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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通过连续观察和摄影
,

详细研究了夜光藻的二分裂和核分裂过程
。

发现夜光藻

核分裂时具核外突细胞膜现象
,

双鞭毛配子和多种状态的配子结合
。

结果表明
,

二分裂是夜光

藻的主要繁殖方式
,

核分裂形成营养细胞的机会甚微
,

且具有某种程度的性分化不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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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光藻 N o c t i zo c 。 s c i n t i z l a n s
( M

a e a r t n e y ) 是一种赤潮发生频率和次数最高的种类

(邹景忠等
, 1 9 8 9 ) 。

,

对其繁殖的研究无疑是该种生物赤潮发生机制研究的产个重要环节 斗

另一方面
,

长期以来甲藻类是否存在有性过程在国际学术界一直存在 争 议 ( iz n g m a r
k,

1 9 7 o a , b )
。

夜光藻属介核生物 甲藻类 (郑重
, 1 9 8 4 )

,

因此
,

对其有性过程的研究不论在学术

上还是在实践上均具有重大意义
。

本文报道了连续观察摄影研究夜光藻二分裂和核分裂

过程的结果
。

1 材料和方法

夜光藻采自青岛湾小青岛旅游码头以及实验室培养种
。

分离出繁殖个体
,

用消毒海

水清洗除去周围杂质
。

作单个体悬滴片
,

于 20 ℃ 室温
, 2 5 0 0一 3 0 。。 l x 光照

, D : L 一

1 2 : 12 条件下培养
, o ly m p us 显微镜下观察并摄影

。

2 实验结果

通过连续观察发现
,

夜光藻的营养细胞均可进行二分裂和核分裂
。

二分裂进行时体

内有很丰富的食物泡 (图版 I : 1 )
,

分裂平均历时约 6一 7h
,

二分裂是夜光藻繁殖的主要方

式 ;夜光藻种群中存在一定比例的核分裂个体
,

比例最高可达 5
.

3多
。

核分裂过程中细胞

形态出现变化
。

首先
,

触手消失
,

细胞外形呈圆球形
,

食物泡消失
,

核质紧靠细胞膜
,

有些

隆起 (图版 I : 2 , 3 )
,

然后核一分为二
。

夜光藻核分裂按 2
`

(
。 成 l的 方式进行 (图版 :1 4 ,

5 )
,

由核分裂而产生的单鞭毛配子相结合的机会很小 (图版 :1 6
,

7 )
,

结合子可 以变化和

发育
,

观察到的结合子圆球体从直径 ”
.

6卜m 发育长大至 24
.

5一 3 2
.

印m (图版 I : 8 , 9 )
。

另

外
,

核分裂产生的配子群中出现了一定比例的双鞭毛配子 (图版 :1 1 0 )
,

该现象尚未见有报
’

道
,

实验观察到
,

双鞭毛配子较单鞭毛配子个体略大 ( 17
.

01 x 24
.

3件m )
,

且它们可与单鞭

( l偏一 2痴 )
,

且非每次核分裂产生的配子都能有结合
。

在所有实验中并未见到结合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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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发育成新营养个体
,

最后均死亡
。

3 讨论和结语

夜光藻具有两种繁殖方式 ; 二分裂和核分裂
。

夜光藻的生态调查和赤潮监测中
,

曾

研究其繁殖个体 (陈汉辉等 1” 1 , u hl i hg et a l
. ,

1 9 8 2 )
,

但对赤潮形成的繁殖机制尚 不

清楚
。

大量的观察表明
,

二分裂是夜光藻的主要繁殖方式
,

从野外生态调查来看 (图 1 )
,

在初春 3 月下旬
,

调查海区发现有较大数量的二分裂个体
,

随后夜光藻的种群密度迅速增

大
,

至 4 月达一年的最高峰
。

结果表明
,

二分裂与夜光藻种群数量年变动之间存在明显的

相关关系
,

在数量峰值时二分裂比例最大
,

其变化趋势与种群数量一致
,

对于二分裂个体

观察也发现二分裂最终总能形成新的营养细胞并生长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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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湾夜光藻种群动态年变动以及两种繁殖个体与种群动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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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o t w o k i n d s o f r e P r o d u c t i o n s i n Q i n g d a o B a y

一一 夜光藻数量变动 ; 〔二〕 二分裂个体 ; . . 核分裂个体
。

有关夜光藻核的研究不多 ( A f
z e l i u s ,

1 9 6 3 ; S o y e r , e ` a l
· ,

19 7 2 ; Z i n g m
a r k

,

1 9 7o b )
。

本研究观察到的核分裂过程与 iz gn m a kr ( 1 9 7 o a
) 报道的完全相同

,

进一步的观察表明

核分裂时核从一开始就隆起于细胞膜
,

类似于细菌核分裂时的膜起动原理 (盛 祖 嘉 等
,

1 9 8 8 )
,

表现了作为介核生物的夜光藻具有原核特征
。

观察发现
,

夜光藻核分裂通常产生的单鞭毛配子存在 几率极小的结合
,

而且
,

结合子

可以变化发育
,

结合子圆球体直径为 24
.

5一 32
.

3林m
,

与 iz n g m a kr ( 1 9 7 0 a
) 的观察结果

( 2年m ) 一致
。

但是
,

所观察到的结合子 (包括 iz n g m盯 k 所观察的 )都最终不能发育成

正常的营养细胞而死亡
。

夜光藻的单鞭毛配子从形态上看是同型配子
,

由同一细胞来的

两配子要结合则必须雌雄同体
,

这种结合子的不完全发育表明夜光藻在生物进化上不完

善性分化的特征
,

即尚未形成完全的两性分化 ( A n d e r s 。 n ,

19 9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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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光藻核分裂出现双鞭毛配子尚不见其他文献报道
,

双鞭毛配子能与单鞭毛配子结

合
,

亦能 自身结合
。

在许多的实验观察中曾发现数次双鞭毛配子的产生
,

该种配子除具有

双鞭毛和较大个体外
,

其它状态均类似于单鞭毛配子
。

夜光藻仅有一个种存在
,

核分裂研

究均表明它产生单鞭毛配子
,

那么
,

此处出现的双鞭毛配子从进化上讲是其进化的一种表

现呢? 还是从生理上讲是生理的一种紊乱 ? 抑或是分类地位上的又一特征? 有关这方面

的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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