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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人工选育的坛紫菜优良品种(申福 # 号)#!ACT$&优良品系(申福 $ 号)#!ACU$和野生

型品系#53$为材料!通过室内培养与海区中试!对 !ACU 的优良特性和生产适用性进行评估"

结果发现!与53相比!!ACU 的叶状体在生长速率&藻胆蛋白含量&藻体厚度及产量上均存在

十分显著的优势" 在相同的室内培养条件下!!ACU 叶状体的绝对生长速率显著高于53!培养

至 @% R时!其平均长度为#!@#7: X=<7!<$ QE!是53的 #% 倍" ! 个品系#种$的叶状体活体吸

收光谱在 !"% Y<"% KE范围内均存在 " 个明显的吸收峰!!ACT 与 !ACU 之间的各峰值差别较

小!但均明显高于53" !ACU 叶状体的藻胆蛋白#?2f?3$含量为#@%7D# X!7@D$ EL>L!是

53的 #7@" 倍左右!比 !ACT 的含量稍高" !ACU 叶状体的平均厚度为#!#7@" X=7#:$

#

E!分别

比53与 !ACT 薄 !D7<m和 #=7%m" !ACU 的壳孢子放散量约为 $D7: 万个>壳!比 !ACT 提高了

=!7%m!可以满足生产采苗需求" 海区栽培的前四水鲜菜重量!!ACU 为 $= %%% cL >̀E

$

!比53

和 !ACT 分别增加 !%7#m和 :7<m" 上述结果证实!!ACU 的海区壳孢子放散量可以达到生产要

求!叶状体的生长速率&生长期&产量和品质比 53均明显提高!生长优势十分明显" 所以!该

品系有望在生产上进行大规模栽培"

关键词! 坛紫菜% 优良品系% 生长速率% 藻胆蛋白% 中试

中图分类号! Z@=D7D% 0@#<7!&&&&&&&文献标志码',

& & 坛 紫 菜 # @#0$%10' %'-&'/;/+-+3̀FKL ]_

B̀]KL$属于暖温性红藻"是我国的特有种"在福

建(浙江和广东沿海被广泛养殖+ 坛紫菜在我国

已有 "% 多年的栽培历史"其产量约占我国紫菜总

产量的 <"m

)# 9$*

+ 坛紫菜人工栽培所用种菜主

要来自福建省平潭岛自然礁石上的野生种"但随

着紫菜养殖面积的扩大"种菜供不应求"各地养殖

者只能采用养殖筏架上的坛紫菜做种菜+ 在几十

年的栽培过程中"由于近亲繁殖(重复留种等原

因"造成坛紫菜种质退化"抗逆性下降)! 9=*

+ 近年

来"由于紫菜养殖面积不断增加"养殖台筏设置

密(条帘布局密等问题日益严重"加上养殖海区规

划无序"导致潮流交换不顺(营养匮乏"致使坛紫

菜养殖过程中病害频发)= 9"*

+ 另外"由于全球变

暖导致的海水温度逐年升高和广大养殖者盲目提

早壳孢子采苗时间等原因)!": 9<*

"导致秋季坛紫菜

采苗后烂苗及脱苗等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该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

为解决上述问题"国内外学者相继通过杂交

育种和诱变育种等多种途径对坛紫菜进行人工选

育)D 9#$*

"以期获得产量高(品质好及抗逆性强的

优良品系"为坛紫菜产业的健康发展打下基础+

坛紫菜%申福 # 号& #!ACT$是本实验室选育的优

良品种"具有生长快(藻胆蛋白含量高(生长期长

和抗高温等优良特性):"#!*

+ 但在推广期间也发

现!由于 !ACT 采用自由丝状体移植育苗"秋季的

壳孢子放散量不足"只能通过增加贝壳丝状体的

贝壳数量来满足采苗所要求的壳孢子数量"相对



!""#!

!

$$$%&'()*+,-%'.

