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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鸽菜再生苗育苗养成技术的研究
’

刘凤贤

(上海水产大学 )

提 要 本文研究鹤鸽菜微小组织块再生特性及其组织块再生苗附绳育苗养 成 技术
。

在组织块的切口处几乎每个细胞都具有分生能力
。

组织块的大小以 6 0~ 1 00 个细胞左右为宜
,

这样大小的组织块再生植株数和再生率均表现出最高值
。

培养液的最适比重是 1
,

。飞5
。

培 养

液中添加 5~ 加P p m 壳多糖均能不同程度地促进组织块的再生能力
。

组织块的附绳固着率 以

10 0 p p m 壳多糖浸泡网绳培养结果最佳
。

组织块附绳后
,

在培养箱内平面 静 止 培 养 巧~ 2 0

夭
,

再生苗肉眼可见
,

再移养到较大水体水簇箱内冲气培养一个月左右
,

可成长为 自然大小的

成体
。

关键词 鹤鸽菜
,

微小组织块
,

比重
,

再生力
,

壳多糖

我国海藻资源十分丰富
,

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
,
已逐渐认识 海藻的食用和药用价

值
。

鹤鹤菜 (O al o gl os 邹 )含有丰富的海人草酸 (K ai ni e ac id)
,

除了具有驱虫效果外
,

并对

家蝇和蜂螂等昆虫类有良好的毒杀作用 口 〕 。

近年来神经药理学家注 意到海人草酸可作工

具药
,

广泛地应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研究
,

其药用价值有广阔的远景
。

鉴于上述情况
,

早在

60 年代初
,

我国藻类学工作者已注意到鹤鸽菜这一海藻资源
,

曾用常规的栽培技术试养

过
,

但因苗种和产量问题未获进展
。

近年来随着生物科学技术的进步
,

藻类组织和体细肥培养的研究
,

在国内外迅速发展

起来
,

已从藻类切段培养发展到了藻类细胞 (包括原生质体 )分离培养
。

王志勇 ( 1 9 8 9 年 )

aJ[ 对鹤鸽菜的切段培养和再生
,

证明其叶状体不同部位的切段培育均能获得再生植珠
。

另

外
,

我国藻类学工作者对海带川
、

裙带菜
〔, 〕 、

山东马尾藻 [’]
、

石花菜
〔` , 〕 、

江篱
〔, 1 、

娱蚁藻川
、

红翎菜
〔们

、

多管藻 a[,
, 。 , 和仙菜

〔, 。 , 等藻类作了切段培养也获得完整植珠
。

在细胞培养中
,

特

别是紫菜 (P or P h y比 )体细胞分离培养为紫菜栽培业苗种生产提供了新途径
。

在上述工作

的基础 上
,

继作者对鹤鸽菜繁殖生物学基础研究之后
,

对其营养叶体微小组织块的再生特

性和再生苗培育及养成技术进行了系统的探索性实验
,

获得了可喜的进展
。

该项育苗养成

技术
,

方法简便易行
,

效果稳定
,

成本低廉是一种海藻苗种生产的新方法
。

现将实验结果报

道如下
:

材 料 与 方 法

1
.

材杆来源 1 9马9 年 3 月 6 口
,

连月 6 日
,

5 月 肠 日
,

采自上海金山县海区防浪堤
_

卜自然生长的

本校海水养殖专业肠 级学生孙惠存
、

张松林同志参加本项研究的部分工作 ; 张敏
、

周平凡同志协助摄照片

在此一并致谢
。

收稿年月
: 1朋 0 年功 月 ; 1供扣年 3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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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鸽菜叶状体
。

将采来的材料洗去污泥
、

杂藻
,

然后一部分放在大培养缸中冲气培养 ; 另一部分阴干后

冷藏待用
。

2
.

培养液 将过滤海水煮至 80 ℃左右
,

取 1。。。 毫升消毒海水配成 含 N oa 一N s p p Tn ; p哄
一
p 0

.

