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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叶紫菜华北变种的丝状体成苗研究
*

汤晓荣 费修埂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2 6 6 0 7 1)

提要 于 19 96 年 6 月一1 99 7 年 5 月
,

采用半叶紫菜华北变种的丝状体 (A )( 本所提供 )和野

生半叶紫菜华北变种的叶状体果抱子 (B ) (19 95 年 3 月采于青岛湛山海区 )
,

分别接种贝壳丝

状体
,

采用室内培养方法
,

对壳抱子成熟
、

放散条件
、

大小及幼苗的生长发育进行研究
。

结果表

明
,

A 的壳饱子较小
,

成熟难
,

放散温度为 10 ℃
;
幼苗的长度在 1 0一22 ℃的范围内随温度的升

高而增加
,

幼苗的形态与温度无关
,

在 巧一20 ℃放散单抱子
。

B 的壳抱子较大
,

成熟较容易
,

放

散温度为 14 ℃ ; 壳抱子苗的形态与温度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

而且始终未放散单抱子
。

两种来

源的壳抱子苗的形态建成也有明显差别
.

关健词 半叶紫菜华北变种 丝状体 壳抱子 壳抱子苗

学科分类号 5 96 8
.

4 3

半叶紫菜华北变种主要分布在山东青岛至辽宁大连的黄海西部海区
,

其叶状体多为

雌雄 同体
,

精子囊和果抱子囊被一条分界线从基部到端部分成两个不等部分 (Ts en g
,

19 8 3 )
,

这种独特的性别镶嵌形式对研究紫菜的发育和进化具有特殊意义
。

迄今为止
,

对

半叶紫菜华北变种叶状体的原生质体发育有所研究 (阎柞美
,

19 8 7 )
,

但其丝状体成苗的研

究 尚无报道
。

本文报告对两种来源的半叶紫菜华北变种丝状体成苗研究的结果
,

以期为

紫菜的发育和进化研究提供资料
。

1 材料和方法

L l 材料

半叶紫菜华北变种 (Po rP 彻ra 肋 ta da i v ar
.

hem iP柳H。)丝状体 (A) 于 19 % 年 6 月取 自

中国科学院实验海洋生物学开放研究实验室种质种苗组
; 果抱子 (B )取 自 19 95 年 3 月采

自青岛湛山海区的成熟半 叶紫菜华北变种叶状体
,

冷冻 巧 个月
,

解冻后采果抱子
,

用于接

种贝壳
。

L Z 方法

实验于 19 9 6 年 6 月一 19 97 年 5 月进行
。

贝壳丝状体在室温下培养
,

采用逐级升温的

方法促熟
;
壳抱子放散时采用逐级降温的方法

。

壳抱子放散后
,

在显微镜下测量壳抱子的

直径
,

每种样 品测量 6 0 个抱子
。

接种时
,

用磁力搅拌器搅拌
,

同时用移液管向每个培养皿

接种 16 m l抱子悬浮液
。

每个培养皿内放有半片缠有维尼纶丝的载玻片和筛绢作为附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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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

接种的抱子密度控制在 5一si nd / rn rn Z。

接种后
,

在不同的条件下培养
。

培养温度分别

为 10℃
、

14 oC
、

18℃
、

2 2℃和 2 6 oC
,

光强为 4 5卜m o l/ (m
, · s)

,

光暗周期 比为 12 h : 12 h
。

培养

条件用培养箱控制
,

海水经煮沸冷却后使用
.

定期检查壳袍子苗的生长发育情况
,

用德国

产 OPT O N 万能显微镜照相
。

幼苗的长度和宽度在显微镜下用 目微尺测量
,

二者的比值即

为长宽比
。

2 结果

2
.

1 贝壳丝状体的成熟和壳抱子放散条件

采用逐级升温的方法对两种贝壳丝状体进行促熟处理
。

A 的贝壳丝状体
,

当温度升

至 3 0一 31 ℃时
,

抱子囊枝细胞才大量形成
;
接着进行降温处理

,

从 20 ℃开始降温
,

至 14 ℃

时尚无壳抱子放散
,

直到温度降至 10 ℃才有壳抱子放散
,

可持续一段时间
,

但放散量一直

不高
。

经测量
,

壳抱子平均直径为 (11
.

3 土 1
.

3) 卜m
.

B 的贝壳丝状体
,

在温度为 26 一28 ℃

时
,

抱子囊枝细胞即大量形成
;
降温处理至 14 ℃时

,

壳抱子开始放散
,

且很快达到较高的放

散量
。

经测量
,

壳抱子平均直径为 (13
.

1 士 1
.

