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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庭对条斑攘攘体细胞生长发育的影响
及耐低盐度蛮异体的初步观察

产挎洪 �海;在
(上海水产大学水产养殖系， 200090) (江苏省如泉市渔业捕捞公司， 22û1i37) 

掘 ' 盐度对条斑紫菜体细胞的生快发育有明显的影响. 盐度在19.6-32.8%。之间，休细
胞生长发育正常，但超过32.8或低于19.6%0， 体细胞成活率均下降， 应育速度明显减慢. 适当剂
量的紫外线能促进体细胞苗生长，且可提高体细胞后代对高盐度和低盐度的忍耐力，同时获得少量
能在低盐度下生长的变异休. 刚酶解出的体细胞在高盐度下培养1天，然后逐渐降低盐度，可获得
较离的成活率.

羡键调 条斑紫菜，体细胞，紫外线，盐度，变异体

近几年来， 由于海藻生物技术的发展， 把海藻的原生质体和体细胞克隆成新植株已成为
可能IB，sd-T1. 利用筛选紫菜细胞突变体来选育优良品种已成为一条新的育种途径。 Yan X. 
H.和Wang S. J. (1990) 对坛紫菜 、 条斑紫菜体细胞和原生质体进行诱变处理获得细长型
和多种色彩变异体。 戴继助等(1990) 对条斑紫菜原生质体进行诱变处理，获得不同叶型的后
代。本文利用紫外线对条斑紫菜体细胞进行诱变辐射，再经不同盐度 加压筛选。 旨在筛选出能
适应低盐度的突变体，同时进一步探讨盐度 对体细胞生长发育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来摞及处理

条斑紫菜(P旷phytf'αyez何时is)叶状体来自江苏启东紫菜养 殖架上。种部采集阴干后，用
塑料袋包扎好，冷藏于一2000的冰箱中备用。 试验前种藻处理方法同文献[2J。
1.2 画、培鼻基、体细胞分离

方法同文献[2J。
1.3 试验方法
1.3.1 高盐皮培养时间长短对体如胞成活、生长和发育的影响

酶解单离的体细胞被各别培养在高盐皮(413 .8%，)的培养液中0，1，2，3平117夭。再移入正
常盐度( 32.8%，)的培养 液内。 另一组 在高盐皮培养 液中培养 1 天后， 逐渐降低盐JjC至正常。
培养条件z温度 20士100，光强 2300 -2400Z""光周期12:12 LD。
1.3.2 紫外线辐射与休细胞后代抗低盐和高盐的试验

1992-0'7 -03 lIll: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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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体细胞是否经紫外线照射分成两大组。A组:体细胞培养至第4.天被紫外线‘照射， 紫外
光源用 30W、 220V的 紫外灯， 照距5cm， 照射时间1皿ihþ照射前吸干培养 液， 照射 后，马上
加入培养液，暗培养24h后恢复正常光照培养。 48h盾， 再加入不同盐度的培养浓培养。B组:
体细胞未经照射， 分组与A组 相同。A、 B两大组盐度分组见 表 1二培养条件同上。不同盐皮
的培养液用加盐卤和 蒸馆水调配。先用精密海水密度计(规格1. 000-1. 036) I刻度 0.001)，
测量其比重，再换算成盐度。

襄1 紫外曲'辐射和体细胞对不间越鹰的抗幢惊险
Table 1 Reøiøtant experiment 01 UV-irradiatlon and dlfferent 

