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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和遣传对海带雌配子体棚胞数目

和成熟速度的影响
*

方宗熙 李家俊
(山东海洋学院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从一些研究知道
,

海带属 (La o i。八。)植物的生殖作用值接受温度的制约
。

殖田三

郎 (19 29 )[zl1 报导皱海带 L
.

re l娜。
召

的配子体在 1 2
.

4 ℃ 以上不能形成抱子体
。

H ar rie
s

(1 9 32 )tll1 报导糖海带 L
.

, ac ch 。ri n 召 的配子体在 16 ℃ 以上不能形成抱子体
。

木下虎一郎

(1 9 4 7 ) 报导海带 L
.

ja Po
,

ica A re s
ch 的配子体在 12 ℃ 以上不能形成抱子体

。

上述学者

对配子体的生长和发育未加区别
。

曾呈奎
、

吴超元和任国忠 (19 62 )[6] 联系温度条件曾较

深入地观察了我国养殖的海带配子体
。

他们区分了配子体的生长和发育
,

认为海带配子

体发育的最适温是 10 ℃
,

而生长的最适温在 1 弓一20 ℃
。

他们 的研究又指 出
,

在 18 ℃温

度条件下
,

仍有一部分配子体可以发育成抱子体
。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
海带形成抱

子体的最高温度究竟是多少呢 ? 这最高温度可以改变吗 ? 如果可以改变
,

这跟遗传有没

有关系呢 ? 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间题
。

神田 (K
a n d

a ,

1 9 3 6 )山l 在不控制温度的条件下
,

观察了海带配子体的生长情况
,

根

据他 的观察
,

海带属雌配子体起初例如在培养 9 天内是单细胞或两个细胞
,

以后大都长成

多细胞丝状体
。

在营养充分的情况下
,

一般是多细胞丝状体
。

其他一些国外文献 (Pa Pe n -

fus
s ,

195 1 ; Bo ld
,

1 9分)[l
6, “] 都报导海带属雌配子体是多细胞的丝状体

,

多细胞雌配子体

的每一个细胞都可能先后排卵受精
。

曾呈奎等 [5] 根据自己的实验室观察
,

指出海带雌配

子体一般是单细胞的
。

他们的研究(19 ” )[4] 又指出
,

在连续光照的条件下
,

海带雌配子体

会形成多细胞
。

这样看来
,

海带雌配子体可以是单细胞的
,

也可以是多细胞的
。

这究竞是

什么原因呢 ? 是不是完全取决于外界条件呢 ? 什么外界条件呢 ? 是不是也受遗传因子的

制约呢 ? 这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一些问题
。

过去几年
,

我们对这些问题威到兴趣
,

并曾根据一些初步观察进行总结[3]
,

认为海带

雌配子体对温度的反应很有变化
,

它们在排卵速度
、

细胞数目
、

死亡率等方面都表现不少

差异
,

而这些差异既跟环境有关
,

也跟遗传有关
。

我们认为这跟 Sch m al hau
s

en (1 9 4 9 )[18]

所讨论的反应规范 (
r e a e tio n n o rm )一致

。

由于海带具有杂种性 〔‘〕,

通过连续自交和选择
,

已经出现了若干海带自交系
。

因此
,

现在可以用一些自交系作实验材料
,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
。

一
、

材 料 和 方法

为了探讨上述的问题
,

我们曾进行了几个实验
。

实验所用的材料都是附着在玻片上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第 3 03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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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的配子体
。

观察的对象是雌配子体
,

包括以下的系统
:

1
.

A , 0 1 ,

这是一个自交系
,

经过 , 年连续单棵采抱子
,

属于
“

海青一号
”

的系统 ; 藻体

较长较宽
,

柄部较长
。

2
.

A 5 0 3 ,

另一个自交系
,

也经过 5 年连续单棵采抱子 ;藻体较短
,

柄部较短
。

3
.

A 卯 7 ,

另一个自交系
,
也经过 5 年连续单棵采抱子 ; 藻体很薄

,

柄部较短
。

4
.

普通海带
,

作为对照
,

未经过自交和系统选择
,

都由若干棵海带混合采抱子
。

采抱子是在同一天进行的
,

郎 19 6 3 年 6 月 28 日 ; 都按照过去采抱子的习惯方法进

行
。

各系统的抱子都采集在玻片上
,

抱子密度适中
。

培育条件基本上都按照过去所采用的培育条件
:
起初的温度是 10 ℃ 左右

,

光照时间

每天 10 小时
。

光弦约 1
,

3 00 米烛
,

培养的海水是消毒过的瘦区海水再加入适量的营养盐
。

进行高温实验时
,

温度逐渐升高
。

温度分 1 8 。 、

2 0 “ 和 24 ℃三个等级
。

二
、

实 脸 桔 果

1
.

