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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斑紫菜自由丝状体的培养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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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饲 紫菜，自由丝状体

KEYWORDS PorrphYlf'a， free-living filaments 

70年代后期， 当我们研究坛紫菜(Porplvyra加itwnensis)自由丝状体直接采苗应用于生产取得成功的时

候川，黄海水产研究所王素平从事的条斑紫菜自由丝状体的培养与采苗，虽然在丝状体的生长发育方面做了

不少工作，但由于丝状体生长发育成熟度差，抱子放散不集中，因而未能进行直接采苗试验[3] 近几年仍有不

少研究入员想解决条斑紫菜自由丝;民体采苗问题， 利用固相化技术把自由丝状体后期形成的膨大细胞，附着

于网帘上培养， 以期达到秋季放散抱子养成紫菜的目的. 然而至今未见报告，也无段用于f生产上的信息. 可

见条斑紫菜自由丝状体的直接采苗仍是有待解决的难题 .

紫菜自由丝状体的培养与直接采苗， 无论从经济效益或是在紫菜选种育种的意义上来舌， 都有其优越

性[�]我们从1990年起，在实验室条件下开展了研究. 经三年的努力， 已在直接采苗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

1990年来集的抱子附着于5只小网帘， 在启东市海渔村的海区养成紫菜. 199 2年实验室培养的自由丝状体

其数量与成熟度， 可提供数亩面积紫菜网帘养殖所需的抱子量. 由于实验室采苗条件的限制，成熟的丝状体

未能应用到生产上来苗，只在实验室条件下系统观察了抱子放散规律与进行小型附苗试o/.}".

1 实验方法

1.1 种票
来自启东市吕捆海区人工养殖架子上的叶状体.

1993-02-]2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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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海水

先后试验比较不Ipj海区的海水，包括江苏省大丰县贝苗场海区，江苏省:茄东市吕汩海区，浙江省奉化市象

山港海区和东海外海区等海水.
1.3 曹鼻溃

修改补充以前在坛紫菜自由丝状体研究中的配方. 在海水中施加量根据丝状体生长发育阶段而定-

1.4 培鼻窑噩
以500ml玻璃罐头瓶为主.

1..5 培鼻备件

有控制的光.温稳定条件和非控制的室内自然光、温条件.
丝状体生长的生物量归泪重表示. 在显微镜下检查膨大藻丝占全部藻丝百分比表示丝状体的发育程度.

用双份细胞占膨大细胞百分比表示成熟度. 用生物计数框计数抱子数.

2.1 水质和曹鼻.件对果抱子萌发和锺状体后期发育的影响

不同海区的海水可能由于水质的原因，培养果抱子的萌发率有明显不同. 对试验过的几个海区的海水而

言， 东海外海区的海水培养的果强子萌发率最高， 其次是启东市吕洒海区直接取来的海水. 从吕洞海温村

紫菜育苗窑停铁管流出的h沉淀海水培养果抱子萌发率就低得多s同样从海丰县贝苗场经铁管流出的沉淀 池

海水，奉化海带育苗室沉淀池海水，所培养的果抱子萌发率很低， 可能是这些海水存在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所
致，

为了有效地培养紫菜自由丝状休， 必须选用优质海
水.

海水中营养浓的平衡状态对果抱子萌发影响很大.
当海水中营养不平衡时，果抱子很少萌窍，海水中施加平
衡营养液时，果抱子萌发率可远60* (图1)， 最佳条件
时可达80*.

营养液平衡状态还影响到丝状体后期的发育. 在不
平衡营养液中萌发的果抱子长成的丝状体， 虽然能正常
生长，但后期发育受阻，纵使后期营养及光. 温等条件获
得满足， 也不能形成膨大藻丝. 这可能是果抱子萌发期
间缺乏某种成分，导量比最终影响了生活史的完成.
2.2 .:事膨大细胞的黯血和发育

4"，5月采集的果南子在良好水质和平衡营 养 海 水
中生长的丝状体， 在实验室条件下 6月上旬水温达到
2500左右时，开始形成膨大细胞. 如果室温波动不大，半 圈1确素对条斑紫菜果抱子萌发率的影响

个月内，膨大细胞可达70"，回，，(图版一1，2).这时仿秩 Fig 1 The effect of PO:--P on tbe germinatio!J 

季采苗时的气温进行人工降温，在3"，5天内形成双分细
rate ofω'Dchorspores of PO'1'.价俨回yeøoe'fl8ill

胞，再进一步降温，开始放散抱子，而且放散很集中，于包子活力正常.
紫菜抱子的温低温保存， 以及在生产上应用的可能性，作者已有报导(2) 根据这3年的工作，我们认为，

在人工控制的光.温条件下， 条斑紫菜自由丝状体的育苗周期可囱传统的6个月缩短到2个月完成. 如果从
4月开始培养，至秋季可进行3个育苗周期， 每一周期放散的抱子通过收集进行液氮保存. 秩季一次佳取出

2 结果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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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生产上. 即通过自由丝状体培养和采苗， 1年可进行多次生产，与抱子库建立相配合，可能是紫菜育苗产

业化的发展途径.

