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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类张网、缯网、阿网、密眼溜刺网作业禁渔期

的规定，笔者认为在这个条款中应加入“特制的

贝类底拖网”。

３．发展扇贝养殖业　　要提高象山港扇贝的
产量，应采取增殖与养殖相结合的方针。即在加

强保护扇贝原有资源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人工增

养殖。要搞好人工增养殖，必须培育出适宜于象

山港水环境的新品种。栉孔扇贝、虾夷扇贝、华贵

栉孔扇贝、海湾扇贝等不适宜在象山港区养殖，是

否可以采取与本地扇贝杂交的育种方法，培育出

适宜于象山港水环境的新品种，这是值得研究的

一个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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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对“９０１”海带
配子体克隆生长的影响

李晓捷　　王国文　　张全胜　　张状志　　罗世菊
（山东省烟台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烟台　２６４００３）

摘　要　温度是影响“９０１”海带配子体克隆生长最重要的环境因子之一。试验结果表明，在１５℃条件下，
配子体克隆的生长速度最快，其致死温度为２５℃。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细胞数基本相同的雌、雄配子体
克隆的生长速度相近。

关键词　海带　配子体克隆　温度　生长

　　我国的海带配子体克隆，即无性繁殖系的技
术形成于上世纪７０年代末。由于海带配子体克
隆具有遗传一致性、发育全能性以及在适宜条件

下可以长期进行营养生长和保存的特点〔１〕，因

此，海带配子体克隆在种质资源的保存、生理生化

及遗传学研究、育种、苗种生产中都具有重要意

义〔２〕。

海带夏苗培育法自上世纪５０年代创立至今，
其弊端越来越突出。随着海藻生物技术的发展，

进行海带配子体克隆育苗技术研究，改变现有的

育苗工艺，是实现海带良种化生产的关键。海带

配子体克隆大规模培养是克隆育苗的前提，探讨

其适宜的培养条件相当必要。温度是影响海带配

子体克隆生长最重要的环境因子之一，本试验通

过五个温度组比较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雌

（雄）配子体克隆的生长速度，探讨海带配子体克

隆的最适生长温度，为克隆生产性培养提供依据。

材料和方法

１．材料
所用材料为长期保种于光照培养箱中的

“９０１”海带雌、雄配子体克隆。该材料保种条件：
温度８～１０℃，光照强度１０００ｌｘ；培养液为煮沸消
毒海水，营养盐含量：ＮａＮＯ３－Ｎ１０ｍｇ／Ｌ，ＫＨ２ＰＯ４
－Ｐ１ｍｇ／Ｌ。培养液一般每２周更换一次。

２．设备
组织捣碎机　　ＤＳ－１型高速组织捣碎机，

功率２００Ｗ，转速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ｒ／ｓ，上海标本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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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粉碎后的状态（２～３个细胞的细胞段），１６０Ｘ；　　　　　　　　　图２　２０００ｌｘ条件下培养１２ｄ的状态，１６０Ｘ；

　　　　图３　１５℃、２０００ｌｘ条件下培养１２ｄ的状态，１６０Ｘ；　　　　　　　　　图４　２５℃、２０００ｌｘ条件下培养３ｄ的状态，１６０Ｘ；

型厂生产。

光照培养箱　　ＬＲＨ－２５０Ｇ型光照培养
箱，广东省医疗器械厂生产。

生物显微照相　　ＸＳＰ－８ＣＺ型生物显微
镜，上海光学仪器厂生产。

３．方法
（１）细胞段制备　　雌雄克隆分别粉碎、培

养。分别称取雌、雄克隆各２ｇ（经３００目筛绢过
滤至无水珠滴落）放入组织捣碎机中，加消毒海

水培养液３００ｍｌ，雌克隆粉碎９０ｓ，雄克隆粉碎
１２０ｓ。粉碎后分别经双层３００目筛绢过滤，即得
到２～３个细胞的细胞段（图１）。

（２）细胞段培养　　将粉碎、过滤后的细胞
悬浮液摇匀，用移液管分别向每个直径为９ｃｍ的
消毒培养皿中加入３０ｍｌ，然后分别加入等量培养
液。

实验在恒温光照培养箱中进行，光照强度

２０００ｌｘ，光周期２４ｈ，营养盐含量：ＮａＮＯ３－Ｎ１０
ｍｇ／Ｌ，ＫＨ２ＰＯ４－Ｐ１ｍｇ／Ｌ。实验设 ５℃、１０℃、
１５℃、２０℃、２５℃五个温度组，每组雌、雄配子体克
隆各设３个重复，每周更换培养液１次。

