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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坛紫菜自由丝状体的培养和

直接采苗的研究
`

陈 国 宜

(厦门水产学院 )

提 要

本文报道了坛紫菜 ( p
。
印甸。 hai 才` 。 丽;

)通过培养 自由丝状达 到直接采苗的试验
,

这项

试脸的结果表明可以代替目前生产 `
11用贝壳培养丝状体的方法

,

这就有可能克服当前作 为 紫

菜丝状体培养基质的文蛤壳不足的困难
,

而且操作简便
,

有利于单株培养
,

取得纯种
,

少受病

害
。

这种方法已经应用于生产
。

自由丝状体培养的成败关键
,

省
’

先在于做好种菜的去污处理工作
,

杀灭附着于种菜 的 杂

藻
。

其简便有效的方法是将种菜经过晒千 1一 2 小时
,

再经消毒海水洗刷
。

为使丝状体有尽可能

长的生 味时间
,

由种菜探集果抱子的时间应在三月以前进行
。

在有充分营养盐的海水 ,
{
【 ,

光照达

到 100 O L u 二 效上
,

则缸一个 8。。nI l 的玻瓶
,

约能培养自由丝状体 2一 2
,

5 克(涅重 )
.

这样
,

有 ,

个玻瓶
,

就
’

可以供应秋季采苗一亩网市所需的丝状体
。

对丝状体进行夜间流水刺激是使其放散抱子进行直接采苗的有效方法
,

如能在流水过 程

中
,

又逐渐降低水温
,

(从 26
O

C 降至 22
a

C )其效果更能提高
。

丝状体是紫菜生活史的一个阶段
。

在 白然海区
,

丝状体是生活在贝壳的石灰层里
,

度

过夏天
,

秋天放出抱子 附着于岩石上长成叶状体紫菜
。

根据紫菜丝状体生长的这一特殊

要求
,

人们就利用石灰层厚而疏松的文蛤壳和牡蜘壳作为基质来培养丝状体
,

以达到紫菜

的人工采苗的 目的
。

这就是至今 已有 20 多年历史而且目前仍在应用的紫菜育苗法
。

但是

这种育苗法常受贝壳来源不足的限制
,

并因在育苗中需处理大量 的贝壳
,

工序繁琐
,

操作

麻烦
,

于是人们寻找另一种育苗方式—
自由丝状体的培养

,

以期育苗技术的革新
。

这里讲的 自由丝状体的培养
,

就是将采集得到的果抱子放在含有一定营养盐的海水

中培养
。

使效状体在海水中悬浮生长或在容器璧上附着生长
,

直至秋天放散袍子供给采

苗 以养成紫菜
,

就是所谓直接采苗
。

这种育苗法是基于对紫菜丝状体的生物学特性研究

而发展起来的
。

早在研究紫菜生活史的时候
,

黑木宗尚
「习 和 D r

咖川
,

观察到果抱子在

玻片
,

(几或琼胶斜而上能萌发长成丝状体
。

曾呈奎和张德瑞在试验中记载 了 玻 片 上 生长

的丝状休发育过程和抱子放散情形 〔 1」
。

随后 H of to o b e
吧 〔 `」和 玩

a朋 k 扛
’

一

;利用玻 璃 容 器

培养丝状体并获得抱子养成叶状体紫菜
。

特别是后者详细研究了丝状体的生长特性
,

他

;

刘凤贤同志参加 19 7 7 年的直接采苗试脸
,

张丽娟同志参加 1 9 7 7 年和 1 9 7 8 年的直接采 苗试脸
,

许 波涛
、

张 义

袱同学参加 1 977 年部分工作
,

侯明泉
、

骆碧珠同学参加 1盯 8 年的部分试验
。

1 9 7 8 年的试验在本院海水养殖试验场

进行
,

该场领导和工人给子支持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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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含营养盐的海水中丝状体能年复一年地生长
,