## 期 王长青"等!坛紫菜优良品系%申福 $ 号&的特性分析与海区中试 &&

就增加了苗种成本+ 因此"选育出既具有与 !ACT

类似的优良特性"同时壳孢子放散量大的坛紫菜

新品种"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本文以实验室选育的坛紫菜 !ACT(%申福 $

号&#!ACU$和野生型品系#53$为材料"通过室内

培养及海区中试"对 ! 个品系#种$的壳孢子放散

量(生长速率(藻胆蛋白含量和产量等方面进行比

较"以评估 !ACU 的优良性状和适用性"为其推广

应用提供理论支持+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

坛紫菜优良品系 !ACT 和优良品系 !ACU 由本

实验室通过:%

35C

.

射线人工诱变获得)#=*

"并以自

由丝状体的形式保存于实验室内"野生型品系

#53"?WC%%#$的来源(分离与保存同文献)#"*+

!"$#叶状体的生长率"活体吸收光谱和主要光合

色素含量的测定

叶状体生长率的测定&&取各品系#种$成

熟贝壳丝状体于 $"% E-烧杯内#含 "% E-灭菌

海水$"放入若干棉线作为壳孢子的附着基质"

充气刺激壳孢子放散"并将附着壳孢子的棉线

转移到 $"% E-充气瓶内培养 )光照强度 !"

#

E56N`5_5KS>#E

$

.S$"光周期 #%-n#=;"温度

#$! X#$ [*+ 壳孢子苗长至肉眼可见后"随机

挑选 $% 棵进行培养"每 " 天测量长度+ 海区养

殖的壳孢子苗长至肉眼可见后"每 < 天于同一海

区同一养殖阀架上随机取样 !% 棵"测量长度+

各测量结果取平均值作生长曲线并分别计算其

绝对生长率 =

#

与特定生长率 =

$

"计算公式分

别为

'

/

##+ &+

0

$Z> #/$

'

2

##4.W&4.W

0

$Z> #2$

式中"6(M均代表本次测量的叶状体的平均长度"

6

%

(M

%

代表上一次测量的叶状体的平均长度"&为

时间"单位以天#R$计+

活体吸收光谱!叶绿素及藻胆蛋白的测定&&

叶状体在室内培养至 "% R 时"分别测定基部(中部

及梢部的活体吸收光谱(叶绿素 '#3̀67'$及藻胆

蛋白#?2和 ?3$的含量+ 活体吸收光谱及 3̀67'

含量的测定方法同文献)#"*+ ?2和?3的测定方

法参照高洪峰)#:*

"略加修改!取新鲜样品于 D% [

烘干(称重"加入适量蒸馏水浸泡后置9$% [冰箱

内反复冻融 ! Y"次"研磨后加蒸馏水溶解蛋白质"

研磨液离心##$ %%% >̂EGK"$% EGK$$ 次后取上清"

用紫外分光光度计#)4C$#%$ ?30"上海尤尼柯公

司$分别测定 (;

":$

((;

:#"

((;

:"%

((;

:"$

和 (;

<"%

"

根据相关公式计算?2和?3含量#EL>L$+

!"%#叶状体厚度测定

取室内培养的 "% R日龄的叶状体#对应海区

第一水的叶状体$"用冰冻切片机#.̂GL5QO_$<%%"

*]GQ̀]̂_'OKL"-2/3,公司$对基部(中部和梢部

做横切片"在 (-\U?)0CV1光学显微镜下"用

/EFL]C?̂5 2bN ]̂SS软件分别测量各部位的厚度+

每个部位测量 !% 次"取平均值作为该部位叶状体

的厚度+

!">#壳孢子放散实验

!AVT 及 !ACU 采用自由丝状体移植采苗技术

育苗)$"#!*

"53采用传统的果孢子采苗技术育

苗)$*

+ 采壳孢子前夕"取 ! 个品系#种$成熟的贝

壳丝状体各 : 壳#贝壳高约 = QE$"在自然海区刺

激过夜##$ ` 左右$"次日 : 点取回"分别倒扣在

#%% E-海水中"每半小时搅动 #% S左右"至 ## 点

取出贝壳得到壳孢子水"摇匀后每品系#种$各取

# 滴壳孢子水镜检#物镜 #% g$"记录每个视野中

可见的壳孢子数+ 每品系#种$计数 #% 个视野"

