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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栖菜生殖托的离体培养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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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栖菜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褐藻 在我国的北方和

南方广有分布≈ ∀羊栖菜既可食用 又可药用 ∀所含有

的褐藻多糖具有明显的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作用 ∀受

到种苗培养的限制 目前羊栖菜的人工栽培的规模还

比较小 所以对羊栖菜繁殖生物学的研究一直为海藻

学工作者所关注 希望能够在种苗生产技术上有根本

的突破 解决种苗生产的不足 ∀朱家彦等人 年报

道了利用有性繁殖规律进行采苗的实验结果 石岛海

带育苗场 年报道了利用生产条件下完成的采苗

实验 ∀朱仲嘉 年报道了利用组织培养方法进行

假根再生苗的研究 ∀韩国釜山大学 ≥ 教授所领导

的研究小组详细地报道了羊栖菜幼孢子体在不同环

境条件下的生长发育规律≈ ∀目前种苗的生产基本

采用 种方式 一种是利用有性繁殖的规律进行 将

自然成熟的雌雄种菜阴干处理以实现卵和精子的集

中排放 一种是根据羊栖菜假根可以再生植株的特

点 收割成熟的藻体时保留假根 次年进行养殖 另外

一种是从潮间带采集自然生长的海藻来补充苗源 ∀目

前 种方式都存在相当的局限性 都不能令人满意

地解决羊栖菜的种苗问题 ∀笔者认为 由于羊栖菜独

特的生殖方式 譬如雌雄异株 异托 排出的卵挂托等

特点 使得高效率地采集受精卵遇到一定的困难 ∀同

时 对于如何使雌雄生殖托能够在生产条件下达到同

步成熟并集中放散 目前在生产上并没有一个成型的

技术体系来解决 实际的采苗效率并不高 ∀这反映了

我们在利用羊栖菜的繁殖生物学规律进行种苗生产

方面仍然有许多认识不足 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这

篇文章报道了作者在对生殖托进行离体培养条件下

的生殖托的成熟规律 并对利用生殖托离体培养技术

进行种苗生产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

材料和方法

羊栖菜是 年 月 日取自广东汕头市南澳

县低潮带的自然种群 采集时当地水温是 ε 月

日运回青岛时只有少量藻体挂托 少于 的藻体

挂托 ∀藻体运输到青岛后于 月 日垂养在栈桥

湾 养殖水层 ∗ 水温是 ε 藻体已经适应

了栈桥湾的水文条件 开始生长和生殖器官的发育

月 日观察藻体挂托的比例增高取回挂托的雌雄藻

体分枝 并在实验室完成生殖托的剥离和室内培养试

验 ∀

剥离的雌雄生殖托和挂托的分枝 长 分

别被培养在不同的容器中 在光照培养箱中进行控制

培养 ∀培养的条件是温度 ε 光强 ¬ 光暗

周期为 ⁄ 培养基采用加富的消毒海水 每

天更换培养基 并做活体切片观察 切片厚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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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和讨论