（３）生长情况观察　　每个培养皿随机观察
１００个细胞段，统计每个细胞段的细胞数，计算出

平均值；每３天统计１次，连续统计 ６次。统计
时，重复组也参与计数。

结果与分析

１．温度对海带雌配子体克隆生长的影响
在相同光照和营养盐条件下，经过 １２ｄ培

养，统计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不同温度下海带雌配子体克隆的生长情况

温度

（℃）
细胞数（个／段）

第１ｄ 第４ｄ 第７ｄ 第１０ｄ 第１３ｄ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２．４７

２．４７

２．４７

２．４７

２．４７

２．７８

３．０２

３．０７

２．８９

极个别存活

３．０１

４．４３

４．６０

４．３６

全部死亡

３．７５

６．００

７．８８

５．５４

５．９２

１０．１８

１３．４１

９．６３

　　从表１可以看出，不同温度下雌配子体克隆
的生长速度不同，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５～
２５℃范围内，雌配子体克隆的生长以５℃时为最
慢（图２），１５℃时为最快（图３）。
２．温度对海带雄配子体克隆生长的影响
在相同光照和营养盐条件下，经过 １２ｄ培

养，统计结果见表２。
从表２可以看出，在不同温度下雄配子体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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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温度下海带雄配子体克隆的生长情况

温度

（℃）
细胞数（个／段）

第１ｄ 第４ｄ 第７ｄ 第１０ｄ 第１３ｄ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２．９０

２．９０

２．９０

２．９０

２．９０

３．４４

３．８２

３．９１

３．５８

极个别存活

３．８９

４．５６

４．７０

４．３２

全部死亡

４．３０

６．６７

８．０４

５．８１

６．１９

１０．６１

１３．４４

８．９４

隆的生长速度不同，在其它条件相同情况下，５～
２５℃的范围内，雄配子体克隆的生长速度也是
５℃时最慢，１５℃时最快。

上述结果表明：温度是影响海带配子体克隆

生长的重要环境因子。在５～１５℃范围内，克隆
的生长速度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快；当温度超过

１５℃时，雌、雄配子体克隆的生长速度都减慢。因
此，１５℃应为海带配子体克隆的最适生长温度。
而在２５℃时，雌、雄配子体克隆经一段时间培养
后全部死亡（图４），这说明本海带品种配子体克
隆不能耐受２５℃的高温。此外，通过比较表１和
表２雌雄配子体克隆的生长速度，可以看出在相
同条件下，初始细胞数基本相同的雌、雄配子体克

隆在正常生长状态下，其生长速度相近。

讨　论

１．海带配子体克隆在生产性培养中的温度控
制

据方宗熙（１９６５）等〔３〕报道，在５～１８℃条件
下，海带配子体可正常生长发育。本试验也证明，

１５℃是配子体克隆的最适生长温度。但笔者在多
年的生产实践中发现，长期在１５℃条件下培养的
克隆极易被杂藻和细菌污染，而１５℃以下一般不
会出现此问题。由于海带克隆育苗前期不能大力

度洗刷，所以污染的克隆极易导致病害的发生，直

接影响育苗生产，而纯种、无污染的克隆是保证育

苗成功的前提。因此，在克隆的大规模培养中，温

度以控制在１０～１５℃为宜。
２．不同种海带配子体克隆对高温的适应力
在２５℃条件下，本试验中的海带雌、雄配子

体克隆经一段时间培养后全部死亡，这说明

“９０１”海带的配子体克隆不能耐受２５℃高温。据
王梅林〔４〕（１９８７）研究表明，海带雌配子体克隆的
致死温度在 ２２℃ ～２８℃之间，且因其种类而不
同，真海带（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克隆在２６℃条件
下仍可正常存活，而大西洋种糖海带（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ａ
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ｎａ），极北海带（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ａｈｙｐｅｒｂｏｒｅａ）克隆
在２２℃下培养５ｄ即开始严重死亡，比其它种明
显地不耐高温。这说明海带不同种的克隆对高温

的适应力不同，这与其分布的地域有关，是自然界

长期选择的结果〔４〕。

３．海带雄配子体克隆大规模培养的起始时间
本试验结果表明：在相同条件下，初始细胞数

基本相同的雌、雄配子体克隆生长速度相近。而

王　军等〔５〕对利尻海带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同一

培养条件下，雄配子体的生长速度明显大于雌配

子体的。这是否与不同海带品种的特性不同有

关，尚需进一步研究。雌、雄配子体克隆在育苗生

产中的需要量为２∶１，因此，在克隆的生产性培养
中，为节省培养空间和降低成本，可适当推迟雄配

子体克隆的起始培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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