实验 I:
在 10

O
C 条件下雌配子体生长发育情况

在 10 ℃ 温度条件下
,

各组绝大部分雌配子体都是单细胞的
,

这一情况跟曾呈奎等 [61

的观察一致
。

但是各组雌配子体的排卵速度有所差异 (见表 1 )
。

表 1 几侗自交系海带和普通海带雌配子体在 10 ℃ 的排卵悄况

T a ble
.

1
.

R a 比 o f d e

代lo p m en t o f 卜 m a le ha id a i g a m e t叩h yte s in thre
e in b r e d lin e s

a n d t he e o n t ro 皿pe P u la tio n
.

} B
.

尖 输 子 后 关 断

A
.

案 源 1 12 天 1 1斗天 1 16 夭

I E
二益 扮 1 F

.

月胜习日(% 1 I E
。

煎 淤 ! F
。

排习日(叽1 I E
。

益 断 1 F
.

粗腼日r呱、

C
.

A 5 0 1 } 1 8 6 } 15
.

6 ! 15 0 } 5 6
.

0 1 15 7 } 9 6
.

2

C
.

A 5 0 3 1 1 5 4 1 5
.

8 1 12 9 1 5 8
.

1 ! 14 2 } 9 7
.

2

C
。

A 5 0 7 1 12 5 } 3
.

2 } 13 6 1 3 3
。

8 } 15 3 ! 8 8
.

9

D
·

对 照 } ‘4 6 ! ‘5
·

8 } ‘3 6
卜

”5
,

8
}

‘6 0
}

”3
·

‘

E x p la n a tio n s :

A
.

S o u r e e o f m a t e r ia l ; B
.

D a y s a ft e r s p o r e s e o lle c t in g ; C
.

In b r e d 11几 e ; D
.

C o n t r o l; E
.

T o t a l

n u m b e r o b s e r v ed ; F
.

p e r e e n t a g e o f e x t r u d e d e g g s
.

A , 01 和对照组雌配子体排卵速度相近
,

都比较快
, A ” 3 和 A 卯 7 排卵速度相近

,

都此较

慢些
。

例如
,

采抱子后第 12 天
, A ” 1 和对照的排卵数达 巧务 以上

,

而 A ” 3 和 A 卯7 的

排卵数只有 5
.

8 多 和 3
.

2 多
。

以后继续观察
,

看到 A 卯3 的排卵速度跟上去了
。

而 A ”7 的

排卵速度却一值是比较落后的
。

以前讨论过
,

不同自交系排卵速度的显著差异大概跟遗传的分化相联系 [2]
。

2
.

实验 11 :
在高温情况下雌配子体生长发育的情况

在开始高温实验时
,

雌配子体已发育到晚期
,

个别雌配子休已开始出现突起
,

但尚未

排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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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升高后
,

大部分雌配子体都停止产生突起 ;已产生突起的个别雌配子体能继续生

长
,

增大体积
,

逐渐形成多细胞
,

而不是向排卵方向发育
。

n000n0009867巴J4

承祖长令名貌协留

在 1 8 。
、

2 0 。

和 2 4 oc 温度条件下
,

各

组雌配子体大部分都形成多细胞
。

形成

多细胞的雌配子体的情况在不同温度下

有所不同 3 在不同组里也有所不同 (表

2 )
。

总的看来
,

20 ℃ 最能 引起多细胞的

形成
,

其次是 18 ℃
,

再其次是 24 ℃
。

就各组讲
,

雌配子体形成多细胞的

数量
,

在 自交系 A 5 03 最多
,

不论在 18 。 、

20
。

和 24 ℃ 的情形都大致如此
。

对照

组雌配子体形成多细胞的数量
,

在上述

各种温度下最少
。

在高温条件下雌配子体所形成的多

细胞数 目也有所差异
。

分析高温处理后

第 14 天各组雌配子体多细胞数 目
,

可以

是两个细胞
、

3 个细胞
、

4 个 以 上细 胞

(见图 1 )
,

它们的数量比例归结如表 3 。

从表 3 可以看到
,

20 ℃ 条件下所形

成的多细胞雌配子体
,

大部分在 4 个细

胞以上
,

并可形成丝状体
。

在 18 ℃ 和

1 8℃ 2 0℃ 2 4 ℃

温 度

图 1
.

