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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带菜的配子体在水池渡夏

育苗的初步拭验
’

山东 省海水养殖研究所

李 宏 基 李庆拐

裙带菜是一种味道解美
,

径济价值和营养价值都比蛟高的挺济海藻
。

白然分布于我ly1 浙

江外海嗓山列岛的浅海 中
,

由于它在我国的分布狭窄
,

产量不多
,

所以还没有被我国人民普

湿作为盒用
。

但它在 日本和朝解沿海分布很广
,

并且是当地人民
·

卜分欣赏的众品
,

冬春季节

的价格通常较海带为贵
,

裙带菜的生产状况对其像村释济有一定影响
,

所以 1 9 0 1 年当 日本的

海藻养殖科学在萌芽时期
,

lot] 村就进行繁殖斌喻
〔“’,

以后木下 1 9 4 2 年开始筏式半人工采袍子

育苗养殖
〔6 习 ,

须藤 19 5 1午又作了人工采抱子室内过夏的献脆
r“’,

斋藤 (19 56 ~ 1 9G 0) 继 续围

糯室内培育的生态条件和海上培育存在的阴题进行了研究阶
S’ 9 , ,

从现有文献来看
,

日本的裙

带菜育苗还处于实喻研究阶段
。

我国的裙带架人工育苗
,

根据海带的怒阶
,

一开始就采用 人工采袍子育苗法
,

烟台水产

献蜿踢曾用采苗筐于海底养殖 (19 朽)和以竹帘采袍子筏式育苗 (1 9 4 9)
,

山 东 水产养殖踢曾

以海带培育秋苗法进行试喻 (1 9 5 选~ 1肠8)
,

旅大市水产研究 所
一

也开 展 过 人 工育苗 的研究

(19 5。)
。

总桔我国以往的研究共同存在的日题是幼苗发生过少
,

育苗效率低
,

不能用于生产
。

1 9 5 5 年海带夏苗培育法创立后
,

中围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又曾用 同样方法培育裙带菜幼苗
,

但当时低温培育海带夏苗在技术
_

L还有简题
,

如生产效率低
、

殷备大
、

投 贷 多
、

成 本 高
、

所以低温培育裙带荣苗科
L

仪有引起人们的注愈
。

此后
,

各地仍从事海上的育苗研究
。

1 9 61 年

l
_

{l东省海水养殖研究所在海上成功地培育出大虽的裙带菜苗种
,

解决了以往技术上的 困难
,

但是海
_

[ 育苗还有其缺陷
,

为了适应现代养殖业的要求
,

我们继续进行了裙带菜的育苗研究
。

一
、

人工育战存在的口{}题与解决的途径

根据我们 1 9 6 1 年的研究
,

认为海
_

卜育苗的困难归栖起来是两个阴题
:

一是因为风浪威胁

着夏季海上育苗的安全 ; 二是附着物的固题
。

前者可以通过选择海区和加固筏子来解决
,

而

后者则除了需要选择附着物少的海区外
,

并且需要采用适宜的育苗器来减少附着物的种类和

数兰
,

同时仍需要以人工拯个她清除洗Blj
。

海上育苗除 了樱常拨除附着物外
,

还需要冲洗浮泥
,

护理筏子等工作
,

化费很多劳动力
。

此外
,

在海」: 育苗由于船只受船蛆 (子了二 k协 。卜 ) l’]j 侵妙
,

养殖器 材受高温影响而腐烂投失

较重
,

这就使得裙带菜的育苗成本比培育海带秋苗大大增加
,

特圳夏季是我国大陆沿海的台

本文种于l , 6 3 年中国水产学全成立大 全及第一次学术衬渝会上宣搜过
,

会 后又有修改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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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季节
,

