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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六种紫菜分离到原生质体或体细胞

,

并再生成株
,

说明紫菜的体细胞有着极强的

再生能力
。

随着海藻生物工程的研究与发展
,

我国藻类 上作者力求应用生物技术来改革周期长而又 1
·

分繁杂的紫菜

传统育苗方法
,

利用紫菜体细胞再生能力强的特点
,

建立起紫菜体细胞育苗技术
。

赵焕登 (19 84) 9[] 最早开始这项

技术的研究
,

通过机械磨碎法获得条斑紫菜单细胞
,

并用筛绢附着进行育苗
。

随后
,

方宗熙等 ( 19 8 6) 川
、

王素娟

等 (1 98 刘
` , l
和戴继勋等 (19 88 ) “ 21应用酶解技术对条斑紫菜及坛紫菜进行了体细胞育苗的尝试

,

但未曾进行过

深入的研究
。

我们在较详细地研究了条斑紫菜体细胞的发育途径及各种外界条件对其体细胞发育的影响后
,

重

新认识到用条斑紫菜进行体细胞育苗是人有潜力可挖的
.

条斑紫菜大多数体细胞先分裂为细胞团
,

再由细胞团

释放抱子萌发成苗
。

因此
,

只要能充分利用条斑菜体细胞形成细胞团而放散出的大最抱子
,

则可弥补苗网下海

时由海浪冲击掉苗的损失
,

从而可使苗的密度及紫菜产量达到养殖生产的要求
。

本实验就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

上
,

进 一步探讨了条斑紫菜体细胞育苗技术
,

力求使这项技术向实用化迈进
·

步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种藻来源
本实验用的条斑紫菜为198 8年4月采集于江苏启东

.

经阴
一

f 后
,

用薄膜袋密封冷藏于一 20 ℃冰箱中存用
.

1
.

2 单细胞制备
取0

.

59紫菜放在海水中复苏三天
,

除去叶状体的边缘
,

并用消毒海水洗刷三遍
,

以除去杂藻
,

然后切成约

Z m时的小块
,

放人 5m 1 3 %海螺酶液
。

酶由青岛生化制药厂提供
,

其酶溶剂为ZM 葡萄糖液
,

酶液的p H为6
.

5, 在 24
一 26℃ 下保温酶解 3小时

。

酶解结束后
,

过 400 目镍丝网啼
,

滤液以 500 转 /分离心 5分钟
,

除去上层酶液
,

用 1
.

030 比

重海水洗涤离心 3次
,

最后收集细胞于烧杯中
。

1
.

3 细胞附网

19 92一 9
一
0 3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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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的细胞
,

加比重为L 03 0海水至一定量
,

计数并配制浓度为4 x l护细胞 / m l的细胞液
,

用 100 m l细胞液均

匀地滴洒在30 m长的网绳板上
.

网绳板是由维尼仑绳单层缠绕在 25 x 3Oc m
,

有机玻璃方框上做成的
.

滴酒完后

把网绳板放人兰色塑料箱中
,

并加1
.

0 25 比重的M E S液进行培养
.

1
.

4 室内培养条件
温度20℃士 2

,

光照周期为 12
:

12 小时光暗比
,

光源为荧光灯
,

光强25 00
一

3 000 lu .x

1
.

5 海上养殖
。

细胞网绳板经一定时间培养
,

可肉眼见苗
,

把网绳做成2 x 2
.

6m条形网帘
,

放人江苏吕测海丰村海区的紫

菜养殖架 卜进行养殖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室内
一

育苗
用条斑紫菜体细胞进行育苗

,

其苗源来自体细胞发育的主要两种途径
。

其
· , ·

些体细胞可直接分裂形成

小苗
,

这类苗称为单细胞苗
.

其二
,

大多数体细胞先分裂成细胞团
,

再由细胞团释放抱子
,

抱
一

子萌发成小苗
,

这种

苗称为抱子苗
。

这两种苗总称为细胞苗(图版1
一

5)
.

单细胞苗
·

般在培养的第4一 一 6天开始出现
,

而抱子苗一般要在第卜 一 16 天开始出现
,

袍子苗出现的旱

与迟
,

与细胞从酶液出来时的状态以及培养条件有关系
.