3 )卜m
。

2. 2 壳抱子苗的生长发育

2. 2. I A 的壳抱子苗

2. 2. L I 幼苗的形态建成 壳抱子最初形成的 10 个 以内
,

幼苗细胞一般呈直线排列
。

最初的壳抱子分裂成两个细胞 (图 1 : 1)
,

两个细胞再继续分裂
,

端部的分裂速度往往稍快
,

形成多细胞单列的幼苗 (图 1
:

2)
。

以后
,

幼苗的某些细胞开始 2 个并列排列
,

往往只见于

中部或端部
,

基部较少 (图 1
:

3)
。

2. 2. L 2 壳抱子苗的生长 培养至第 6 天和第 10 天时
,

幼苗长度和形态的变化见表 l
。

由表 1 可知
,

幼苗的形态受温度的影响不明显
,

当温度范围在 10一22 ℃ 时
,

幼苗的生长速

度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快
; 当温度升至 26 ℃时

,

幼苗不能存活
。

幼苗细胞最早纵裂的温度

范围是 14一 18 ℃
,

此温度范围较适宜幼苗生长
。

在实验温度范围内
,

幼苗的生长都较缓

慢
,

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
,

较高温度培养下的幼苗首先出现死亡现象
,

随后较低温度培养

下的幼苗也依次死亡
。

表1 培养时间为6d 和 10d 时
,

不同温度下A幼苗的长度 (“m )和长宽比

Ta b
.

l 助ng th (协m ) an d len g t」les to - w id th ra ti o o f eo nc ho s
po re lin g s A at di ffe re n t te m pe m tu re s

(6 da ys an d 10 d ays)

温度 (,C ) 10 14 18 2 2 2 6

长度 (6 d ) 33
.

8 士0 9 3 5石士 1
.

2 3 6
.

9士 1
.

0 4 3
.

8士 1 2 无

(10 d ) 38名 士 1 0 4 3
.

1土 1
.

3 4 3名士 1
.

9 5 4 4 士 1
.

7 无

长宽比 (6 d ) 2 7 土0 7 2 3 士 0乃 2名士。石 2 7 土。刀 无

(10 d ) 2
.

5 士0
,

6 2 .5 士 0 3 2乡土 0
.

5 2名 士0 万 无

注
: n二2 0(6d)

, n = 15(10 d)

2. 2. L 3 单抱子的形成与放散 壳抱子苗在培养至第 22 天
,

温度范围为 14 一 18 ℃时放

散单抱子
,

在 18 ℃时单抱子放散量较高
,

放散的株数和每株的放散量也较多
。

2. 2. 2 B 的壳抱子苗

2. 2. 2. 1 幼苗的形态建成 壳抱子萌发后
,

形成 2 个细胞
,

沿萌发方向呈直线排列
。

然

后按两种方式分裂
:

(1)2 个细胞继续分裂
,

产生的细胞呈直线排列
,

至一定大小 (多于 4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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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 )时开始纵裂
;
其形态建成与 A 的壳抱子苗相似

。

(2) 两细胞的幼苗靠近基部的细胞不

再分裂
,

上部细胞纵 向分裂
,

形成两个细胞 (图 l
:

4)
。

由大量的观察结果可知
,

基部细胞几

乎都不分裂
。

由 3 细胞开始分裂时
,

端部两个细胞的分裂速度基本相等
,

所以
,

幼苗细胞数

多为 5 或 9
,

但少量不均等分裂形成的幼苗
,

藻体两边的细胞数 目及排列方式不同
。

3 细胞

时细胞呈直线排列的幼苗比例较高(约为 50 % )
,

但以后单列细胞的幼苗 比例却很低
,

推断

应是 3 细胞的幼苗很快纵裂
,

以后的发育与 3 细胞纵裂的幼苗相同
。

2. 2. 2. 2 生长 培养至第 10 天时
,

幼苗长度和形态的变化见表 2
。

由表 2 可知
,

壳抱子

刚萌发时
,

幼苗在 18 一22 ℃时生长最快
。

至 26 ℃时幼苗不能正常生长
。

随着培养时间的

延长
,

幼苗的生长适温降低
。

由表可以看出
,

由低温向高温
,

幼苗长度递减
,

10 ℃是幼苗生

长最快的温度
。

培养至第 45 天时
,

只有 10 ℃组的幼苗尚能正常生长
,

而 14一18 ℃组的幼

苗均出现畸形
,

2 2一26 ℃组的幼苗则全部死亡
。

表2 不同温度下 B幼苗的长度印m )和长宽比(培养时间为10 d)

Ta b
.

