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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从事我国淡水藻类研究中
,

积累了一些有关分类学方面的汽料
。

现将这些资

料陆续加以整理
,

写成论文发表
。

篇幅较短的都编入此《杂录》中
。

一
、

在中国发现的绿鞭藻科植物

1
.

o n So xn e S p ec ie s
of th

e Chl o ro 刀。。n a d a e

ea
e

Fo
u
nd 运 Ch in a

绿鞭藻科 (C址or
o m on ad ac ea e

)在分类位置至今尚未确定的绿鞭藻纲(Chi or om on ad ine a
e)

中是最典型的一科
,

包括具有 2 条鞭毛和多数盘状色素体的种类
。

由于这些藻类很不常

见
,

虽然在百年前已有此科种类的记载
,

但可供参考的文献至今还很少
,

记载的种类也不

多 ; 为一般所公认的也不过 3 属
、

共约 H 种
。

同时
,

根据现有的记载
,

这些种类在地理分

布上也不广
,

多数只发现于北欧
,

少数发现于西欧和北美
。

作者在进行我国藻类研究中
,

对于这一科各属的种类都有所发现
,

计有 5 种
。

其中
,

有 1 新种
, 4 种为我国新记录

。

由于这都是一些罕见的藻类
,

现将其资料摘要记述如下
。

周泡藻属 G e n u s
V 恤c “o 血对“ e ie n k

.
,

1 5 7 0

(S扣
.

T o
n to , fa Sto k e s ,

1 5 5 6 )

周泡藻 (图 1 :1 一2 )

V 改e “o la
r ia ‘ir es

e e n s e ie n k
. ,

1 5 7 0

细胞背腹略纵扁
,

略能变形
,

游动缓慢
,

常旋转前进
,

正面观为卵形
,

长 50 一7 0 微米
,

宽 2 0一36 微米
,

厚 24 一26 微米
,

前端较后端略狭
,

先端钝圆
,

腹侧较背例略平直
,

在中央

具有稍凹人的纵沟 ;鞭毛 2 条
,

顶生
,

约等长
,

稍短于细胞本身
,

较粗壮
,

一向前
,

为游泳鞭

毛
,

一向后为拖曳鞭毛 ;眼点缺如 ;外膜柔软
,

在周质内散布一层近球形的小泡 (al vo eli ); 色

素体多数
,

长圆盘状
,

鲜绿色
,

分布周质以内的细胞质中 ;核大形
,

近于中位 ;贮蓄泡大形
,

纵

断面为三角形
,

以长形的细胞咽头开 口于细胞顶端 (鞭毛从此伸 出) ;收缩泡大形
,

一个
,

位

于细胞咽头之侧 ; 同化产物为脂肪
。

据前人记载
: 以纵分裂繁殖 ; 也曾发现过有外被胶质

的球形休眠抱子
。

标本采集地 湖北武汉
, 1 9 , 6 年 7 月采自磨山北麓东湖边小池塘中

,

个体不多
。
池塘终年积水

,

水草茂密
,
池塘底沉积腐植质很多

,

水色黄褐
、 p H 6

.

5 ,

为一沼泽化水体
,

水中
,

鼓藻种类特别丰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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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抱藻过去曾发现 于北欧许多地区
,

也曾发现于英国
,

多出现于污泥底的池塘中
,

尤

其是在腐植质营养型的水体中
,

曾被称为
“
污泥种类

”
(m ud

一

fo rm ) ;但也曾发现于湖泊的浮

游生物中
。

此种为周泡藻属的模式种
。

这个属现仅有 3 种
。

除周泡藻外
,

尚有鲜绿周泡藻 仁v
.

价斌
,
(D 二9

.

) Sen n ,

1 9 0 0]

和倒卵周泡藻 [ F
.

渺, a r

dz’z’ Fo tt
,

1 9 6 5 (sy
n

.

T , n to 耐a fl
ag e lla ‘a S ro k e s ,

1 8 8 6 ) ]
.

