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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比较了两种温度!两种光照强度! 种培养基对海带丝状雌配子体孤雌生殖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 温度为 ? ε !光照强度为 ¬!含铁氮磷营养海水培养基是适宜

孤雌生殖的条件∀在温度!光照强度和培养基 种因素中 培养基组成是影响孤雌生殖速度和

效率的最重要因素 通过比较找到了 个孤雌生殖速度较快的丝状雌配子体品系∀

关键词  海带 雌配子体 孤雌生殖

Ξ  年方宗熙等报道了海带的孤雌生殖现象 即海带的雌配子体可以在适宜的诱导条件下

发育成孢子体∀但当外部条件不适宜时 雌配子体不能孤雌生殖形成孢子体 而细胞却不断分裂

形成多细胞的营养繁殖系 丝状体 ∀ 海带丝状雌配子体在外部条件适宜时又可再生为孢子体∀

丝状雌配子体寿命长 营养生长同步且速度快 在实验室中可长期保存 可用作基础研究的材

料≈ 秦松等报道海带雌配子体可以作为海带基因工程的受体 利用其孤雌生殖的特性获得转基

因植株≈ ∀ 本文的目的是了解影响丝状雌配子体孤雌生殖的外部条件 温度!光照强度!培养基

等 找到孤雌生殖速率快的品系∀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与培养方法

丝状雌配子体品系 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蒋

本禹老师提供 使用 种培养基 其组成为 培养基 过滤后煮沸海水加

° ∀培养基 上述海水加 ° ∀培

养基 ≤ 取 湿重 品系丝状雄配子体 放入 ε 冷冻 取出立即研磨 加 上述海

水 过滤后储存在 ε 备用∀使用时 在每 培养基 中加入 Λ 该提取物∀培养基⁄

上述海水加 ° 柠檬酸铁 ∂

Λ ∀

实验在温度为 Τ ? ε 和 Τ ? ε 光暗比为 Β 的两个光照培

养箱中进行∀

1 2 孤雌生殖条件的研究

取 品系海带丝状体 用两灭菌载玻片压磨 使之散开 放入直径 灭菌培养皿中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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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加入 种培养基∀

组别编号为 Τν2Λν2 ξ 其中 Τ 为温度 Λ 为光照强度 Λ 为 ¬ Λ 为 ¬ 为

培养基 分别为 ξ 分别为 ≤ ⁄∀ 共 组∀

从培养第 天始 每隔两天统计一次∀统计时在显微镜 ≅ 视野下 随机取 个视野 统

计卵细胞数!孢子体数!丝状体数∀

排卵比率 卵细胞数 孢子体数 丝状体数

孢子体生成比率 孢子体数 丝状体数

1 3 品系之间差异的比较

采用培养基 ⁄ 温度为 Τ ? ε 光照强度约为 ¬条件下 比较了上述 个

品系的排卵比率∀ 每个品系设 个平行组 从培养第 天起 每隔一天统计一次∀

 实验结果

2 1 不同培养条件下丝状雌配子体的排卵效率和孤雌再生孢子体的效率

培养第 天 ≤ 各组丝状雌配子体排卵比率均为零 ⁄ 中的排卵比率 Τ 2Λ 2 ⁄

组最高 为 Τ 2Λ 2 ⁄ 组最低 为 ∀ 诱导至第 天时 ≤ 各组仍无排卵现象

⁄各组中 Τ 2Λ 2 ⁄ 组丝状体排卵率最高 达 Τ 2Λ 2 ⁄ 组排卵率最低 为 ∀ 从图 可

以看出 ⁄ 各组不论在光照强度 Λ 还是光照强度 Λ 温度为 Τ 的排卵率均大于 Τ 在 Τ 各组

中 光照强度为 Λ 时的排卵率大于 Λ 而在 Τ 组中 光照强度对丝状雌配子体排卵的影响无明

显差别∀

图  培养基 ⁄ 各组排卵比率

ƒ  √∏ ∏ ⁄

图  培养基 ⁄ 中各组孢子体生成率

ƒ  ∏ ⁄

从图 可以看出 在 ⁄ 各组中 温度为 Τ 时 光照强度 Λ 的孢子体生成率大于 Λ 而在温

度为 Τ 时 光照强度对孢子体生成率的影响则不明显∀

2 2 不同品系丝状雌配子体孤雌生殖速率的比较

从图 可以看出 诱导至第 天时 品系 的排卵比率最高 达 其次是 再次为

分别为 和 ∀

2 3 培养基对丝状雌配子体色素和形态的影响

培养基对丝状雌配子体的色素和形态影响较大∀ 用培养基 ⁄ 培养 周后 无论是肉眼还是

用显微镜观察 都可以看出细胞色素明显加深 丝状体变短!变粗 细胞数量增殖减慢或停止∀ 而

其他 种培养基中的丝状雌配子体相对于培养基 ⁄ 中的有一个共同特点 细胞色素浅 细胞分

裂速度快 丝状体细长∀ 但 组丝状体色素之间也有细微差别 培养基 ≤ 中丝状体色素深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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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中的丝状体 培养基 中的丝状体色素最淡∀