风滇对养殖筏子的安全威胁极大
。

因此
,

裙带菜育苗中的实践困难成了妨碍普撇开

展养随灼一个突出简题
。

既然裙带菜育苗与海带育苗同样为了在海上作业产生了一些朋题
,

因此我们同忿曾呈奎

等 (1 9 5 的 提出的
“
裕带菜可以采月J低温培青的方向

” t a 〕和须藤研究的人工环境渡夏
,

然后

一

}扩海养殖的途径
。

海带的幼苗在 自然环境
,
卜渡夏困难

,

所以低温条件是必需的
。

但裙带菜育
一

苗低温是否也

是必需呢 7 从自然分布来着
,

我 !
:

日的东海和黄海的沿岸扑多地区都能大量 自然繁殖
,

这视 明

裙带菜是
’

‘

可以顺利地通过夏季高温期的
。

根据我们的另外实输
,

也税明裙带菜的配子体可耐

2 8 ~ 2 9 ℃的高温
。

青岛沿海夏季海水表面温度只有短时期达到 2 8
“

G ,

有U
‘

r亦会 出 现 2 3 ℃ 的

高温
,

但是高温期的水温旬平均却仅为 26 ~ 灯℃
,

这样在陆上培养裙带菜的配子体
,

只要能

摊持海中水温状况
,

渡夏1付就可不必像海带育苗一样地在低温环境中培养
。

从 1 8 9 8 ~ 1 9通8 年阴
,

青岛沿海 自然气温
一

与海水温度的变化现律可概括为
:

夏季气温升高

快
,

水温升高馒
,

气 i撇高于水温
,

秋季气温下降快
,

水温下降慢
,

水温高于气温
〔土〕。

夏季裕

带菜的配子体在高温中 (2 5 飞以上) 培养一段时固后
,

遇到发育的适温 (如23 ℃ )
,

只需要几

灭就
’

.

丁以形成胞子体
*
根据这种情况推谕

,

在夏季采袍子
,

如能保持培养水的温度不高 于 海

中的水温 (2 8 飞 ) l俪以配子体渡过高温期
,

待初秋气谧 卜降后
,

在低气温的影响下
,

使培养

水 i盈低于海中温度
,

则配于体就可以在数天内形成幼袍子体
。

因此
,

从温度条件米看
,

陆
_

L

培养不仅是可能的
,

而且比海中同lltJ- 期培养的配子体发育成袍子体更为有利
。

在海洋中的 门然光照条件下
,

仃年均有大鱼裙带菜在海底岩礁上发生生长
,

所以在陆」:

培养利用自然光照
,

通过人工适宜的挫制
,

完全能够符合裙带菜的发生生长的要求
。

因此
,

我舫
,

3认为
,

一

企陆土在 自然光照
,

自然的室温来件下培育裙带荣的配子体渡夏
,

秋后形成幼艳

子体
,

然后下海养殖是可能的
。

二
、

贰嗽的方法与短过

根据以 卜的分析
,

我犯, 利用 了普通房屋没补了水池育苗方法
。

拭欲分为两个阶段
:

第一

是水池培养阶段
,

即从采袍子到幼抱子体期固 ; 第二是海上培养阶段
,

即从幼抱子体下海到

长成 1 厘米的幼 苗
。

梅
_

L的对照拭脆
,

在青岛附近的而岛湾进行
,

培养到秋季幼苗个别发生

后
,

移到闭岛湾肥区
,

与水池育苗者一起
一

曰征
,

以同一方法培养
。

(一 ) 水池塔养阶段

1
.

种裙带菜及水池培养叫
一

咫
:

种裙带菜采 自团岛湾的海底岸礁 上
。

1 9 6 2 年 8 月 1 1=1 及

6 r] 两天采抱子
,

培养到 9 月
一

下句移到海上继续培养
,

共在水池中培 养 了 51 ~ 5 7 天
。

2
.

育苗器
:

育苗器分为竹皮趣及三股粗 棕撇两种
。

均握过淡 水长期浸泡和三次煮沸处

理
。

竹皮撇长 50 厘米
,

粗棕撇长 l 米(道径 0
.

8 厘米)
,

从 中折成 功 厘米的双股
。

育苗 [Ij 两

种有苗器均垂挂于水池 中培养
。

3
.