在细胞

正面观的形态上
,

这两种都与模式种周泡藻有很明显的差别
:
鲜绿周泡藻为梨形

—
前

端为广圆形
,

远较后端为宽
,

顶部中央显著地凹入
,

后端顶部钝圆 ; 倒卵周泡藻为倒卵形

—
自钝圆的前端向后逐渐变狭

,

到末端略呈短尾状突起
。

膝 D 藻属 G e n u s G o
叮

。, to m u m D ie s
. ,

1 56 6

(Sy
n

.

R 人z’P人记o m o n a , ste in
,

1 5 7 5 )

膝 D 藻 (图版 I : 1 0一 1 1 )

C o n
”

s to 扭。m , e m e 。 (E h
r

.

) D ie s
. ,

1 5 6 6

Syn
.

R hz’P 入分d o m o , 口, * e m o n
(E h

r
.

) S te in
,

1 87 8

细胞背腹纵扁
,

常略弯曲
,

略能变形
,

腹侧近平直 ; 中央具浅凹纵沟
,

正面观为长倒卵

形
,

前端广圆形
,

近中央处微凹人
,

后端渐尖呈短尾状
,

长 54 一62 微米
,

宽 30 一36 微米
,

厚

24 一27 微米 ;鞭毛 2 条
,

不等长
,

顶生
,

一向前为游泳鞭毛
,

远长于细胞本身
,

一向后为拖

曳鞭毛
,

略长于细胞本身 ; 眼点缺如 ; 周质无色
,

外膜平滑 ; 刺泡棒状
,

多数散于周质层之

下
,

长约 6一8 微米 ;色素体多数
,

长圆盘状
,

鲜绿色
,

分散在周质层以内的细胞质表层内 ;核

大形
,

中位 ;贮蓄泡大形
,

纵断面呈三角形
,

前端经细胞咽头开口 于细胞顶端凹人处 ;收缩

泡大形
,

位于细胞咽头的一侧 ; 同化产物为脂肪
。

以纵 分裂繁殖
。

在分裂过程中
,

细胞 乃

活泼地游动
。

标本采集地 湖北武汉
, 1 9 , 5 年 8 月及 10 月两次发现于东湖茶叶港沼泽化沿岸浅水中

,

个体较

多
。

广东广州
, 1 9 7 3 年 5 月

,

再次发现在中山大学鱼池中
,

个体颇多(根据樊恭炬同志” 当时通信 )
。

此种为此属的模式种
。

以往
,

只在北欧及北美报道过
。

都发现于池塘等小水体
、

沼

泽
,

特别是泥炭泽地中
,

有时出现于湖泊沿岸水域
。

扁形膝 口藻 (图 1 : 7一9 )

C o n y o o
to m o m de p r

ea
s o m (L

o u r
.

) L e: n m
. ,

19 1 0

Syn
.

V a c u o la r i: deP
z

·

。、了a L o u t
. ,

19 0 3

细胞极平扁
,

正面观 为圆形或近圆形
,

侧面观狭长
,

背侧隆起
,

腹侧近于平直
,

前端钝

圆
,

后端渐尖
,

长 30 一40 微米
、

宽 28 一34 微米
,

厚 8一12 微米 ; 鞭毛长于细胞本身
,

向前的

一条较向后的一条为短 ; 眼点缺如
:
外膜柔软 ;周质厚 ;刺泡柱状长椭圆形

,

长 6一 8 微米
,

宽约 1
.

0一 1
.

5 微米
,

放射状分散在周质中 ; 色素体多数呈长圆盘状或近长圆盘状
,

略呈放

射状排列
,

黄绿色 ;核大形
,

近扁球形 ; 贮蓄泡
、

收缩泡的特征与前种膝 口藻同
。

生殖个体

未发现
。

标本采集地 上海
, 1 9 4 7 年 6 月发现于龙华附近小池塘中

,

池水含有机物质丰富
,

在雨后
,

个体

l) 樊恭炬 同志已于 l, 7 4 年 12 月 20 日病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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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 ; 江苏无锡
, 1 9 , 。年 7 月发现于暴园侧养鱼池中

