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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遗传的研究在国际上做的很少
,

育种工作还未见进行 (Le w in , 1 9 6 0 )
。

在我国
,

继

曾呈奎等 (19 5 5一 1 9 6 2 )关于海带实验生态学的研究成果之后
,

为进一步适应海带养殖业

的需要
,

于 1 9 5 8 年起
,

在海带养殖的科学事业中又开始了一个新方向的研究
,

郎海带遗传

育种的研究
。 1 9 6 2 年第一次报道培育出一个海带新品种

—
“

海青一号
” [2]

。

这个新品

种 目前正在推广养殖中
。

由于我国沿岸各海区的自然条件颇不相 同
,

一个海带品种显然不能满足各海区的要

求
。

为不断提高海带的品质和产量
,

创造更多海带品种已成为当前水产事业中的一项重

要任务
。

本文介绍海带另一品种的培育过程
。

这个新品种被命名为
“

海青二号
” ,

因为它跟
“

海

青一号
”

一起都是利用同一批的普通海带作为育种的原始材料
,

又都是在青岛应用相似方

法培育出来的
。

一
、

材 料

育种所用的原始材料是 19 5 8 年 7 月从青岛山东水产养殖场取来的一批配子体
。

这

批配子体是由许多棵成熟海带放在一起所采的抱子长成的
。 “

海青一号
”

和
“

海青二号
”
都

起源于这一批配子体
。

这一批育种的原始材料属于 目前养殖的普通海带
。

从性质上讲
,

普通海带虽然经过

若干年的人工养殖
,

但未经过系统的选育工作
,

仍是半野生的海藻
。

从生殖方式讲
,

不论

在自然界里或人工养殖的条件下它们都有充分机会 由杂交产生后代
。

因此
,

有理由认为

它们具有杂种性
。

实际的观察和实验也表明它们具有高度的杂种性 「’] 。 特别是从连续自

交的实验
,

我们观察到许多性状在后代中表现广泛的分离
,

由此已选育出特征不同的若干

自交系或品系 LZ一5 ]。

普通海带具有杂种性
,

这跟绝大部分野生生物和大部分家养生物都具有杂种性的论

断 (D o b z a n sk y , 1 9 5 5 ; D e m p s ter s , 19 5 5 )是一致的
。

而种群所含有的变异愈多
,

对选择的

反应就愈大 (Mat he
r , 1 9 5 5 )

。

因此
,

有理由推想
,

以普通海带作为育种的原始材料
,

郎可以

选育出许多优良品种
。

二
、

方 法

这包括养殖方法和育种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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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养殖方法
,

从采抱子
,

低温育苗
,

海上养殖海带等一系列有关的培育和管理
,

都采

用曾呈奎等 (1 9 5 5一 1 9 6 2 ) 所研究出的方法
。

在养殖中我们特 glJ 注意养殖条件的一致性
:

在实验室里
:

在海上
,

我们都注意尽量做到这一点
。

由于普通海带具有高度的杂种性
,

因此所采用的育种方法主要是连续 自交和定向选

择
。

所谓自交就是单棵海带分别采抱子
。

使不同棵海带在隔离情况下产生抱子
,

由此控制

其交配过程
。

就是只让同一 棵成熟海带所产生的抱子在一起
,

由此发育成雌雄配子体
,

彼

此交配
。

这跟高等植物例如玉米的 自体受精相似
。

这样做
,

主要是希望通过 自交和选择

尽快导致性状的分离和纯型合子化(H ay e s , 19 5 5 )
。

到 1 9 6 3 年
,

上述材料连续自交已进行

了五代
。

我们根据海带生活史的特点
,

分以下三个阶段进行选择
:

(l) 对配子体的选择 由于海带配子体很小
,

只宜采用微生物的选择方法(B r
ys o n

等
, 1 9 5 5 )