8

p pm 培养液
,

再添加 E D印 a 一

撇 4 毫克 头 5 0
` ·

7H
:
0 6 毫克

。

这种培养液
「, 冬,称之 为 氮

、

磷
、

铁 培 养

浓
.

3
.

实验方 法 首先将缸内冲气培养的鹤鸽菜叶状体
,

选取健康未成熟的藻体
,

用毛笔充分洗刷干

净
,

再用消毒海水冲洗 2~ 3 次
,

挤去大部分水分称重
,

然后粗切成 0
.

5一 1 厘米的藻段
,

放入组织捣碎机

中
,

调节转速约 12 00 0产
、 J

15 o 00 转 /分
,

6~ 6 分钟即可制成一般 50 个细胞左右
,

刁诸右 10 个细胞以下
,

大者约 100 个细胞的微小组织先 所谓微小组织块是以细胞数为标准
,

其大小要借助显微镜才能分辨
,

它有别于切段
,

故称之
。

按实验要求将制成的微小组织块
,

加适量的培养浓
,

用滴管均匀地滴洒在预先

准备好的玻璃片和苗绳上
,

分别在不同比重
,

不同浓度壳多糖培养液中培养和以不同浓度壳多搪液浸饱

网绳
,

进行微小组织块再生苗附绳育苗实验
。

在培养过程中
,

一般每星期更换培养液一次
,

并进行显微

检查记数和拍摄照片
,

整个实验过程是在常温和 自然光条件下进行的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

不同比重培养液对鹤鸽菜微小组织块再生力的影响

探讨鹤鸽菜微小组织块再生力与海水比重的关系
,

目的在于找出其再生苗生长各阶

段最适比重的培养液
,

首先将消毒海水分别配成比重 1
。

。05 , 1
·

01 。 , 1
·

。 15 , 1
·

02 。 , l
·

02 5

及 1
.

OO0( 蒸馏水 )等六个比重梯度
,

然后分别加入营养盐
,

配成氮
、

磷
、

铁培养液
。

在直径

g 厘米六个培养皿中
,

各放一个载玻片
,

用滴管将制成的微小组织块均匀地滴洒在载玻片

上
,

两小 时后
,

分别加入 30 毫升上述不同比重的培养液
,

置于常温自然光条件下培养
,

培

养期间的水温变化为 1连~ 2 2
.

6
O

C
,

自然光强 (漫射光 ) 5 0 0一 2 0 0 0 米烛
。

一星期至十天检

查
,

并更换培养液一次
。

检查方法
,

将每种比重 的培养皿内的载片取出置于显微镜下
,

以

组织块的大小任选 10 个细胞以下 ; n 一 20 个细胞 , 2 1~ 3 0 个细胞及 50 个细胞左右四种

规格各 10 块组织块
,

分别进行记数再生芽体数和再生率 (表 1 )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不同比重培养液内的组织块
,

随着组织块的增大而再生芽数增多 ,

在不同比重的培养液中
,

不同大小组织块再生芽体的总数和再生率则有明显的差异
。

如表

l 中
,

经过儿天培养的检查 结果
,

比重 1
.

00 0 与 1
.

00 5 培养液的再生芽体总数和再生率 都

显著低于其他比重的培养液
。

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
,

在培养 18 天和 28 天后两次检查结

果
,

其再生芽体总数和再生率的差异在逐渐缩小
,

特别 28 天培养的检查结果
,

比重 1
.

0 00
,

1
.

0 0 5 , 1
.

0 1 0 , 1
.

0 1 5 , 1
.

0 2 0 , 1
.

0 2 5 的再生芽体总数分别为 1 1 2 , 1 1 4 , 1 5 3
, 1 6 1 ,

15 4
,
1 5 5 ,

再

生率分别为 8 2
.

5环
,

87
。

5妈
, 1 00 %

,

盯
.

5终
, 1 00 %

,

9 7
.

5%
。

这个结果与王志勇 ( 1 9 89 )再生

叶和假根形成与生长速度都 以低比重 1
.