取平均值"用滴水法)$*计算 # 个贝壳的壳孢子放

散量+

!"O#海区养殖叶状体的长度及亩产测定

坛紫菜中试海区选福建省福鼎市秦屿镇小元

当海区##$%r$@%s#:y#%T"纬度!$<r@<s!=y+$"其

南面为东海"海域开阔"潮流交换良好"比较适合

紫菜的生长+ 在同一中试海区"每水坛紫菜采收

时"从 ! 个品系#种$中分别随机选取 !% 棵测量其

长度并取平均值+ 本文以福建省福鼎市秦屿地区

标准为准"以 $% 张网帘#规格为 !7D Eg!7: E$

上所采收的紫菜重量作为 ::< E

$ 的产量+

$&结果

$"!#各品系$种%叶状体的特性分析

叶状体的形态及生长&&!AVT 和 !AVU 的叶

状体呈暗红褐色"小苗期颜色偏红"边缘刺较少"

藻体细长型"!AVU 基部较 !AVT 宽+ 53藻体呈褐

绿红色"小苗基部偏暗绿色"梢部偏暗红色"叶状

体呈披针形#图版
!

$+

从室内条件下的生长情况分析"! 个品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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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在 !" R 之前的叶状体长度差异不太明显+

!AVT 与 !ACU 各阶段的生长趋势相似"在 !" R 之

后进入快速生长期"叶状体长度均迅速增长+ :#

R后"由于 !AVU 绝对生长率开始高于 !AVT"其叶

状体平均长度开始比 !ACT 长+ 至 @% R 时"!ACU

叶状体平均长度为#!@#7: X=<7!<$ QE"!ACT 平

均长度为#!#<7D X!!7"%$ QE"而53的生长明显

慢于两个新品系#种$"53叶状体平均长度仅为

#!@7% X:7%<$ QE#图 #"表 #$+

! 个品系#种$的特定生长率均呈现为前期

高"并随时间延长而逐渐降低的趋势+ 53整个

生长期生长都很缓慢"绝对生长率最大值出现在

=% Y"% R"仅为 %7@@ QE>R"而 !AVT 与 !ACU 在

=% R之前叶状体生长稍快于 53"但是 =% R 之后

叶状体长度迅速增长"且持续时间相当长"两个优

良品系#种$的绝对生长率最大值均出现在 :# Y

<% R 日龄段"分别为 #%7#< 与 #!7:= QE>R"至日

龄@% R时"仍保持较高的绝对生长率#表#$ +从

整个生长期分析"!AVU 的生长率"尤其是后期绝

对生长率略高于 !AVT"且远远高于 53"并保持很

长的快速生长期"因此"!ACU 在生长方面的优势

十分明显#图 #$+

图 !#室内培养的坛紫菜不同品系$种%

$=>"!7?@ 与!7HA%的叶状体生长曲线

I.4"!#?-1506,8-E*+1306*4'9*01/6<0.,(:'7*+13

06*=>&!7H@ '27!7HA +0-'.2+.2

B/%'-&';2;+-+,8:08-*7.206*:'(

表 !#室内培养的坛紫菜不同品系$种%$=>"!7?@ 和!7HA%叶状体生长率比较

&'("!#?-1506-'0*+1306*4'9*01/6<0.,(:'7*+13=>&!7H@ '27!7HA +0-'.2+13B/%'-&';2;+-+,8:08-*7.206*:'(

日龄>R

QO6_O ]̂RFIS

绝对生长率>#QE>R$ FPS56O_]L 5̂J_̀ F̂_]