。

育种 目标是抗高温品种
,

因此采用高温选择的方法
。

根据曾呈奎等(19 6 2 )的

研究
,

海带配子体在 20 ℃ 温度条件下不能进行生殖
。

在这样温度下时间一长
,

会导致死

亡
。

因此我们采用高温选择的方法
,

让海带配子体在 2 0一22 ℃ 温度下培育达一个月到两

个月
。

据观察
,

这会 引起 80 多 以上的雌配子体死亡
。

希望通过这样的选择
,

会把少数能

够适应较高温度的配 子体留下来
,

作为培育的对象
。

高温选择连续进行两年
。

第一次是 1 9多8 年
,

跟
“

海青一号
”

的祖先同一批进行高温处

理
。

第二次是 1 9 5 9 年
,

这时
“

海青一号
”

的祖先已不再进行高温处理
,

仅仅对
“

海青二号
”

的祖先进行高温处理
。

(2 ) 对幼抱子体的选择 挑选生长最快的健壮幼苗进行分散养殖
。

在养殖 过程

中
,

注意及时管理
,

除去杂藻
。

这一选择到 1 9 6斗 年已连续进行了六年
。

(3) 对种海带的选择 挑选叶片最长
、

自然股落最轻的成熟种海带采抱子
。

这一

选择到 1 9 64 年
一

也已连续进行了六年
:

三
、

新品种的出现及其特征

1
.
“

海青二号
”

的形成

在上述自交和选择的情况下
, 19 61 年开始出现了若干性状显著的品系

。

其中有一个

品系
,

叶片特别长
,

其他经济性状也符合要求
,

被认为有培育前途
。

于是选出符合要求的

个体
,

再经过两年的自交和选择
,

看到性状相当稳定
,

就命名为
“

海青二号
” 。 1 9 6 3一 1 9 6 4

年又继续选育
。

“

海青二号
”

跟
“

海青一号
”

有明显的区别
。

在抱子体成熟时期
, “

海青二号
”

叶片较关
,

较狭
,

柄部较短
。

成熟较早
。

这两个品种的叶片自然脱落较轻
。

在小规模实验中两个品种

所得的产量相近
,

都比普通海带(郎对照组 )提高产量 3 0一4 0 %
。

“

海青二号
”

的主要特点是叶片长
。

在同样养殖条件下
, “

海青二号
”

的叶片关度比普

通海带平均可超过 1 米左右
。

从研究知道
,

海带叶片长度是遗传的性状 [4,5
〕。

兹将最近三年来养殖中的生长情况介绍如下
:

表 1 是
“

侮青二号
” 、 “

海青一号
”

和普通海带(郎对照组 )在 1 9 6 2一 1 9 64 年生长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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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 a b le l
-

“

海青二号
” 、 “

海青一号
, ,

和对照粗海带 1 962 一 19 64 年成熟时的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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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区成熟时的情况
。

从表 1 可以看到
“

海青二号
”和

“

海青一号
”

都比普通海带保持生长优势
。 19 6 2 年

“

海

青二号
”

的棵干重略低于
“

海青一号
” ,

而高出普通海带约 28 多
。 19 6 3 年

“

海青二号
”
棵干

重比
“

海青一号
”

略高
,

而 高出普通海带约 35 %
。 19 64 年

“

海青二号
”

棵干重高出普通海带

约 36 %
。

19 6 2 年各组海带个体都普遍比 19 6 3 年各组海带个体小些
,

这是由于 1 9 6 2 年分苗比

1 9 6 3 年推迟约 1 个月
。

按照曾呈奎等(19 6 2 )的实验
,

分苗愈早
,

生长愈大 ; 分苗愈迟
,

生

长愈小
。

2
.
“

海青二号
”

雌配子体对高温的适应力

为了解
“

海青二号
”

雌配子体对高温的适应力
,

我们于 1 9 6 3 年 6 月进行了一个小实

验
。

实验所用的材料是经过五年连续单棵采抱子的
“

海青二号
”和

“

海青一号
”