005 最好的结果不同
,

从我们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

组织块在低比重条件下再生芽分化较迟
,

生长速度也慢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在比重 1
.

0 00

即蒸馏水培养液
,

在培养第 9 天和第 18 天两次检查结果
,

其再生芽体数都比 1
。

0 05 培养

液高 20 %左右
,

这与另外一个实验微小组织块悬浮液培养结果相似
。

在消毒自来水培养

液中
,

组织块的增重率甚至比最适比重培养液的增重率还要高
,

这当然还有其他条件
,

如

与密度
、

光照和通气等因子有关
。

这都说明鹅鸽菜微小组织块具有较强的再生力和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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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培养液的比重与组织块的再生力的关系

T a b玉 eIT如 e rlat lo n ship b et we en t 加 sp 沁甘 10g ra vt i yo f t h ecut l u
e r劝 lt u io n a n 区

t h e
e rg en e ra t ion

c叼鸿 ct i y

比比重组别别 组织块的的 4月 1日 (培养 g天 )))4月 0 1日 (培养 1`氏 )))4月 O 2日 (培养 2 8天 )))生月 3 1日日
细细细 胞 数数数数数 (培养养

加加加加加加加天 )))

再再再再再 再总总 再再 再再 再总总 再再 再再 再总总 再再 再平平 再平平 丙生苗的的

生生生生生 生生 生生 生生 生生 生生 生生 生生 生生 生 ***生均均 平均长度度
芽芽芽芽芽 芽数数 率率 芽芽 芽数数 率率 芽芽 芽数数 率率

d 七 j`
习习
率值值 (m m )))

数数数数数数 (络 )))数数数 (男 )))数数数 (万 )))
二刘ddd 〔万 ))) }}}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值值值值

111
。

(减洲〕〕 1一 000 1444砧砧 3000 222的的 6 OOO999 222 8 2 1 1
。

555 8 555 5 7
,

555 1
.

000

(((蒸馏水水 1 1一2 000 2222222 1 0000000 2 2222222222222

培培养液〕〕 2 1一4 000 1 5555555 1 8888888 2 6666666666666

印印印个细胞左右右 34444444 6 7777777 6 5555555555555

111
。

即巧巧 1一1 000 666 肠肠 8 7
,

555 444 6888 7 555 1 333 1 1444 …。
.

555 7盛盛 6 6
`

777 2
.

888

11111 1一2000 1 2222222 1 1111111 加加加加加加加

22222 1一切切 7777777 肠肠肠肠 3 7777777777777

研研研个细胞左右右 14444444 3 2222222 44444444444444

111
。

0 1 000 1一1 000 888 1 o888 7 2
.

888 777 1 1 111 8 000 2 777 1邱邱 1OOOo 1 2 444 : 4
.

2 111 5
`

555

11111 1一2 000 OOOOOOO2 1 1111111 卿卿卿卿卿卿卿
22222 1一4 000 3 9999999 邓邓邓邓 羽羽羽羽羽羽羽

的的的个左右右 4 1111111 以以以以 石8888888888888

111
一
0 1666 1一 1000 888 1O999 77

.

555 1555 1邵邵 8 7
.

555 汉汉 1 6 111 昨
.

555 13ooo 盯
.

555 7
。

000

11111 1 we 2 000 加加加加 26666666 3 9999999999999

22222 1 we 4 000 8 4444444 器器器器 4 1111111111111

功功功个左右右 47777777 印印印印 6 7777777777777

111
。

02000 1一 1 000 666 1 o222 卿卿 1444 10 333 8 OOO 2 111 1又又 10 000 1了))) 3 3
甲

555 4
。

333

111111一 2 000 l 7777777 1 6666666 18888888888888

22222 1一4 000 服服服服 2 5555555 8 1111111111111

胁胁胁个左右右 6 5555555 4 8888888 8 4444444444444

111
。

0 2 555 1一 1000 222 玛999 阶
.

555 1 111 1王000 72
.

555 2 111 1 5尽尽 0 7
.

555 1 3 555 7 5
.