几个自交系和对照 组海带雌配子体在不同温

度下形成四个以上细胞的数雀正比较

F ig
.

1
.

F o r m a tio n o f m o r e一rh a n 一呼一e e lle d fe 一
11 a l

g a m e to P hyt e s a m o n g d if至e r e n t in b r e d lin e s a n d

rh e c o n t r o l a t 1 8 C
,

2 0 C
, a n d 2 4 C

.

2 斗℃ 条件下
,

有相当数量的雌配子体是两个细胞
,

大都不是丝状体
。

就各组讲
,

自交系 A 5 03 雌配子体在上述各种高温下形成 4 个以上细胞的数量最多
,

而对照组形成 4 个以上细胞的数量最少 (见表 3 )
。

为什么如此不同
,

这留待下面讨论
。

在高温条件下的实验还产生另一种结果
,

就是 18 ℃ 的温度条件虽然抑制了雌配子体

的排卵
,

但这只是推迟作用
。

再经过若干天
,

可以看到有一部分多细胞雌配子体有个别细

胞在排卵
。

但各组雌配子体在 18 ℃ 条件下排卵的数量有所差异
,

情形如表 4 。

从表 斗可以看到
,

在 18 ℃ 条件下
,

各组雌配子体到一定时期
,

都有一部分能开始排

卵
,

但各组差异很大
,

例如
,

在高温处理后第 18 天
,

自交系 A 50 3 雌配子体只有 4. , 多排

卵
,

自交系 A 卯 1 雌配子体则有 3 1
.

3 多排卵
,

跟对照组相近(35
.

1多)
。

三
、

甜 输

外界环境条件对海带雌配子体的生长发育有很大影响
。

根据我们实验室所拥有的未

发表的资料看来
,

可以引起雌配子体形成多细胞的至少有三方面的外界条件
,

自p肥料
、

光

线和温度
。

这里着重联系温度条件的影响讨论两个问题
:
一是温度对海带雌配子体生长

发育的影响及其与遗传的关系
,

一是海带雌配子体在
‘

18 ℃ 条件下仍能排卵受精形成抱子

体的遗传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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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几侗海带自交系雌配子体在不同温度下形成多栩胞个体的比较

T a卜le 2
.

Com
p a r i o o n o f n u m b e r o f 山an v一 e e lle d fe 功曰e g a m e t o p hyt

e s
at d iff七r e n t

te m o e
re t u r e s in th e th r e e in b陀d lin e s a n d t h e c o n t r o 】

.

AAA
。。

B
。。

C
.

移 人 高 温 后 天 数数

温温 度度 材 料来 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

第第第第 2 天天 第 7 天天 第 14 天天

GGGGGGG
.

总 数数 H
.

多细胞个体体 G
.

总 数数 H
.

多细胞个体体 G
.

总 数数 H
.

多细胞个体体
(((((((((% ))))) (% ))))) (% )))

111 8aCCC D
.

自交系 A 5 0 111 l斗555 1 444 2 6 666 6 6
.

555 18 777 9 3
.

000

DDDDD 自交系 A 50333 1 6 999 1
.

222 2 2 777 6 2
.

111 14 888 10 0
.

000

DDDDD 自文系 A 50777 1 4 555 2
。

888 2 0 555 6 0
.

555 16多多 8 4
.

000

EEEEE
.

对 照照 13 777 5
.

888 17 111 7
.

666 10 777 5 7
.

999

FFFFF
.

平 均均 5 9 666 2
.

777 86 999 5 3
.

555 6 0 777 8 6
.

333

222 0℃℃ D
.

自交系 A 5 0111 1 8 222 0
.

555 16 999 7 8
.

777 15 777 9 9
.

555

DDDDD 自交系 A 50333 1 3 000 2
。

333 18 000 9 6
.

111 1 8888 10 0
.

000

DDDDD 自交系 A 5 0777 13 777 0
.

000 19 888 7 4
.

777 15 000 10 0
‘

000

EEEEE
.

对 照照 1 2 111 0
.

000 19 444 6 6
.

000 18 111 9 8
.

999

FFFFF
.

平 均均 5 7 000 0
.

7
‘‘

74 111 7 8
.

555 6 7 666 9 9
.

444

222 4 oCCC D
.