2.3 .事商温馨节"大细胞的鼻..宵

在夏季高温季节(水温3000以上)， 所形成的膨大细胞大部分死亡.有些存桥下来的膨大细胞， 色素��

跤，细胞个体民犬，达到原有大小的仔几倍，里念珠状异形胞. 秋季来|阳，水温下降，这类界形胞不能长出新的

强子囊枝，一直保持原状，也不发生分裂形成双分细胞，自然不会放散抱子. 可见夏季膨大细胞再多，只要:&:

育异常化， 对秋季直接采苗是毫无作用的. 条斑紫菜自由丝状体直接采苗的前提，就是在夏季高温季节提供

适宜的光、温条件，防止膨大细胞异常发育，维持E常状态渡过夏天. 这比1if:常发育的膨大细胞在秋�气温下

降时，能提出新的抱于囊，能形成大匿的秋不膨大细胞.

2.4款事"大细胞的形成和发育

9月初，水温下降到2800以下，普遍观察到营养藻纹的分校顶端长出抱子囊枝， UP膨大藻纶，也有r11营养

璜丝任何段罹转化而成， 还有渡夏的正常厦季膨大细胞也能长出新的膨大部丝. 随着水温下降的半个月内'

各种途径形成的膨大班丝可达GOqb左右. 如在人工控制的光、 温最远条件下，膨大细胞可形成809&. 秋季

形成的睡大藻丝有明显向光生长特性， 后期往往丛生长成绒毛状. 秋季膨大细胞是直接果苗的抱子主要来

源. 水温降到2GOO以下，膨大细胞发生分裂 陋-��)-J�士，即所谓双分细胞，也有不少分裂成4个细胞. 川1

双分细胞达到GO份，可进入来由阶段.

2.6 抱子.撇'件和规律
双分细胞经2200以下水温剌激2-3个晚上，便形成抱子，双分抱下一旦形成便理放散(罔版一3). 在.贸

内自然i且是条件下(即白天22吧，夜里20_2100)，弛下放散过程约7天才放散究取如果用R夜诅范较大的

降温(例如内天'2200，夜里18。町， ?且乎便集巾祀降温剌激第3-4天放散亢咱(罔2).条斑紫菜íl rtt ff，状体稚
降温就能达到抱下�r↑1放散. 在.坛紫菜íl r!l �f. 't!;体1i措宋苗时，';rs采用流水刺激才能促进拍子形肉和1放散达

到采苗的日的，是;ì安技术推广的限制条件.

A.温组2.0 
但温降工入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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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2 降温剌激对抱子放散的影响
Fig.2 The effeJt of water temperature reduceù on releasing of spores 

自由丝状体放散抱子象贝克丝状休一样，具有明显的日周期性. 成熟度好的丝状体在天刚亮时就有抱子

放散，随后放散增加. 在8-9时为放散肖峰， 以后放散量减少(见表1.1组). 成熟度相对差的丝状体，放

散高峰在9-11时(�表E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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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 .斑囊事自由丝状体袍子融融的日商，.
Table naily peak 01 relea.inlr 01 .pore. Irolll Iree:-living filaments of Porphyra yezoenøiø 

范子放
组 E 组 E 组 平均

散时间 放〈万散)量 � 放(散万量) Ij& 放散量 Ij& Ij& 

7:00""'9:00 6830 91.3 103 80.5 :::380 26.6 66.1 

9:00-11:00 420 5.6 17 13.3 7330 67.8 28.9 

11 :00，..，14:00 230 3.1 8 6.2 6')0 5.6 5.0 

全 天 7480 JOO.O 128 :100.0 J0810 100.0 100.0 

2.8 宿子活力及附苗情况

自由丝状体放散的强子，同样具有高度的活力. 高峰期放出的强子绝大部分是一端具色素体， 另一端呈

透明的模形抱子和变形抱子. 经生产实践证实， 这类极性分化的抱子和不具细胞壁的变性抱子附着力很强，

而圆形抱子附着力较差. 在前一类抱子水中投入网帘，加以通气， 半小时后，发现网帘上附着抱子量很密，水

中尚未附着的残存抱子很少，表明抱子活力很强. 在实验室条件下附苗48小时，镜检苗绳上的血子， 普遍分

裂6--8个细胞. 避一步培养，当幼芽分裂达到四纵裂，50多个细胞时，普遍放散单强子， 这些单抱子很快民

成幼苗(图眠-4，5). 附上强子的小网帘从上海实验室带到肩东市吕泪海区养殖长出的紫菜密度达到生产要

求(图版-3). 由此设想，在人工控制的优化条件下，有可能利用纯净无杂藻污染的自由丝状体抱子培养成小

苗，在育苗室里培养提供单抱子，作为紫莱茵源的生产途径， 这与当前国内外重视抱子的利用趋势是一致的.

附苗网帘在启东市吕泪海区的养殖试验过程， 得到启东市水产局彭连洁和施敏健二同志的帮助和支持，

在此致谢，

4
 圈版鹊明 l'hep旭饲ilJustra'侃侃

1. 自由丝状体培养1个月开始形成的膨大细胞I 2. 自由丝状体在6月下何形成GO%膨大细胞 3. 自由

往状体秋季降温后正在就散fâ!子I 4. 自由丝状体袍子长成的叶状体小茵 5. 小苗就散单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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