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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交对海带雌配子体和幼抱子体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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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梅洋学院 ; 中国科学院海泽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从古以来
,

人俩就注意到 自交或近亲交配所产生的后代常常表现某些形态缺陷或校

低的生活力
。

达尔文 (1 8夕6 )曾根据当时的材料指出自交对后代有害和杂交对后代有益
。

所稠杂交有益就是杂交所产生的后代具有杂种优势 ;这在农业实践上大有用途
。

对自交有害和杂交有盘周跟
,

现在科学上存在着意兄分歧
。

按照相胞 遗传学的 研

究 [lz]
,

自交有害和杂交有益是相对的
,

不是所有的自交都是有害的
,

也不是所有的杂交都

是有益的
。

一般靓来
,

对自花传粉的植物
,

自交普通没有害处
,

杂交也不一定有什么好处 ;

对于异花传粉的植物
,

自交通常会产生某些不良的后果
,

杂交往往会产生杂种优势
。

米丘

林学派t6] 凯为 自交
,

特别是连糟的自交
,

总是有害的
,

因为 自交会降低生物体内部的矛盾
,

从而削弱生活力 ;而适宜的杂交可以增味内部矛盾
,

从而提高生活力
。

自交有害和杂交有盘是相互联系的阴题
。

本文拟着重尉希自交有害固题
,

附带也尉

渝杂种优势简愚
。

要研究 自交有害阴题
,

至少应从两方面进行工作
:

(l) 应敲查明是否不同生物的 自交

都普遍产生有害的生物学效应
,

比方砚
,

是否都削弱后代的生活力 ; (2 )如果有一些生物的

自交所产生的后代是生活力正常的
,

那么需要分析 自交和某些有害效应之简究竞存在着

什么关系
,

是 自交本身会引起害处呢 ? 还是原来具有某些有害的遣传因素由于 自交而得

到表现的机会?

从爵多植物例如燕麦
、

豌豆
、

菜豆
、

蕃茄等植物长期进行 自交而搬疲保持旺盛的生活

力的事实看来
,

至少在这些植物里 自交一般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

那么为什么有更多的动
、

植物
,

如玉米
、

黑麦
、

甜菜
、

白菜
、

家蚕
、

猪
、

鸡等等
,

如果进行

速擅自交常常会降低后代的生活力呢 ? 按照栩胞遣传学的研究 [lz]
,

这是由于在这些生物

里原来具有某些有害的隐性基因
,

这些隐性基因由于 自交而有机会成为钝型合子
,

格于得

到表现
,

发生害处
。

换句钻祝
,

自交有害主要跟有害的隐性基因相联系
。

生物体内如果不

含有某些有害的隐性基因
,

自交是可以没有害处的
。

一般砚来
,

自交有害大都兄于握常由

杂交产生后代的生物中
。

这是因为趣常 由杂交产生后代的生物
,

大都或多或少含有某些

有害的隐性基因 [8]
。

自交对海带的生物学效应怎样呢 ? 自交在海带中会产生有害的后果畴? 海带表现杂

种优势嘴 ? 这是关系到海带养殖的实际周愚? 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科学意义
。

为了探尉自交对海带的生物学效应
,

并为杂种优势的研究准备条件
,

我们从 1 9 5 9 年

起就对海带进行了有系杭的 自交实输
,

自口单棵海带采抱子
,

由此发育而来的配子体彼此受

精
,

希望 由此建立若千 自交系
。

在实毓中我们看到 自交对海带有某些害处
,

并作了初步的

宁 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稠查研究报告第 2 30 号 ;参加资料整理工作的
,

还有本所王爱惠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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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和推测 [’] ,

同时也注意到 自交有害是相对的
,

不是到处存在的
,

我们在豁多自交的情况

下
,

并没有看到什么害处
。

例如
, 1 9 6 1 年 6 月到 9 月我们曾检查了

“

海青一号
”

品种雌配子

体和幼抱子体对高温的适应力
,

发现这些趣过三年速糟自交所产生的配子体和幼抱子体

对高温适应力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z]
。 1 9 6 1 年 n 月到 1 9 6 2 年 2 月

,

我们又速擅进行了相似

的实盼
,

目的在观察 自交所引起的生物学效应
。

这里仅报导这些实验的一些有关的拮果
。

一
、

实验材料和方法

实验所用的主要材料是三年速擅自交(郎单棵采抱子)的五个海带家系
,

相当于孔代
。

这些家系在每代采抱子时
,

都趣过仔栩的选择
。

它们都是从 1 9乡9 年同一棵海带分离出来

而生活力正常的后代
。

它佣的遣传性比较钝一
,

后代中未看到形态上有什么显著的分离
,

可以看做初期的 自交系
。

这些自交家系或自交系是 A 30 : 、 A 302
、

A 303
、

戊砰和 A 305
。

实验的材料一共分为三个部分
:
(l) 五个初期的自交系

,

(2 )五个初期 自交系的杂交
,

(3 )对照
,

这是 自然种拿的海带
,

由几棵种海带在一起混合采苗而来的
,

就是青岛一般养殖

的材料
。

实验的对象是海带雌配子体和幼抱子体
。

幼抱子体的天小豹 30 0一 , 00 个袖胞
。

各

粗种海带都培育在同一海区
,

各祖抱子都是同一天 (1 9 6 1 年 n 月 26 日)采集的
。

实验包括两个方面
:

(1 )1 0 ℃ 的温度条件
,

(2 )高温 (18 一26 ℃ ) 的条件
。

其他实输室

条件是相同的
,

自p培育所用的海水是消毒过的海水再加入适量的无机氮和磷
,

光照每天

10 小时
,

光孩 1, 00 0 米烛左右
,

每隔 7 天左右换水一次
。

在高温的实睑中
,

海水温度的提高是逐渐的
。

例如实验材料从10 ℃的温度逐渐升高
,

最后保持在 18 ℃
、

20 ℃ 等等
。

这次实验包括五个内容
:

(1 ) 随机检查各粗雌配子体的发育速度
,

具体指标是排卵时简 ;

(2 ) 随机检查各粗雌配子体排卵时期和受精后的死亡情况
,

具体指标是死亡率 ;

(s) 随机检查各祖雌配子体对高温的适应力 ;

(4 ) 随机检查各祖幼抱子体对高温的适应力 ;

(约 随机检查各祖幼抱子体的生长速度
。

所稠随机
,

就是用显微镜检查各粗的材料时
,

每一视野的个体情况都进行昆载
,

不作

任何选择
。

实输是 1 9 6 1 年 n 月到 1 9 6 2 年 2 月进行的
。

实验材料每隔 2 天或一周检查一次
,

必

要时RlJ 每天进行观察检查
。

实验桔果都趣过杭爵分析
。

现在把有关的实骇拮果归拮在一起
,

最后提 出一些简题

尉渝
。

二
、

桔 果

1
.

几个海带自交家系雌配子体排卵时尚的比较

这个实验所用的材料包括五个三年速擅自交的海带家系和两个对照 粗所产 生的 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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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各祖抱子都培育在 10 ℃左右的正常条件下
。

采苗(郎采抱子 )后握过 n 天 (自p 12 月

4 日)
,

开始检查雌配子体的发育情况
,

主要检查是否排卵
。

这时各祖都还没有排卵
。

再

翘过 2 天(郎 12 月 6 日) 检查
,

看到各粗都有一部分雌配子体排了卵
,

有一部分卵子已受

了精
,

并出现少数多相胞的幼抱子体
。

再握过 2 天 (郎 12 月 8 日)检查
,

看到各粗排卵的

数 目更多
,

而多相胞的幼抱子体也大有增加
。

五个 自交家系和两个对照粗雌配子体排卵速度情况
,

总拮如表 1 。

表 l 几侗海带自交家系 (入01 一入
。
刀和雨侗对照粗拼卵速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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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 n 菇

e g g s in 5 1汕re d p e d ig
ree

s

o f L
.

ja p o n ie a

手手粗粗
1 3 天天 巧 天天

EEEEE
.

总 数数 F
.

排卵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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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E.F.

从表 1 可以看到下列三种倾向
:

(l) 各自交家系的排卵速度有所差异
,

有些差异是显著的
,

例如采苗后 15 天检查的

A 3、 和 凡
05
排卵数的差异

,

护> 22
,

尸< 0
.

00 1 。

(2 ) 各自交家系之简的差异程度超过两个对照粗之简的差异
。

例如 巧 天后 自交家

系 A 303 和 A 305 的差异是 41
.

夕拓
,

而两个对照祖的差异是 26 .4 多
。

(3 ) 各自交家系排卵速度总的看来比对照祖的排卵速度稍为迟一些
。

例如 15 天后
,

自交家系平均排卵率是 7 3
.

9 务
,

而对照祖是 78
.

8务
。

这差异的 r 一 5
.

63
,

p < 0
.

0 2 。

2
.

几个海带自交家系排卵期和受精后的死亡率比较

这是上远实盼的另一方面的观察
。

但实输材料增加了新的内容
,

郎增加了 自交家系

之咫的杂交材料
。

由于自交家系一共 5 个
,

因此不重复的杂交祖合一共是 式 5 一 1 )/ 2 ~

10 个
。

但其中 A 30 3 x A3
04
一粗因为采集的抱子不多

,

没有进行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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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检查的时期跟前一实验一样
。

检查 的对象是雌配子体的排卵
、

受精卵和多相胞

幼抱子体
。

观察的内容是它们的健康情况
。

在观察中我们分别针算活的和死的个体数

目
。

栩胞死亡情况照例是韧胞变椽
、

色素体集中
。

受精前后的死亡校多
,

幼抱子体生长到

了 4 个栩胞以后
,

一般很少死亡
。

各祖排卵期和受精后的死亡情况归拮如表 2 。

表 2 海带雌配子体在不同交配方式下排卵受精后死亡率的比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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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粗粗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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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均均 1 6 2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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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36 777 4 3
.

3333333

巾 因幼抱子体尸体分解
,

箭数困难
E x p la n a tio n s :

A
.

N u m b e r o f d a y s a fte r g a th e r in g o f s p o r e s ;

B
.

M o r ta lit y r a te ;

C
.

S e t N o
.

;

D
.

In b r e d lin e s ;

E
.

C r o s s e s a m o n g in b r e d s ;

F
.

C o n t r o l ;

G
.

A v e r a g e
(% ) ;

H
.

T o t a l n u m b e r o f fe m a le g a m e t o p h y te s o b s e r v e d
.