采抱子
:

把袍子叶从藻体上切
一

『
,

每层抱子叶上附着的浮泥
、

拟菊海翰 (B 口艺, 娜艺‘咖。

, P
.

) 等附着物
,

于水中还个地怪蚁拂去或摘除
,

再以过滤海水冲洗
,

然后干燥刺激 4 小时
,

根祀李去长等未发表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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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放入冷却至1116 ℃的过滤海水 中放散抱子
。

此时水温受到袍子叶和气温的影响而上升到 17

~ 1 8 ℃
。

7 ~ 8 月左右
,

青岛裙带菜的袍子大部已握放散
,

抱子的数量较少
,

但有的抱子叶仍能

以肉眼看至11大量抱子被放散出来
。

将这种有 明显放散袍子的抱子叶移向采抱子水的各处
,

帮

助其袍于传播均匀
,

待采抱子的水变成混浊的淡荧色 [I.l-
,

翘过显微镜检查
,

在低倍镜 卜
‘

(1 50

倍) 的任
、

一视野中
,

有 10 个以上的游抱子时
,

开始采抱子
。

由于水 ,
!

, 已有足够的袍子数最
,

可以把袍子叶取出
,

抱子水稍加棍拌
,

立刻把育苗器浸入艳子水
,扣采 抱子

。

2 ~ 3 小“
、

王后
,

游袍子基水上全部附着
,

即拮束采袍子
,

把育苗器移到池中培养
。

4
.

培养条件
:

1 2 水池及培养水
—

水池为浅的方池子
。

内盛培养水豹 4 立方米
,

水池共 理个
,

南北讲

列
,

从南向北顺序蝙 号
,

分为 I
、

I
、

l
、

W 号池
。

培养用水
,

以电动抽水机抽取清净海水
,

在沙层过滤槽 , l‘过滤
,

然后引至培养水池
:卜

。

释过处理后的海水
,

一般大型藻类及其他较大的无脊椎动物墓本上、i犷以清除
。

每个水池每天

i磊加 1 / 4 的新解海水
,

每周全部换水一次
,

同时洗刷水池
。

为了保征配子体及幼袍子体在静水
, 1‘能得到足够的营养

,

每个培养池中施加稍酸纳反磷

酸二二氢抑
,

施肥后达到稍酸氮 4 ,

00 。毫克 /立方米
,

磷 4 00 毫克/立方米
。

山于在水池
,卜J齐养的裙带菜是配子体及幼袍子体

,

这些植物与在这样大小的 水 池 水 体

中
,

培养条件是比蛟优越的
,

因此
,

培养水的酸度和气体状况均未进行观测
. )

2 ) 光照状况
—

以 口光为光源
,

采东西方向光为主
。

日光直射水池时用白布帘遮挡
,

但遮光后的光照仍是全天
.

里的最大光强
。

光强的挫制
,

是根根裙带荣的配子体到幼抱子体期

周的需要甘 ’
印 和能够限制好光性的椽藻生长

’:圾 为限
。

通过光强的调整
,

再一次限制难以处理

掉或容易接种的撇藻袍子及其生长
。

我侧选择的光强范围是 3 00 ~ 1。。。米烛
。

为了在控制的光强范 l二司内能找出比蚊适宜的光强
,

所以将 J 个水池分为两种光强
,

蓝一 l

号池的屋项
,

各有一个天窗
,

光线较强
,

天气晴 期时
,

水池 内一天之周沟鼓大光强为90 。~

1() 。。米烛
,

I 及 W 号池光线蚊弱
,

水池 ,
l

, 的最大光强为 5 00 ~ 60 。米烛
。

当各水池汉有吐射

表 1 室内水池中光强 的 日变化

T a ble 1
.