888 4
。

111

111111一么〕〕 13333333 1 7777777 22222222222222

22222 1一4 000 2 3333333 1 9999999 韶韶韶韶韶韶韶

印印印个左右右 1 0 1111111 6 3333333 湘湘湘湘湘湘湘

注 : 198 9 年 3 月韶 日开始培养 ; 再生率
二 已开始再生的组织块数

了

组织块总数
只 100 嗒

。

的适应能力
,

它属于广盐性的海藻
,

不仅在海水中甚至在淡水中也能再生和存活
。

但在后

期
,

蒸馏水培养液中再生芽体的生长速度就远不如海水甚至低比重组
,

如表 1培养 3 9 天

的检查结果
,

在蒸馏水培养液中
,

再生苗的平均长度仅为 1 毫米
,

而在比重 1
.

01 5 培养液

组其再生苗的平均长度则达 7 毫米
,

这一结果可能与其营养机制和生理状况有关
。

三次检

查同一比重培养液中
,

再生芽体数和再生率的平均值
,

比重 1
.

01 5 比 1
.

0 10
, 1

.

0 2 0 , 1
.

02 5

培养液中的高
,

但 1
.

0 2 5 培养液中的再生芽体数略高于 1
.

0 15 培养液
,

而它的再生率却远

低于 1
.

0 15 培养液
。

如果用肉眼观察再生苗的长势
,

则 1
.

0 10
, 1

.

0 1 5 , 1
,

。20 三个比重梯

度的培养液中的再生苗的长势
,

显著地比其他比重培养液好
,

其中以 1
.

0 1 5 培养液中再生

苗长势最佳
。

上述的结果清楚表明
,

鹤鸽菜微小组织块培养液的适宜 比重范围是 1
.

0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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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 0 2
,

而最适比重是 1
.

01 5 培养液
。

同时还表明
,

鹤鸽菜是广盐性藻类
,

具有较强的再生

力
。

这为开展鹤鸽菜的增养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

二
、

鹤鸽菜微小组织块再生苗附绳育苗和养成技术

首要的一个间题是鹤鸽菜组织块大小与再生力的关系
,

包括组织块再生植株数
、

假根

数
、

生长速度及再生苗能否牢固地附着在苗绳上等间题
,

除了鹤鸽菜组织块自身再生特性

分化假根以外
,

还需要采用人工技术措施促进其再生假根的分化和植株的生长
。

为此
,

作

者研究了下面两个间题
。

1
.

组织块的大小与再生力 实验证明鹤鸽菜营养叶体具有较强的再生能力
,

在组织

块的切 口处几乎每个细胞都具有分生能力 (图版一 l )
,

在无切 口的原藻体的叶缘细胞常常

也能分生出大量的再生小叶体〔图版一 2)
。

组织块的大小与再生力的关系
,

由表 2 结果及

上述的比重实验均说明了以 50 一 100 个细胞左右的组织块的再生效果最佳
,

这包括再生

叶体数
、

假根数及再生叶体的生长长度等 (见表 2 )
。

表2 组织块大小与再生力

T a b le 2 T h e r e L Lt l o灿址p 加 t , ee . t加击
. o f t肠 stt

. .u 钾 ll e t s

岛 n d t h . 伪户” . r at lo 吐姐钾 d 它y

日 期 4月 27 日 各 注

组组织块的大小小再生叫体体再生叶体体 再生叶体体 再生假假 再且夕十十 再些叶体体 再生叶叶 再生假假
(((细胞数 ))) 平均数数 平均长长 最 长长 根 数数 体 数数 平均长长

瓣瓣
根 数数

(((((((
,习工。 ))) (m翔 ))))))) (拍切 )))))))

111 5一 2 (护护 222 0
.

1111 O
。

昭昭 口口 公公 O
。

习888 0
.

习333 2
.

888

333 Oes 4OOO 444 0
.

1 111 0
。

1555 222 333 0
。

3 555 0
.

8000 5
.

333

555 0一印印 4
。

888 O
。

2555 0
.