分析表 2 的材料可以看到几种倾向
,

自p :
(l) 各粗海带排卵期和受精后的起初一两次

扣胞分裂时期(自p采苗后 15 天)
,

死亡都相当严重 ; (2 )各祖雌配子体在采苗后第 1乡天排

卵的死亡率差异较大
,

到第 18 天各祖的差异大大减少 ; (3 )自交家系排卵时期的死亡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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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

在第 18 天其平均死亡率为 ”
.

3 %
,

杂交祖的排卵死亡率比较低
,

只有 41
.

7 务
。

3
.

几个海带自交家系雌配子体对高温适应力的比较

这个实验的材料跟第一个实睑相同
,

包括五个速擅三年自交的家系和两个对照 祖
。

高温的实输开始的时简是采苗后一个星期
。

实硫的对象是雌配子体
。

这时期的配子体刚

形成不久
,

还没有达到排卵时期
。

实验所用的温度从 18 ℃ 到 26 ℃ 共分 4 个等极
,

自p 18 ℃
、

20 ℃
、

24 ℃ 和 26 ℃
。

由于温度升高
,

雌配子体或者不排卵
,

或者排卵时期大大推迟
。

在 20 ℃ 以上的条件

下
,

雌配子体很少排卵
。

因此
,

我佣在为期 1 5 天的观察中
,

所看到的死亡都是配子体的死
亡

,

一般没有排卵的死亡
,

更没有受精卵的死亡
。

表 3 几侗海带自交家系和雨佃对照粗雌配子体在 18o C 和 2 0o C 条件下死亡的比较

T a b le 3
.

Mo rta lity ra te 。 a t 18
o

C a n d 2 0
o

C 证 fe m a le g
am

e
to p hy te s o f L

.

ja 即
n ie 。

井井拼拼
l 天天 4 天天 9 天天 巧 天天

HHHHH
。。

B
...

H
。。

B
...

H
...

B
。。

H
。。

B
。。

总总总 数数 死亡%%% 总 数数 死亡%%% 总 数数 死亡%%% 总 数数 死亡%%%

111 8 ℃℃ E
.

A 80 111 巧333 1
。

333 12 333 0
.

000 1 7 999 0
.

666 2 0 333 0
。

000

AAAAA 。的的 1 1 111 2
.

777 1 3 000 0
.

888 1 5 000 0
.

777 2 6 777 0
.

777

AAAAA 8 0888 11 555 1
.

777 1 3 333 0
.

888 1 7 444 0
.

000 2 9 000 3
.

444

AAAAA s o 444 1 2 000 0
.

000 1 3 888 0
.

000 1 8 444 0
.

000 2 8 333 9
.

555

AAAAA s o ,, 1 1 666 0
.

999 1 2 777 0
.

000 1 7 000 0
.

000 2 5 333 7
.

999

FFFFF
.

平 均均 6 1 555 1
。

333 6 5 111 0
。

333 8 5 777 0
。

222 12 9 666 4
。

666

GGGGG
.

对 照 (1))) 1 0 888

;::::
1 3 444 0

.

000 ‘

子
666 0

.

000 2 4 000 0
.

000

GGGGG
.

对 照 (2))) 罗OOOOO 1 1 777 0
.

UUU 1 j 444 0
。

000 2 2 000 0
。

555

FFFFF
.

平 均均 1 9 888 2
。

000 2 5 111 0
。

000 3 0000 0
。

000 4 6 000 0
.

222

222 0 ℃℃ E
.

A oo iii 1 2 444 0
。

888 12 555 0
.

888 15 666 3
.

222 3 0 444 4 4
.

777

AAAAA so 。。 1 2 222 0
。

000 15 666 3
.

222 12 555 2
。

斗斗 2 6 333 7 4
.

111

AAAAA ao aaa 1 1 444 0
。

000 16 111 0
.

666 14 000 0
.

000 2 5 555 2 8
.

222

AAAAA a。‘‘ 1 3 666 0
.

777 14 999 0
.

777 1 5666 6
.

444 2 2 555 4 6
.

777

AAAAA 日。,, 1 2 666 l
。

666 2 0 888 0
.

555 1 6 444 4
.

333 1 8 555 1 5
.

777

FFFFF
.

平 均均 6 2 222 0
.

666 79 999 1
。

lll 7 4 111 3
。

444 1 2 3 222 4 3
.

666

GGGGG
.

对 照 (1))) 1 1 999 4
。

222 13 333 6
·

999
1 4 888

: ;;;
1 9 999 5 3

。

333

GGGGG
.

对 照 (2 ))) 1 1333 0
。

000 14 444 0
。

了了 1 6 11111 2 2 444 Z U
。

111

FFFFF
.

平 均均 2 3222 2
。

222 2 7 777 3
.

222 3 0 999 2
.

999 4 2 333 3 5
.

777

E x p la n a tio n s :

A
.

N u m b e r o f d a y s a fte r t r a n s fe r r in g to h ig h e r t e m p e r a t一 r e s ;

B
.

M o r t a lity r a te ;

C
.

S e t N o
.

;

D
.

T e m Pe r a t u r e ;

E
.

In b r e d lin e s :

F
.

A v e r a g e
(%) ;

G
.

C o n t r o l ;

H
.

T o ta l n u m b e r o f fe m a le g a m e to p h yt e s o b s e r v e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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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祖配子体移入高温后第二天郎开始检查
,

看到有一些死亡
,

大都不严重
。

各粗死亡

情况归拮如表 3一4o

表 4 几侗海带 自交家系和雨侗对照粗雌配子体在 2 4
O

C 和 2 6o C 条件下死亡的比较

T a ble 4
.