图  诱导第 天时 个品系的排卵比率

ƒ  √∏ χ

∏

 讨论

通过比较两种温度!两种光照强度和 种

培养基对丝状雌配子体孤雌生殖的影响可以

看出 ⁄ 各组中孢子体生成的比率至少为

而在其他培养基中 不论温度是 Τ 还是

Τ 也不论光强是 Λ 还是 Λ 在实验 时

仍未观察到排卵现象 只进行营养增殖∀ 这说

明 在温度!光照强度!培养基这些影响海带雌

配子体孤雌生殖的外界条件中 培养基

成分是影响最大因素∀曾呈奎等 年认为 海带雌配子体在正常光照条件下 ∗ 就可以

发育为孢子体 这可能是因为单细胞雌配子体与多细胞的丝状体孤雌生殖所要求的环境条件不

同∀ 与其他 种培养基成分相比较 培养基 ⁄ 除了含有 ° 等营养盐之外 还含有柠檬酸铁

和 ∂ 两种成分 这两种成分究竟是哪一种成分促进了孤雌生殖 还是两种成分协同的作用 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

据观察 丝状雌配子体排卵前 要经过细胞分裂减慢!色素加深!内含物向顶端集中这一过

程∀培养基 ≤ 中含有雄配子体提取物 其丝状雌配子体色素比培养基 和培养基 中的稍深 这

说明雄配子体提取物有一定的促进孤雌生殖的作用 可能是加入的量太少而效果不明显 有待深

入研究∀

曾呈奎等 年认为 ε 是配子体发育的最适温度∀温度升高时 有一部分雌配子

体形成丝状体∀从作者的实验来看 ? ε 比 ? ε 更适于丝状雌配子体的孤雌生

殖∀ 在 ? ε 时 光强为 ¬的丝状雌配子体排卵率大于光强为 ¬的排卵率∀

而在 ? ε 时 光照强度对排卵率影响则无明显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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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部全面反映渤海生态环

境与生物资源分布的科学著述
) ) 评5渤海生态环境与生物资源分布图集6

渔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搞好海洋

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的研究 对我国渔业的长远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 在近海传统渔业资源衰退的情况下 要继

续发展我国海洋渔业 满足国内外市场对水产品日益

增长的需求 必须充分利用好我国广阔的浅海滩涂

发展水产品增!养殖业 并保证持续生产 为我国的国

民经济建设服务 为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服务∀

渤海是我国内海 滩涂辽阔∀ 有黄河!海河!辽河

等诸多河流注入 又拥有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三大

海湾 是我国黄!渤海区生物资源的主要产卵场和大

宗贝类的主要分布区 也是我国对虾!贝类养殖的主

要作业区∀ 渤海海峡邻近水域又是藻类和海珍品的重

要增!养殖区∀ 为了保护好渤海生态环境 管好!用好

黄!渤海区渔业资源 给生物资源和渔业管理提供科

学依据 唐启升!孟田湘教授主编了5渤海生态环境与

生物资源分布图集6 并由青岛出版社出版∀ 这是我国

第一部全面反映渤海生态环境与生物资源分布的科

学巨著∀

全书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 ∗ 年由

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及国家海洋局第一

海洋研究所完成的国家/ 六五0攻关项目的研究成果∀

第二部分是 ∗ 年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青岛海洋大学

等单位共同完成的/ 八五0国家科技攻关项目5渤海湾

增殖调查研究6的成果 该成果先后获得农业部科技

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家/ 八五0科技攻关

成果奖∀ 本书具体内容包括 渤海海洋物理化学要素

分布 渤海初级生产力分布 渤海浮游植物分布 渤海

浮游动物分布 渤海鱼卵!仔稚鱼分布 渤海渔业生物

资源密度分布 渤海幼鱼生物量密度分布等∀ 全书共

有彩色分布图 幅 中英文对照 豪华精装∀

本书出版后 荣获 年山东省优秀图书奖 得

到了海洋生学!养殖生态学家刘瑞玉!赵法箴院士及

众多读者的高度评价∀

本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印装精美 全面反映了

年代初和 年代初渤海水质!水化学 初级生产

力 叶绿素 鱼卵!仔鱼 底栖生物和生物数量分布情

况 为渤海增!养殖开发和渔业管理 以及生态系统动

力学等应用和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具有很

高的应用价值 将对我国渤海渔业可持续发展 以及

相关的科学研究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青岛出版社 张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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