离体雌生殖托的排卵规律

剥离的雌生殖托在高倍的解剖镜下可以明显地

看到生殖窝孔内的卵子 能够观察到的数量一般在

∗ 个之间 切片观察窝孔内的卵子呈单核 排列精

密 ∀挤压生殖托可以将卵子压出 ∀离体培养的雌生殖

托在培养 周后 观察到首批卵子的排放 这些卵子

是从生殖托的基部到中部的生殖窝孔中排放的 而位

于生殖托顶端的约有 的生殖窝中的卵子没有排

放 ∀单个生殖托的首批卵子排放量取决于生殖托的大

小 托大则排放量大 ∀一个长度在 的雌生殖托上

分布有 ∗ 个生殖窝孔 根据观察结果 每个生殖

窝孔可以排放 ∗ 个成熟卵子 这样每个生殖托

的最终排卵数量在 ∗ 个 ∀挂托的卵子呈单核

或者多核 依靠透明的黏液和生殖托表面相联系 ∀初

排的卵和生殖托结合牢固 很难将卵子剥离 但是挂

托 后的卵子在剧烈震摇之后 约有 ∗ 自

然脱落 未受精的卵子在排出 ∗ 后腐烂流失 ∀完

成首次排卵的生殖托在培养到 后 又进行了第

二次排卵 排放的卵主要悬挂在托顶 排卵量较少 只

有总量的约 左右 ∀完成全部排卵的生殖托在培

养到第 天时开始腐烂 流失 ∀因此单独离体培养的

雌生殖托可以完成性成熟 并完成排卵的全过程 ∀

离体雄生殖托的精子排放

发育成熟的雄生殖托排放精子的时间和卵子的

时间基本一致 ∀生殖窝内分泌的富含精子的黏液 ∀精

子的排放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可以持续多天 ∀精子很

小 长度在 ∗ Λ 之间 带两根侧生鞭毛 可以快速

游动 ∀从黏液中不断地释放 ∀活体切片表明 雄生殖窝

内有大量的发育成熟的精子囊母细胞 呈梨形 ∀每一

个生殖窝内有大量的这种梨型细胞 呈放射状自窝孔

壁向窝孔中心排列 梨型细胞没有明显的色素体 细

胞质浓厚 呈簇状 一般 ∗ 个为一簇 压片过程中

有许多细胞自囊鞘中滑落 只留下一个空鞘 ∀

卵子的受精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当将雌雄生殖托混合培养的时候 在培养的第

天 雌生殖托位于中基部的生殖窝孔卵子大量排放

镜检卵子呈多核 尚未受精 至第 ∗ 天 镜检震摇

脱落的卵子 大部分已经完成了受精过程 开始了细

胞分裂 幼体细胞数目不等 个别的受精卵已经发育

成小的胚胎 有的开始生长假根 ∀在震摇之后检查挂

卵的生殖托 发现所挂的卵处于从未受精到已经有假

根的胚胎等不同发育阶段 ∀进一步的统计结果见图

和图 ∀

图 受精后 的卵和受精卵的分布格式

数字表示细胞核或者胚胎细胞数

从统计结果来看 同步排出的挂托卵子在受精之

后的发育阶段有很大的的差别 ∀图 是排卵当天一个

生殖托上所有的挂托的卵子的发育阶段分布图 ∀从这

个分布图来看 多核卵子所占的比例最高 而多细胞

的幼孢子体则相对较少 这和图 中所显示的结果是

不一样的 ∀因此从挂托受精卵核相分布可以分析出排

卵的时间和受精的规律 ∀在图 中 单细胞的卵或合

子所占的比例仅为不足 余者皆为多细胞的幼

体 而在图 中 多细胞幼体所占的比例不足 ∀

因此这两个生殖托上所挂的卵子代表了不同受精阶

段 ∀这些结果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卵子的受精是一个

逐渐的过程 ∀

图 受精后 的胚胎分布格式

利用离体培养技术可以实现精卵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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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虾淋巴组织培养细胞中立克次氏体增殖的形态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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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年以来 引发对虾病害发生和流行的病

原体日趋复杂 病毒 !原核生物的混合型感染成为病

害的主要特点 ∀立克次氏体是一种原核生物 是导致

对虾发病的重要病原体之一 ∀目前关于对虾立克次氏

体样病原的研究国内外系统报道的较少 现有报告主

要是自然发病的对虾个体的病灶组织病原体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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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的控制

年石岛海带育苗场曾经报道过在实际的采

苗过程中 遇到了排卵不排精的实际困难 他们观察

到精子和卵子的排放有一定的周期性 ∀作者的室内培

养实验结果表明 常用的阴干的方法对于这种海藻并

不是促进卵子和精子排放的必须手段 ∀即使培养在水

体中 也可以实现高效率的卵精排放和受精 ∀多次的

室内实验观察结果表明 卵子和精子的排放有一定的

周期性 生殖托需要一定的培养周期才能完成排卵

其中的生物学机制现在还不完全清楚 ∀大体上来看

有两个阶段是必定无疑的 第一个阶段是卵子和精子

的同步成熟 第二个阶段是一定环境条件诱导卵子和

精子的排放 ∀根据已经有的资料和这项研究的结果所

推测的可能生物学过程是 在同一批成熟的雌生殖托

当中 部分前期排放卵子 引发其他生殖托的排放 正

反馈过程 ∀排放的卵子和同时分泌的黏液中含有某

种能够促进精子的排放或者激化精子的化学物质 使

得精子能够和卵子结合完成受精过程 这个假设需要

进一步的实验证实 ∀

无论具体的过程如何 离体的生殖托可以在控制

的条件下完成性成熟 并完成多次排卵和受精表明

利用离体培养的生殖托来实现高效率的受精和种苗

生产是可能的 ∀同直接使用种菜藻体进行采苗相比

使用离体培养的生殖托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很容易的

实现卵子和精子的性成熟诱导以及同步排放 从而可

以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种菜采集幼体 实现高效率的种

苗培育 其次 受精卵的采收技术可以保证每一个受

精卵都能发育生长成正常的植株 最后 生殖托离体

培养在技术上使得不同品系之间的杂交变的容易实

现 提高了可操作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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