53 !AVT !ACU

特定生长率 SN]QGaGQL 5̂J_̀ F̂_]

53 !AVT !ACU

!# Y=% %7:= %7@" %7D###7$<$ %7#! %7#D %7#:##7$!$

=# Y"% %7@@ =7=: =7:D#=7<!$ %7%D %7#: %7#<#$7#!$

"# Y:% %7<D D7:= D7%$##%7$D$ %7%! %7%@ %7%@#!7%%$

:# Y<% %7<% #%7#< #!7:=##@7=@$ %7%$ %7%" %7%<#!7"%$

<# YD% %7"$ =7": <7$!##!7@%$ %7%# %7%$ %7%$#$7%%$

D# Y@% %7%$ $7D =7": %7%% %7%# %7%#

注!括号内数值为 !AVU 生长率与53生长率之比值+

+5_]S!4F6O]SGK NF̂]K_̀]S]SF̂]]bN ]̂SS]R FS_̀]̂F_G5S5a_̀]L 5̂J_̀ F̂_]S5a_̀]!ACU Q5ENF̂]R JG_̀537

&&叶状体的活体吸收光谱和主要光合色素含量

从图$可以看出"!个品系#种$叶状体的吸收光

图 $#室内培养的坛紫菜不同品系$种%$=>"

!7?@ 和!7HA%叶状体$OM 7%的活体吸收光谱

I.4"$#C;0-0# '(+1-('2,*+/*,0-' 1306*OMH7'<H1:7

4'9*01/6<0.,(:'7*+13=>&!7H@ '27!7?A +0-'.2+.2

B/%'-&';2;+-+,8:08-*7.206*:'(

谱曲线在波长 !"% Y<"% KE范围内均存在 " 个明

显的吸收高峰+ 从吸收峰值比较"!AVT 与 !AVU

的 " 个吸收峰值均高于 53"!ACU 藻红蛋白#?

!

峰$含量高于 !ACT"藻蓝蛋白#?

=

峰$含量低于

!AVT"!AVT 与 !ACU 的叶绿素#?

"

峰$含量差别不

明显#图 $$+

从图 ! 可以看出"!AVT 与 !AVU 的 3̀6E'含量

较高)二者 3̀67' 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D7D# X

%7=#$和#D7@D X%7#!$ EL>L"而 53的 3̀67' 平

均含量仅为#:7<= X%7#=$ EL>L*"与 53相比存

在显著差异#@i%E%""&C_]S_$+ !ACU 叶状体的 ?2

含量为 #"D7@# X$7#$$ EL>L" !AVT 的含量为

#=<7@! X$7%=$ EL>L"53的含量仅为#$$7"" X

%7D#$ EL>L"!AVU 的@N含量分别为 53与 !ACT

的 $7: 倍与 #7$ 倍+ 从藻蓝蛋白#?3$含量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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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含量最高"为#!:7=# X%7""$ EL>L'!ACU 次

之"为#!#7@% X$7:"$ EL>L'53含量最低"为

#$=7%# X%7D<$ EL>L+ !AVU(!AVT 和 53的藻胆

蛋白#?2f?3$总含量分别为#@%7D# X!7@D$(

#D=7!= X$7!"$和#=:7"" X#7:<$ EL>L"!AVU 比

!AVT 与53分别高 <7<%m和 @"7%"m+ 差异显著

性分析结果表明!!AVU 和 !AVT 的藻胆蛋白总含

量与53相比差异均极显著#@i%E%#"&C_]S_$"且

!AVU 含量比 !AVT 略高+

图 %#室内培养的坛紫菜不同品系$种%$=>"!7?@ 和!7HA%的叶状体$OM 7%各部位C6:"'"S@与SC含量

#7基部"$7中部"!7梢部+

"