。

湖北武汉
, 1 9 5 5 年 7 月采于东湖茶叶港近岸沼

泽化浅水中 ; 1 9 7 3 年 7 月发现于汉阳墨水湖养殖场鱼池中
,

个体相当多
。

广东广州
, 1 9 7 3 年 5 月大量

出现于中山大学生物学系养鱼池中(根据樊恭炬同志当时信件)
。

此种在我国比较多见
,

出现时
,

个体也较多
,

特别是在温暖季节
,

和肥沃的养鱼池中
。

据记载
,

此种仅发现于北欧少数地区
,

多出现于水草茂密的老水体中
。

这种藻类 La
u te rb or n

(1 89 9 ) 原命名为
“
扁平周泡藻 v ac uo la ri 。 J, r。了。 La ut

.
” ,

在他

所作的原始描述和模式图中
,

表明它的贮蓄泡为圆形
〔8] 。

在 19 5 6 年 Sk
u i

。

根据瑞典标本

所写的描述和附图
,

均表明它的贮蓄泡仍为三角形圈
。 sku i

。

的观察与作者一致
。

很可能

L au te rb or n 的记载是有错误的
。

在一般形态上
,

此种与宽形膝口藻(G
.

la tu m Iw an o ff汇‘,
) 很近似

,

sra助
。eh (19 7 4 ) 认

为它是后者的同物异名
L15]

。

但就宽形膝口藻的原始描述和模式图以及 Fott (1 9 5 9 ) 所绘

的图【4]
来看

,

它与扁形膝口藻有明显的差异
,

特别是
:
(l) 它的细胞虽仍为背腹纵扁

,

但厚

度远较后者为大
,

因而在正面观虽仍为圆形
,

但侧面观则为近长圆形
,

尤其是在后端不是

渐尖而是钝圆 ; (2 )色素体及刺泡仍分布均达于细胞表面
,

紧接于质膜之下 ; (3 )刺泡远较

细小
。

由于有这些特征
,

作者认为扁形膝 口藻不应合并于宽形膝 口藻中
。

中华膝 口藻(新种 )
,

(图 1 : 4一6 )(模式图
, Ic on o typ u s

)

G o n g m o s tom
u 刃傀 s in en s e sP

.

n o v
.

M o n a d a Pa ul o d o r s o v en t r alite r eo m p la n a ta
, a sp e e tu fa e e i r o tun d a ta

,

4 0一5 0 拼

d ia m
. , a sp e o tu la te r a li su b o blo n g a , a p io e Pa u fo o bliq ue

s
ub tr un

eta
, 3 3一3 5 拜 e r a ss a ;

fla g ello a n te r io r e C o r p u s c ellu l脱 1城
一

p lo lo n g io r e ,

p o ste r io r e a d l牡
一

p lo lo n g io r e ; tr i
-

。h o e y stib u s ellip s o id eis
,

m in uti
、, eir e a 1

.

5 X 2
.

5 环,

in p e r ip la sto ir r e g u la r ite r o r d in a tis ;

二a e u o lo e o n t r a e tili anl
p lo

,

jux ta ey to Ph a r

” g em lo o a to ; e hlo m a toPh o r is m um
er o sis

,

击 s-

、
·

ifo r lu ib u s ,

la e te v ir id is ; n u e le o r o
ut un d ato

, e e n tr aliter sito
.

细胞略能变形
,

背腹稍纵扁
,

正面观圆形
,

直径 钧一知 微米
,

前端中央略凹入
,

侧面观

近长圆形
,

前端略呈斜向截形
,

背侧隆起
,

腹侧近于平直
,

厚 3 3一3弓微米 ;鞭毛向前的一条

约 为细胞本身的长的 l 毒倍
,

向后的一条约为细胞本身的长的 1 是倍 ;眼点缺如 ; 外膜平滑

或有时部分具瘤状突起 (被刺泡所顶 出) ; 刺泡椭圆形
、

小形
,

体积约为 1
.

5 x 2
.