øalinity on the iøolated Bomatle eellø 

经uv 辐射 未经UV辐射
组别 盐度(%0) 组别 盐度(�如)
A] 45.8 Bl 45.8 

A2 39.3 B2 39.3 

A3 32.8 B3 32.8 

A4 26.2 B4 26.2 

Ñ3 19.6 B5 19.6 

Aß 13.1 B6 )3.1 

A7 10.5 B7 ]0.5 

A8 6.5 B8 6.5 

2 结果与分析

2.1 商盐属对体细胞存活，生长和发宵的影响
2.1.1 成活牟

体细胞 在高盐，度下培养不同天数，其成沾率 有很大的差异(罔1)。培养12天，又经商盐培
养一天 后， 随后逐渐降低盐度至正常盐度下
培养的成活事最高，其次是高盐培养 2天组。
而经商盐培养 8天 以上和未经高盐培养的几
组成活率都大幅度下降。刚酶离出的体细胞 EEO 
对高盐的忍耐力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在3天
内，高盐培养时间越长， 成活率越高;但3天

80 

后，长时间高盐度培养组的成活率迅速下降。 40
培养 9天， 高盐度下培养 7天组， 成活率由
56.5%降至15.4份。 由高盐度转入正常盐 20 

度培养，一般经过 8天，成活率才稳定。
2.1.2 体细胞的生长和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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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盐度下培养时间长短， 对细胞分裂有 飞iJ节tfJF吭吭352:if黑响
较大的影响。培养 6天和 12天的体 细 胞个 the survi叫1 rateof s07I'.aticωls 

体发 育情况见 表 2。 随着高盐培养天敬的增加， 细胞分裂速度减慢;未经高盐培养的细胞分
裂明显快于其它各组。 经商盐培养 7 天的个体发育与其 它各组有明显差异。12天 后，该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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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列细胞苗比例只有未经高盐培养组的 28.5份。可见高盐培养抑制了细胞发育。
襄2 商量培，事时间对体细胞分割的影响

The ，dfeetl of treatinw time of hiwher lalinit1 on the eell divilion of lomatie eel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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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商盐培养后，体细胞苗生长情况见 图 2.不同天数的 高盐培养，对10天后茵的生长影响
不明显。方差分析[lJ 表明，各组苗的生民差

异不显著。 可见体细胞经一段时间的 高盐培
养后转入正常盐度培养， 甫的生 长马上恢
复。
2.2 最外镰幅射和不同盐鹰处理对体细胞

后代生快发宵的影响

2. 2.1 对体如胞成活串的影响

紫外线照射后的第 3 和第10天检查成
活率，结果如图8和 图4所示。

Ifl 图8可见: 未经照射 组 中， 盐 度在
26.2-45.89[y，各组的成活率 相差不大，但盐
皮低于19.6%0，成活率就显著降低。 相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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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离盐度处理时间长短对体细胞苗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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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组中，各组的成活率均较接近，差异不如未经照射 各组明显。 经紫外线照射后在刚开始的
三天内，紫外线的杀伤力是成活率下降的主要因素。 随着培养天数增加，盐度的作用逐渐明显
(圈码。第10 天，在26.2和32.8他两组中成活率明显比其余盐度组 高. 另外，在这两个盐皮
组中，照射组和未照射组的成活率相差很明显。在46.8、8 9.8，13.1、10.5和6.5%0五 组中，照
射组与未照射组成活率相当接近。另外，从两次统计得出的成活率，由公式111:

log(1-←-t一(1og 1t2-1og叫)

m成活率的下降$;a'h第一次统计成活率;的第二次统计成活率 n天数.
得出各组相应的成活率的下降率如图6所示。在45.8，39.8，18 .1、10.5和6.5蜘各组中 未照

射组成活率的下降率比照射组相应组大;相
反，在32.8、26.2和1 9.6也三组中 未照射组
的下降率比照射组低。可见，紫外线照射后的
体细胞耐 高盐和低盐能力有所增强。 在盐度
低于 19.6他各组中， 不论是否经过紫 外 线
照射， 成活率的下降率都 随盐度的降低而增
大。盐度高 于39.3%0 随着盐度的升 高 成 活
率的下降率增大。条斑紫菜体细胞存活 的 适
宜 盐度为19.6-32.8施，以26.2她最 适宜。
2.2.2 对体细胞后代生长发育的影响

