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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带菜雄配子体营养生长过程中的

营养吸收
*

逢少军 肖 天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2 6 60 7 1)

提要 于 19 97 年在香港科技大学
,

采用 L ACH A T 自动离子分析仪对裙带菜雄配子体 (199 2

年 6 月自青岛分离的野生品系)进行营养分析
。

结果表明
,

在恢复营养供给后的 lh 内
,

雄配子

体对 N氏一\阳
闷一P和 NO

3一N 三种营养盐的吸收速度依次为 22
.

7 109 / (g
·

h)
、

14
.

86 0 9 / (g
·

h)

和 & 08 卜g/ (g
·

h)
,

吸收速度的排列顺序不随培养时间的延长而变化 ; 雄配子体对氨氮的吸收

速度远高于对硝酸氮的吸收速度
,

饥饿的雄配子体细胞对三种营养盐的吸收均表现出短时
、

快速的特点
。

本文还依据在丰富培养过程中利用 A 0 1X :计数的总异养菌数的变化特点
,

对可

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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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分类号 09 45
.

1

裙带菜单倍体育苗技术是近年发展起来的种苗生产新技术
,

由于其潜在的市场应用

前景和技术上的优势
,

已逐渐引起人们重视 (K a s s et al, 19 89; p an g et al, 19 9 7)
。

单倍

体的丰富培养是这项技术得以实施的前提
。

根据以前的研究结果
,

在适宜的培养条件下
,

单倍体平均相对生长速度可达 20 % 以上 (P an g 。t al
,

19 96)
。

目前尚无有关单倍体营养吸

收的研究报道
。

本文报道作者 1997 年在香港科技大学完成的营养吸收实验结果
,

以期更

加详细地了解这一过程的规律
,

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培养技术
。

1 材料和方法

L l 雄配子体

19 9 2 年 6 月 自青岛栈桥湾采集的裙带菜 (un da
r ia p in na t扩定da )野生 品系分离的雄配

子体
,

长期培 养在低温
、

低 光的条件下
,

具体的分离及后期的丰富培养方法见 Pan g 等

(199 6)
。

为了减少温度过高时细菌快速增殖所可能造成的对营养吸收的不 良影响
,

将培

养条件调整为
:

温度 20 ℃
,

光照强度 8 0协E/ (耐
·

s)
,

光周期 12h/ 12 h
,

培养液为加富的消毒

海水 (Pro vas ol i
,

19 6 8 )
。

L Z 水样的采集和营养分析方法

实验前将雄配子体在消毒海水中培养 Zd
,

以得到饥饿的材料
,

再添加 3 种营养盐以达

到实验要求的水平
。

称取雄配子体材料的鲜重之后
,

培养雄配子体材料在以上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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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并在培养后 lh
、

6 h
、

12 h
、

ld
、

Zd
、

3 d 和 4 d 时分别取 样
,

水样保存在 一 80 ℃
,

统一用

LA CH A T 自动离子分析仪分析其中三种营养盐的水平
。

每一个水样分析三次
,

取平均值 1

代表其浓度
.

L 3 水样中总异养菌计数方法

采用 AO IX 二(荧光染色直接计数)方法
,

在取营养分析水样的同时
,

采取 Zm l水样
,

用

2% 福尔马林固定
,

于 一 20 ℃保存
。

计数时
,

经 丫叮橙染色液染色后
,

在荧光显微镜下直

接计数
。

2 结果

2. 1 雄配子体对 N 盐的吸收规律

从检测 的实验结果看
,

裙带菜雄配子体在营养生长过程 中对 N l几一N的吸收速度始终

高于对 No
3

一的吸收速度 (图 l)
。

在恢复营养供给后的 lh 内
,

雄配子体对 N氏
we N的吸收

速度高达 22
.

7 1卜g / (g
·

h)
,

而对 No
3

一的吸收速度却只有 8
.

08 “g / (g
·

h)
。

尽管随着恢复

营养供给时间的延长
,

对两种 N 盐的吸收速度均大幅度下降
,

但对氨氮的吸收速度始终高

于对硝酸氮的吸收速度
。

裙带菜雄配子体对 N 营养盐的吸收表现出短时
、

高速的特点
,

前

1个小时的吸收量接近或者超过以后 5 个小 时的总吸收量 (表 1)
。

表1 雄配子体对N 和P盐吸收的比较 (卜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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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裙带菜雄配子体对营养盐吸收的动力学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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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配子体材料在恢复原营养供给的时间

内对 PO
4一P的吸收速度变化见 图 l

。

由图 1 可

以看 出
,

雄配子体对 Pq 一P的吸收表现 出与两

种 N 盐相 同的规律
,

即具有短时
、

高速的特点
。

从绝对吸收量看
,

每 g 雄配子体对 Pq 一P的吸

收 位 于 N H劫书之 后
,

在 前 一 个 小 时 内 达

14
.

86 卜g
。

而随着时 间的延长
,

吸收速度始终

低于 N氏we

丽高于 NO
3

一
。

2. 3 培养液中总异养细菌的数t 变化规律

尽管培养雄配子体采用的是消毒培养基

(1 21 ℃
,

lh)
,

但由于雄配子体材料为带菌培养

培养时间 / h

图 2 雄配子体营养生长过程中总菌数的变化

R g
.

2 T o tal b a e te ri a c o u n ts in th e m e di um
of

v e g e tati
v e m al e g am

e t oPhy te e ul tu 化

(P an g o t al
,

199 6)
,

将其接种到新培养基之后
,

总菌数随培养时间而迅速上升
,

见图 2
。

到

培养的第 2 天总菌数稳定在 4 x 10“/ m l左右
,

之后虽稍有下降却基本稳定在这一水平
。

这

一结果和以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

3 讨论

揭示裙带菜雄配子体材料在丰富培养过程 中对主要营养盐的吸收规律
,

可以最大程

度地调整 丰富培养的技术方法
,

使得 营养盐的供给能适 时地满足雄配子体生长的需要
。

根据 以前研究的结果
,

单倍体在适宜培养条件下
,

日平均相对生长速度可达 20 %一3 0%
,

这样高的生长速度需要及时的供给营养盐作为基础 (P an g 。t 。l
,

19 96)
。

根据本文的研究

结果
,

结合雄配子体所表现出的短时
、

高速的特点
,

在半连续培养雄配子体时
,

可结合这一

特点制定具体的培养方法
。

雄配子体营养吸收规律和培养液中细菌数量变化有无一定的

联系
,

目前尚不能定论
。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

培养液 中增殖的细菌来 自带菌培养的雄配子

体材料
,

这一点也可以同归在 A O L【: 直接技术和以前用 D API 方法染色过程 中发现的丝

状体表面大量附生细菌得到证实
。

维持 1 0 6
一 10 7 / m l的细菌水平看来对雄配子体的正常生

长并无不利影响
。

而且考虑到这些附生的细菌可能在短丝状体附着过程中
,

以及提供其

它微量营养物质上有积极影响
,

所 以除菌培养并无必要
。

另外
,

细菌的代谢毫无疑问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培养液中营养盐的水平
,

但经分析认为其影 响程度不会太大
,

进一步 的研

究需要采用不带菌的雄配子体材料
。

致谢 承蒙香港科技大学生物系钱培元教授的邀请
,

得以完成此项研究
,

谨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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