5 微米
,

不

规则排列于周质中 ;色素体多数
,

盘状
,

直径约 4一6 微米
,

鲜绿色 ; 核大呈球形
,

直径约 13

微米
、

中位 ;贮蓄泡大形
,

纵断面三角形
,

经细胞咽头开口于细胞前端凹人处 ; 收缩泡大形
,

直径约 ,一 7 微米
,

位于细胞咽头附近 ; 同化产物为脂肪
。

生殖个体未发现
。

标本采集地 湖北武汉
, 1 9 5 5 年 10 月 21 日采于东湖茶叶港沼泽化浅水港湾近岸处

,

个体少
。

在细胞的形态上
,

此种与宽形膝 口藻 (G
.

la tu m Iw an of f
,

1 8 9 9 ) 及扁形膝 口藻 〔‘
.

d护川su , (La ut
.

) Le m m
.

] 均近似
,

特别是在细胞的正面观都呈圆形
。

但后二者的细胞

均较小
,

刺泡均远较大 ; 同时
,

宽形膝 口藻的色素分布系紧接于外膜而不是仅在周质层以

内 ; 扁形膝口藻的细胞在侧面观不是近长圆形
。

这些都与此新种有显明的差别
。

此种的刺泡在周泡属藻类中是最小形的
。

但是
,

它具有其他种类的大形刺泡的特性

—
反光性很强 ; 在细胞受刺激时即突出于细胞表面

,

但仍为外膜所包被 ; 在细胞外膜破

裂后
,

则仍散在周质层中
,

显然是坚实的小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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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刺藻属 G e n u s 几倪ro t衬e 入ia 旅
re sehk

. ,

1 5 9 7

束刺藻 (图 1 :3 )

及拒r o tr介入ia 6a e i左泛ta M e re sc
hk

. ,

1 5 7 9

细胞略能变形
,

不纵扁
,

近倒卵状椭圆形
,

前端较后端略宽
,

长 50 一55 微米
,

宽 27 一

图 1

l一2
.

周泡藻 F a e o o la , ,’a

口藻(新种) ‘o n yo 彩。二 u m

扩名r产了乙廿刃了

沙多刀己刀I 沙

在中国发现的绿鞭藻科植物的种类

C ie n k ; 3
。

束刺藻 M o o

tri
c 人ia b a e illa t a M e r e s eh k

.

; 4一6
.

中华膝

L em m
·

; 1 0一1 1
.

膝口藻

Ja o , sp
.

n o v
.

; 7一9
.

扁形膝口藻 G o , 夕o , t o m “, d印
r

阶
“m (L

a u t
.

)
G o 伦夕o rt o 用“阴 , ‘m ‘ ,

邝h r
·

) D ie s
·

l
,

3
,

4
,

7 及 10 为正面观 ; 2
,
6

,
9 及

1 1 为顶面观 : 5 及 8 为侧面观(义 8 9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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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微米 ;外膜平滑
,

柔软 ;鞭毛 2 条
,

位于细胞前端的一侧
,

向前的一条长约细胞本身长的

叼5
,

向后的一条则长约 1 号; 眼点缺如 ; 刺泡针状
,

多数丛集于细胞前端并略呈放射状排

列
,

少数散于细胞的其他部分
,

色素体多数
、

盘状
,

鲜绿色 ;核大形
,

中位 ; 贮蓄泡纵断面为

三角形
,

位于核的前方
,

经管状细胞咽头开 口于细胞前端的一侧 ;收缩泡大形
,

位于细胞咽

头的一侧 ; 同化产物为脂肪
。

以纵分裂繁殖
。

标本采集地 湖北武汉
, 1 9 5 5 年 10 月采自东湖茶叶港沼泽化浅水湾近岸水草丛间

。

此种为本属的模式种
,

以往仅发现于北欧少数地区
,

为水草茂密的水体中的一种真性

浮游植物
。

此属只有 2 种
,

其他的一种为头状束刺藻 (M
.

ca Pl’。翻 sku i。)
,

它的细胞为豆形或椭圆

形
,

前端略突出呈头状
,

在形态上与模式种有明显的差异
。

二
、

绿球藻目的一新属
—

球网藻属

11
.

