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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海带 (La m ina 庇 护aP on ica Ar es ch ) 养殖的主要周履在于产量和厦量的提高
。

影

响海带产量和厦量的因素很多
,

有环境的因素
,

又有遣传的因素
。

如何区别环境和遣传的

影响
,

如何控制环境和遣传
,

以提高海带的产量和质量
,

是海带养殖研究的主要裸题之一
。

叶片是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
。

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受叶片总面积的制豹

(w ats on
,

1 9 5 6 )[l8]
。

我们在海带育种工作中也看到海带产量普通跟叶片面积密切相联系
。

例如命名为
“

海青一号
”的海带品种

,

由于叶片较长较竟
,

面积较大
,

产量较高 (1 9 6 3
a
)
。

海带叶片面积既然取决于叶片长度和叶片竟度
,

不言而喻
,

研究什么因素控制海带叶

长和叶竟的生长
,

具有明显的实践意义
。

海带属 (L
a m ina ri a) 植物以体呈长带状为主要特征

。

所以
,

研究海带属植物的生长
,

应首先注意到叶长的生长
。

对海带属植物叶长的生长已有过一些研究
。

Pa
r ke (1 9 4 5) 曾根据野外观察

,

尉希了温

度和光核对糖海带 〔L
.

,

ac 动
a ri na (L ) La m or ] 叶长生长的影响

。

曾呈奎等 (1 9 5 5
、

1 9 6 2 )

曾进行若干实输
,

系就地分析了肥料和生长密度对海带叶长生长的影响
。

我们曾拮合海

带育种的研究
,

初步尉渝了遣传对海带叶长的制的 (1 9 6 3 b)
。

本文根据一些新材料
,

进

一步分析海带叶长的遣传
,

并估爵海带叶长的遣传力 (he rit ab ilit y )
,

为海带育种提供参考

材料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研究所用的材料包括一些由建疲 自交和定向选择所形成的海带品系
。

这些品系的特

性如下
:

“

海青一号
” ,

叶片较长较竟
,

厚度中等
,

柄部较长
,

成熟较晚
。

“

海青二号
” ,

叶片很长
,

竟度较小
,

厚度中等
,

柄部较短
,

成熟较
“

海青一号
”
早些

。

“

海青三号
” ,

叶片较短
,

竟度中等
,

厚度较大
,

柄部较长
,

成熟较晚
。

对照祖海带是未握系就选择过的海带
,

一般 由若干棵海带在一起混合采抱子
。

根据

分析(1 9 6 2 )
,

它们具有杂种性
,

不同个体有不同的遣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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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品系和对照粗海带都用同一方法培养在同一海区里
,

各祖种海带都用同一方

法采抱子
,

都培养在相 同的实盼室条件下
。

叶片生长的观察以各粗的各个体为单位
,

根据各粗各个体的表现
,

作航爵分析
。

为了

保敲材料的精确
,

各祖都采取小型实输
,

以便控制实盼条件和进行观察ffilJ 量
。

二
、

叶长遣传的材料

支持叶长遣传的材料很多
,

这里仅举出两方面的材料
:
(l) 亲本叶长和后代叶长的相

关
,

(2 )几个海带叶长累代保持各自平均叶长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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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表示叶长在亲代和后代之简的相关
。

相关系数是
: /

~ 0
.