自交系 A 5 0111 15 777 0
.

000 1 5999 8
.

888 巧999 7 8
,

555

DDDDD 自交系 A 50333 13 333 0
.

000 13 555 2 0
.

000 12 666 8 8
.

111

DDDDD 自交系 A 50777 1 5 111 O
。

OOO 14 333 2 1
.

000 12 000 7 5
.

000

EEEEE
.

对 照照 1 2 000 0
。

000 13 777 13
.

999 15 555 7 1
.

000

FFFFF
.

平 均均 5 6 111 0
.

000 5 7 444 15
.

777 5 6 000 7 6
.

111

E x p la n a t i o n s :

A
,

T e m P e r e t t一r e ;

B
.

S o u r e e o f m a t e r ia l ;

e
.

D a ys a fre r tr a n s fe r in g r o h ig h e r re m p e r e tu r e ;

D
.

I n b r e d li n e s ;

E
.

C o n t r o l:

F
。

A v e r a g e ;

G
.

T o t a l n u m b e r o bs e r v e d ;

H
.

P e r e e n t a g e o f m a n y一 c e lt e d fe m a le g a m e t o p h y te s
.

1
.

温度对海带雌配子体生长发育的影响和雌配子体对温度反应的遗传因子

温度对海带雌配子体发生了什么影响 ? 是不是在低温条件下
,

海带雌配子体一般是

单细胞的
,

在高温 (例如 18 ℃ 以上) 条件下
,

海带雌配子休大都形成多细胞? 国外学者所

观察的雌配子体为什么主要是多细胞丝状体 ?

根据我们的实验观察
,

海带雌配子体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细胞数 目有相当大的变化
,

情

形大致如下
:

( l) 如果光弦适宜
,

肥料不过多
,

那末在稳定的适宜的低温条件下
,

例如把雌配子体

培育在 10一 12 ℃ 条件下
,

绝大部分雌配子体是单细胞
,

并且能够很快地产生突起排卵
,

形

成抱子体
。

这跟曾呈奎等 [6] 的观察一致
。

( 2 ) 在上述同样光张和肥料条件下
,

遇到高温
,

多数雌配子体形成多细胞
。

在20 ℃条

件下
,

雌配子体大部分是多细胞丝状体 ;在 24 ℃ 条件下
,

有相当多的雌配子体由两个细胞

组成
,

每个细胞大致呈圆形
,

丝状体不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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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几个海带自交系在不同温度下多翻胞雌配子体栩胞数目的比较(处理后第 14 夭)

T a ble 3
.

Com
p a r is o n of n u m b e f of

e e ll in fe m al e g
am

e to p hyt
e s , t卜e 1 4 th d a y

心te r tra n s几 r in g to h ig he r t
em

p e r e tu r e s
.

AAA
。。

B
。。

C
。。

D
。。

E
.

2 细胞个体体 F
.

3 细胞个体体 G
.

4 细胞个体体
温温 度度 材 料来 源源 总 数数 单细胞个体(% ))) (% ))) (% ))) (% )))

111 8℃℃ H
。

A 5 0 111 1 8 777 7
.

000 2 2
.

555 2 5 : 777 4 4
.

999

HHHHH A , 0 333 1 4 888 0
.

000 2
.

777 1 4
.

222 8 3
。

lll

HHHHH A 5 0 777 1 3 888 18
.

111 3 6
.

222 1 9
.

666 2 6
.

111

11111
.

对 照照 1 0 777 4 2
。

111 4 4
.

999 8
.

444 4
.

777

JJJJJ
.

平 均均 5 8 000 14
。

333 2 4
.

888 1 8
.

111 呼2
.

888

222 0℃℃ H
。

A 5 0 111 1 5 777 1
.

333 2
.

555 3
.

888
’

9 2
.

444

HHHHH A 5 0 333 1 8 888 0
.

555 0
.

555 0
.

000 9 8
.

999
‘‘‘

H A 5 0 777 1 5 000 0
.

000 2
.

777 6
.

000 9 1
。

333

11111
.

对 照照 1 8 111 l
。

111 3
.

999 1 1
.

000 8 4
。

000

JJJJJ
.

平 均均 6 7 666 0
.

777 2
。

444 5
.

222 9 1
.

777

222 4℃℃ H
。

A 5 0 111 1 5 999 2 7
.

777 2 7
.

888 7
.

555 3 6
.

555

HHHHH A 5 0 333 1 2 666 1 1
.

