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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紫菜单抱子和叶状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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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贝壳紫菜(Po 甲勺m 记。咖
之
妞“)的叶状体是由丝状体直接产生的

。

通过试验
,

笔者

发现 贝壳紫菜生活 史中虽没有壳抱子
,

但存在着单抱子
。

由单抱子萌发产生的叶状体在形态上与

由丝状体直接发育而来的叶状体相似
,

而 前者的生长速度较后者快
。

经 Wi
ton a n n 氏染色法染色

,

1

一 3 细胞期的单抱子幼叶状体的细胞间不存在胞间联系
。

本种的单抱子囊仅出现在叶状体成熟阶

段
,

在幼苗期未发现有单抱子放散
。

由于 在贝壳紫菜的生活史中存在着果抱子和单抱子而没有壳

抱子
,

这就使它有别于 紫菜属的其他种类
,

也为该种紫菜的人工采苗
、

栽培提供了前提条件
。

关键词 贝壳紫菜
,

单抱子
,

叶状体

众所周知
,

紫菜属的生活史有两个阶段
: 叶状体阶段和丝状体阶段

,

绝大部分种类在丝状

体成熟后
,

由放出的壳抱子萌发长成叶状体
,

其中有的种类如条斑紫菜
、

甘紫菜等的幼叶状体

能放出单抱子
,

这些单抱子萌发后也产生叶状体
。

三浦昭雄和伊藤 茂 [ 19 5 9」
、

珑uIa 「196 1」指

出
,

贝壳紫菜的叶状体是从丝状体直接发育而来的
,

与紫菜属的大部分种类不同
,

其生活史 中

没有发现壳抱子和单抱子的形成和放出
。

Kri
s
hn am ur th y「19 6 9」也报导 了 Po 甲入,

z 。

~ 如I7n is 的

生活史中
,

没有发现有壳抱子和单抱子形成和放出
。

笔者在实验室条件下
,

分别在 5
、

10
、

15
、

20 ℃温度下
,

充气培育贝壳紫菜的叶状体
,

试验结

果发现
,

10
、

15 ℃条件下
,

观察到从丝状体直接萌 发长成的成熟的叶状体梢部边缘的一部分细

胞形成 了单抱子
,

即本种与其他一些紫菜种类一样存在着 由单抱子进行 的无性繁殖
。

现把贝

壳紫菜的单抱子形成
、

放出
,

以及把由单抱子萌发成的叶状体和由丝状体直接萌发产生的叶状

体的生长情况加以比较报告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采用东京水产大学藻类增殖学讲座分离保存的 贝壳紫菜(Po 甲丙卿 te n “之详似is )自由丝状

体作为实验材料
。

贝壳紫菜的自由丝状体予先静置培养在温度 23 ℃
、

照度 《旧h
、

每天光照 10 小时的短 日照

高温条件下
,

之后移人培养条件为温度 15 ℃
、

照度 6 (联) 一 7 侧刃饮
、

光时 14 小时的长 日照低温

光照培养箱内进行通气培养
,

使丝状体直接萌发出幼叶状体来
,

当叶长达 l 毫米 以上时
,

将大

小不一的幼叶状体从 自由丝状体藻团上摘下
,

分别置于温度各为 5
、

10
、

15
、

20 ℃的培养箱(照度

6 以X〕一 7
、

(X刃h
、

光时 14 小时 )通气培养
,

并放入若干条尼龙丝
。

仔细观察幼叶状体或者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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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后的叶状体有否单抱子形成和放出
,

尤其注意观察叶状体成熟后
,

形成
、

放散单抱子且附着

到尼龙丝上萌发生长发育
。

另外
,

把从成熟叶状体上放散出来的单抱子和果抱子滴在玻片上
,

不使其干燥地放置培养

以观察单抱子和果抱子的萌发
,

在单抱子苗为 l 一 3 个细胞期时
,

分别进行染色
,

以观察胞间联

系的存在与否
。

同时
,

观察单抱子和果抱子不经放散
,

停 留在叶状体上进行萌发
。

当单抱子和 由丝状体直接萌发产生的幼叶状体在适宜生长温度 巧℃的条件下萌发为 2

细胞体时将其叶龄计算为 l 天
,

当叶龄达 23 天时
,

叶长都达到 1 毫米以上
,

各 随意抽出 10 株

叶状体
,

分别放人培养瓶内
,

单株通气培养(温度 15 ℃
、

照度 6 。汉〕一 7 《x 托lh
、

光时 14 h )
,

每隔 12

天测量 1 次叶长和叶宽
,

并尽可能注意各培养瓶通气量的均匀(通气量约为 16
.