知入
。e r o di e

ty o n , a N e w G e n u o
of th

e C入lo r o e o e e o le :

球网藻属(新属 )

集结体浮游
,

球形
,

由 8
、

16 或 32 个细胞三角形分散排列在集结体胶被四周所组成
,

最初中实
,

继而中空并在每三个细胞间的胶被发生一大形穿孔
,

因而集结体成为网状
、

中

空的球体
。

细胞球形
,

壁较厚
,

在幼小时具一个杯状色素体及一个蛋 白核
,

继后渐分散
,

蛋

白核增多可达 5 个
,

细胞核单一
。

以似亲抱子营无性生殖 ;似亲抱子的产生为同时分裂
。

仅有一种
,

即
:

球网藻 (新种 )
,

(图 2 ) (模式图)

特征同属
。

集结体由 8
、

16 或 咒 个细胞组成
,

直径 1 00 一1 7 5 微米 ; 成熟细胞直径 巧

一20 微米 ; 细胞间隔的宽度可达 40 微米 ; 胶被厚 (除带状部分外)达 12 微米
。

标本采集地 湖北武汉
, 1 9 5 5 年采于东湖水果湖茶叶港水草丛生的浅水湾中

。

模式标本已遗失
。

仅有从模式标本所摄的照片和绘图存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藻类

标本室
。

S Phae r o d ie tg o n g en
.

no
v

.

Co en p bium liber e n a tan
s , sPha e r ie皿

, e eellu lis 8 v el 1 6 ve l 3 2 in tr a teg um
en t
um

罗latin o s

u-m
e o e n eb ii Per iPh er ie e et tr ia n g u la r ite r o r d in a tis e o n stitu t脚

, in itio s o ll d U LI n ,

d em um
e a r v

u-m
et in tr a Per e ellul a s tr es Pe r tu s

伽
.

Ce ll u la e g lo b o s a e ; m e ln b r a n a

s u be r a ssa ; eh r o m 成to p h o r o Pr im o sin g ul o p o C u li为rln i
,

d em 撇 d iffu so
.

P r o p a g a tio a协

to sP o r is e e llul a r

um
e o n ten tu s d iv isio n e sim u lta脱

a o r tis
.

S Pe e ie s Tm ie a :

S 刀几a e r
od ie t口o n co e la s tr o记es

sp
.

n o v
.

F ig
.

2 (Ie o n o tJ
7

p。)

C ha r a c te r e s id em a e g e n u s
,

C o e n o bia s
一v el 1 6

一v el 3 2
一

倪llul a r ibus
,

1 0 0一1 7 5 环 肚a m
. ,

eellu lis a d u ltis 1 6一2 0 环 d iam
. ,

in ter v allis a d 4 0 拼 e r assis ; tegum
e n tis a d 1 2 件 e r assis

(ex o l
.

Pa r ti bu s ta en ia tis )
.

H a b
.

in la eu “ T un g h u ” ,

W uh
a n ,

in Pr o v in eia H ub
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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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藻类粗略地从它的一般形态上看
,

好像是一种空星藻 (co el ast )’u m )
,

特别与 网形

空星藻(c
.

犷己‘‘“lat
“m se nn )更相似

。

但是
,

它具有与空星藻属根本不同的两项特点
: (l)