配子体
。

对

照组是普通海带由混合采抱子所长成的配子体
。

这两个品种和对照组的配子体起初都培育在 10 ℃ 条件下
。

采抱子后经过 12 天
,

然

后进行高温实验
。

所采用的高温分别为 18 ℃
、

20 ℃ 和 24 ℃ 三个等级
。

实验的主要结果

如表 2 。

从表 2 可以看到
,

在 1 8 。

和 20 ℃ 条件下
。

刘
一

高温的适应力各组雌配子体在 巧 天内差

别不大
,

在 24 ℃ 条件下则差别很大
。 “

海青二号
”

和
“

海青一号
”

雌配子体的死亡率相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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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T a ble 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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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海青一号味口对照海带雌配子体对高温通应力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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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都比普通海带雌配子体较能适应 高温
。

3
.
“

海青二号
”

的排卵速度

为了角攀
‘

海青二号
”

雌配子体的排卵速度跟
“

海青一号
”

和普通海带有没有不同
, 1 9 6 3

年 6 月我们进行了另一个小实验
。

实验所用材料跟前一实验 (郎高温实验 )所用的相同
。

培育的温度是 10 ℃
。

采抱子后
,

按时检查
,

看各组雌配子体的排卵数 目是否有所差异
。

结

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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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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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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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表 3 。

从表 3 可以看到
, “

海青二号
”

的配子体排卵最快
, “

海青一号
”

次之
,

普通海带又次之
。

4
.
“

海青二号
”

抱子体的生长情况

(1)
“

海青二号
”

幼抱子体的生长速度 上述关于雌配子体排卵速度的小实 验 中
,

各组都长成了许多健康的幼抱子体
。

对各组幼抱子体的长度和宽度进行测量
,

得到了表

斗的材料
。

表 4 “
海青二号

” 、“

海青 一号
”

和对照粗幼袍子体长度和宽度生长速度的比蛟

(观察个体数
, ~ 100 ; 单位 一 闪

T a b le 4
.

T he fr o n d le n g th a n d w id th o f yo u n g s

加
r o p hy te s o f

H a iq in g N o
.

2
,

N o
.

1 an d t he e o n tr o l
.

B
.

采 抱 子 后 20 天 C
.

采 抱 子 后 35 天
A

.

实验材料
D

.

平均长士标准差 E
.

平均宽士标准差 D
.

平均长士标准差

1 2 9
.

9 + 2 3
.

5 0

9 9
.

4 + 1 9
.

2 4

9 8
.

7 + 2 2
.

7 9

42
.

6 + 10
.

3 0

斗5
.

4 + 1 1
.

0 8

3 3
.

斗土 8
.

45

19 8
.

1土3 4
.

6 5

1 70
.

4 土朽
.

5 8

1 5 8
.

3 土3 0
.

10

二一照海海对

E x p la n a t io ll s :

A
.

M a te r ia ls : 1
.

H a iq i
ii g N o

.

2 v a r i
e t y ; 2

.

1
一

Ia iq in g N o
.

1 v a f
ie t y ; 3

.

T h
e e o 胜it r o

l; B
.

2 0

d a ys a fre r g a t h e r in g o f s p o r e s ; C
.

3 5
o
la ys a fte r g a t h e r in g o f s p o r e s ; D

.

A v e r a g e l
o n g t h a : 一(I

s t a n d a r d d e v ia t io n
(

c ;n
)

; E
.

A v e r a g e 、v i‘It h a n d s ta ; 、
d a ro

l 〔l
e v ia t i(, , 飞

(
e : , 1

)
.

从表 4 可以看到
, “

海青二号
”
抱子体叶片长度的生长从幼期开始就表现优势

,

而叶片

宽度的生长却落后于
“

海青一号
” 。

由此猜测
,

影响叶片长度和宽度遗传的基础在幼抱子

体时期就发生作用
。

(2 )
“

海青二号
”

抱子体的 日生长 在海上养殖的整个时期
, “

海青二号
”

抱子体叶

片长度生长比普通海带快
。

这清楚地表现在 日生长上
。

我们于 1 9 6 3 年据曾呈奎等 (1 9 5 7 )

所设计的
、

在叶片上打洞的方法来观察 日生长
,

看到在整个生长时期从 2 月到 6 月初
, “

海

表 5
“

海青二号
”

和对照粗海带长度生长的比校

T a ble 5
.