M
o rt d ity ra te o a t 2 4

o
C a n d 2 6

o
C of fe。以e g

am
e to p hyt

e s o f L. j
a p o o ie 。

扮扮赞赞
l 天天 4 天天 9 天天 1 5 夭夭

HHHHH
。。

B
。。

H
。。

B
...

H
。。

B
...

H
。。

B
...

总总总 数数 死亡%%% 总 数数 死亡%%% 总 数数 死亡%%% 总 数数 死亡%%%

222 4℃℃ E
.

A a o iii 1 1 111 1
。

888 12 777 2
.

444 15 888 1 4
.

666 1 9000 7 1
.

111

AAAAA S佣佣 1 2 333 0
。

888 12 222 0
.

888 巧666 16
.

000 2 0 555 7 5
.

666

AAAAA o o 。。 1 2 222 2
.

555 14 666 0
.

777 1 7444 9
.

222 2 5 000 7 0
.

888

AAAAA 8 0444 1 3 666 2
。

999 15 555 3
.

222
,

1 2555 6
.

444 2 3 111 7 2
.

777

AAAAA o o,, 1 3 222 0
。

888 1 2 888 0
.

888 1呼444 9
.

777 2 5 777 3 0
.

777

FFFFF. 平 均均 62 444 l
。

888 6 7 888 1
.

666 7 5 777 1 1
.

444 1 12 999 6 3
.

222

CCCCC
.

对 照 (l)))

::{{{ ;:;;;
1 1 666 2

。

666 16 222 14
。

888 1 8555 6 7
.

666

GGGGG
.

对 照 (2 ))))))) 1 2 444 0
。

888 1 , 888 7
。

111 2 1 ,, 5 0
.

777

FFFFF. 平 均均 2 3 888 0
.

888 2 4 000 1
.

777 3 6 000 1 0
.

666 4 0 444 5 8
.

444

222 6℃℃ E
.

A so iii 10 444 1
.

999 1 3 000 6
。

222 1斗000 9 7
.

1111111

AAAAA S阅阅 7 777 74
.

000 1 3 555 9 7
.

000 1 2 999 9 6
.

1111111

AAAAA o 0888 1 0 222 0
.

000 1 2 333 3
,

333 1 4 444 9 9
.

3333333

AAAAA 吕。‘‘ 1 1 999 1
.

777 1 4 555 10
.

333 1 3 888 9 9
.

2222222

AAAAA 日。‘‘ 1 2 222 0
。

000 12 111 4
.

11111111111

FFFFF
.

平 均均 5 2 444 1 1
。

666 6 5 444 2 4
.

999 5 5 111 9 8
。

0000000

GGGGG
.

对 照 (1))) 1 0 111 1
。

000 13 222

: {{{
14 666 8 9

。

0000000

GGGGG
.

对 照 (2 ))) 1 0 999 0
。

000 12 11111 16 000 7 1
。

3333333

FFFFF
.

平 均均 2 1000 0
.

555 2 5 333 4
.

777 3 0 666 79
.

7777777

E x p la n a t io n s : s e e T a b le 3
.

棕合分析表 3 和表 4 的材料
,

可以得出以下的拮渝
:

(功 死亡随温度的提高而增加
。

18 ℃ 的温度对各祖雌配子体在 1乡天之内没有引起

大量的死亡
,

在这期简引起较多死亡的是20 ℃ 的温度
。

24 ℃ 的温度PlJ 引起比较严重的

死亡
,

而 26 ℃ 的温度挫过 9 天就引起了非常严重的死亡
,

各自交家系的雌配子体几乎都

死了
。

上述的死亡率发生的情况跟同年 8 月用
“
海青一号

”

品种做的实驮拮果有所差异
,

后者在 20 ℃ 和 24 ℃ 条件下死亡较少
。

这种差异跟雌配子体的发育时期的不同有关
,

以

后将另文尉萧
。

(2 ) 死亡随时简的延长而增加
。

在起初 9 天
,

各粗雌配子体对 20 ℃ 和 24 ℃ 的温度

大部分都能适应
。

(3 ) 各祖雌配子体死亡率差异很大
,

特别是各自交家系死亡率的差异更大
。

(的 在起初几天
,

特别是在 18 ℃ 和 20 ℃ 条件下变椽的袖胞似有恢复的情况
。

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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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起初几天死亡率由高降低
,

例如 A 30z 在 18 ℃ 条件下
,

握过 1 天
,

袖胞李禄的是 2
.

7 外
,

而握过 4 天
,

死亡率降低到 0
.

8 %
。

4
.

几个海带自交家系幼抱子体对高温适应力的比较

这个实睑于 1 9 6 1 年 1 月进行
。

各祖幼抱子体都从 10 ℃ 左泊
.

的温度分别逐渐升高到

18 ℃ 和 20 ℃的温度
。

然后观察各祖幼抱子体的死亡情况
。

桔果发现各粗的死亡情况彼

此有所差异
。

幼抱子体死亡的指标是幼抱子体的基部袖胞变椽或已失去色素体
。

幼抱子体在 18 ℃ 和 20 ℃ 条件下的死亡情况分别归桔如表 5 和 6o

表 5 几侗海带自交家系自交和杂交种基幼抱子体徙 1 0o C 移到 1 8o C 条件下死亡率的比较
T a卜le s

·

M
o r ta lity

r a t e s a t 18
o

C o f yo u n g s

妙物p ‘yt e s fro m d iff e r e n t

m o d e 3 o f m a t in g

瓦瓦产省省
1 天天 3 天天 6 天天 9 天天

HHHHH
...