表 1显示了单细胞苗和袍子苗开始出现的时间
,

从表中

可看出单细胞苗平均是在培的养的第.5 4天始出苗
,

而泡子苗平均要在 1.2 6天出苗
.

表1 单细胞苗和艳子苗开始出现的时间

T a b l e 1 T im e s o f s i n g l e e e l l s e ed l i n g
s a n d s P o r e l i n g s s t a r t i n g t o fo mr

实验组 平均天数

4.6.5l2单细胞苗 第5天 第4天 第6天 第6天 第6天

袍子苗 第 11天 第9天 第16天 第15天 第1 2天

单细胞苗和泡子苗出苗时间都不同步
,

从开始到结束
,

一般都要延续 10 一 30 天左右时间
,

而且两者的苗量

比例差别较大
。

表2显示了单细胞苗和抱子苗在培养一定时间后的苗率情况
。

从表2可看出
,

单细胞苗平均占总

苗量的31
.

8肠
。

抱子苗平均占总苗量的68
.

2吓
.

表 2 培养20 天左右的单细胞苗和抱子苗的苗率情况

T a b l e 2 T h e r a t i o o f s i n g l e e e l l s e e d l i n g s a n d s P o r e l i n g s e u l t u r e d a ft e r a b o u t 2 0 d a y s

实验组 平 均

单细胞苗 29
.

2% 29
.

5% 4 2
.

3% 2 4
.

1% 33
.

8% 3 1
.

8师

饱子苗 7 0 8对 7 0
.

5州 5 7
.

7肠 7 5
.

9% 6 6
.

2% 68
.

2%

从上述结果可得知
,

抱子苗是细胞苗的主要来源
,

其开始出苗时间平均为 12 天左右
,

因此
,

只要育苗时间长

于这天数
,

则可利用到抱子苗
,

大大提高苗的密度
,

而且
,

随着时间的延长细胞团不断放散大量袍子
,

苗的密度

越来越大
,

图 1说明了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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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育苗时间与苗密度关系

我们于 1 8 98年分五批进行了用条斑紫菜细胞直接附网育苗试验
,

共育苗14 只网 (见表 3)
,

平均培养20 天左

右
,

便能肉眼见苗(其苗最长达0
.

1 m m )
.

其中最快能在第 15 天 见苗
,

苗密度都在25 0
一

320 棵苗c/ m范围内
,

这远超

过了养殖生产 卜的密度要求
,

说明条斑紫菜细胞育苗这
·

技术确实可行
。

图版 P l a t e

1 从叶状体酶解出来的细胞 ( x 20 o ) 2 l jl 单细胞形成的单细胞苗 ( x 4o o )

子`河 4 00) 5
、

抱 子必发形成饱 八宵`x 20 )D 6 在海 卜养砒的细胭苗娜 7

1 5天 J几 ,:了产 I 长达 10
一

15 e m

3 细胞分裂为细胞 团 ( x 4 OO)

附者在维尼 仑绳 上的细胞苗 8

4 细胞团 释放抱

细胞苗在海 上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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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慢
,

第30 天
,

其苗长仅为o
.

2 5 c m
,

此后
,

苗的生长速度逐渐加快
,

2
.

3 海上养殖
经室内培养一定时间后的n 个苗网

,

分2批放下海进行养殖(见表4)
.

第一批下海时间为198 8年9月 23 口
,

共
6个苗网

,

其时日平均海水温度为22 ℃
,

下海时苗长为0
.

1一cI m
.

而当地养殖生产单位用传统式育菜的苗网刚开

始下海
,

其苗最多也只有几个细胞
,

故这一批我们没有放空白对照网
.

第二批苗网有4个网
,

于 1988 年10 月 17 日

下海
,

当时日平均水温为19 ℃
.

衣4 苗网在海上养挂情况

T的l e 4 S e de lin 邵 眼 ” . 切 e u l t u rde i n s e a 五e ld

。 号 ; 。 a , 。 , 天 , 下。 日姗 自
竺产

.