2 址
n g th (卜m ) a

nd le n g th ee to - w id th rati
o o f eo nc ho s

po re ling
s B at di ffe re n t te m pe ra tu re s (10 da ys)

温度 (℃ )

长度

长宽比

注
: n = 2 0二 n = 2

4 1
,

9 士 1
.

6

1
.

7 士0
.

3

2 2石士 0
.

7

2
.

2士 0乃

18
.

1士0
.

8

2
,

2 士0 3

18
.

1士 0
.

5

l
,

8士 0石

12 5士 0
.

0
率

1
.

8士 0
.

2
,

2. 2. 2. 3 幼苗的发育 幼苗长到数百个细胞时
,

端部为圆形或分叉
,

无单抱子放散
。

随

着幼苗的逐渐生长
,

其 中的一半细胞体积变大
,

可能是性分化的开始 (图 l :

5)
。

幼苗长到

一定时期
,

端部形成分叉 (图 1
:

6)
,

这是幼苗的两半边各 自独立生长发育的结果
。

3 讨论与结语

3
.

1 半叶紫菜华北变种生长发育特征与条斑紫菜的差别 (表 3)

由表 3 可知
,

半叶紫菜华北变种两种丝状体之间的特性有许多差别
,

二者的原藻产地

都是青岛湛山海区
,

目前尚不能充分解释存在差别的原因
,

但本实验结果至少表明半叶紫

菜华北变种存在着不 同品系
。

半叶紫菜华北变种作为分类上的一个种
,

除了个体形态方

面与其它种相 同以外
,

其丝状体的发育条件
、

幼苗的形态建成等方面都具有不同于其它种

的特征 ;
本文所用的半 叶紫菜华北变种两种来源的丝状体都具有很多区别于其它种类的

表3 两种来源的半叶紫菜华北变种 (A 和B) 与条斑紫菜之间的丝状体及壳抱子苗的差别

T ab 3 压ffe re nc e s o f e o n c hoc e lis an d its e o n eh o s
po re lin g s fr o n l

tw
o so u 代e s of R 肋ta da i

var
.

h e m iP匆lla A an d B a n d 尸 ye : o en sls

丝状体来源 条斑紫菜

丝状体成熟温度 (℃ )

壳抱子放散温度 (℃ )

壳抱子放散难易程度

壳抱子直径 (协m ) (n = 60 )

壳抱子苗生长适温 (℃ )

壳抱子苗放散单抱子情况

3 0一3 1 2 6一2 8 2 0一2 5

2 2乃

易

l4易l0难

1 1
.

3士 1
.

3 13
.

1士 1
.

3

1 5一2 0

15 一20 ℃放散

l0

未放散

18一20

10 一20 ℃放散

注
:

条斑紫菜资料参考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藻类实验生态组
、

藻类分类形态组 (19 7 8) ; 壳抱子放散温度取开始

放散的温度上限
;
单抱子放散温度范围为作者最近尚未发表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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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点
,

如壳抱子在低于 巧℃的温度下才能放散
,

壳抱子苗非常不耐干
。

在青岛地 区
,

半

叶紫菜华北变种在 1一2 月份即能在海边的水坑中采到 (此时的水温为 2一3℃ )
,

这说明壳

抱子放散时的水温低
,

并且幼苗在退潮时也不会干出
,

与本实验结果相符
。

它们与条斑紫

菜也有相同点
,

如 A 的壳抱子的形态建成和放散单抱子的特点与条斑紫菜很相似
。

1 2 不同来源的丝状体差别的可能遗传基础

Bi rd 等 (197 2) 最早提 出紫菜品系的观点
,

认为品系之间放散壳抱子的能力有差别
。

本文所用两个来源的丝状体 同属于半叶紫菜华北变种
,

但它们在壳抱子的成熟
、

放散
,

以

及壳抱子苗的生长发育方面都有差别
,

证 明它们属于不同的品系
。

不 同的来源导致 了生

物学特性 的差别
,

品系 A 是在室内条件下 〔19 一20 ℃
,

约 2 0 协m of / (m
, ·

s)
,

1 2h: 12h] 组织培

养而成
,

在室内保存期超过 2 年
; 而野生的果抱子 B 来源于冷冻的紫菜叶状体

,

二者接种

贝壳后在 同样 的条件下培养
,

促熟时条件才有差别
。

生长发育的差别应来源于遗传上的

差别
,

阎柞美 (19 8 7) 由雌性原生质体得到了丝状体 ; 作者曾对半叶紫菜华北变种的雌雄营

养组织分别进行培养
,

发现每种组织都能在无异性组织存在的情况下形成丝状体
,

且两种

丝状体有差别
.

今后应对不同丝状体品系进行遗传研究
,

找出产生差别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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