2 升 / 小时 )
。

由于实验中难以采用干燥重量法表示叶状体的生长速率
,

故采用吉 田等 [ 19 M 」报导的叶

状体面积测定法
,

即叶状体面积为叶长和叶宽的积再乘 0
.

7
。

再按寺本和木下 〔19 6 9 」报导的

109 5 二 T. log (l +
刃 100 )

,

求得叶状体的生长速度 R
。

式 中 T 为培养间隔天数
,

s 为培养间隔先

后的生长 比
。

培养用海水经过滤后调整到盐度为 33
,

加热加压灭菌 (温度 120 ℃
、

1 个大气压
、

20 分种 )
。

培养液为 PES〔P旧
v班刀li

,

1肠3」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单抱子的形成
、

放散与萌发

把从丝状体直接萌发的幼叶状体(约 1 毫米左右 )分别置于 5
、

10
、

15
、

20 ℃培养瓶里继续培

养
,

试验结果表明
,

5
、

20 ℃两组不但叶状体生长缓慢
,

而且 始终不形成单抱子囊
。

笔者仅 在

10
、

15 ℃实验组的培养瓶 中发现 由丝状体直接发育而来 的叶状体上产生单抱子囊
,

而且形成
、

放散单抱子
,

其中 15 ℃组生长发育最为适合
,

叶状体在叶龄 55
一
印 天时即开始放散单抱子

。

ro ℃组则在叶龄 78
一
82 天才形成

、

放散单抱子
,

而且数量较少
。

从丝状体直接发育的叶状体在开始成熟时
,

叶缘部首先形成了淡黄色的精子囊
,

在色彩上

与未成熟的部分有 明显的区别
,

之后在精子囊器形成部分的表面观也可观察到单抱子囊
、

果抱

子囊和精子囊器混生 (图版 工
一 A )

,

单抱子囊的表面观和切面观都是不分裂的
,

呈 单个细胞
,

与果抱子囊 16 个果抱子以及精子囊器具有 128 个精子囊差别甚大
,

极易区分
。

在色彩
_

卜单抱

子囊与果抱子囊和精子囊器相 比呈现一种较为明亮的柿紫色
,

囊 内只形成 1 个单袍子 (图版 工

一 A
、

B )
。

笔者曾仔细地观察贝壳紫菜的单抱子放散过程
,

成熟的单抱子囊呈金黄的柿紫色
,

最初单抱子的一端挤压式地缓慢地顶出于叶状体的细胞壁之后
,

单抱子的大部分露 出叶状体

外层的多糖类的胶质层
,

不久单抱子就象变形虫似 的钻出
,

初放散 的单抱子均为变形抱子
,

形

状不定
,

不久即呈现 出球状
,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放散的单抱子并没有离开母藻体
,

它们有的仅

滑出数十微米
,

或者停 留在母藻的某个部位
,

有的则就在原来的单抱子囊位置上逐渐开始萌发

成新的贝壳紫菜幼苗
。

单抱子直径为 10
.

8 一 19
.

1 微米不等
,

一般约为 14 一 16 微米
,

比果抱子略大
,

细胞内有一

个块状或星状色素体
,

略呈柿色
,

与果抱子的色素体形状和色彩十分相似 (图版 工一 C )
。

抱 子

附着后
,

开始呈棍棒状伸长
,

隔天 即产生横壁形成 2 细胞的萌发体
,

这个新藻体不断纵向分裂

伸长直立而成一幼叶状体(图版 工一 D 一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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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皿中培养
,

一直没有观察到单抱子形成与放出
,

因而认为在 自然界或在实验室里均没有

观察到单抱子的形成与放出
。

本研究 也曾用 l 一 5 毫米的贝壳紫菜乃至数厘米的成叶放置在

培养瓶中静置或充气培养
,

结果 同样也都没有观察到 单抱子的形成 与放 出
,

但 如上所述
,

在

15 ℃或 10 ℃的温度条件下
,

培养到成熟 的叶状体的叶梢 上观察到 混生于精 子囊器
、

果抱子囊

中的单抱子囊
,

同时还确认了由单抱子萌发长成的叶状体 与由丝状体直接发育而成 的叶状体

在色彩上和形态上没有什么差异
。

珑uIa 【
1肠 1」曾指 出

,

由丝状体 直接萌发的叶状体
,

在年幼

时保持单列形式
,

藻体往往呈 30
一
功 个细胞 的单列排列

。

作为本种 的特征之一
,

这种现象在

单抱子苗萌发初期的数十个细胞体也均呈纵向单列植体
。

两者的成叶色彩为柿色
,

竹叶披针

形
,

基部扁圆形
,

均具一细长的茎状部
,

长度约为 3 一 6 毫米左右 (图版 11 一 A
、

B )
。

Kri
shn an lu

rtb y〔l% 9」观察到 尸
.