并且切碎的藻丝小段能象高等植物

的营养繁殖一样
,

重新长成完整 的藻体群落
,

因此可以利用切碎法进行丝状体的大虽繁

殖
。

至于利用自由丝状体在秋季直接采苗还是 70 年代的事
。

1 9 7 0 年至 1 9了3 年期 间
,

日

本有些紫菜研究单位进行了小规模的生产性直接采苗试验
〔吕」

。

由于技术上存在一些问题
,

所以前儿年仅局限于 用切碎的 自由丝状体移殖于 贝壳作为二次采苗而推广
,

直接采苗尚

朱得到应用推广
。

然而
,

由于 自由丝状体的培养方式有别于贝壳型丝状体育苗法
。

自由丝状体的培养

具 有某些优点
,

例如适合单株采苗
,

培育纯种
,

管理方便
,

少得病害
,

更重要的是可 以完全

不 用贝壳
,

省去育苗中许多工艺过程
,

从而有可能发展成大规模苗种工厂化养殖
。

由此可

见
,

研究自由丝状体的培养和采苗技术
,

不仅对紫菜的选种育种和生理生态研究
.

匕具有特

殊的意义
,

而且对紫菜养殖业的发展也有实践的意义
。

我们为改革紫菜的育苗技术
、

从

1 9 7 5 年开始
,

从事了坛紫菜自由丝状体的培养和直接采苗的研究工作
。
1 9 7 7 年和 1 9 7 8 年

进行了生产性试验
, 1 9 7 8 年直接采苗养成的紫菜 1 7

.

5 亩
,

其单位面积产量同传统的贝壳

型丝状体的采苗比较
,

达到同等水平
。

因此可 以认为
,

通过 自由丝状体直接采苗的方式进

行紫菜生产是可行的
。

现将试验情况报告如下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种 菜 主要采 白厦门郊区五通
、

何膺大 队和晋江县古浮海 区人工养杭的坛紫菜

少部分采 自平潭县的野生坛紫菜
。

挑选健壮无病的藻体
,

将成熟的抱子囊部分剪成小片

贴在标本纸上晒 干儿小时
。

然后放入海水中用毛笔洗刷藻体两面
,

再用消毒海水漂洗 4一

6 遍
,

以备采集果抱子用
。

(2 ) 海水 用厦门集美的近岸海水
,

经测定其含氮量为 0
.

01 一 o
.

OZ p p。 ,

含磷量为

。
,

。 1孙m 左右
。

海水经沉淀后取上层清水
,

加热至 60 一 7犷C
,

冷却后每升海水加入营养

刊 I
一

号
、

H 号各 1 毫升
,

皿 号加 2滴
。

此时海水的含氮量为 n p p功
、

含磷址为 2
.

2 5 P I助
、

含

铁
一

最为 1即m
、

含维生素 B 。为 o
.

l p p b
,

p H 值在 8
.

。左右
。

( 3 ) 营养剂 用化学纯试剂配制酋养剂
。

配方如 下
:
I 号营养剂

:

在 1 0 0。 奄升蒸馏水

中溶解 8。 克硝酸钾
、

1 0 克磷酸二氢钾
。

11 号营养剂
:

在 1 0 0 0 毫升蒸馏水中溶解 5 克硫酸

亚铁
,

4 克 乙二胺四乙酸钠 ( E D T午N 时
。

皿 号酋养剂
:

用 0
.

1 毫克的维生素 B
, ,

针剂一

支
,

用 1 0 0 毫升蒸馏水稀释
。

(封 丝状体 的培 养容器 主要是用 8 00 毫升的蘑菇 菌种瓶和 5 00 毫升的葡萄糖盐水

瓶作为培养容器
。

瓶子洗净
,

瓶 口包扎 4 层纱布
、

用蒸汽消毒备用
。

( 5 ) 抱子的计算方 法 用浮游生物计数框镜检 0
.