8000 444 3
.

555 O
。

吞〕〕 O
。

OOO9 3
。

000

111 00 个左右右 555 0
.

1 888 0
。

1777 666 4
。

666 0
.

6日日 0
.

8 999 5
.

444

王王日 月月 耐 才盗尹尹

再生叶体
一一
再生叶体体

尹尹于口已 , J 卜沪沪
平均长长 最 长长

平平均数数 (
~

))) (m 翔 )))

往
:
实验是由拍 89 年 4 月拙 日开始 ; 培养期间的水温变化 (常温 )是 巧~ 丝

.

5七 ;光照强度 (自然光照 ) 1必O 、
翔义旧 米烛

。

2
.

利用壳多糖提离组织块再生苗的附绳力 在比重 1
.

0 15 培养液 中 添 加 不 同 浓

度壳多糖
,

观察鹤鸽菜微小组织块再生苗附绳力
。

实验结果如 表 3
。

表 3 的 结 果 说 明

6~ 50 p pm 壳多塘培养液
,

对其组织块再生力均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

其再生植株数及

长度的增长都较对照组高
,

特别再生假根数
,

在上述浓度范围内
,

随着培养液中壳多塘浓

度提高而增加
。

据初步观察
,

鹤鸽菜微小组织块再生假根有三种类型
:

第一种是微小组织

块极端再生假根
,

它是出现最早的假根
,

组织块位于原叶体上端切 口
,

一般再生叶体
,

其下

端切 口再生假根
,

表现组织块的再生极性 .tl
,

巧 , (图版一 s ) , 第二种多在原叶体边缘部分的

组织块上再生
,

常常与再生叶体间生称之为间生假根 (图版一 4 ) , 第三种是在再生叶体基

部生出
,

称为基根 (图版
, 5 )

。

前两者是在再生初期组织块上的假根
,

后者则是再生植株出

现后
,

在再生叶体基部产生
,

随着再生植株的生长
,

再生假根逐渐发达起来 (图版一6 )
。

因

此
,

其附绳力也逐渐提高
,

同时还发现一定浓度的壳多糖对蓝藻有防治作用
,

有关这方面

研究
,

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

抑制蓝藻的繁生
,

这在组织培养中是很重要的
,

它是培养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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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不同浓度壳多搪培养液与其组织块的再生

了的 T . 3 1o b纽n u en o of e
v侧d o .。。 n

o .毗 r
at 加助 。 f o 权t ln l。血 创嘛 . .

e r幼助八眺诬妞

日 期 6月 17日 6 月 3 1日

再生叶体
.数 民度 (m m )

再生假根

数 长度 (m m )

再生苗

颜 色

蓝藻污染

情 况

很多

少最

少t

无

深深深淡 1
。

7

4
.

7

再再生叶体体 再生假根根

数数 长度 (
~

〕〕数 长度 (m m )))

韵 88的即 0000

3
.

0

2
.

0

均 228 1拐 0000 1一6了一台曰,

…
2巧
eeb口
5

浓 度

(P p m )

对照组

第二夭变红死亡

: 实验是由 1 9 8 0 年 5 月 10 日开始 ; 以每块组织块平均再生叶体数和长度来计算
,

5 月 1 7 日 ,
5 月 1a 日两次

显微检查结果是取 O1 块组织块的平均住、 6 月 13 日 ,

检查是将再生苗取下尺子测 t ol 块组织块再生苗长

度的平均值
。

610,一oo1一注

关键之一
。

另外
,

我们还采用不同浓度壳多糖浸泡附苗绳
,

进行组织块的固着和再生苗的生长实

验
。

其结果如表 4
。

实验表明壳多糖对鹤鸽菜微小组织块有明显的固着作用
,

其固着 率

明显地比对照组高
,

特别是 1 0 0 p p m 壳多糖液浸泡过的苗绳组
,

组织块附绳效果最佳
,

再

生苗的密度和长势 皆在其他组之首
。

壳多糖实验的详细内容将在另文 阐述
。

表 4 充多糖浸绳浓度与组织块的固着率

T ` b l e 魂 T加 M h ue
s oi n r a t l o of t h e 碑 11幽 ot t h e

or 钾, w h l e h h va
e b e e n os 吐诫 i拉

v即 d o us e h i t ni
o o lu t l o朋

浸绳壳多糖浓度 ( P PnI ) 固 着 粼

汉6383毅o1

即
1 oo

对照

}色竺竺竺竺翌坠}兰翌翌竺竺竺
}

“

}
” ”