。

une 如I7n is 的叶状体也是直接从丝状体萌发长成的
,

根据

原有的资料
,

紫菜属中只有贝壳紫菜和 尸
.

。

~ 如nn is 在生活史 中
,

既没有 壳抱子又没有单抱

子存在
,

贝壳紫菜生活史的特殊性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
,

在紫菜人工栽培的现有的采苗育苗

过程中
,

一种紫菜既没有壳抱子又没有单抱子
,

将难以进行人工采苗及栽培
。

本研究确认了贝

壳紫菜生活史 中存在着由单抱子进行 的无性繁殖
,

这就为贝壳紫菜 的人工采苗及栽培提供了

前提条件
。

2
.

3 单饱子叶状体和由丝状体直接发育而来的叶状体生长速度的比较

李世英和崔广法 〔19印 ]在研究壳抱子苗和单抱子苗 的生长发育特性后
,

指 出条斑紫菜的

这两种苗不论是在室 内培养的条件下
,

或是在 自然海区中
,

单抱子苗的生长速度都比壳抱子苗

快很多
。

在长 日照低温光照培养箱里经过 23 天的通气培养的贝壳紫菜单抱子叶状体和 由丝状体

直接发育的幼叶状体的长度平均各 为 1
.

78 毫米和 1
.

铭 毫米
,

平均宽度为 0
.

17 毫米和 0
.

15 毫

米
,

单抱子苗的生长速度 比丝状体直接萌发的幼苗要快
,

2 种叶状体的生长速度见表 1
。

叶龄 23 天的单抱子苗面积为 0
.

21 平方毫米
,

由于丝状体直接产生 的幼苗的面积为 0
.

16

平方毫米
,

前者 比后者大 31 % 左右
,

之后
,

单抱子苗的生长表现得更迅速
,

叶龄 59 天时
,

两者之

差达 40 %
,

因此
,

成叶期的生长速度也是单抱子苗较快
。

T a bl e l

表 1 贝壳紫菜 2 种叶状体生长速度的比较

A c仪nI 神n so n 健 g m w肚啥 娜旧的 of 幻即 0 创旋彻
t 伪目U in Po 甲hy m te n u

勿ed 以七

叶龄

(天 )

丝状体萌发的叶状体 单抱子叶状体

面 积

(mi 刀产)

生长速度

(% / 天 )

面 积

(m m 罕)

生长速度

(% / 天 )

两者相差的 比例

(% )

313739叨280
.

16

23
.

6

6巧
.

5

71 72
.

0

172 4 7
,

O

5 1
.

6 1

3 1
.

7 5

22 22

7
.

59

0 2 1

3 2
.

3

乏茎延)
.

0

1〕)拓
.

0

Z改玲毛
.

0

52
.

1 4

3 1
.

叭

22
.

28

6
.

7 7

2335475971

表 1 可见
,

与面积增加的同时
,

从每 12 天测定的生长速度来看
,

两种叶状体在生 长初期同

样是较高的
,

叶龄 23
一
35 天内单抱子叶状体 和从丝状体直接 萌发的叶状体生长速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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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

14 % / 天
、

51
.

61 % / 天
,

随着时问的推移
,

生长速度逐渐低落
,

尤其是从叶龄 59 天到 71 天之

间
,

两种叶状体的生长速度分别降至 6
.

7 7 % / 天和 7
.

59 % / 天
。

另外从叶龄 23 天到 59 天的 36

天内
,

单抱子叶状体的生长速度 比从丝状体直接萌发的叶状体快
。

叶龄 59 天后
,

生长速度显

著地降低
,

叶体的边缘细胞逐步转变为生殖细胞
,

叶体开始老化
,

这时前者的生长速度相反慢

于后者
,

但是
,

绝对面积还是单抱子叶状体大
。

前述可知
,

不仅是幼叶体
,

而且成叶期
,

贝壳紫菜的单抱子 叶状体的生长速度都要快于从

丝状体直接萌发来的叶状体
,

因此本研究结果将有可能为今后 的紫菜生产提供一种新的栽培

种类及良好的苗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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