1 毫升水样中的泡子数
,

乘以水的

总容遨 求得总抱子数
。

仍 ) 丝 状体生长量的刚 定 用丝状体湿重表示生长址
。

用 G G以号尼龙筛绢经漏斗

过滤
,

称量筛绢上丝状体的湿重而求得
。

( 7 ) 膨大藻丝 的测 定 取少量藻体放在载玻片上
,

用解剖针仔细撕散
,

尽 可能使藻体

不相互叠压
,

盖上盖玻片
,

在低倍镜下检查
,

以判断膨大 藻丝和丝状藻丝各占视野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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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

试验经过和结果

这项研究工作从 19 7 5年以来的四年中反复进行多次
。

根据紫菜的生活周期
,

试验内

容包括
:

①选择和处理种菜
,

②采集果抱子培养丝状体
,

③丝状体的促熟促放和直接采

苗
,

④紫菜在海区养成和产量计算
。

现把这几项试验过程和所得结果报告如下
。

1
.

种菜的去污处理

自由丝状体培养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被杂藻所污染
。

据试验查明
,

污染的杂藻主要

由种菜和海水带入
。

加热 6 0一 70
,

C的海水可杀灭海水中的杂藻
。

如何去除种菜上的杂藻

比较困难
。

最初二年按岩崎介绍的洗刷方法闭处理种菜结果仍污染严重
。

于是改用晒干

法
、

阴干法和洗刷法相结合进行试验
,

结果表明
,

种菜晒干后再经洗刷
,

其清除杂藻的效果

良好
。

如表 1
.

表 飞 种菜的不同处理法和 自由丝状体的杂藻污染率

叹 肚 抱 子 口 期 { 种菜的处理法
丝 〕氏体培
养瓶数

被杂藻污
染的瓶数

杂藻污染
率 (万 } 污染的杂藻种类和污染程度

l一仑 月份
1沂下年

4 月 ] 4 日 10

4 3

阅
甲

O

3 月 2 日

硅藻长满瓶底

硅藻
、

兰藻严重

; 万染的瓶中
,

仅有一个兰藻藻落

“
…

。 _ }_
_

只
4 月 9 日 8

,

8 { 仅一个兰藻藻该

4月 1 6

洗刷

洗刷

11N Z 小时再经洗刚

晒 4 小时丙经洗刷

晒 6 小时再经洗 jlllJ

厌 2 小时再经洗 .Kl]

创 4 小日健再经洗刷 3 1 0

注
:

种菜浙 l 划
一

, 太阳下的温度在 3 --0 一 34 ℃
。

从表 1 看出
,

按岩崎的洗刷法处理种菜
,

培养的污染率很高
,

经太阳晒干 2 小时再经

洗刷
,

污染率明显降低
。

晒干 4一 6 小时污染率更低
。

表 2 不同晒干时间对种菜的果抱子放散量和萌发率的影响
*

试验处理 1 柳 菜 来 源
果袍子放散日
期 (月

、

日 )
种 菜 而 形飞

(厘米
2
)

果孜子毛女散胜
}目

_

`万 夕
卜均 1!饭米

牙种菜
的放散员 `万 )

果袍子俄火率
〔刃夕

不晒

晒 1 小时

晒 2 小时

晒 生小时

洒 3 小时

汽江只节丁浮

朴潭县野生菜

晋下卜县古浮

3
.

3 1一 4
.

2

3 3 1一 4
`

2

3
`

竺一 3
,

8

3
.

2一 3 9

3
甲

2一 3
甲

9

1 2

2 6 3 8
`

0

::;

2 5
,

6

」5 4
.

5

3 3丁

1婆2

口〔冶

8
.

5

LZ
+

9

12 7

9
.

3

4
.

0

6 卜石

3丁
,

3

此表为 t的 8 年的资州
。



水 产 学 报 住卷

为弄清种菜经晒干处理后
,

其果抱子放散量和萌发率是否受举响
,

比较了不同处理的

种菜的果抱子放散址和萌发率
,

结果如表 2
。

由表 2 看到
,

种菜经 日晒 1一 2 小时
,

单位面积种菜的果抱子放散量比对照组还多
,

晒

干 4小时以上
,

放散量明显减少
。

但晒干种菜的抱子萌发率普遍提高了
。

将表 1 和表 2 结

合分析
,

一

可以看到 日晒 1一 2 小时既不影响种菜果抱子的放散量
,

也不影响果袍子的萌发

率
,

而且能达到清除杂藻 的效果
。

因此认为
,

日晒时间以不超过 2 小时为好
。

2
.