B
。。

H
。。

B
。。

H
。

‘‘

B
...

H
。。

B
。。

总总总 数数 死亡%%% 总 数数 死亡%%% 总 数数 死亡%%% 总 数数 死亡%%%

DDD
...

A oo iii 13 777 8
。

000 1 2 444 16
.

111 9 555 9
.

555 13 111 6 8
.

777

自自自 A a帕帕 15 111 0
.

000 1 6 555 0
.

000 1 3 999 7
.

222 1 5 000 7 0
.

000

交交交 A o o 333 1 1 111 0
。

000 1 4 666 4
.

111 1 1 000 2
.

777 1 5 666 3 任
.

666

系系系 A o o ‘‘ 8 777 1
.

111 1 3 888 2
。

999 1 0 222 5 0
.

999 1 3 666 9 4
。

999

AAAAA 吕。,, 1 0 666 2
.

888 1 2 000 2
.

555 12 222 0
。

000 1斗777 7 8
.

222

GGGGG
.

平 均均 5 9 222 2
.

555 6 9 333 4
.

888 5 6 888 1 3
。

000 7 2 000 6 8
。

555

EEE
。。

A a o i丫 A o o,, 1 1 333 0
.

999 8 777 2 4
.

111 9 666 2
。

lll 1 5 333 5 7
.

555

自自自 A o oi 又 A a o。。 1 1 222 0
.

000 15 555 l
。

999 12 777 8
.

777 1 6 777 7 6
。

OOO

交交交 A o oi 只 A s o 444 7 555 0
。

000 9 111 2
。

222 5 333 9
.

444 1 5 777 6 7
。

555

系系系 A s oi 火 A ”o ‘‘ 8 888 1
。

lll 1 1222 1
.

888 1 1 111 2
.

777 1 8000 5 5
。

666

的的的 A S佣 丫 A 。韶韶 16 333 10
。

444 1 1555 2
.

666 1 4 111 14
。

222 15 999 7 2
.

333

杂杂杂 A so 。丫 A a o‘‘ 2 7 444 2
。

222 2 8 888 5
.

666 2 4 777 2
。

888 13 444 7 4
.

‘‘

交交交 A 。的 又 A a o ‘‘ 10 111 4
.

000 15 000 3
.

333 1 1 888 2 6
.

333 l斗lll 9 5
。

OOO

AAAAA o o . 丫 A o o ‘‘ 6斗斗 2 6
。

666 4 555 1 3
.

333 3 222 6
.

333 13 000 8 9
。

222

AAAAA 吕0 3 X A o o ,,
‘

16 999 3
。

000 14 999 2 0
.

888 1 1 666 6
.

999 1 8888 6 0
.

111

AAAAA s o ‘X A s o 。。 7 333 2
.

777 8 999 2
.

222 9 999 3
。

000 16 222 3 1
.

555

GGGGG
.

平 均均 12 3 222 4
.

222 1 2 8 111 7
.

222 1 2 4 000 7
.

咚咚 巧7 111 6 6
.

777

BBB 玉X B aaa 17 888 2
。

222 1 3 777

: ::: ::;;;
9

。

333 1 3 444 8 5
.

111

BBB , 又 B aaa 7 888 6
。

444 , 3333333 5
。

555 1 5 000 8 0
。

777

GGG
.

平 均均 2 5 666 3
.

555 2 3 000 2
.

222 2 6 111 7
.

777 2 8444 8 2
.

777

E x Pla n a tio n s : s e e T a b le 2
.

分析表 5 和 6 的材料
,

可以看到几种倾向
:

(l) 随着在高温条件下的时简的延长
,

各粗死亡率都在增加 ;

(2 ) 随着温度的升高
,

各粗死亡率都在增加 ;

(3 ) 各祖的死亡率彼此差异相当大 ;

(4 ) 有的自交家系比对照祖死亡多些
,

有的自交家系死亡比对照粗少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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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几侗海带自交家系自交和染交种基幼抱子体徙 10o C 移到 20
O
C 条件下死亡率的比鼓

T a b le 6
.

M
o rt al ity

r a te s a t 2 0
o

C o f yo u n g s p o
ro p h yt

e s fro m d iff e
re n t m o d e s o f m a tin g

蔗蔗嘿军军
l 天天 3 天天 6 天天 9 天天

HHHHHHH B
...

H
...

B
...

H
。。

B
。。

H
。。

B
。。

总总总 数数 死亡%%% 总 数数 死亡%%% 总 数数 死亡%%%
J

总 数数 死亡%%%

III)
---

A 3 o iii 1 3 111 2
.

333 1 0 444 1 2
.

555 8 lll 3 8
.

333 14 666 9 0
.

444

自自自 A 。此此 1 3 777 0
.

000 1 2 666 3
。

lll 9 888 1 1
。

222 14 777 6 8
.

777

交交交 A s o吕吕 1 1333 0
。

999 1 3 222 2 0
.

555 10 777 14
.

000 13 666 9 7
.

888

系系系 A so‘‘ 13 666 8
.

888 1 2 222 1 7
.

