H a iq in g N o
.

1 o f

L a二in a r i4 夕aPo n ic a
.

It ha s be e n o b s erv e d tha t : 1 ) th e r e w e r e c o 此id e r
ab le in d iv id u a l

d iffe re n e e s
一

in th e s a m e
‘

p o p u la t io n a n d c o n sid e r a ble p o p u la证io n a l d iffe re n e e s am o n g d if
-

fe r e n t in b r e d lin e 。: 2 ) th e g a m e to p hy te s a n d sp o r elin g s o f the n ew b re e d w e r e a ble to

a d a p t them s elv e s t o h igh
e r t em p e ra tu re s tha n tho s e o f the e o n t ro l ; a n d 3) th e g am e to p hy

-

te s w e r e a ble to a d a p t them s elv e s t o high e r te m p e r a tu r e s tha n the s p o r elin g s
.

T he s tu d y o f the t em p e ra t u r e a d a p t ability o f g a m e to p hyt e s a n d sp o r elin g s w a s m a d e

o n o b se rv in甘 a n d c o m Pa r in g the m o rt alitie s o f g a m e to p hyte s a n d sp o r e lin g s c u lt iv a t ed a t

hig he r t em p e ra tu r e s,

1 8
“
C

,

2 0
“
C

,

2 4
o

C
, a n d 2 6

“

C
.

T he m o r ta litie s o f the fe m a le g a m e -

to p hy te s o f the H a iq in g N o
.

1 b re e d a n d the c o n t ro l sho w s ta tis tie a lly sig n ifiea n t d iffe r-

c n c e s b e g in n in g fr o m
‘

the m id d le o f the third w e ek
.

(Ta ble l)
.

T he M o r ta lit v a t 2 6
o

C o f fem a le g a m e to o hv t e s o f th e H aia in g N o
.

1 b r e e d o r ig in a llv

c u lt iv a ted in
.

th re e d iffe re n t t em p e ra tu r e s ,

1 8
“
C

,

2 0
“
C

, a n d 2 4
O

C w a s a ll sig n ific a n tly

lo w e r tha n tha t o f th e c o n t ro l (T
ab le Z)

.

It 15
,

ho w ev e r ,
t o b e n o te d tha t th e m o r ta lity

in the 2 0
“
C se t 15 th e lo w e s t in b o th the n

ew b r e e d a n d the c o n tr o l
.

T hig r e g u la r d ev ia
-

tio n m av be
.

d u e to v a r io u s c a u s e s
·

o n e o f the c a u s e s 15 he r e s u s p e
c.t

ed
·

A t 2 4
o

C
,

the

t em p e ra t u re w a s a lre a d y to o hig h fo r th e g a m e to p hyt e s , a n d h a d c a bs e d so m e d e a th

(T a ble l)
, a eh a n g e fro m 2 4

o

e t。 2 6
“
e w o u ld n a tu r alry in e re a s e the m o r ta lity

.

o n the

o th e r h a n d
,

the g a m e to p hyt e s c a n e n d u re a te m p e rat u re a t 1 8
“
C o r a t 2 0

“
C fo r a c e r -

t a in tim e
·

B u t the ch 叩g e in te m p e r a t u r e fro m 1 8
“

C to 2 6
“
C 15 m u c h m o r e ab ru p t tha n

tha t fr o m 2 0
“
C to 2 6

“
C

, a n d this m igh t a c c o u n t fo : th e d iffe r e n t m o r屯ality o bse rv e 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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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配子体和幼袍子体对高温的适应力 3 7

the tw o se ts
.

T he m o rt a lity o f sp o r elin g s o f th e H a iq in g N o
.

1 b r e e d a t 1 8
o
C

,

2 0
“
C

, a n d 2 4 o

C

in e r e a s ed w ith the r ise o f tem p e r a tu r e ,

b u t m o r恤lity in the thr e e se ts o f th e H aiq in g

N o
.

1 bre ed w a s ,

h o w ev e r , a ll sig n ific a n tly lo w e r tha n tha t in the e o rr e sP o n d in g se ts o f

th e c o n t ro l (T
a ble 3 )

.

A fte r o n e d a y a t 2 4
o
C n e a rly a ll sp o r elin g :

(9 8
.

3 % ) in th e c o n -

t ro l w e re killed
,

w he re a :
_

th e m o rt a lity rat e o f
‘

the n

ew b r e e d w a : o n ly 1
.