69
,

自由度 (d. f) ~

~ 1 0 , p二 0. 0 1 。 这支持叶长受遣传制豹的渝点
。

表 1 是三个品系海带叶长的遣传材料
。

这些品系的海带叶长的差异是高度显著的
。

由于它们是 由连疲自交和定向选择而来

的
,

都养殖在相似的条件下
,

因此
,

对这些差异的合理解释是控制它们叶长的遗传墓础有

所差异
。

这就是靓
,

各品系的平均叶长是遣传的
。

三
、

控制叶长的遣传因子
: 多基因假砚

数量性状大都受豁多基因的制豹
。

M at her (1 9 4 3 ) 把影响数量性状的爵多基因呀做

多基因 (Po lyg en e s
)
。

多基因系就里的单个基因
,

效应都很微弱
,

一般没有显性和隐性的区

别
,

作用是累加的 (Sm it h
,

19 4 4 )
。

但是
,

某些数量性状中也可能同时有显性基因的作用
,

例如玉米的产量遣传中就有显性基因的作用 (R ob in s
on

,

1 9 5 5 )
。

海带叶长是数量性状
,

呈连擅变异
。

对照粗海带叶长变异频率作常态分布 (图 2 )
。

由此看来
,

海带叶长受多基因的控制
。

可能是属于典型的数量性状遗传
,

自p所牵涉到的静

多基因
,

效应是微弱的
、

累加的
。

这种情况跟 E m er s
on 等所发现的玉米穗长的多基因遗

传相似(参阴 s r b 等
, 1 9 5 2 )

。

(见 图 2 )

+ / +
nU

瞬藏功扣

ns i污 i北 14 5 25 5 2肠 1 75 一ss 一9 5 20 5 2一5 2 25 2 35 2 45 2 55 26 5 275 25 5 2 95
叶平均长 (c m )

(f
r o n d

一
le n g th )

图 2

F ig
.

2
.

F r e q u e n ey d is t r ib u tio n s o f fr o n d Ie n g t h in g e n e t ie ally

溉组)

m ix e d

梅带叶长变异频率分布曲线(对照

p o Pu la t io n o f L a m in a r ia

支持上述渝点的还有这样的材料
:
(l) 不同品系的叶长变异都表现常态分布

,

曲核只

有一个高攀(图 3 ) ; (2 )从对照祖海带中选取叶片较长的个体采抱子
,

自交
,

所产生的抱子

体有叶片较短的 ;选取叶片较短的个体采抱子
,

自交
,

所产生的抱子体有叶片较长的 ;但叶

片较长个体的后代平均叶长一般超过叶片较短个体的后代平均叶长
。

情形和人体高度的

遣传相似 (N
e el

,

1 9 5 4 )
。

(兑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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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叶长遣传因子对生长的影响

各品系海带叶长既然有明显差异
,

这意味着各品系海带叶长生长的速度不一样
。

于

是有两个周题值得圃明
:

( l) 各品系叶长生长速度从什么时期开始有所差异 ? ( 2 )叶长生

长速度的差异以后如何保持和发展 ?

为了回答第一个周题
,

我们就几个不同系就的种海带
,

在同一天采抱子
,

培养在同一

实脸条件下
,

等到各粗长成大的 1 00 个耙胞的幼抱子体后
,

然后就各祖幼抱子体的长度进

行随机侧量
,

桔果如表 2 。

表 2 几粗海带幼抱子体长度的比较 ( N ~ 1 00 ; 单位 = 沁
T a b le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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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到
, “

海青二号
”
这个以叶片特长为主要特点的品系

,

从幼抱子体开始
,

在长度生长方面就表现优势
。

这表示影响海带叶长生长的基因在这个时期已发生 了 作

用
。

“

海青一号
” 的成熟抱子体叶长比

“

海青三号
”
叶长长些

,

比
“

海青二号
”
短些 (表 1 )

。

跟这一致的是
“

海青一号
’,

幼抱子体叶长比
“

海青二号
”

显著的短些
,

比
“

海青三号
”

幼抱子

体有较长的慎向
。

怎样解释上述实喻桔果 ? 怎样由此推侧
“

海青一号
” 、 “

海青二号
”和

“

海青三号
”
叶长

方面的遣传差异 ?