222 11 666 斗0
.

555 13 666 9 3
.

444

AAAAA so 333 15 555 0
。

666 1 6 000 3
.

111 1 0 777 7 2
.

000 1 2 111 9 4
。

222

GGGGG
.

平 均均 6 7 222 2
.

555 6 4 444 1 0
.

999 5 0 777 3 5
.

777 6 8 666 8 8
.

555

卫卫
。。

A so i 只 A s的的 9 999 2 2
。

222 1 1 000 斗3
.

666 1 1 555 1 2
.

333 1 3 999 7 6
.

777

自自自 A 加1 义 A S叩叩 12 222 2
.

555 1 3 666 5
.

111 1 1 555 2 2
.

666 1 0 333 3 0
.

111

交交交 A ”以 火 A o o ‘‘ 14 222 0
.

777 7 222 6
.

999 1 1 444 2 7
.

222 1 5 555 4 9
。

000

系系系 A ao i X A a肠肠 12 444 0
。

000 7 111 0
。

000 1 1 888 5
.

111 1 6 111 5 9
.

666

的的的 A a o , X A a o sss 14 333 4
.

222 1 2 999 2 6
.

444 1 5000 7 9
.

333 1 8 333 9 4
.

555

杂杂杂 A s的 义 A a o ‘‘ 17 333 0
。

666 2 1000 4 2
.

999 9222 咚7
.

888 1 3 000 9 2
.

333

交交交 A 3 o :
义 A s o ,, 16 888 19

。

000 2 888 2 5
.

000 9999 2
.

000 1 4 777 9 7
.

333

AAAAA s o 。火 A o o 444 7 555 2 0
.

000 1 8 666 3 2
.

888 7 000 8 4
.

333 1 1 777 9 4
。

999

AAAAA 3 o 。火 A a““ 2 7 222 19
.

555 10 555 l
。

999 9 888 3 5
.

777 1 5 222 9 2
.

888

AAAAA s o ‘丫 A s o ,, 1 2 888 1
.

6666666 6 111 1 1
.

555 1 6 999 4 9
.

111

GGGGG
.

平 均均 1 4斗666 9
.

333 10斗777 2 4
。

333 10 3 222 3 3
.

222 1 4 5 666 7 5
.

111

FFF
。。

B
i
义 B 。。

::;;;
1

.

999 2 1666 3
。

222 ‘

;:::
16

。

555

::;;; :::;;;对对对 B
,
义 B aaaaa 5

.

333 1 5 555 9
。

00000 3 j
.

4444444

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
粗粗粗 G

.

平 均均 30 999 3
.

666 3 7 111 5
.

777 2 1 111 2 5
。

111 3 0 555 85
.

666

E x p la n a tio n s : se e T a b le 2
.

(匀 自交家系的死亡率
,

在 20 ℃ 条件下
,

总地看来
,

比杂交粗的死亡率高些
。

例如趣

过 9 天
,

自交家系平均死亡率是 88
.

5多
,

而杂交祖平均死亡率是 7 5
.

1 %
。

此外
,

在个别祖里还看到部分相胞变椽的幼抱子体至少暂时恢复了健康
。

5
.

自交和杂交情况下海带幼抱子体生长速度的比较

在这个实验中我们按期随机侧量各粗幼抱子体的大小
。

我们侧量了幼抱子体的长度

和宽度
,

并由长 火宽来估舒幼抱子体的面积
。

各祖幼抱子体的大小以面积表示
,

归拮如表7 。

从表 7 可以看到几种倾向
:

(l) 各自交家系幼抱子体生长速度相差很大
,

例如 A 301 比 A 302 的生长速度大 4 倍

以上
。

各杂交粗幼抱子体生长速度差异比较小
。

(2 ) 有的 自交家系生长速度大大地超过对照粗
,

例如 A 301 比对照祖生长速度快 3 倍

以上
。

(3 )有个别杂交祖例如 A 30 ; x A 305 的生长速度超过 自交粗 A 30 ; 和 A 30 , ,

这是有关杂

种优势尚题
,

以下要提 出尉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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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几侗海带自交家系自交和染交所座生的幼抱子体生长速度的比较

(n = 5 0
,

单位 二 那
,

)

T a ble 7
.

G r o w th ra te s
of yo u n g s

, ro p场te s 台o m d iff e r e n t m o d e 。 o f m a tin g

(n = 5 0
, u n it 二 料

,

)

瓦瓦弃墨墨
1 7 天天 2 3 天天 3 4 天天

HHHHH
.

平均面积和标准差差 H
.

平均面积和标准差差 H
.

平均面积和标准差差

DDD
...

A s o 几几 1 3 0 3
.

3士 6 8 5
.

000 4 2 1 5
.

0土 2 0 7 2
.

000 7 2 99 3
.

7 土4 2 9 8 9
.

888

自自自 A S的的 4 2 2
.

5士 1 5 3
.

888 8 6 8
.

3 士4 5 0
.

888 16 20 1
.

5 士 13 2 6 7
.

888

交交交 A s o 333 1 2 9 9
.

5土 4 5 7
.

000 3 3 0 0
.

0士 1 3 7 7
.

555 4 5 8 17
.

7 士2 3 7 5 8
.

000

系系系 A a o ‘‘ 1 1 6 6
.

3士 4 8 1
.

888 3 8 4 6
.

3 + 1 6 7 8
.