999 13
。

999 8
.

777 6 5
.

999

HHHHH A , 0 777 1 2 000 2 5
.

000 3 1
.

777 1 0
.

888 3 2
.

555

IIIII. 对 照照 1 5 555 2 9
.

000 2 3
.

999 1 4
.

222 3 2
.

999

JJJJJ
.

平 均均 5 6 000 2 3
.

999 2 4
.

555 1 0
.

444 4 1
.

333

E x p la n a tio n s :

A
.

T e m P e r e t u r e ;

B
.

S o u r e e o f m a t e r ia l;

C
.

T o ta l n u m b e r o b s e r v ed :

D
.

P e r e e n ta g e sin g le一 e elle d ;

E
.

Pe r e e n t a g e Z一 e e lled ;

F
.

P e r e e n ta g e 3 一e elle d ;

G
.

P e r e e n ta g e 4 一e elle d o r m o r e th a n 咚:

H
.

In b r e d lin e s ;

1
.

C o n t r o l :

J
.

A v e r a g e
·

民民民

表 4
.

几个海带自交系在 1 8o C 下排卵速度的比较

T a b le 4
.

C o m 外ri so n o f ra te of 馆g 一e x tru
sion

o f fe m a le g a m et o p h y te s a t 1 8
o
C

.

AAA
.

来 源源 B
.

移 入 18 ℃ 后后

22222 天天 7 天天 9 天天 1 8 天天
EEEEE

.

总数数 F
·

排乡日(% ))) E
.

总数数 F
.

担卜乡日(%))) E
.

总数数 F
.

书卜歹日(%))) E
.

总数数 F
.

排卵(% )))
(((((((包括幼抱子体 ))))) (包括幼抱子体))))) (包括幼抱子体))))) (包括幼抱子体)))

ccc
·

A 5 0 1(海一))) 1 4 555 0
。

000 2 8 333 6
.

000 2 1444 4
.

777 1 9 222 3 1
。

333

CCC
.

A 5 0 333 1 6 999 0
.

000 2 1 111 2
.

888 2 1444 1
。

444 1 7 999 4
.

555

CCC
。

A 5 0 777 1 4 555 0
。

000 2 3 999 0
。

lll 2 0 333 5
.

999 2 1 555 2 8
.

444

DDD
.

对 照照 1 3 777 0
。

000 1 9 555 12
。

333 2 3 111 1 8
.

222 2 3 999 3 5
.

111

E x p la n a t io n s :

A
.

S o u r e e o f m a t e r ia l;

B
.

D a ys a fte r t r a n sfe r r in g

C
.

In b r e d lin e s ;

D
.

C o n t r o l弓

E
。

T o ta l n u m b e r o b s e r v e d

F
.

Pe r e e n ta g e o f e x t r u d ed

to 18 oC

e g g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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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的材料
,

我们认为国外学者关于海带雌配子体是多细胞丝状体的描述大概

主要是由于他们的观察是在不控制或不严格控制环境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的
。

现在要问
: 高温为什么容易弓!起海带雌配子体形成多细胞或多细胞丝状体 ?

显然
,

这是有关细胞分裂原 因的问题
。

正如 w ay m o ut h (19 , 2 )〔
2幻 所说

,

有丝分裂的

具体原 因现在还不够了解
。

但这里可以进行一些推测
。

从生理学的角度看
,

海带雌配子体形成多细胞可以用曾呈奎等 [6 ’关于配子体发育最

适温度的观察来解释
。

根据他们的实验室分析
,

10 ℃ 是雌配子体发育最适的温度
,

在这

个温度下绝大部分雌配子体能够迅速排卵
,

形成抱子休
。

这样就没有形成多细胞的机会
。

但遇到较高的温度
,

雌配子体的发育怎样呢 ? 据目前我们的材料看来
,

可以认为雌配子体

的发育受到影响
。

但光合作用仍能进行
,

雌配子体仍能生长
,

并继续累积生活物质
,

于是

细胞质的体积加大了
,

影响到细胞质和核的比例
,

终于导致细胞分裂
,

形成多细胞或多细

胞丝状体
。 Sw a n so n

(1 9 6 0 )[
2 0 1 和 M a z ia (19 6 1 )I

, 5 ] 都指出
,

由于生理的原 因
,

细胞质增

大会引起细胞分裂
。

支持这个论点的是多细胞雌配子体的排卵大大推迟
。

一般可以推迟一个星期以上
,

这

是其一
。

第二
,

在不同温度条件下
,

雌配子体的细胞大小不一样
。

例如
,

在高温处理后第
8 天

,

我们曾测量了对照组单细胞雌配子体在不同温度下的细胞大小
,

郎测量了细胞的长

道径和短直径
,

看到在 10 ℃ 条件下的细胞最小 (见表 5 )
。

这结果跟曾呈奎等的观察[61 一

致
。

表 5 不 同温度下海带单翻胞雌配子体的细胞大小
。

观察的翻胞数目 (n) = 100

T a b le 5
.