C o m 琳
r io n b e tw e e o H a iq in g N o

.

2 a n d t he e o n tr o l in t he g r o w th o f fr o n d le n gt h
.

件
\

。
.

日期 {
‘ , , , 1 1

{
、 刁 1 1 ,

⋯
二 , 。 1 n

l
二 , 。 1 。

{
‘ , , 。

{
、

\
一

\ \ \

卜卜{二二立)二兰三;
一兰二)三兰三{三二二}三兰二

\ C
。

观}1量 } ~ 】 } ~ } E
。

} ~ } E
。

.
、
、 } E

。

l 一 I E
。

l ~ l 七
。

一七 廿入 \ 〕 二尽二 l 上 J .
1 1 』J

.

l ~ l 上夕
.

1 一 1 I J 。

l ~ 1 i j .
l ~ l 上 j .

l 一

八桩头版 \ 四
‘若予 }

.

盆
.

} l 工二 } 日 }
~

亿
‘

} 日 l
_

匕 } 目 I J二 l 日 l 」二 l 口

一翌二 ⋯⋯玉
生

)主⋯一l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
一止里一二一;二二⋯一撰全阵里{竺兰{上

一

)坐立阵1 }兰二}二立阵二阵立
一二生 塑1 一}竺到一一口竺匕土⋯里当二上{兰竺兰{翌当二二)竺且兰

一

’ ‘

差 异 ! } 0
·

5 } 。
·

4 }
。

·

6
}

1
·

。 !

E x p l
a 一l a tio n :

A
.

Ma t e r ia ls : 1
.

H a iq in g N o
.

2 v a r ie t y畏 2
.

T h e e o n tr o l; 3
.

1五e d iffe r e n c e ; B
.

D a t e o f

一1 1e a s u r e m e n t ; C
.

Ite ln s o f zn e a s u r e 盆n e l飞t ; D
.

A v e ra g e fr o n d le n g t h ; E
.

R a te o f a v e r a g e d a ily

g r o w t h in le n g t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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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二号
”

的长度 日生长都占上风
。

情形如表 5 和图 1 所示
。

}玛
、

副
一

言俞

(对照)

尸一�沙。�切之�.自�
t.乙�率州口

图 1

r 19
,

1

11 1 0 111
.

10 IV
.

9 V 7

日期 D at e

“

海青二号
, , 、

对照组海带 日生长曲线
G r o w t h

v a r le ty

o f H a iq飞n g N o
.

2

a n d t h
e e o J飞t r o l

初步育成的
“

海青二号
”

是否有推广养殖

的前途
,

这需要将来实践的验证
。

这里着重

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

1
.
“

海青二号
”

的起源
“

海青二号
”
各性状是怎样形成的呢 ? 跟

高温处理以及跟选择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

首先我们简略地介绍
“

海青二号
” 的历

史
。

这大体如图 2 所示
。

从图 2 可以看出
, “

海青二号
”

是在连续

自交结合定向的个体选择而育成的
。

选择的

主要对象是叶片长度
,

每代都选择叶片长的健康个体来采抱子
。

在总结
“

海青一号
”的形成过程时 [21

,

我们曾指出
, “

海青

一号
”

的品种性状起源于原始种群
,

而不是高温的条件所引

起的
,

大概也不是由于诱发突变
。

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
“

海

青二号
”

品种 的形成
。

也郎是说
, “

海青二号
”品种性状的遗

传基础都存在于普通海带中
,

在 自交过程中
,

通过基因的重

组合
,

产生 出多种基因型
,

因此在性状上出现了广泛的分离
。

对表现型的定向选择
,

淘汰了多数不符合要求的基因型
,

保

留下所需要的基因型
,

由此出现了
“

海青二号
”。

这是因为高

度的 自交结合连续定向的选择
,

会使所需要的基因型迅速趋

向纯型合子化 (E lli o rt , 1 9 5 8 )
。

因此
,

我们认为
,

对种海带的

定向选择
,

是整个选择工作的主导部分
厂

2
. “

海青二号
”

的纯度
“

海青二号
”

的主要特点就是叶片最长
,

而叶片长度正是

几年来选择这个优良品种 的主要指标
。

“

海青二号
”

在叶片长度方面是否稳定呢 ?