}
11

}
” 0

}
“

}
” 7

1 1 8
·

石 } 邓

注
:
培养两周后检查结果 ;

固着率
二
每厘米苗绳组织块数 一 组织块脱落数 /厘米苗绳组织块数

x 1 00 男

鹤鸽菜微小组织块再生苗附绳育苗技术为藻类苗种生产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

本项育

苗技术国内外尚未见报导
,

属于首次运用
,

实验是在 1 9 8 9 年 3~ 6 月间
,

先后进行了八批

小型生产性的试验
,

其中除了一批因组织块密度过大而失败外
,

其他各批均获得较好的结

果
。

每厘米苗绳再生植株数
,

一般都在 30 一40 珠左右 <图版一 7)
。

如按表 4 中 10 P0 p m

壳多糖泡绳组
,

组织块的附着密度
,

以每个组织块最低再生株数为 2 米计算
,

每厘米苗绳

计有再生苗 6 2 株
,

况且组织块的大小与再生植株数差异很大
,

一百个细胞左右的组织块
,

一般都在 5 株以上
,

有的甚至近十株 ( 图版一 8 )
。

根据上海地区的气候条件
,

可在 3~ 5 月

间
,

在常温 (在这期间水温变化范围为 13 一 2 5
0

0 ) 和 自然光条件下
,

进行鹤鸽菜组织块再

生苗附绳育苗养成生产
。

如果具有控温条件
,

可 以全年生产
。

其技术要点
:

)l 在组织块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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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小组织块
,

用适量的培养液冲稀滴洒在预先准备好的附苗绳上
。 4 ) 保持湿润状态两

小时后添加氮
、

磷
、

铁培养液
,

刚没过苗绳即可
。

5) 在室内平面静止培养两周左右
,

再生植

株一般可达 1毫米左右 (图版一 g )
,

最大可达 2 毫米
,

再生苗已较牢固地附着在苗绳上
。

6)

再将其移养到较大水体培养箱 (槽 ) 里冲气培养 〔` . 二一个月左右
,

可长成自然界大小的 成

体
。

我们可以设想
,

将室内培养 15 一 20 天鹤鸽菜再生苗
,

移养到海区或放养在养对虾池

内进行生产
,

或许能够得到较好的生产效果
。

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验证
。

本研究所提供的技术和方法具有如下的特点
:

( 1) 微小组织块制作方法简便易行
。

( 2)

施用一定浓度壳多糖培养液或浸泡附苗绳
,

它不仅对微小组织块具有营养和固着作用
,

还

可防治兰藻的繁生
。

( 3) 微小组织块的培养可在常温和 自然光条件下进行
,

室内只要求空

气通畅和充足的漫射光
。

( 4) 微小组织块从附着分化形成再生苗到养成自然大小的成体

均使用一种氮
、

磷
、

铁培养液
。

培养液的配方简单
,

成本低廉
。

(5 ) 微小组织块成株速度

快
。

一星期普遍成株
,

两周肉眼可见小植株
,

除了吸收培养液的营养外
,

它还比离体细胞

具有得天独厚的组 织块自身营养供给的优点
,

可大大缩短对培养液水环境的适应时间
。

从

鹤鸽莱微小组织块附绳育苗到养成成体
,

仅化费一个半月的时间就能完成生 产 的 全 过

程
。

总之
,

鹤鸽菜营养叶体微小组织块附绳育苗养成技术
,

为开发海藻养殖业
,

提供了苗

种生产的新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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