888 3 7 82 7
.

4 士2 16 5 6
.

444

AAAAA ao ,, 9 9 9
.

5士 6 0 8
.

000 2 6 4 3
.

3 士 16 6 9
.

555 3 1 1 43
.

4 + 25 0 7 3
.

777

GGGGG
.

平 均均 10 3 8
.

2 + 4 7 7
.

111 2 9 7 4 5 + 14 斗9
.

777 40 5 9 6
.

5 + 2 5 3 4 9
.

111

EEE
。。

A so i 火 A a的的 1 2 8 6
.

3 + 5 7 4
.

888 3 4 6 5
.

8 士 17 7 4
.

555 4 0 6 5 6
.

0士 2 1 3 7 8
.

888

自自自 A oo i 义 A 会。。 7 3 8
.

3 十 3 8 8
.

888 2 3 5 3
.

3 士 12 7 2
.

000 2 2 0 7 4
.

6士 1 0 7 0 6
.

888

··

交交 A ao i 火 A . o 弓弓 9 3 4
.

5士3 8 5
.

555 2 93 4
.

5 士 16 79
.

555 3 6 7 7 9
.

4 + 2 0 5 8 7
.

222

系系系 A : 01 义 A . o。。 12 3 5
.

0 士6 16
.

333 3 1 5 8
.

3士 1 5 42
.

000 2 3 5 7 7
.

0 士1 4 4 9 3
.

222

的的的 A
a佣 丫 A aoaaa 8 1 8

.

8士3 85
.

555 2 05 0
.

0士 12 99
.

555 2 3 0 3 7
.

4土 10 7 7 2
.

888

杂杂杂 A S皿 X A 邹‘‘ 7 6 5
.

8士3 2 9
.

000 1 7 02
.

5士 8 7 9
.

555 2 3 8 3 9
.

0 土2 0 3 1 0
.

333

交交交 A 。的丫 A 吕。,, 6 92
.

5 士3 4 0
.

555 2 3 4 1
.

3士 1 7 1 2
.

000 2 15 4 5
.

0 士 14 3 5 7
.

000

AAAAA s o a只 A o o‘‘ 12 9 5
.

8 + 5 72
.

555 2 5 6 0
.

8士 1 4 1 5
.

000 3 8 9 5 2
.

0 士 18 2 2 8
.

555

AAAAA a o a丫 A . o sss 9 3 5
.

8士 3 2 7
.

555 3 5 3 2
.

0 土1 5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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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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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N u m b e r o f d a ys a fte r g a t h e r in g o f s p o r e s ;

B
.

A v e r a g e s iz e o f y o u n g sp o r o p h y te s ;

C
.

S e r N o
.

:

D
.

In b r e d lin e s ;

E
.

C r o s s e s a m o n g in b r e d lin e s ;

F
.

C o n tr o l ;

H
.

A v e r a g e a r e a
(le n g th 丫 w id th )

a n d s t a n d a r d d e v ia t io n
.

三
、

甜 输

根据上面的材料可以尉箫的周题很多
,

这里着重衬渝以下几个简题
。

1
.

自交和分离简题

按照栩胞遣传学的研究
,

具有杂型合子的个体
,

如果 自交
,

一般会 由于等位基因的分

离和重祖合而产生后代的多样性 [l:1
。 19 5 9 年我佣曾对海带的遗传性进行初步的研究

,

款

为 目前养殖中的海带自然种拿具有杂种性
,

如果采取单棵采抱子
,

敖它俩自交
,

会发生性

状的分离
,

可以培育出爵多的 自交系
。

几年来的海带自交实输
,

征实了我佣的看法
。

我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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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仅看到了海带形态性状例如柄长 [3] 和叶片长度 [4] 的分化
,

而且看到了生理性状例

如对高温的适应力 [2] 的分化
。

本文所描述的各种实验拮果都广泛地表现出分离现象
,

例如各 自交家系的排卵时简
、

雌配子体和幼抱子体对 18 ℃
、

20 ℃
、

2 4℃ 和 26 ℃ 的适应力
、

幼抱子体生长速度等都有明

显的差异
。

这些材料进一步支持了海带自然种拿具有高度杂种性的假靓
。

因此
,

我们款为
,

在海带的遣传育种工作中
,

必填从海带 自然种拿具有杂种性的假靓

出发
,

按照袖胞遣传学的分离原理来考虑周题
。

这样才可以在工作中取得一定的预觅性
。

我佣对海带所进行的选择之所以有效
,

在于原始材料是杂种
。

正如 Mat he rl lll 所指 出
,

种

雏的杂种程度愈高
,

它对选择的反应就愈大
。

2
.

自交有害简题

从我们的实输桔果知道
,

海带自交对后代曹发生一定的有害影响
。

例如各自交家系

排卵和受精后的死亡率总的看来高于对照祖 (表 2 )
,

各自交家系雌配子体和幼抱子体对

高温的活应力也大都比对照祖差些 (表 3一 6 )
,

幼抱子体在生长速度方面
,

也有一个自交

家系 (A 3

动 比不上对照祖(表 夕)
。

但是
,

很清楚
,

就现有材料看来
,

海带自交的害处不大
。

相反
,

有些 自交家系的生活力

还超过对照祖
。

例如 自交家系 A 3。 雌配子体对 20 ℃
、

24 ℃ 和 26 ℃的适应力表现很好(表

3一的
,

这个自交家系的幼抱子体对 18 ℃ 的适应力也不比对照粗差
。

图 1 表示自交家系 A 304 雌配子体对高温的适

/ 产 /
A : “

7060卯40阳2010

瞬��叫1
.曰�oux�姗们限

18 尸O 匆 26

水温 (w a te r te m p e r a tu r e
) oC

图 1 海带自交系 A 80 ‘,

A咖 和对照粗雌配

子体对高温的适应力
F ig

.