由于每年海带分苗养殖的时间有所差异
,

每一品系在不

同年份中的长度很有区别
,

变量也相应地有显著变化 ( 表l )
,

为了比较变异幅度
,

我们选用了变异系数 ( c v ~ (标准差 /平

均数) x 1 0 0 )并归纳如表 6
0

从表 6 可以看到
, “

海青二号
”

叶片长度的变异系数几年

来都比对照组海带的变异系数小
。

因此
,

有理由认为
“

海青

二号
”

叶片长度的遗传基础已趋向一致
。

195 8 高温处理配子体

夕火
A .

(海
一
祖先)

跳俐翩洲
、、、

氏劫叭!
甚氏l9591%0

、

\
、

\

!
..母

196 l C !

l’’’.,
1962 D -

!
1%3 侮二

!

图 2

F19
.

2
.

“

海青二号
”

历史

P e d ig
r e e o f H a iq i xl g

N o
.

2 v a r
ie ty (1

0 19 5 8 a n 〔1 1 9多,
,

t h e g a ln e t o Ph y te s 、v e r e tr e a te ( l

\、
·

i th h ig h e r t e m p e r a tu r 巳5
.

F r o rn l夕5 9 to 1 9 6 3
,

d e fi n ite

s e
le e t io

一飞 、v a s p r a e tis e d
.

1 2飞

t9 6 3 t h e l
( 1 1 1 9

一

f r 。、、‘1
v a r ie ty

a )、p c a r c d
.

)

“

悔青二号
”

的其他性状例如叶片宽度
、

厚度和柄长
,

也大体上表现相对稳定
。

但是
,

诲带品种各经济性状都是数量性状
。

这些性状跟典型的数量性状一致
,

既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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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海青二号
” 、 “

海青一号
”

和对照粗海带 19 62 一 19 64 年叶片长度的变异系数(% )

T a b le 6
.

C o e ff ie ie n t s o f v a r ia b itity in fr o n d le n
gt h o f H a iq in g

N o
.

2
,

N o
.

1 a n d e o
nt

r o l fr o m 19 6 2 to 19 6 4
.

A

蕊漏彩旦竺 1 9 6 2 19 6 3 l q 6斗

, ·

海 二
2 ·

海 一
3

·

对 照

6
.

7

8
。

O

,
.

2

7
。

l

5
。

9

1 1
。

6

5
.

3

7
。

斗

10
。

4

E x p la n a t i
‘) rls :

A
。

卜I a te r
i

a
l

s :

1
.

H a iq in g N o
.

2
v a r 一巴t y ; 2

.

ll a iq i
!一9 N

o .

1 v a r
i

e ry ; 3
.

T l
l e e o 一l tr o

l
.

B
.

Y e a 「
。

受环境影响
,

又受许多基因的制约 (S m ith
, 1 9斗斗)

。

所以要使品种充分稳定
,

在今后养殖中

还需要进行选育工作
。

五
、

提 耍

连续七年的海带育种实验产生了另一个新品种
,

l[] 长叶品种
,

命名为
“

海青二号
”。

这

是以普通海带作为育种的原始材料通过连续自交和定向选择而培育成的
。

“

海青二号
”

的特征是
: 叶片比

“

海青一号
”

的较长而狭
,

柄部较短
,

成熟较早
,

叶片
一

尖

端的 自然脱落比普通海带较轻
。

小规模实验表明可比普通海带增产约 35 多
。

实验表明
, “

海青二号
”

雌配子体排卵速度比普通海带较快
,

耐受高温能力较强
。

“

海青二号
”

的主要特征是叶片长
。

从观察知道
, “

海青二号
”

从幼抱子体开始在长度

生长方面就比
“

海青一号
”

和普通海带表现优势
。

因此推想
,

控制海带叶片长度生长的基

因在幼抱子体时期就发生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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