果袍子的采集和丝状体的培养

儿年的试验证明
,

在 1一 4 月份采集果抱子用于培养丝状体都能获得成功
。

但供给直

接采苗的丝状体多数是在 2一 3月份开始培养
。

(1 ) 果抱子 的采集法 经除污处理的种菜
,

按每 10 平方厘米加入海水 1 00 毫升
,

置

于烧杯里采集果袍子
。

每天搅动儿次
,

并每天计算水中的抱子量
,

此含有抱子的海水则供

培养丝状体之用
。

种菜通常连续放散几天
,

每平方厘米面积的种菜一般能放散 0] 一 20 万

果袍子
。

( 2 ) 丝状体的培养法 试验两种培养方式
,

一种为瓶养式
,

另一种为扩散式
。

瓶养式

就是在蘑菇瓶或盐水瓶中投入果抱子水一直培养至秋季直接采
一

苗时才收 获瓶 中 的 丝 状

体
。

扩散式是先用玻璃瓶培养丝状体原种
,

后经一次分瓶培养
,

最后一次分散到自瓷砖育

苗池中培养至秋季六接采苗
。

这二种培养方式中的丝状体生长状态
,

最初二年 的试验是

让丝状体在海水中悬浮生长
。

据观察
,

悬浮状态生长的丝状体由于藻体经常聚成团块
,

互

相遮光
,

生长发育不 良
,

于是后来改用附着状态培养
。

即从采果泡子时就让果抱子附着于

容器底部和瓶壁上
,

一直呈附着状态生长
,

丝状体由于受光均匀
,

生长发育得更好
。

在表 3

介绍的瓶子有效附着而积和瓶子盛水量的条件下
,

每瓶投果抱子 3 万左右 (3 月份采果抱

子 )培养至秋季
,

每瓶可收获丝状体 2一2
.

5 克湿重
。

根据试验
,

50 克湿重丝状体能采一亩

网 帘
,

于是培养 20 一 25 个瓶子可提供采一亩网帘的采苗所需的丝状体
。

表 3 培养自由丝状体的玻瓶类型和丝状体附着有效面积

玻玻 璃 开阮神 类类 瓶
一

r容积戈毫升 ))) 培养丝状体时的的 丝 状 体 附 着 的 有 效 面 积 {厘米
2少少

盛盛盛盛水员〔毫升 ))))))))))))))))))))))))))))))))))))) 瓶瓶瓶瓶瓶 底 面 积积 瓶二壁三面 积积
J

浊 面 积积

蘑蘑 菇 瓶瓶 8 0 000 7oooo 5 444 3拓拓 咬0 000

盐盐 水 瓶瓶 6 0 000 5 oooo 4 555 2 4888 2沂沂

罐罐 头 瓶瓶 5的的 4 oooo 5 777 工阳阳 25 555

扩散式培养最后阶段是用白瓷砖育苗池培养
,

在 5 月中旬按每平方米池子面积投切

碎丝状休 10 克
,

到秋季采苗时可采收丝状体 1 00 克
,

能提供采二亩网帘
。

(3 ) 丝 状体的培养条件 在室温和 自然光照条件
’ 一

卜静止培养
,

培养期间不摇动
、

不通

气
、

不搅拌
。

营养条件和光照条件按表 4 的要求进行调节拉制
。

培养期间的水 温 范 围
,

1 9 7 6 年至 1 9 7 8年的月平均水温是
:

一
、

二月份在 15 一 1 6o C
,

三月份在 16 一 18 oC
,

四月份

在 1 9一 2 2
a

C
,

五月份在 2 2一 2 5
o

C
,

六月份在 2 5一 2 7
O

C
, 一

七
、

八月份为 2 7一 2 8
o

C

(4 ) 丝状体 的培养效果 这里仅用丝状体的生长量和发育程度表示培养效果
。

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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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状体生长 }光 照

表 4

条 件

自由丝状体培养期间的控制条件

营 养 条 件 吃P P m 、

二生止立 }/ 时

}
/ 强

{
,

}
磷

…
铁

1称 吻
b)

沫
沪生

火2一 7月底夕
自然光剑

10 0 0一
2冈OL

u l 1 1
.