表示与53差异显著#@i%E%""&C_]S_$'

""

表示与53差异极显著#@i%E%#"&C_]S_$+

I.4"%#C120*20+13,6:1-1/6<::'$C6:"'%&/6<,1*-<06-.2$S@%'27/6<,1,<'2.2$SC%.206*OMH7'<H1:7

4'9*01/6<0.,(:'7*+13=>&!7H@ '27!7?A +0-'.2+.2B/%'-&';2;+-+,8:08-*7.206*:'(

#7VFSF6"$7UGRR6]"!7,NGQF67

"

SGLKGaGQFK_RGaa]̂]KQ]JG_̀53#@i%E%""&C_]S_$"

""

`GL`6I SGLKGaGQFK_RGaa]̂]KQ]JG_̀53#@i%E%#"&C

_]S_$7

&&叶状体厚度&&从表 $ 可知"!AVU(!AVT 与

53叶状体的厚度从基部向梢部逐渐变薄+ !ACU

叶状体平均厚度最薄"为 !#7@"

#

E'!ACT 次之"

为 !:7=#

#

E'53最厚"为 ==7!%

#

E+ !AVU 叶状

体的平均厚度比 !ACT 薄 #=7%m左右"比 53薄

!D7<m左右+

表 $#室内培养的坛紫菜不同品系$种%$=>"!7?@ 和!7HA%的叶状体$OM 7%各部位厚度

&'("$#&6.,=2*++137.33*-*20/'-0+1306*4'9*01/6<0.,(:'7*+13=>&!7?@ '27

!7HA +0-'.2+.2B/%'-&';2;+-+'30*-,8:08-*731-OM 7'<+.206*:'(

品系#种$

S_̂FGKS#P ]̂]R$

藻体各部位的平均厚度>

#

E

_̀GQcK]SS5aRGaa]̂]K_NF̂_S5a_̀]LFE]_5N`I_GQP6FR]S

基部 PFSF6 中部 EGRR6] 梢部 FNGQF6

总平均厚度>

#

E

E]FK _̀GQcK]SS

53

"!7@= X$7"<

G

=#7%$ X#7:# !<7@" X#7==

==7!%

F

!ACT =$7#" X$7!# !=7:< X#7@: !$7=# X$7%#

!:7=#

F

!ACU !:7=! X#7"@ !#7$# X#7:= $D7$# X%7@#

!#7@"

P

注!G表示平均值X标准差'F和 P表示三者之间的显著性差异#@i%E%""&C_]S_$+

+5_]S!GGKRGQF_]S_̀F_8F6O]SF̂]E]FKSX0;7FFKR P ]bN ]̂SS]R FSSGLKGaGQFK_RGaa]̂]KQ]S#@i%E%""&C_]S_$7

$"$#各品系$种%海区中试的结果

壳孢子放散量&&经滴水法测定"!AVU 壳孢

子放散量约为 $DE: 万个R壳"低于 53品系约

=#7:m"但高于 !ACT 约 =!7%m#表 !$+ 福鼎地区

目前采 ::< E

$ 网帘的贝壳丝状体用量约为 # $%%

个"按 ::< E

$ 网帘需孢子 = Y" 亿个的标准)#<*

"

!ACU 基本能满足生产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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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坛紫菜不同品系$种%$=>"!7?@ 和!7HA%的

贝壳丝状体在海区的壳孢子放散量

&'("%#K89(*-+1306*-*:*'+*7,12,61+/1-*+13=>&

!7H@ '27!7HA +0-'.2+13B/%'-&';2;+-+

.29'-.,8:08-*3'-9

品系#种$

S_̂FGKS#P ]̂]R$

壳孢子放散量#万个>壳$

KOEP]̂S5â]6]FS]R Q5KQ̀5SN5 ]̂S

53

=%7" X=7D:

F

!ACT

$%7% X=7%!