组成集结体的细胞不是以细胞壁外层所长成的突起相互连接
,

而是彼此分离很远
,

有规则

地排列在整体的网形胶质中
,

因而在细胞之间的
“
连接带

”
上没有细胞与细胞之间相连的

隔壁
。

(2 ) 色素体在幼细胞中单一
、

杯状
,

具一个蛋白核 ; 但随着细胞的成长而逐渐分散

在整个细胞中
,

蛋白核增多可达 5 个
。

这样的特征
,

在其植物体为球形集结体的绿球藻 目

各属中都是没有的
。

因此
,

此种藻类不但是一新种
,

并应根据它的特点建立一个新属
。

此种藻类的细胞在产生似亲抱子之后
,

母细胞壁即逐渐胶化
,

成为新生集结体各细胞

的共同被膜和细胞间质
。

此时的集结体
,

细胞是密集的
,

为中实的球体
,

整个胶质呈水样
,

无色
、

透明
,

在表面有一层柔软的薄膜
,

细胞间质没有穿孔
。

随着细胞的成长
,

胶质增多
,

细胞移 向集结体周边
,

细胞间隔增宽
,

每三个细胞作三角形排列为一层
,

集结体即逐渐中

空
,

并在每三个细胞之间的胶质中央发生一大形穿孔
,

终于使整个胶被成中空的 网 状 球

体
。

产生这种网状球体的过程
,

大体上是与八角网藻 (p。。di ct y助 cu bt’c
“m T aft ) 相同的

,

但在结构形态上则有很大的差别
。

作者在 1 9 , 9 年讨论双形藻属(Dl’。
口rP人oc oc 哪力和韦氏藻属 (W 。

,
ell

。

)的分类位置一文

中
〔, , ,

曾提出绿球藻目的集结体可分为两大类
:
一类为真性集结体 (eu

coe nob iu m )
,

是比较

高级的
,

其细胞彼此直接由它们的细胞壁连接
,

形成具有一定形态构造的植物体 ; 另一类

为原始集结体 (Pr ot oc oe no bi u m )
,

是比较原始的
,

其细胞彼此分离
,

由残存的胶化或不胶化

的母细胞壁以及分泌的胶质连接起来
,

也形成具有一定形态构造的植物体
。

作者认为不

同类型的集结体可以作为绿球藻目主要分类基础之一
。

依此
,

本文所述的球网藻属以及

前举的八角藻属的集结体并不是真性集结体
,

因而不能把它们与具有真性集结体的板星

藻属(尸edt’o tru 。)
、

空星藻属 (co el as tru m )栅藻属(sc en
ed e ‘。us )等等混列在同一科中 ; 同时

,

图 2 球网藻(新属
、

新种) 5户无a 。, o 衬ic t夕0 0 c o ela s tr o id e , Ja o , g e n
. 。 : 、p

.

n o v
.

1
.

由 3 2 个细胞形成 的集结体(经过番红染色后所摄的照片 :部分细胞间的胶质
“

连接带
”已断裂或折叠) ;

2
.

部分集结体放大
,

表示细胞间的胶质
“

连接带
”和细胞的 构造

—
具有较厚的细胞壁和几个蛋白核

。

(1
.

丫 2 10 ; 2
.

义 7 2 0
.

)



饶 钦 止 : 藻 类 学 杂 录 I
一

H

也不能把它们与网球藻属 (Di ct yo sPh妃ri u 。)
,

群星藻属 (So
r。‘ru m )等等混列在一起

,

因为

它们的集结体的细胞没有相互联系的残存的母细胞壁
。

据此
,

作者认为根据球网藻属和

八角藻的特点
—

细胞有规则地排列在一定形态构造 的 共同胶质中—
可建立一个新

科
,

称为“
球网藻科(spha

e

red
ic tyo ce oc

)
。

关于这问题
,

作者将在另文中作进一步的讨论
。

三
、

西藏拟双星藻色素体的分裂

111
.

Ch r o m a to p h o re D ivi sio n o f ZJ
产g ne m 叩

. 钻 tibe tie a Ja o

在双星藻科(Zy gn
e m at ac ea

e

)中
,

拟双星藻属(Z yg ne m ap 价)是在每个细胞中具有两个星

芒状色素体的属之一
。

关于这样的色素体在细胞分裂时的分裂现象
,

有两种相反的记载
:

在本世纪之初
,

Me rr im a n 〔, , , E se o作 z 〔, ,
和 K u r ssan o w [7 ] 曾对双星藻属(Z 夕g

。君m a
)植物进行

过研究
。

后来
, sm ith [13

】

l4] 概述了他们研究的结果
,

并绘制有半模式图
,

明确地指出双星

藻属植物的色素体在细胞分裂时
,

每一子细胞各承受母细胞的一个未分裂的色素体 ;在细

胞分裂完成后
,

这个色素体和子核移到细胞的中部
,

子核转移到色素体的一侧
,

此时
,

色素

体才偕同蛋白核进行分裂成为两个子色素体 ; 继后
,

这两个新生的色素体逐渐向细胞的两

极分开
,

核才移到这两个色素体之间
,

这是一种记载
。

另一种记载是 Fr itsc hls
,
指出

: “
双

星藻属和转板藻属 (M
口。扩。i口) 色素体的分裂通常是在细胞分裂之前

。 ”这一相反的结论
,

在后来 sm ith (19 5 0 和 1 9 5 5 )的书中均未采用
。

19 6 3 年
,

作者在从事西藏藻类的鉴定工作中
,

曾发现拟双星藻属的一个新种

—
西

藏拟双星藻 (Z 夕g
, e m OP万,

tl’b
e‘z’c a Ja o ,

o e ean
.

L im n
.

sin ie a 6 : 1 8 5
, pl

.

1 1
,

fig s
.

8一 9
.

1 9 6 4 )
。

这是一种单纯以静抱子营生殖的种类
。

在此种藻类的标本中
,

有相 当多的
、

在细

胞分裂时期的植物体
。

虽然作者曾将这种标本用醋酸洋红染色制片以观察其细胞分裂的

现象
,

但由于采得的标本只简单地固定在 4多的福马林中
,

只能供形态学研究之用
,

因而只

对色素体在细胞分裂过程中的分裂方式作了较系统的观察
。

观察的结果
,

与 Sm ith 根据

Me rri m an
,

Es co ye z
和 K ur ss an o w 三氏对于双星藻属的研究所概述的现象完全不同

,

而是

符合于 Fr its ch 对双星藻属和转板属所提结论
。

兹记述其概要如下
:

此种藻类的色素体在开始分裂的细胞中
,

其排列
、

形态和构造都与双星藻属植物没有

显著的差别
,

仅体积较小
、

放射突起的数目较少而纤细
,

尤其是向着细胞两极的突起更为

细长 (图 3 : 1 )
。

色素体的分裂是在细胞尚未开始分裂时进行的
。

在开始时
,

色素体的放

射突起缩短 ; 继后
,

即连同蛋白核开始分裂
。

其分裂面多数是与细胞的长轴平行
,

即纵分

裂 (图 3 : 2 ) ; 少数是与细胞的长轴正交
,

即横分裂(图 3 : 4 )
。

结果
,

在一个细胞中
,

在核的

上下两侧各有 2 个色素体
,

或者是左右骄列成对 (图 3 : 3 )
,

或者是上下纵列成行(图3 : 4 )l)o

在色素体分裂完成后
,

才进行核分裂 (图 3 “5 )和细胞分裂(图 3 : 6 )
。

随着子细胞的成长
,

子核偕同两个色素体逐渐移到细胞中部
,

同时
,

两个色素体逐渐分开
,

在左右骄列的则转

移位置
,

成为顺着细胞长轴上下排列
,

核即随之转移到两色素体之间 (图 3 : 7 )
,

成为与母细

胞同样的排列
,

色素体也长成与母细胞的色素体同样的形态
。

在分裂过程中
,

蛋 白核的淀

l) 这样的情况
,

在 E
.

N
.

T r a n s e a u : T h e z 了g n e m a ta e e a e
(1 9 5 1 ) 一书中也记载过

。
T r a n s e a u 认为这是

“稀有

的 ”或 “
不寻常的

”现象 ;没有谈到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否与细胞分裂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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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西藏拟双星藻 Z 夕g 。亡 , , , o 夕: 15 t ib
e tic a Ja o

在产生静抱子过程中色素体的分裂 1一7
.

开始产生静抱子的营养细胞
,

表示色素体
、

细胞核及细胞主

要的分裂过程 : 1
.

静止时期 ; 2
.

色素体开始纵分裂 ; 3. 各色素体纵分裂为 2 : 4
.

各色素体横分裂

为 2 ; ,
.