C o m p a r is on 6 f e e ll一s iz e o f o n e 一 cel le d fe m a le g

am
e to p hy te s a t

d iff e r

en t te m p e
re t u re

s
.

(n = 10 0 )

A
.

温 度

10 oC

18℃

2 0 oC

- 二工些竺全兰一}二竺亘竺堕些兰竺
‘7

·

“
}

斗6 3
·

7 士‘2 9
1

0

2 2
·

7
}

“3 0
·

O士9 0
·

7

“2
·

0 } 5 5 4
·

“士 , 0 5
·

“

E x p la n a rio n s :

A
.

T
e
m Pe r e t u r e ;

B
.

A v e r a g e o f lo n g d ia m e t e r o f e e ll (户) ;

e
.

A v e r a g e o f : h o r t d ia m e te r o f e ell (沁 :

n
.

A v e r a g e : r e a o f 。ell a n d s ta n d a r d d e v ia t io n
(尸)

,

分析表 5 的材料
,

在 18 ℃ 条件下海带单细胞雌配子体的细胞显著地大于在 10 ℃ 条

件下 的细胞
。

其间大小差异(6 3 0
.

0 一 4 6 3
.

7 ~ 16 6
.

3 产,

)是
: J = 1 0

.

, 斗, , 尸在 0
.

0 0 1 以下
。

但是
,

海带雌配子体是否形成多细胞完全取决于环境条件吗 ?

看来不是
,

应该还有遗传的原因
。

第一
,

普通海带(郎具有高度杂种性的海带)的雌配子体
,

在高温条件下仍有一部分个

体始终保持单细胞状态
,

在 10 ℃ 条件下
,

也有个别个体形成多细胞
。

第二
,

各自交系海带雌配子体
,

在高温条件下形成多细胞的情况颇不相同
。

例如
,

在

18 ℃ 条件下
,

自交系 A , 03 雌配子体形成 4 个以上细胞丝状体 的 占 83
.

1多
。

而 自交系

A 5 07 雌配子体在同样温度下形成 4 个以上细胞丝状体的却 只有 26
.

1%
。

在 24 ℃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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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自交系 A 知 3 雌配子体形成 4 个以上细胞丝状体的占 6 5
.

9 多
,

而 自交系 A 50 7 却只有

3 2
.

5 多
。

这就是说
,

如果不同的反应规范跟不同的基因型相联系
,

那末海带雌配子体在同一温

度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型
,

既有环境的原因
,

又有遗传的原因
。

可以这样设想
:
有一些墓因

型在不致死的几种温度条件下能够保持单细胞
,

另有一些基因型在相似条件下则容易形

成多细胞
,

还有一些基因型在对发育适宜的温度条件下是单细胞
,

在对发育不很适宜的温

度 (例如 18 ℃ 以上的高温) 下是多细胞‘看来最后这种基因型在普通海带中所占的频率

最 高
。

因此
,

通过系统的选择
,

有可能选育 出雌配子体细胞数 目不同的品系
。

......吸即...卜....L卜,...r.l卜lrseesse十rles
\

2
.

海带雌配子体在日本和我国在不同温度条件下形成抱子体的原因

以前提到
,

根据木下虎一郎 (19 4 7 )〔
7 〕的观察

,

海带雌配子体不能在 12 ℃ 以上条件下

形成抱子体
,

而曾呈奎等 [6] 则观察到海带雌配子体能在 18 ℃ 条件下形成抱子体
。

这一观

察的差异当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地理条件的不同
。

那末是什么原因呢 ? 至少有以下三方

面的原 因值得考虑
。

(l)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木下虎一郎进行实验时
,

观察有所遗漏
,

郎可能有少数雌配子

体能在 12 ℃ 以上条件下形成抱子体而没有被观察到
。

(2 )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木下虎一郎和曾呈奎等所观察的海带材料不是属于同一变