《℃ ,

幽喊自血

南亩阳如 j

下娜后 . 度 长ao o m

天数

幻即3030a630

糊600

翔柳

R一n`6443600s10

22韶222222祀 留46阳43场15

60印6040舫367236柳翎19191919朗怕招叨

7月6日

7月 8日

7月 20日

8月 4日

9月 2日

9月 2日

7月 20 日

8月 4日

8月 4日

9月 7日

9月2 3日

9月2 3日

9月2 3日

9月 2 3日

9月 2 8日

9月 28日

10月 17日

10月 17日

10月 17日

10月 17日

日加

堪的

第二批

从表 4可粉出
,

第一批苗网下排心天后
,

每网进行抽样枪查计数
,

除2号冷冻苗网外
,

其它苗网的苗密度都有

所增加
,

其增加幅度为扔一 1阳裸禽抽.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6

、

6号网
,

宣内育苗天数最短
,

只有15 天
,

且苗密度分

别邮 10
、

290 裸苗 /恤
,

扭离绷拐2闷加裸苗c/ 过
.

这说明室内育苗只偏场天倪可放人海上养殖
·

2号网是冷冻

网(冷冻日期8月24 日》
,

在仍天 , 苗后
,

经 30 天的一汤℃低滋冷冻处理
,

下海后
,

其苗密度由500 裸苗c/ m降为35 0
裸苗 /咖

,

但这密度并不形喃价粼的长势和产t
,

第二批苗网下海 15 夭后
,

雄苗严盆
,

其苗密皮平均只为25
·

72裸

苗 /
c m

,

平均苗密度十分不均匀
,

有许多地方出现大段的空白
,

随后被绿蕊浒苔所占据
,

其空白对照网也被浒苔

所占很
.

原因可能是天气寒冷
,

当时水祖已不大适宜细胞苗网下海养殖
.

从表4中还可粉出
,

7号网育苗87 天
,

由

60 0多裸苗 c/ m下降到25裸苗 c/ 功
,

掉苗率达96
.

7叫
.

8号网掉苗率为94 .0 %
.

10 号网育苗40 天
,

下海掉苗率为

82 .0 肠
.

这说明掉苗与苗网下海时纽度室内育苗时间过长有一定的关系
.

从表4还可粉出
,

第一批苗下海养殖 3.0

35天
,

细胞苗便可长到80C m长
,

第二批菌姻偏要60 天才能长到3c0 过长
,

平均每天可生长.0 卜L oc m
.

而如果在室

内培养
,

最多只能每天生长.0 cI m
,

菌在海上养殖的生长速度是室内堵养的5
·

10倍
,

可见海上的自然环境适宜紫

菜的生长
.

因此
,

细胞苗网下海越早
,

其苗生长越好
.

另外
,

从第一批苗下海的生长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
.

不论是
1号网其苗最长达1

c m
,

还是刚肉眼见苗的民日号网
,

下海邓天后
,

两者的苗长度郁为场. 左右 ;第30 天时最长的

苗都可达砚沁田左右扭图版6那
.

可见只要在室内育苗时何达 1找以上
,

下海后典苗斗长速度都相差不大
.

从育

苗的实用化角度来看
,

在室内培养的时间越短
,

成本越低
,

因此
,

在保证苗密度达生产要求的前提下
,

条斑紫菜

细胞育苗在室内培养 15 天左右效果最佳
.

第一批苗网下海仑5天左右即 10 月 17 日
,

其萦莱长度已达 15 c m左右
,

已达收割要求
,

当地的传统苗只有
2 4 cm

,

一般要在1明初开始收割
.

由于当时气温反常升高
,

为 1.6 20 ℃
,

萦莱生长极为旺盛
,

也正是大 t 放散泡子

的时候
,

燕体结构松傲
,

极易被海浪打断
.

据不完全统计
,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 ( 19 88 年 10 月 17 日
·

11 月13 日)曾发

生断苗现象6名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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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这次用条斑紫菜单细胞直接附网育苗及下海养殖试验的结果看
.

第
一

批苗网的苗密度及产量 (评

枯 )都能达到养殖生产上的要求
,

说明利用条斑紫菜体细胞苗及形成细胞团释放抱子的抱子苗进行体细胞水平

育苗是可行的
。

但此法育苗占地面积较人
,

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完善这一新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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