P

!ACU

$D7: X!7%!

Q

注!F(P和Q表示 ! 个品系#种$差异极显著#@i%E%#"&C_]S_$+

+5_]S!F"P FKR QF̂]]bN ]̂SS]R FS̀GL`6I SGLKGaGQFK_RGaa]̂]KQ]S#@i

%E%#"&C_]S_$7

&&叶状体生长&&在同一栽培海区"! 个品系

#种$在 "% R日龄之前的特定生长率"均表现为由

低到高"再逐渐降低的趋势+ 在 !D Y=! R 日龄

段"! 品系#种$特定生长率出现最大值#表 =$"表

明在此日龄段内叶状体在海区的生长最旺盛+ 在

!% Y"% R日龄段"! 个品系#种$的绝对生长率均

呈逐渐增大的趋势'至 "% R 时"53(!AVT 和 !ACU

的最大绝对生长率分别为 =7""(:7D! 和 :7D!

QE>R#表 =$+ !% Y"% R日龄段"!AVU 绝对生长率

保持为53的 #7" 倍左右'其中在 !D Y=! R 日龄

段"!AVU 比 !ACT 的绝对生长率高 "%m左右+ 从

图 = 可见"!AVU 与 !ACT 的叶状体平均长度增长趋

势相似"!< Y"% R 迅速增长"最大长度分别为

#:<7" X=7#@$ QE与#:=7! X"7D$$ QE+ 53由

于绝对生长率较 !ACU 低"!< R 之后虽有迅速增

长"但 "% R日龄时其最大长度只有#="7= X!7":$

QE"比 !ACU 短 $$ QE左右+ !AVU 在生长方面和

!AVT 的差异不明显"但明显优于53+

表 >#海区养殖的坛紫菜不同品系$种%$=>"!7?@ 和!7HA%叶状体的绝对生长率与特定生长率

&'(">#A(+1:80*'27+/*,.3.,4-1506-'0*+134'9*01/6<0.,(:'7*+13=>&!7H@ '27

!7HA +0-'.2+13B/%'-&';2;+-+,8:0.E'0*7.29'-.,8:08-*3'-9

日龄>R

QO6_O ]̂RFIS

绝对生长率>#QE>R$ FPS56O_]L 5̂J_̀ F̂_]

53 !AVT !ACU

特定生长率 SN]QGaGQL 5̂J_̀ F̂_]

53 !AVT !ACU

!% Y!< %7#@ %7$" %7$D##7"%$ %7#$ %7#= %7#"##7!$$

!D Y=! $7$" $7<$ !7!"##7=@$ %7$" %7$@ %7!###7$"$

== Y"% =7"" :7D! :7D!##7"#$ %7#< %7#@ %7#D##7%$$

注!括号内数值为 !AVU 生长率与53生长率之比值+

+5_]S!4F6O]SGK NF̂]K_̀]S]SF̂]]bN ]̂SS]R FS_̀]̂F_G5S5a_̀]L 5̂J_̀ F̂_]S5a!ACU Q5ENF̂]R JG_̀537

图 >#坛紫菜不同品系$种%$=>"!7?@ 与!7HA%

叶状体在海区的生长曲线

I.4">#?-1506,8-E*+1306*4'9*01/6<0.,(:'7*+13=>&

!7H@ '27!7HA +0-'.2+13B/%'-&';2;+-+

,8:0.E'0*7.29'-.,8:08-*3'-9

&&每水叶状体长度及产量&&从图 " 可知"!AV

U 与 !AVT 前四水叶状体长度的差别不大"但 !ACU

略有优势"其平均长度达#:!7! X=7=@$ QE"!ACT

为#:#7D X"7!@$ QE'而53前四水的平均长度仅

为#=%7% X"7:=$ QE"较优良品系#种$短 $% QE

左右#图版
"

