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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种江篱多核现象的研究
‘

王 素 娟 徐 志 东
(上 海 水 产 大 学)

提要 本文应用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研究了 5 种江篱属 (Gr ac 而
, 扬) 海藻的多核

现象
。

在形态类型上属于英国江禽型的 3 种江篱
,

即真江篱 (功
、

真江篱 (2 ) 和芋根江篱以及

属于绳江篱型的龙须菜
,

其皮层细胞和髓部细胞均为多核
。

核的数 目在皮层细胞内为 3 至 8

个
,

而在髓部大细胞内可多达十几个至一百多个
。

形态类型上属于扁江篱型的扁江篱
,

没有观

察到多核现象
。

本文最后讨论了江篱多核现象在细胞学和分类学上的意义 以及多核现象产生

的原因
。

江篱属 (‘ra cil
a ri 。) 海藻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阁。

我国的江篱资源十分丰富
,

经鉴

定的种类已达二十多种
〔11 。

不少种类已开始进行商业性栽培
,

作为提取 琼 胶的主要原

料
汇2 , 。 正因为如此

,

国内外对江篱属海藻的研究十分重视
,

研究的范围涉及分类
、

生态
、

生

理
、

遗传学
、

染色体分析以及细胞和组织培养
“

,’,s
一 , ]等

。

最近
,

我们利用光学显微镜和电子

显微镜观察研究了数种江篱的细胞核
,

发现某些江篱的皮层和髓部细胞是多核的
。

关于

江篱属海藻中是否存在多核现象
,

目前 尚未见诸文章报道
,

现将我们的研究结果报告如

下
。

材 料 与 方 法

本文所用五种江篱
,

系采自青岛和厦门沿海 (见表 l)
。

这五种江篱在形态类型上分

表 1 材料的种类
、

采集地点和形态类型

种种 类类 学 名名 采集地点点 形态类型型

真真江篱(l))) G
.

。‘ia 名fe a (1 ))) 厦 门门门

真真江篱(2))) G
·

a : 萝a “e a

(2 ))) 青 岛岛 英国江篱型 (
v e r r u e o s二 t yp e

〕〕

芋芋根江篱篱 G
.

b lo了g “1111 厦 门门门

龙龙 须 菜菜 G
.

1。、 ‘ , 。ifo , 爪f::: 青 岛岛 绳江篱型 (
c h o rd a t yp e

)))

扁扁 江 篱篱 G
.

忆 x to ri 矛矛 青 岛岛 扁江篱型 (
te x to r ii t yp e

)))

* 本文承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张峻甫先生修改并提 出宝贵意见
,

上海医科大学余永富先生协助拍摄电镜照片
,

在此诚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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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英国江篱型 (
v e r r u e os

a typ e
)

、

绳江篱型 (
e ho r

d
a tyPe

) 和扁江篱型 (
te x to r is typ e

)
〔幻 。

材料采集回来后
,

均在实验室 中用一般加有氮 (N O 3一
N l , p pm ) 和磷 (PO 万

一P Z p p m ) 的

消毒海水培养一段时间
,

然后取小枝和切段的端部进行固定
。

用于光学显微镜观察的材

料
,

先用冰醋酸
、

纯酒精 (I : 3 ) 混合固定液固定 24 小时
,

然后按照 W itt m an n[
夕,
染色法进行

染色压片观察
。

用于电镜观察的材料
,

按一般电镜制片的步骤处理
,

用 H
一5 00 型电子显

微镜观察摄片
。

观 察 与 结 果

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

除扁江篱 G
.

tcx to rii 外
,

其余 4 种江篱的皮层和髓部的细胞均

是多核的
。

最外层的表皮细胞除了正在分裂的细胞具有两个核之外
,

均是单核的
。

从皮

层的小细胞到中间的髓部大细胞
,

随着细胞直径增大
,

细胞核的数 目呈现逐渐增 多的趋

势
。

皮层小细胞核的数目为 3一 8 个
,

以 4一多个为最多
。

而 中间大细胞的核的数 目
,

在十

几个至四
、

五十个之间
,

多的甚至在一个细胞内可达数百个核 (图版 1 : 1 , 4 )
。

细胞核一般

分布在靠近细胞壁内周围处
,

有时可见到核膜
,

即核的轮廓是清楚的
。

核的中间染色较深
,

应是核仁颗粒 (图版 I : l一 8 )
。

细胞之间的胞间联系在一个细胞的表面可有许多个
,

经染

色后也呈黑色
,

故在照片中可见到一些小的黑点
,

易与核相混淆
。

但细胞间联系明显地比

核小
,

没有像在核中所见到的核仁
,

并且显示出其特有的形态结构(图版 I : l , 4一 7 , 9 )
。

在 电子显微镜下观察
,

进一步证实了这 4 种江篱多核现象的存在
。

核彼此单独地位

于 细胞中的不同位置上
,

之间没有联系
。

在一个切片的平面上
,

经常可观察到两个核
,

多

的有3一4个核
,

核的形状通常不规则
,

有圆形
、

椭圆形和多角形
。

不同种类核的大小有所

区别
,

一般在 1
.

5严In x 3井m 左右
。

可清晰地看到双层的核膜与核孔结构
,

核的中间常具

有染色较深的核仁 (图版 n : 1一4 )
。

对于扁江篱
,

虽然也用了同样的方法染色
,

但没有观察到 多核的现象 (图版 I : 9 )
。

在

电镜观察中也没有观察到多核
。

因此
,

这说明了在扁江篱中可能不存在多核现象 (图版

11 : 5 )
。

讨 论

江篱多核现象的研究
,

对于该属藻类的细胞学和分类学都是有意义的
。

在本文的研究

中
,

扁江篱型 (te xt or ii t yp e
) 的扁江篱

,

同其它两种形态类型的江篱在多核上表现出不一

致
,

前者没有观察到多核
,

而后者存在多核现象
,

从而反映出它们各自所固有的特征
。

多

核现象产生的原因
,

可能是 由于核的多次分裂
,

而细胞质没有分裂所致
。

核分裂一次后彼

此分开
,

而后又各 自分裂
,

随着细胞体积的增大
,

使核的数 目也逐渐增加
。

多核现象在英

国江篱型 (
v e r ru c o sa ty p e

) 和绳江篱型 (
c ho r d a t yp e

) 的其它种类江篱中
,

是否具有普

遍性
,

其遗传性如何
,

均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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