2 %
.

A fte r s

d a ys a t 1 8
“
C a n d 2 0

“
C

,
the sp o r e lin g s in th e c o n tro l su ffe r ed h ig h m o r ta lity (9 2

.

2外
a n d 9 5

、

6务
re sp e c t iv ely)

,

w he re a s th e m o r t ality ra t e o f the n ew b re e d w a s v ery lo w

(1 8
.

6 外
a n d 2 8

.

3外
r弓sp e c tiv ely)

.

In all c a se s,

it t o o k m u c h lo n g e r tim e fo r th e b r e e d

to re a c h sim ila r m o r ta lity r a t e ,

ev id e n tly
sho w in g its m u c h g r e at e r a d a p ta b ility to hig he r

t em Per a tu r e s tha n the c o n t ro l
.

A st u dy o f th e m o r ta lity a t 2 4
“

C o f sp o re lin g s o f d iffe r en t in br ed lin e s sho w e d
.

tha t

th e m o r t ality in th e H aiq in g N o
.

1 b re ed a s
一

a w ho le te n d ed to b e lo w e r th a n th a t in the

‘o n tr o l
, a n d th a t ther e w a s a g : e at h眯e r o g e n e it y o f the

_

d iffe r e n t in b r ed li n e s
.

T his

s e em s to be th e lo g ic a l r e s u lts o f g e n e t ic s e g re g宜tio n a fte r thr ee s u 、c e s siv e g e早e r a tio n s o f

in b re e d in g
.

Fro m th e p r e s e n t s tu d y the follo w in g p r elim in a ry e o n c lu sio n s ha v e be e n d ra w n :

1 ) A : the o r ig in a l 0 0 口u la tio五5 o f L
.

萝。力0 0 1: : u n d e : c o m m e rc ia l Cu ltiv a tio n
.

hav e

o e e n s ti o w n t o b e n yb r ld In g e n e t1C c o m Po s ltlo n ,
tti e In t e r a c tlo n o t In b r e e a ln g a n a s e le C -

t io n sho u ld p r o d u c e d iffe r e n t in b re d lin e s w ith d iffe re n t a d a p ta b ility to h igh tem p e r a tu r心

T he in c re a s e d a d叩 ta bili七y o f the g a m e to p hyte s a n d sp o r elin g云o f the H a iq in g N o
.

1 b re e d

w hic h 15 a p ro d u c t o f s ele e tio n sho u ld P o s se ss a d ist in c t g e n e tie b a ‘15
.

2) T he v a r ia tio n in a d a p ta bility to hig h t em p e r a tu r e o b s e rv e d in th e sa m e p o p u la
-

‘io n o f the H a iq ih g N o
·

1 br e e d in d ic a t e s th a t a high d e g r e e

o.f ho m o盯g o sity ha s n o t ye t

b e e n o b t a in e d
, .

a n d fu r the r w o 龙k i冬 n e e d e d t o s tab iliz e the d e sir able c ha全a c t e r s
·

3) Th e d iffe r e n t
·

异b ility o f e n d u rin g h ig h e r te m p e r欲u re s
卜

in th e d iffe re n t p e r io d s p f

rhe life his to ry o f L
.

夕a Po n ic a, the g a m e to p hyte s b e in g be tte r a d a p te d to hig her te m p e r a -

t u r e s ,

15 a p hysio lo g ie a l d iffe r e n e e w ith th e s a m e g e n e tie c o n te n t
.

T his m e a n s tha t d if
-

fe r e n t d ev el6 p m e n t al s ta g 己5 n e e d
,

d iffe r e n t t em p e r a tu r e s , r efle c t in g o n the n a tu ra l s e a s o n a l

c h a n g e s in th e ja p a n e s e w a te r s w he r e this L a卿in a ria ha s be e n sp ee ia t e d a n d to w hic h

it ha s a d a Pte d
, u n d e r th e d i犷e c t iv e fo re e o f n a t u ra l s ele c tio n o n the

.

n a t u ra l m u ta tio n s

a n d r e c o m 卜i
n a t io n s o f g e n e t ic fa c t o rs d u r in g th e lo n g p ro 卿 5 5 o f e v o lu t io n o f t his sp e c ie s

of L a牌动刃ia
.

‘

“

l , 口 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