培养7天和14 天，在不同盐度下培养及
经紫外线照射后再在不同盐度下培养的体细
胞求育情况分别列入表3和表4。培 养7 天

襄3 黯外钱辐射和不同越鹰下槽.7天'事细胞的个体提宵
Table 3 The development 01 .omatle eell. UV-Irradlated and eultured at 

different .aUnlty In 7 day. 01 ealt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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亵4 黯外箴辐射和习�IIJ盐111'捕�1(去体细胞的个体提宵
Tabl'e 4句The development of lomatlc cellø UV-irradiated and caltared 

at diflerent saJhllt:r .fter， �d.7' fn ealtare 

处理方法 组别 盐皮 细 胞 个 体 � 宵 (9&) 
(%) (他) 单细胞 两细胞团 多细胞团 革列细胞11、商 多列细胞4、苗
AJ 45.8 11.8 56.2 80.7 1.7 0.0 

A2 89.2 7.6 23.8 45.1 10.9 2.6 

量·四'<0 M 82.8' 4.8 8.4 25.6 44.3 17.5 

夕紫|、 A4 26.2 8.8 6.9 28.9 88.7 26.6 

苦是 A5 J9.6 �.5 12.4 23.6 48'5 12.0 归
�1 A6 ] 3.1 10.7 82.8 88.8 16.5 1.7 

A7 10，.，5 8.7 82.6 46.7 12.0 0.0 

A'3 6.!3 2.9 82.4 64.7 0.0 0.0 

BI 45.8 ] 6.8 51.8 29.5 1.0 0.0 

B3 30.2 13.2 20.5 39.6 24.4 2.3 

未 B:l 32.8 4.0 7.2 ]5.8 39.0 34.0 
手t�

外紫 卫生 26.2 2.3 5.5 18.0 37.2 42.0 

f吨
因 10;6 5.2 9.3 24.2 47.6 23.7 

吁南 B由 ] 3'.] 13.2 14.8 80.2 39.0 3.3 

M B7 10:5 9.0 23.6 40.4 27.0 0.0 

B8 6.5 5.4 27.0 67.6 0.0 。.0

后(表白， 未分裂的单细胞百分率在26.2和82.8竟也两组中低于其余各组; 而 在高盐度8.9.8
和45.8 % 两组中则偏高。 26.2和82.8%0两组的细胞团的百分率是其余各组的 2 倍。 周射
各组的细胞团百分率比相应的盐度组低。 培养至14天(表 4)， 82.8和26.2他两组小苗比例
明显增 高，未照射的82.8和2 6.2黝两组中小苗百分率分别达78%和79.8%，而45.8%0组仅
为1.9%;盐度低于13.1 路，小苗百分率的增长明显 低于19.6-32.8 %0间各组。 相反，盐庭
在19.6'C'32.8蜘间在第14 天， 照射组的细胞团百分率均高于未照射的 各对应组， 紫外线辐射
对细胞的分裂有-寇的促进作用〉当盐度高于 82.8 玩或低于 18.1 饵，诙作用 不明显。

紫外线和盐度对体细胞苗生长有较大的影响，见 图 6和图7。 从 图 6可见，未照射 各组中，
19.6....;32.8 伪三组的苗生长均比其余组快， 这与上述的体细胞发育情况相一致。 从苗生长曲

线的趋势看出，刚却始时 各组的曲线较平辍，差异不太明显。随着时间的延长，尤其 在20天后，
19.6-32.8%0三组生长曲线的坡度明显大于其余各组，差距更加明显。方差分析表明，各组生
长存 在 着显著性差异。 同时利用Q表[11检验盐度 在1 9.3-32.8%0三组间生长差异不 显 著，
但它们与其余组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19.6-82.8%0是体细胞苗生长的 适宜盐度，过高或过
低的盐度均对生长有一寇的抑制作用。 报道的条斑紫菜抱子苗生长情况相一致I410

在 照射组中， 也有类似情况 (图7)。 盐度 在 19.6;"'-32.8她三组的生长比其余各组快。用
方差分析检验苗生长差异，结果表明各组间的差异板显著。将 照射和未照射组各相应组的苗生