种或同一地理族
。

根据曾呈奎等 [5] 的报导
,

海带有几个不同的变种
。

(3 ) 再一个可能的原 因是我国现在养殖的海带跟 日本原产地的海带在这方面已经发

生了遗传的分化
,

具有不同的基因型
。

这三方面的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
,

现在还不知道
。

当然
,

也可能这三方 面的原因都发

生作用
,

也可能另有其他的原因
。

但是
,

遗传分化的论点值得重视
。

支持遗传分化的论据如下
:

第一
。

我国养殖的海带自然种群郎普通海带
。

根据几年来的观察
。

确实象其他 由有性

生殖产生后代的许多自然物种一样
,

具有杂种性 [ ’] ,

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遗传基础
,

因

此可以通过自交和选择
,

培育出不同的品系
。

对具杂种性的生物进行 自交和选择会引起

遗传分化
,

这已是周知的事实 (M
a th e r ,

1 9 , , ; R o be rt s o n ,

一9 5 , )[
, ,

·

17 ] 。

由于海带具有杂种性
,

所以可以观察到许多不 同的反应规范向
。

有理由猜测
,
日本的海带 自然种群也具有杂种性

,

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遗传基础
。

它

们对外界条件也有相当广泛的反应能力
。

‘

看来国外学者包括木下虎一郎在内
,

都没有从

遗传和进化的角度来观察海带配子体对外界条件的反应
,

可能对少数雌配子体的例外反

应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

第二
,

如果侮带在 日本的 自然种群具有杂种性
,

这看来是没有疑问的
,

那末
,

到了我国

北部海区的侮带在世代传递中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

据曾呈奎的报导
,

我国养殖的海带是 1 9 2 7 年开始从 日本移过来的 [5]
。

在这三
、

四十

年的过程中
,

虽然没有经过系统的人土选择
,

但 自然选择是要发生作用的
,

特别是在跟日

本海带没有机会杂交的隔离条件下
。

由于我国北部海区多少跟日本海带自然生长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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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差异
,

特别是我国北部海水温度平均要高一些
。

在适应新条件的过程中
,

海带的种群

遗传性会发生一些变化
。

这就是说
,
日本海带移到我国后

,

由于具有杂种性
,

每代会出现

许多不定变异 ;比较能适应我国条件的基因型会受到保存 ; 由此所引起的遗传分化
,

会由

于 May e r
( 19 4 2 ) [141 所强调 的隔离作用而得到发展

。

这实际上是海带的进化过程
,

跟其他生物的进化基本上是一致的 ( D
o bzh an sk y

,

19 51 ;

D a rli n g t o n ,

19 5 6 ; S t e b bi n s ,

1 9 , 9 ) [, 0 , 9 , ‘9 ] 。

支持这个论点的还有这样的材料
。

我们于 1% 3 年春天曾从大连和广东移来少数种

海带
,

跟青岛的种海带培育在同一海区里
,

以后又在同一天分别采抱子
,

发现配子体在相

同条件下它们的生长发育和对高温的反应有明显的区别
。

例如
,

在低温 (弓一7 ℃ )条件下
,

在采抱子后第 21 天检查
,

不同地方的普通海带雌配子体形成多细胞丝状体的数量大有差

异
,

广东的海带雌配子体有半数以上是多细胞丝状体
,

而大连和青岛的海带雌配子体只有

少数形成多细胞丝状体
。

海青一号新品种的雌配子体形成多细胞丝状体的 最少 (见表

6 )
。

表 6 几个不同地方养殖的海带雌配子在 3一7
O C 下形成多翻胞林状体的比较

T a b le ‘
.

C o m p a r i s

on
o f n u m b e r o f m an y一e e lle d fe m a le g

am et o p h yt
e s fro m

d i ff e
re n t lo e 以i t ie s

.

(
a t 3一7℃ )

一止续井黔一}一
生二些一里二- 一

D. 广东
哪 } ‘73

E. 肯岛
鲜 }

’85

“
·

齐连拇曹 }
‘46

G. 侮青一号 }
’79

C
.

多细胞雌配子体(% )

5 2
.

0

E x p la n a t i o n s :

A
.

S o u r c e o f m a t e r ia l ;

B
.

T o ta l n u m b e r o b s e r v e d ;

C
.

Pe r e e n ta g e o f m a n y一e e lle d fe m a le g a m e t o p h y t e s ;

D
.

Fr o m C a n t o n :

E
.

Fr o m T s i n g t a o :

F
.