0

火 育 阶 段
( 8 月初以 )舀 )

自然光时
20 0 0一
30 o0 L u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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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培养效果如表 5所列的数据
。

根据表 5 的数据
,

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

①采果抱子的 口期以 3 月份为好
,

5 月份

以后的结果不理想
。

因为 5 月份 以后培养
,

丝状体的生长幼过少
,

达不到生产的要求
,

为

了增 加丝状体的生长量就必须增加更多的培养瓶数
,

因此过晚培养丝状体从经济效果衡

量是不适宜的
。

②从 I
、

11 两组比较
,

3 月份采果抱子
,

辱瓶的投放量似乎在 3 万左右比

表 5 瓶养式丝状体的培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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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一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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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i匕表为 19 7 8 年的资千肠

较好
,

因为 11 组的投放最虽比 I 组增加了一倍
,

但丝状体的生长量只比 I 组增加三分之

一
。

③ I 组仅用瓶底附
_

L果抱子
,

未利用瓶壁的面积
,

据观察
,

因瓶底面积小
,

限制了丝

状体的生长
,

如果象 11 组一样同时利用瓶壁附苗
,

I 组的生长量完全能有所提高
。

④根

据我们试验
,

每亩网帘采苗 大约需要丝状体 5 0 克
,

这样有 20 一 2 5 个玻璃瓶培养就足够

了
。

扩散式的培养效果如表 6 所示
。

根据表 6 的资料
,

在 1 月份用 2 只盐水瓶采集果抱子
,

每瓶投放量为 即 O 万
,

培养约

2 个月后分瓶培养
。

再培养 2 个月后收集瓶中的丝状体
,

并经切碎
,

全部撒入白瓷砖育苗

池中培养至秋季每平方米池子面积能生产约 1 00 克丝状体
,

提供 2 亩网帘采苗
。

这样池

子 的育苗利用效率同目前培养贝壳型丝状体的效率有大体一致的水平
。
在我们的试验中

,

由于育苗池的光照只在 50 0 uL
x 以下

,

影响了丝状体的生长址和成熟度
,

〔膨大藻丝比例

较瓶养式的低 ) 如果光照达到 I 0 0 0uL
二 以上

,

预计生长量和成熟度将比衷 6 所列 的情况

好得 多
,

池子 的利用效率
一

也必将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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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自由丝状体的扩散培养过程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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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月 16 陈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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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0 0 } 3月 2 日 【 2
`

6 4 1 8
甲

0 1 5 月 工9 日 1 4盛 1 4 19 月 2 5 口 1 3 9 4 1邻
.

5 }7 0
』

布百
}

` “ “ 爪 ! } } } } 1 1 !

_
上一之匕一土一一

; 、

}
:

甲

原种分瓶培养时
,

用毛笔刷下原种丝状体
,

并用 毛笔打碎
,

用水冲稀
:

然后 山2个原利
11溉分到 8。只

l 瓶 巾培 推
。

丫 ’

I “
·

池养丝状体是山瓶养丝状体用搅碎机 切碎
,

然后撒入育苗池巾培养
。

注 : 此 表为 1 9 7 8 年的资料
。

3
.