长作比较，刚开始时照射各组均落后于来 照射各组;但20天后，各 照射组生长逐步超过相应的
未照射组。可见紫外线对体细胞苗的生长具有一寇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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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6 体细胞苗在不同盐度下的生长
Fig.6 The growth of buds culturcd nt 

dHforent sa1inity 

固7紫外线辐射后体细胞苗在不同盐度下的生长
Fig.7 The growth o.E buds UV -irradiated and 

c.ultured at diffιront salillity 

3 讨 论

刚酶离的条斑紫菜体细胞和原生质体经适当时间的商盐培养可以明显提高成活率，其中
以高盐培养1天后，再逐渐降低盐皮至正常盐庭(26.2�如)下培养成活率最高。体细胞后代生茸
21.育的适宜 盐度为19.6-32.8%0，最适为26.2%0。 体细胞在高盐度下培养，色素体收缩，.其颜
色加深，细胞堕变郎， 且长出的苗颜色也比 正常盐度下偏深。 相反，在低盐度下， 第8天起细
胞的死亡现象明显增加，因吸水膨胀，细胞内鱼素体以外的空隙明显增犬，几天后，色素体垦不
正常的粉红色"并逐渐变成找黄绿紫色，最络色素体解体，细胞死亡。即使是已发育成4个细胞
以 上的小苗， 在低盐度中仍为死亡。 一般是小苗顶部的细胞先眠7K膨大死亡。l以后其它细胞
陆续死去，最终整个小苗解体。 条斑紫菜体细胞苗存活要求较高的盐度。

经紫外线照射后，体细胞在正常盐度中(26.2-32.8%0)成活率明显 低于未照射组。但是，
商于32.8%0或低于19.6玩盐度下，照射组体细胞成活率的下降率比未照射组小，说明紫外线
辐射提高了体细胞对高盐和低盐的忍耐力。 另外，经紫外线辐射后，在低于 13.1%0盐度组中，
立现少量颜色 正常， 正常生长的变异苗。 把这些变异体培养大，从中再筛选能耐更低盐度的变
异体还在进行。}百多次诱变，逐级筛选耐低盐的突变体是可能的。体细胞经紫外线照射后，发
育成细胞团的比例明显升高。 同样， 在高盐度下培养体细胞也可促使大量细胞团的形成，由 高
盐度转入低盐度培养，会促使细胞团放散抱子，于包子再可萌发成苗。所以，条斑紫菜体细胞采苗
中，先用较高的盐度培养，提高成活率，同时促使大量细胞团形成，然后再降低盐度， 促使细胞
团大量放散抱子，这时集中采抱子，采苗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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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ALINITY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SOMATIC CELLS AND PRELI

MINARY OBSERV ATJON OF LOWER SALJNITY 

RESISTANT JN PORPHYRA YEZOENSJ5 

Ya.n Xing…hon 
(Ve庐"侧nt 01 A�ltur，. 81'U. 2008f1!J) 

Ji&ni HBi-bo 

(FilMrie8 Com，.町e1 "ht，IO 61 Ji.n681.l lIrot'ince. 226537) 

.A.B8TB.ACT rfhe growth �nd development of somatic cells isolated from thalli of 

Purp句仰伊刷州句Ueda were aff创ed great1y by salinity rr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01 offspring were fa8t， oulturing between the sa1inity from 19.6 to 32.8$" but thelr 
arowth rate &nd development speed became s]ower， cu1turing at higher over 32.8他or

lower to 19.6弛， The higher surviva.l rate of somatic celis wa.s obtained when they were 
cult町ed at 4:5.8%0 for one d町 A few of variants which grow fa础and having normal 
color were obtained when they were cultured at lowor salinity after being irradiated by 

UV. 
KEYWOB.D8 p，旷phyra yez何时饨 somatic cells， UV， salinity， varia.n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