1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a d aP ta b i lity to h ig h e r

t e 一n P e r a t u r e s b e tw e e n in b r e d li n e s a n d e o n t ro l
.

应力比对照粗差
,

而 A 3。
却比对照粗张

。

就幼抱

子体生长速度耕
,

五个自交家系中有四个自交家

系的生长超过对照粗 (表 7 )
。

总地看来
,

海带自交的害处是相对的
,

而且是

不严重的
,

相反
,

通过 自交可以分离出有培育前途

的 自交家系
。

海带
“
海青一号

”品种就是这样培育

出来的 [ 5 ] 。

海带自然种拿具有杂种性
,

这表明它俩必然

握常进行杂交
。

而规常由杂交产生后代 的 生物
,

如果自交大都有不良后果llz]
。

现在海带速擅自交

为什么没有出现严重的后果 ? 这可能有三方面的

原 因
。

第一
,

可能建疲自交的年代还不够
,

只有三

代
。

但是我们款为这方面的原因大概不是主要的
,

因为目前我们已有速疲五年的 自交材

料
,

也同样没有看到严重的不良后果
。

第二
,

可能海带自交种拿里所舍有的有害的隐性基

因不很多
,

因此自交的害处不大
。

这个可能性也大概不是主要的
,

因为各 自交家系和对照

祖的排卵和受精前后的死亡率都相当高
。

在这里
,

死亡的原 因可能有一部分跟有害的隐

性基因有关
。

根据对某些野生动物的遣传分析
,

我们知道野生生物所合有的有害的隐性

基因都相当多
。

例如
,

普通果蝇第二染色体所合有的致死和半致死基因可以达到 60 % [sJ
。

第三
,

可能累代挫过选择
,

已握淘汰了豁多不合要求的个体
,

而存留下来的大多是健壮的
,

这使自交有害影响在表面上减少了
。

我们款为这可能是重要的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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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在我们的工作中
,

通过 自交和选择
,

已握分离出若干遣传性状彼此有所差异的

家系或初期的 自交系
,

这些自交家系有一部分在生产上将有积极的意义
,

有一部分没有什

么培育前途
。

这靓明 自交有害是有条件的
,

相反
,

自交也可能产生积极的桔果
。

实际上
,

相胞遣传学的研究已握指明
,

对于不同的物种
,

自交的有害效应是不一样的 [9]
。

3
.

杂种优势周题

从表 2
、

5
、

6 和 7 中
,

我们可以看到杂种优势的一些表现
,

特别是 A3
。; X A 30 5

所产生

的幼抱子体在耐受高温方面
,

在生长速度方面
,

都超过 A 30 ; 和 A 3 0,
分别自交所产生的后

代
,

同时也超过对照粗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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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梅带 自交系 A 的‘
和 A 80 :

幼抱子体生长速度落后

于 A o o。又 A o o ,

F ig
.

2 C o m Pa r i so n o f g r o w th r a te s a m o n g y o u n g

sPo r o p hy te s fr o
一n d i ffe re n t m o d e s o f m a t in g

从全面的材料看来
,

象 自交有害那样
,

杂种优势也不是普遍的
,

而是相对的
,

有条件

的
。

例如
,

就幼抱子体的生长速度耕
, A 301 生长比 A 30 :

快 4 倍以上(表 7 )
,

而 A 30 : x 戊
。 的

生长速度介于 A 301 和 A 302 之简 (表 7 )
,

看不到杂种优势
。

这种情况也兑于动物
。

例如果

蝇的豁多杂交能产生杂种优势
,

有些杂交没有相似效果 [8]
。

‘

应敲指出
,

在研究杂种优势中
,

我们的海带材料有其缺点
,

这是因为我们 目前还不能

控制海带的有性过程
。

因此
,

任何杂交祖合里都可能含有一定的 自交
。

不过在杂交粗合

中
,

杂交肯定是发生的
,

不然
,

杂种优势的现象就不好解释
。

但是无渝如何
,

海带杂种优势

朋题是一个复杂的简题
,

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
。

桔 藉

本文报导了握过三年速擅自交的 5 个自交家系所产生的雌配子体和幼抱子体以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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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自交家系相互杂交所产生的幼抱子体在 10 ℃ 左右条件下和高温 (18 ℃一26 ℃)条件下

的反应
。

从这些实输拮果
,

我俩得到以下的初步桔渝 :

(1 ) 海带建擅 自交
,

引起后代的广泛分离
,

可以由此培育出爵多自交系
。

(2 ) 海带速擅自交的有害影响是相对的
,

是有条件的
,

在某些自交家系里有某些有害

影响
,

在另一些 自交家系里不仅没有不良的影响
,

而且却形成了有培育前途的品种
。

(3 ) 杂种优势在海带是存在的
,

但也不是所有杂交都能产生杂种优势
。

(4 ) 从自交分离和杂种优势的现象看来
,

海带 自然种拿具有高度的杂种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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