F r o m D a i r ie n ;

G
.

H a iq i n g N o
.

1 b r e e d
, a n e w h a i d a i v a r ie t y

.

另一方面
,

广东海带雌配子体对高温的适应力却最孩
,

其次是海青一号 (见表 7 )
。

广东海带雌配子体对温度反应所表现的显著差异
,

大概跟遗传分化有关
。

广东养殖

的海带来自大连
。

从 1 9 59 年起
,

广东有关研究单位结合当地海区条件
,

对海带进行了一

些集体选择
,

并把选出的种海带培养在实验室里度夏
,

用它采集抱子
。

,

经过四年的集体选

择
,

遗传性表现出一些特点是可以理解的
。

总之
,

由于海带原始材料具有杂种性
,

在基因分离和重组合的基础上
,

通过 自然选择

和人工选择
,

在各方面出现了遗传分化是很自然的
。

因此
,

可以认为我国养殖的海带雌配子体至少有一部分能在 18 ℃ 条件 下形成抱 子

体
,

这是 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结果
,

是正常的进化现象
。

预计通过系统的选择工作
,

还

可能提高海带雌配子体对高温的适应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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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了 几个不同地方养范的海带雌配子体对高温摘应力的比鼓

T a ble 7
.

M
o r ta lity

r a te a t 2 4
o
C o f fe m a le g a m e to p h yt

e . fr o m d iff e r e n t lo c al itie s
.

B
.

在 24 ℃

A
·

来 源

卜
一一

. ‘

-

-
‘堕二‘二一

一- -

—{二
-
一

一

一笙兰
一

二- 一
一

一
-

—
卜

~

止1 竺‘竺一}一兰二望生
一
}
.

一旦里一竺一阵生琴塑‘
c

·

广东侮带 }
‘4 8

}
’

·

4
}

‘3 0

}
‘

·

5

D
·

青岛梅带 }
‘5 0

1
‘

·

3
{

‘, ,
}

‘呼
·

7

”
·

齐连悔西 }
’2 8

{
”

·

o

}
’0 ,

!
‘4

·

4

F
·

侮节爵一号 !
‘3 7

! 。
·

0 1 ‘4 7 } “
·

2

E x p la n a t io 一1 5 :

A
.

S o u r e e o f m a t e r ial ;

B
.

D ays a ft e r t r a n sf e r r in g

C
.

F r o m C a n t o n ;

D
.

F r o m T s in g t a o :

E
.

F r o m D a ir ie几 :

F
.

H a iq in g N o
.

1 b r e e d
,

G
.

T o ta l n u m b e r o b s e r v ed

H
·

M o r ta lit y r a te (% )
.

t o 2 4℃

n ew h a id a i v a r ie ty ;

四
、

桔 流

从几个海带自交系和普通海带的雌配子体对温度反应的实验结果
,

我们提出以下的

初步结论
:

海带雌配子体的生长发育
,

例如细胞大小
、

细胞数 目
、

成熟速度等
,

既受环境的影响
,

也受遗传的制约
。

在 10 一12 ℃ 条件下
,

绝大部分雌配子体是单细胞
,

并且成熟最快
,

能迅速排卵
。

在

18 ℃以上的较高温度的情况下
,

大部分雌配子体会形成多细胞
,

并且成熟延迟
。

不同 自交系在 10 ℃ 条件下排卵速度有显著差异
。

在 18 ℃ 条件下不同自交系雌配子

体形成多细胞的比例有显著差异
,

所形成的细胞数目也有显著差异 ; 例如
,

有的自交系在

18 ℃ 条件下能够迅速形成 4 个以上细胞的丝状体
,

有的 自交系却在这方面落后了
。

我们

认为这跟不同的 自交系有不同遗传性相联系
。

在 日本所观察到的海带雌配子体一般是多细胞丝状体
,

不能在 12 ℃ 以上条件下形成

抱子体
,

而我国 目前养殖的海带雌配子体在不同温度条件下可以主要是单细胞
,

也可以主

要是多细胞
,

多数雌配子体在低温条件下形成抱子体
,

至少有一部分也能在18 ℃条件下形

成抱子体
。

我们认为这观察的差异主要跟遗传分化有关
。

这就是说
,

日本海带由于具有

杂种性
,

移入我国以来
,

经过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
,

在我国驯化了
,

遗传基础开始有所差

异了
。

海带雌配子体对温度的各种反应规范
,

是各种基因型和各种温度条件相互作用的产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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