我们款为可以用海带叶长受爵多微效多基因的制豹来解释
。

这就是靓
,

控制海带叶

长的微效多基因累积在
“

海青二号
”的最多

,

所以
“

海青二号
”

的叶长最长
,

其次是
“

海青一

号
”

再其次是
“

梅青三号
”。

为了回答第二个简霆
,

郎各品系海带叶长生长速度的差异以后如何保持
,

我们在分苗

养殖时
,

各祖挑选大小基本上一致的幼苗在一起养殖
,

以后按期用叶片打洞的方法 (曾呈

奎
, 1 9 5 5 )观察各品系 日生长速度的差异

。

拮果如图 4 。

从图 4 可以看到
,

各品系叶长虽

然在分散养殖时一致
,

以后却逐渐分化
, “

海青二号
”
镇先

,

其次是
“

海青一号
” , “

海青三号
”

最落后
。

这表明控制叶长生长的基因在整个叶长生长时期都发生作用
。

(兑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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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梅带三个品系叶长日生长比较

F ig
.

4
.

C o m p a r is o n o f d a i ly g r o w t h b e tw e e n fr o n d le n g t h s in th r e e L a m i
,l a r i a b r e e d s

五
、

叶长遣传力的估补

海带叶长有相当大的变异幅度
。

这就是魏
,

海带叶长的变量 ( v ar i anc e
)很大

。

这变量

究竟有多少可以归 因于遗传
,

有多少可以归 因于环境
,

这是叶长变量的分析简题
,

也是有

关叶长遣传力 ( h
e r i ta bility ) 的简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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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带叶长的变量进行分析
,

对海带叶长遣传力进行估爵
,

这不仅具有理希上的意

义
,

而且具有实践上的价值
。

这是 因为植物或动物的育种工作要能取得进展
,

首先取决于

育种原始材料是否有遣传的变异性 (G
ene ti 。 va ria bil it y)

,

是否具有遣传的变量 (G
ene tic

va ria nc e , sPr ag ue 三 1 9 , 5 )
。

如果 目前养殖的海带 自然种拿合有较大的遣传变量
,

那么海

带的育种工作是大有可为的
。

但是遗传变量和遣传力的精确估针在海带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

现在还不能很容易地控制海带的杂交过程
。

因为我俩还没有杂种子
,
代(FI)

,

还不知道自

交系和子
:
代(F

、
)的变量是否有显著的差异

。

有人 (R ob
e
rts on

, 1 9 5 2 )发现子
,
代(Fl )的杂

型合子 (H et er o zy go tes ) 比亲本的钝型合子 (H
o m oz ygo te s

) 对环境的反应比较稳定
,

这表

现在它佣的环境的变量 (E
n v

iro
n m e n ta l v a ria n e e

)较小
。

H a ld a n e
(1 9 5 4 ) 为此曾提出解释

,

熟为子
:
代(Fl )较能适应跟子

,
代(Fl )杂型合子具有生化多样性有关

。 sh a

nk 等 (1 9 6 0) 就

玉米自交系和 自交系杂交所产生的子
,
代 (Fl )进行实输观察

,

看到子
、
代 (Fl )杂型合子在

某些形态性状上的变异系数 (e
o e ff ie ie n : o f v ar ia tio n

) 比亲本 自交系低
。

Jin k s
等 (1 9 5 5 )

就烟草品种进行实输
,

得到有所不同的桔果
,

郎不同自交系的变异颇有差异
。

最小和最大

的变量都见于 自交系
。

如果上述情况也觅于海带叶长
,

自p如果自交系之简和子
:
代(Fl )之

简的变量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

就会影响到遣传力的精确估舒
。

虽然如此
,

利用我们 目前拥有的材料
,

仍然可以对海带叶长的遣传力进行粗略的估

针
。

我们现在来分析表 3 的材料
。

表 3 几粗海带平均叶长变量和变异莱数
T a ble 3

.

C o m p a r is o n b e t
we

e n f拍n d le呀t hs in th 矿e e L a m in a r ia br e e d s a n d

b e t
we

e n th e ir e o e ff ie ie n t . o f v a r ia b ility

一立竺一竺一一}一一兰竺一竺一一}
一立竺1 1 一- 卜一一竺立一一一}
一一二些笙兰一一卜

~

一一
-

三竺
一 -

—
一

}
一

~

一立竺里三兰一一{一一一竺立一一一}
旦夕 照 } 1 1 3 }

C
.

平均长度和标准差 D
.

变 异 系 数

2 3 8
.

8 + 14
.