$+

图 O#坛紫菜不同品系$种%$=>"!7?@ 和!7HA%

在海区的每水叶状体平均长度

I.4"O#D*'2:*2406+13*E*-< 6'-E*+0(:'7*+13=>&

!7?@ '27!7?A +0-'.2+13B/%'-&';2;+-+

,8:0.E'0*7.29'-.,8:08-*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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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王长青"等!坛紫菜优良品系%申福 $ 号&的特性分析与海区中试 &&

&&在海区栽培产量方面"!ACU 产量最高"::<

E

$ 紫菜前四水鲜菜产量约为 $= %%% cL >̀E

$

'!AC

T 次之"::< E

$ 紫菜前四水鲜菜产量约为 $$ "%%

cL >̀E

$

'53最低"前四水鲜菜产量仅为 #" ="%

cL >̀E

$

+ !AVU 比 !ACT 增产 :7<m左右"较53增

产约!%7#m+ 从 ::< E

$ 紫菜每次采收的产量来

分析"53与 !AVT(!AVU 相比"第一水产量差别较

小"从第二水开始差距逐渐增大+ !AVT 与 !ACU

第二水之后产量比较稳定"维持在 : %%% cL >̀E

$

左右"而53则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表 "$+

表 O#坛紫菜不同品系$种%$=>"!7?@ 和!7HA%在海区中试的产量

&'("O#&6*<.*:7+13=>&!7H@ '27!7?A +0-'.2+13B/%'-&';2;+-+,8:0.E'0*7.206*9'-.2,8:08-*3'-9

品系#种$

S_̂FGKS#P ]̂]R$

单位面积紫菜每水的产量>#鲜重 cL>̀E

$

$

IG]6RSN]̂OKG_F̂]F5a]8]̂I `F̂8]S_

第一水

aĜS_̀F̂8]S_

第二水

S]Q5KR `F̂8]S_

第三水

_̀ĜR `F̂8]S_

第四水

a5O _̀̂`F̂8]S_

单位面积紫菜前四水总

产量>#鲜重 cL>̀E

$

$

_5_F6â]S̀J]GL`_S5a_̀]aĜS_

a5O^̀ F̂8]S_S5a]8]̂I OKG_F̂]F

53 = D<" " $"% = %"% = $<"

#" ="%

F

!ACT " $"% : %%% " :$" " :$"

$$ "%%

P

!ACU " =%% : <"% " D"% : %%%

$= %%%

P

注!F和 P表示差异显著#@i%E%""&C_]S_$+

+5_]S!FFKR P F̂]]bN ]̂SS]R FSSGLKGaGQFK_RGaa]̂]KQ]#@i%E%""&C_]S_$7

!&讨论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分别对紫菜叶状体体细

胞直接育苗)#D* 和自由丝状体无贝壳育苗技

术)#@ 9$%*进行了研究"但由于技术本身要求较高或

尚不成熟"难以推广应用+ 因此"目前紫菜育苗主

要采用传统的果孢子#种菜$育苗技术和自由丝

状体移植育苗技术"前者育成的贝壳丝状体是杂

合的丝状体)$#*

"不能保证优良性状稳定遗传"故

!AVT 与 !AVU 采用自由丝状体移植育苗技术进行

苗种培育+ 坛紫菜 !AVT 已通过国家良种认定"养

殖的产量增加显著):*

+ 但由于 !AVT 的自由丝状

体移植苗种与野生种的果孢子发育苗种#贝壳丝

状体$在生长和成熟方面存在差异"同时"部分育

苗户对新品种自由丝状体移植育苗新技术的理解

和掌握程度不到位等原因"导致 !AVT 的壳孢子放

散量偏少"只能通过增加贝壳丝状体的数量来满

足生产采苗的要求+ 而本实验室经过诱变育种选

育出的优良品系 !AVU"在相同条件下"其海区壳

孢子放散量较 !ACT 提高了 =!7%m"基本上在不

增加贝壳数量的情况下能满足大规模生产采苗的

要求+

根据本研究结果"!AVU 优良品系室内生长速

率明显高于53"且快速生长期较长"具有明显的

生长优势'由于海区中试养殖的野生品系经过养

殖者多次选种"加之海区与室内养殖环境的不同"