自由丝状体的促熟促放和直接采苗

为直接采苗而培养的丝状体
,

要求秋季必须形成 8 0一 90 % 的膨大藻丝
。

如果膨大藻

丝很少则不能提供直接采苗
。

在我们的培养条件下虽然能形成 80 一 9D 终的膨大藻丝
,

但

是很少形成双分细胞
,

并且秋季 的水温 自然降低时也很少看到由双分细胞形成抱子而 自

发放散
。

于是在采苗前必须采取必要的促熟促放的措施
,

才 能获得足够多的袍子供给采

苗
。

为此
,

我们做了降温和流水刺激的试验
,

发现人为降温处理只能促熟
,

(促进双分细胞

的形成 ) 流水刺激既能促熟又能促放
。

现把流水刺激进行促熟促放和直接采苗的试验过

程用图说明以下
。

图中装丝状体的小袋是用尼龙筛绢布 (孔径越小越好
,

我们是用 N X X 6 4 号尼龙筛绢

布 )制成
。

直释 2 5 公分
,

高 3 0 公分
。

采苗前收集瓶中的丝状休并秤其重量
,

向每个小袋

装丝状体 1 00 克
,

挂于抱子放散池里
,

池里的水位高达筛绢袋三分之一
。

采苗前预先刺激

藻体 1一2 个晚上
,

即每天晚上 6 时至翌晨 6 时用水塔中经过沉淀的海水按每分钟 3升的

流量通过淋水龙头冲激丝状休
。

白天
,

丝状体仍留于袋里在放散池中培养
。

通过预先刺

激
,

白天钝检可见膨大藻弊的双分细胞增加了
,

并且有少量袍予放散
。

此后可以进入采

苗阶段
。

为此每天晚上仍然要从晚上 6 时至翌晨 6 时用每分钟流量 3 升的海水刺激
。

自

天丝状体连袋留在原位
,

让其丝状体放散抱子
。

间隔一定时 1b1 检查袋中的水样
,

发现抱子

已相当多 的时候
,

用池中的水不断冲洗丝状休
,

于是抱子在冲洗时通过筛绢袋小孔流到池

中
,

检查池中的水样
,

计数 J仁抱子数
。

在采苗池根据抱子数投入适量的网帘
。

放入抱子水
,

用气泡式或流水式采苗
。

( 1) 流水 .k] 激甘 自由丝 状体放散抱子的影响 经流水刺激法处理过的丝状体
,

具有

一个较长的泡子放散期 (l o 天左右 )
。

起初 2一 3 天放散量较少
,

随后有 5一 7 天出现放散

较集中的高峰期
,

最后儿天放散量又逐渐减少
。

我们的直接采苗在高峰期以及高峰期 前

后 2一 3 天进行
。

按闽南地区用 5 亿抱子采一亩网帘计算
,

比较了放散 5 亿抱子需要的丝

状体址如表 7 所示
。

从表 了看到
,

平均每克丝状体放散的袍子量和丝状体的成熟度有关
。

膨大藻丝在 80 一

90 % 的丝 状体约 40 一 50 克在 10 天内能放散 5 亿抱子
。

因此我们认为用 5 0 克湿 重 丝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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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了 不同类型的自由丝状体的袍子放散量

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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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子放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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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均每克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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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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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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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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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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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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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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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采一亩网
,

作为 自由丝状体的利用指标是合适的
。

(2 ) 抱子放散的 日周期现 象 在几年的试验中发现 自由丝状体的抱子放散
,

象贝壳

型丝状体一样具有 日周期性
。

在三年的直接采苗中
,

我们每天分别检查了在 6 点至 9 点
,

9 点至 11 点
,

11 点至 15 点的放散量
,

现把其中 6 天的放散 总和列在表 8
。

由表 8 的资料可见
,

n 点以前的放散量占全天放散量的 8D 一 90 %
,

其余 10 一 20 % 是

1 1 点以后放散的
。

( 3 ) 直接采苗的时间 自由丝状体的直接采苗时间主要决定于丝状体的成熟度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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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自由丝状体的抱子放散日周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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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每年的 资料是根据一组丝伏体在6天中不同时刻的放散总和而水得

缸
。

1 97 7 年和 1 9了8年曾两次用成熟度好的丝状体在 g 月下句试采
,

这 时 水温在 2 5一

2 6
甲

S
O

C之间
。

发现水温在 Z G
”