细胞核横分裂为 2 ; 6一个营养细胞分裂为 2 个子细胞
,

各具一个子核和 2 个色素体 ; 7
.

色

素体和细胞核转移位置成为与母细胞 同样的排列
。

8一 IL 静抱子 的形成过程
: 8

,
9 及 1 1

,

正常的情
况

,

各具有 2 个色素体 ; 10
.

不正常的情况
,

具有 4 个色素体 ; 1 1
.

成熟的静抱子
。

(x , 5 0)

粉鞘较薄
,

整个的直径约为 10 微米
。

从上述的分裂过程来看
,

最主要的现象是
:
(l) 色素体连同蛋白核的分裂不是在细胞

分裂完成之后
,

而是在核分裂和细胞分裂之前 ; (2 )色素体与蛋白核的分裂面是一致的
,

或

与细胞长轴平行
,

或与细胞长轴正交
,

因而或为纵分裂
,

或为横分裂
,

但以纵分裂的为多 ;

(3 )色素体和子核在子细胞中都有转变位置的移动
,

而不仅子核转移位置
。

这些现象都与

Sm ith 所概述的双星藻属植物色素体的分裂方式和时期不同
,

而与 Fr its ch 所提到的分裂

时期是一致的
。

在作者的标本中
,

具有这样分裂的细胞的植物体几乎都是将要产生静抱子的植物体 ;

所有产生静抱子的细胞
,

经常较一般的营养细胞为短
。

这表明此种藻类在形成静抱子之

前
,

营养细胞都要连续地进行细胞分裂之后才成为产生静抱子的母细胞
。

在绝大多数的

静抱子母细胞和静抱子中
,

色素体都是 2 个 (图 3 : 8 , 9 , 1 1 )
,

但也有个别的静抱子具有 3

个或 4 个色素体的(图 3 : 10 )
,

这肯定是不正常的情况
。

在形成静抱子的过程中
,

蛋白核的淀粉鞘逐渐增厚
,

因而其体积增大很多
,

直径可达

20 微米 ;同时
,

贮藏淀粉也增加不少
,

几乎充满静抱子中色素体和核以外的部分(图 3 : 8一

1 1)
。

1 9 2 4 年
, R os en vi n ge [ll1 根据 H all as [51 发现的单纯以静抱子营 生 殖 的 网 纹 双 星 藻

(Z 夕g
, 。m a , , ic u la t“m H

o ll a s
) 的特征

,

建立了一个新属
,

称之为多星藻属 (H
alla‘a

)
,

而将

网纹双星藻改称为网纹多星藻(万
.

o tfe u la ta (H
alla s

) R o v e n vin g e
)
。

此属曾被 T r a n se a u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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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n

R an dh aw
,
[l0l 等所承认而列入双星藻科中

。

他们所列举的主要特征是
:
在营养细胞中具

有与双星藻属相似的色素体 2 个 ; 在细胞开

始形成静抱子时
,

色素体的数目增加
,

可达 7

个 ;在静抱子囊 中
,

静抱子以外的部分充满无

色
、

分层的果胶质 ;在静抱子萌发时
,

产生1一
3 个小抱子 (

s po re lin g s

)(图 4 )
。

作者认为
,

在

这三项特征中
,

关于色素体方面的
,

很可能与

作者所观察的西藏拟双星藻的情况相同
,

即

在细胞分裂之前
,

色素体已先进行分裂
,

致使

在一个细胞中增加了色素体的数 目一倍或更

多
,

但这很可能只是细胞分裂过程中一种暂

时的现象 ; 关于静抱子
“

萌发
”时所产生的1一

3 个
“
小抱子

” ,

很可能不是静抱子萌发时所

产生的
,

而是抱子母细胞在核和色素体分裂

之后
,

.

没有完成细胞分裂
,

致使一个抱子母细

胞中存在着 2 个或 3 个细胞的内含物
、

以致

最终形成 2 个或 3 个静抱子 ; 至于在抱子和

抱子母细胞之间充满果胶质
,

这是与拟双星

藻属相同的一个特征
。

因此
,

作者认为多星

藻属的建立是很值得怀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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