使得海区养殖结果与室内存在一定差异"但 !AVU

在生长上与53相比仍具有很大优势+ 在产量方

面"!AVU 的前四水产量比 !ACT 增产了 :7<m"比

53增加了 !%7#m+ 室内与海区两方面的实验结

果均证实 !ACU 具有很大的生长及产量优势+

坛紫菜产量占我国紫菜总产量的 <"m

)$*

"由

于其叶状体比条斑紫菜#@E1;S#;/+-+$厚"加工成

的海苔薄片厚薄不均匀"孔洞较多"制约了坛紫菜

产品的机械化加工及出口)$$*

+ !ACU 的叶状体平

均厚度仅为 !#7@"

#

E"较 !ACT 薄 #=7%m"较 53

薄 !D7<m"与野生条斑紫菜的厚度相当)$!*

"因此"

!ACU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机械化加工产品的

空孔偏多的问题+

藻胆蛋白含量的高低是衡量紫菜品质的重要

指标)$=*

"其含量也与光合作用的强弱成正比+

!AVU 的藻胆蛋白含量比 53高 @"7%"m"比 !ACT

高 <7<%m"说明 !AVU 在叶状体品质上优于53和

!AVT+ 另外"由于 !AVU 藻胆蛋白含量高"故其光

合作用能力强"生长快"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AVU 叶状体生长速率较53高的现象+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ACU 具有壳孢子放散量

较大(生长快(产量高(菜质好等优点"具有很大的

栽培应用价值+ 另外"在海区采壳孢子过程中"养

殖者采用传统方法采壳孢子"仅凭经验当天染网

后立即下海养殖"次日的壳孢子采用向苗网泼洒

的方式采苗"导致壳孢子大量浪费(附苗不均匀或

者苗量不够+ 因此"坛紫菜传统的采壳孢子方式

亟待改进"建议采用显微镜镜检网绳上壳孢子的

附着量"同时借鉴条斑紫菜的室内采苗技术)$*

"

将刺激好的成熟贝壳丝状体在室内采苗"镜检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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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子数量达标后下海养殖"以解决传统方法采壳

孢子存在的弊端"保证稳产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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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王长青"等!坛紫菜优良品系%申福 $ 号&的特性分析与海区中试 &&

C6'-',0*-.V'0.1213'2.9/-1E*7+0-'.2#!7HA$13B#1$%D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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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3̀FKLCHGKL

#

" \,+qGKLC̀5KL

#

"

" 1),+d-GKCPGK

#

" -/)3̀FKLCjOK

$

##2/6554F46D0%9,4:%49-=A +%D48;%4=;4"8,-=F,-%G;4-= !=%H4:9%>C"8,-=F,-%&$%#!%:"/,%=-'

$2V%-=F9,-= 0%9,4:%49"4;,=%;-5NO>4=9%6= /4=>4:"V%-=F9,-=&!#"<%%"/,%=-$

A(+0-',0! Ẁ]Q̀F̂FQ_]̂GS_GQS5a_̀]GEN 5̂8]R S_̂FGK !ACU J]̂]]8F6OF_]R FKR Q5ENF̂]R JG_̀_̀]GEN 5̂8]R

8F̂G]_I !AVT FKR _̀]JG6R _IN]5a@#0$%10' %'-&'/;/+-+FQQ5 R̂GKL _5 _̀]̂]SO6_S5a_̀]6FP5 F̂_5 Î S_ORG]SF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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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培养的坛紫菜不同品系$种%$=>"!7?@ 和!7HA%的叶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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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紫菜不同品系$种%$=>"!7?@ 和!7HA%在海区栽培的叶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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