C 以上流水刺激效果差
,

影响了抱子放散量
。

但水温在 25 一

2 6
O

C
,

流水刺激效果较 2 6
O

C 以上大为提高
,

可以得到足够的抱 子进行采苗
。

因此认为
,

只

要水温在 2『 0 以下
, g 月下旬也可以进行直接采苗

。

但是我们几年的直接采苗的试验主

要在 10 月上中旬进行
。

这时水温在 22 一2 6
,

C
,

大多数在 2 3一 2 5
0

0
,

发现水温在 23 一 2 5
”

C

范围
,

流水刺激的效果 比水温在 25 一 2 6
O

c 的效果好
,

而且当水温从 26
O

C向 22
,

C逐步下降

时的效果更好
。

因此认为 自由丝状体的直接采苗
,

应在水温在 22 一 26 吧范围内进行
。

若

能人为控制水温由 2扩 C向 22
O

C每天降低 l
,

C
,

对 白由丝状体集中放散将更有利
,

从而能

在更短期间 (例如 5一 7 天 )完成全部采苗任务
。

这样
,

自由丝状体的应用价值就更大了
。

直接采苗的 口进程和抱子放散的 日周期性是一致的
。

我们每天在上午 9 时
、

11 时分

别过滤丝状体中的抱子用于采苗
。

11 时以后放散的抱子在下午 3 时再过滤一次
,

同样供

给采苗
,

于是
,

全天放散的饱子都能充分利用
。

( 4 ) 自由丝状体的直接采苗 效果 自由丝状体放散的抱子用子采苗的方式
,

曾用浸

染式
、

气泡式和海上泼饱子水式等方式进行
。

没有同时利用贝壳型丝状体放散的抱子进

行采 苗比较
。

但是我们知道
,

近儿年闽南地区在气泡式采苗 中每亩网帘投袍子 5 亿是生

产上一般水平
,

在海
.

上泼泡子水式采苗中
,

每亩网帘用泡子 3 亿也是 目前生产上采用的指

标
。

因此我们在 1 9 7 8 年的直接采苗也按这个指标投放抱子量
。

1 9 7 7 年以前因对 自由丝状

体的饱子活力缺乏足够的了解
,

所以抱子用量较多
,

网帘出苗后检查出苗密度
、

每公分网

帘线
_

仁一般有 5 0 棵左右的幼苗
,

最密的在 1 00 棵以上
,

这证 明自由丝状体的抱子活力是

正常的
。

因此 1 9 7 8 年按照贝壳型丝状体采苗要求的抱子址标准投放
,

这年的试验证明是

合适的
。

儿年的直接采苗情况如表 g
。

表 9 白由丝状体的直接采苗效果

州州州舞…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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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9看出
,

直接采苗养殖的紫菜
, 1 9 7 7 年和 1 9 7 8 年的亩产都超过或接近 同一海区

用贝壳型丝状体采苗的产量水平
。

特别是 1 9 7 8 年直接采苗所用的抱子量和贝壳型丝状体

采苗完全一样
,

而产量还略超过
,

可见自由丝状体的直接采苗是有成效的
。

讨 论

1
.

通过自由丝状体的培养进行直接采苗
,

是紫菜育苗的一种新方法
。

这种方法通过

几年的试验
,

己经有应用于生产的可能
。

其附苗效果同目前仍广泛采用的贝壳型丝状体采

苗方式比较是相同的
。

由于操作简便
,

种菜节省
,

可在严格的人工控制 f 培养
,

有利防止

病害
,

不受文蛤壳来源不足的影响
,

有利于紫菜生产的大规模发展
。

2
,

自由丝状体的培养和直接采苗的几个主要技术关键是
:

( 1) 为了同时取得种菜除污和果抱子放散的双重 良好效果
,

种菜应晒干 1一 2 小时再

经洗刷为宜
。

( 2) 为使丝状体有尽可能长的生长时间
,

瓶养式培养的采果抱子时间不宜过晚
,

一般

在二月份为好
。

扩 散式培养应尽早在一月份培养丝状体原种
,

三月份分瓶培养
,

五月份分

散到育苗池里培养
。

瓶养式的每只蘑菇瓶培养至秋季可采收丝状体 2一 2
,

5 克湿重
、

扩散

式的侮平方米面积池子可生产 1 00 克丝状体
。

前者 20 个蘑菇瓶的丝状体
一

可供秋季 采 一

亩网帘
,

后者每平方米池子面积可供采三亩网帘
。

( 3) 丝状体培养的密度
,

在三月份用 8 00 毫升容积的蘑菇瓶或 5 00 毫升盐水瓶采果

抱 子培养丝状体
,

每瓶装海水 5 00 一 700 毫升
,

一

可投果抱子 3 万左右
,

即侮毫升海水投果抱

子 4 0一 60 个
。

若用这类玻璃瓶在一月份培养丝状休原种
,

每瓶可投果抱子 20 0 万
,

三月

份进行分瓶培养时
,

每个原种瓶可分散到 1 00 个玻璃瓶中培养至秋季采苗
,

或每个原利
,

瓶

分散到 5 0 个玻璃瓶中培养至五月份再进行池子培养
。

( 4) 丝状体的培养方式
,

瓶养式培养的丝状体可以用于生产
,

然而扩散式 的培养方式

对生产
_

上的应用似
一

乎更为适宜
。

在这二种培养方式 中
,

丝状体以附着状态生长比 悬浮生

长优越
,

因此应考虑尽可能增加丝状体的附着面积
。

( 5) 为 了促使丝状体出现尽可能多的双分细胞和更集中放散抱子以供采苗
,

夜间流

水刺激是当
一

前简便而效果较好的方法
。

流水刺激的水温应掌握在 22 一 2扩C之间
,

如能控

制水温由 2扩 C向 2 2
佗

C逐渐降温
,

其效果更好
。

流水刺激中用尼龙筛绢袋做为装丝状体的容具证明是理想 的
。

用和贝壳型丝状体采

苗 同样方式
,

进行流水式
、

气泡式和海上泼抱子法采苗
。

结果证 叨其附苗密度和每亩产量

接近甚至超过贝壳型丝状体采苗的水平
。

(的 丝状休放散抱子具有 日周期性
,

从上午 6 时至 n 时是放散的集中时间
,

这段时

间内放散的袍子占全天放散总量的 8 5
.

5% ; 1 1 时至下午 3 时约 占 1 4
.

5肠
,

下 才1
二

3 时以后

从本停止放散
。

根据抱子放散的 日周 期性
,

每天的采苗工作宜在上午 g 时至 n 时进行
。

( 7) 堵养自由丝状体需要的种菜需量极少
,

根据瓶养式和扩散式培养试验证明
,

春季

用 5 平方厘米的种菜放散 5 。一 70 万果抱子
,

这些果抱子培养至秋季可收获 5 0 克湿重丝

状体
,

并能放散抱子 5 亿左右 以供采一亩网帘
。

对紫菜选种育种来说有许多好处
,

不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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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量 右省种菜
,

方便生产操作
,

而且由于需要量少
,

有利于选种
。

3
.

自由丝状体的直接采苗
,

目前尚存在不足之处
。

抱子放散不如贝壳型丝状体那样

高度集中
。

贝壳型丝状体下海刺激后在一天中抱子能大量放散
,

在生产上采苗可在一天

内完成
,

而 白由丝状体则要持续几天时间
。

因此需采取提前预先刺激和全部丝状体同时

使用的方法
,

使不误
“

农时
” ,

完成采苗任务
。

4
.

我们的试验虽然进行了四年
,

并已在福建省一定规模用于生产
,

但是各个技术环

节中尚有许多方面有待改进
。

另外
,

通过白由丝状体的培养达到直接采苗的方法
,

是否适

用于北方地区 的条斑紫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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