1 2

2 7呼
.

0 士1 5
.

4 0

2 1 8
.

2 士1 2
.

3 2

2 2 2
.

6 士1 8
.

4 8

E x p la n a tio n :

A
.

N a t u r e o f L a m i
互ia r ia p o p u la t io n s t u d ie d :

1
.

H a iq in g N o
.

1 b r e ed
.

2
.

H a iq in g N o
.

2 b r e e d
.

3
.

H a iq in g N o
.

3 b r e e d
.

4
.

T h e g e n e t ie a lly m ix e d p o p u la t io n
.

B
.

T o ta l n u m b e r o f a lg a o b se r v e d
.

C
.

A v e r a g e fr o n d le n g th a n d s t a n d a r d d e v ia tio n
(i

n em )
D

.

C o e ffie ie n t s o f v a r iab ility
.

表 3 内各粗海带都是养殖在同一海区的材料
。

它佣的抱子都是同一天采的
,

幼苗是

同一天分散的
,

培养条件是尽可能保持一致的
。

自分苗后二个多月
,

各祖叶梢的自然脱落

很少
。

因此
,

这个时期各祖的变量比较有代表性
,

比较适宜于用来分析遣传力
。

“

海青一号
’

叹
“

海青二号
”
和

“

海青三号
”
都是桔合定 向选择趣过五年建疲自交的品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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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 自交系
,

遗传基础各祖趋向钝一
。

支持这个希点的是它佣的变量比对照粗小
,

变异

系数比对照祖小
。

对照粗海带是遣传混杂的种拿
,

它佣的变量最大
,

是 (1 8. 4 8 )
2
~ 3 41

.

5 1 。 从遗传学考

虑
,

这个变量(V0 )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H
aye s ,

19 5 5 )
,

郎由遣传原 因引起的遗传变量(v动

和 由环境原因引起的环境变量 (v
:
)
: v 。

~ v G + V :

各自交系 由于遣传基础趋向钝一
,

它俩的变量可以主要归因于环境的影响
。

特别是
“

海青三号
” ,

几年来都保持最小的变量和最低的变异系数
,

比较适于用来估斜遗传力
。

这

样从
“

海青三号
”和对照粗海带的叶长变量

,

可以对叶长遣传力作如下估针
:

“

海青三号
”
叶长变量 一 12

.

32
2

~ 1 51 .7 8 一 V :

对照祖叶长变量 ~ 3 41
.

51 一 V0

V G 一 V 。

一 V E ~ 18 9. 7 3.

叶长遣传力 ~
V ‘

_ 1 8 9
.

7 3

V ‘ + V 石 3 4 1
.

5 1
一 5 5

.

6 %

这就是靓
,

叶长的变异大豹有 50 务 是受遣传制豹的
。

由此可以推侧
,

对照祖海带郎目前养殖的海带自然种军是遣传混杂的种军
,

具有高度

的杂种性
,

是育种的良好原始材料
。

通过系就的选育可以创造出优良品种
,

以提高海带的

产量和厦量
。

六
、

桔 藉

1
.

海带叶长是数量性状
。

海带自然种拿和各 自交系的叶长都呈速擅变异
,

表现常态

分布
。

2
.

海带叶长在亲本和后代之简的相关系数 (刃大豹是 0
.

7 , p 二 0
.

0 1 ,

这表明叶长受

遣传的制豹
。

3
.

海带叶长生长既容易受环境条件的影响
,

也受爵多微效多基因的制豹
。

这些遣传

因子未觅显性现象
,

单个基因的作用都是微效的
、

累加的
,

属于多基因系就
。

4
.

控制海带叶长的基因在不到一百个袖胞的幼抱子体时期就发生作用
,

这作用一直

延擅在整个生长时期
。

5
.

从 自交系和 自然种拿叶长的变量分析
,

初步估舒海带叶长的遣传力大豹是 0
.

55
,

郎

大抵有 50 多左右的变量受遣传的控制
。

6
.

海带自然种拿具有相 当高度的杂种性
,

由此可以选育出优良新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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