Lig h t 玉n te n 已ity o f d iu r n a ] e h a n g e

单位
:

米烛 (L u x )

9 0 0一1 0 D O 5 0 0一 6 0 0
2 ;匕照卞争助泪J“月

数一
。

妙一成
注起迄 lJit

翔绷姗一暇

�
8一9

1 1一 1 2

1 5 一1 6

7
小 时 平 均

5 8 0

8日公

7 5 0

7 e 难

1 0 6 0

5 8 0

3 2 0

7一 8

9一 }O

1 0一 13

13一 1 1

I J一 17

6 5左 } 3 8 7 } 咬5 0 7一1 7

的豹的
、

时936
�-。

m a x i m u m 王i g h 一 i n t e n : i ty

d e 一e r m i n a 仁i o n o f Po i n t
4

h o u r 3
·

I U h o u r o a v c : a g e
.

2
.

l i g h七 d u 了a t i o n
·

4
.

b e g i n n i n g t o e n d
.

6
.

d e t e r n a t i o n o f t i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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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时
,

启开阴窗
,

尽量场加光强
,

阴雨天气随 自然而减弱
。

八。
。

)碧关
。.。"。.。自日。"

从公4时容

图 1 培养期简水池
「

卜的温度与团岛湾水温的比校

F 19
.

1
.

C o m Pa r io o n o f th o w a t o r t e m Pe r a t u r e 无n P o o l d u ri n g e u ltu r e

w ith th e : u r f a e e w a te : t o m Po r : tu r 。 。 f T u a n t a o B a y

j
.

海上表面水温 s u rfa 。。 w : te r t e m Pe r “t li r ‘, in sc a
·

2
.

水池的山乏高温度 M a : jo u o te m Po r a 士u r e i n Po o l
·

3
,

水池的最低温度 M i n m u m t o m Pe r a t u r “ i“ Po o l
4

3 ) 池水温度状况-

一培养用的海水是趁早晨温度较低的时阴抽海水过滤
,

然后 引至水

也中进行培养
。

因为培养池只有水面与空气接触
,

池中水体又较大
,

所以培养池的水温受气

温的影响校小
,

一天当 ,
卜与同一日寸同的海面温度比蛟

,

一般是水池 中的水温稍低
。

在最高温

变期朋
,

海面温度达到 2 8 飞
,

水池温度只达到 Z c t
,

但有附因为换水处理不 当
,

一

也出现高过

海
一

面温度的情况
。

9 月土句气温下降
,

我们又利用气温突然下降的低温
,

在过滤过程中冷却

涪养水
,

因此池水温度下降 的速度与气课
.

相似
,

而低于海 中自然水温
,

导致以后池水的 日最

布温度能一道保持低于海面的 日平均温度
。

(二 ) 海上塔养阶段

幼袍子体从水池移到海上后
,

以筏式垂养方法养育
。

培养的水深 在 2 ~ 3 米 圈
。

因为幼

抱子体偷小
,

所以疥周需用羊毛软刷洗刷浮泥一次
。

牛个月后
,

幼袍子体有显著生长
,

水深

巨升到 1一2 米lB]
。

一个月后
,

继续提到海面以下 3 0 厘米处养殖
。

三
、

桔 果

(一 ) 水池培养阶段

8 月
_

卜旬采抱子时
,

团岛湾沿岸海水表面温度为扭 t
,

因此
,

从坯袍子开始就是在较高

恩度条件下培养
。

8 月 ,
}

,
旬

,

配子体又耗过了最高温度
, 8 月下句

,

水池温度开始〕
‘

降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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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 0 口前后的水温最低仍在25 ℃左右
,

至 8 月2 9 口
,

共培养了23 ~ 2 9 天之后
,

于光照校好

处出现了幼袍子体
。

以后
,

抱子体陆续发生
,

数呈增多
。

义铿过 15 ~ 20 天
,

竹皮上的幼袍子

体群落长大
,

使竹皮的表面变成
’

了叙褐 色
, 9 月平

’

旬
,

竹皮的边碌已有隐钓可兄的紧立毛状

幼苗
。

根据我们于海上培养的挺驭
,

23 t 是裙带荣幼抱子体生长的可靠温度
,

因此
,

水池中培

养的幼袍子体在海面温 度 2 3 飞时
,

便开始移到海上继续培养
。

’ 一

卜海前在不同光强
一’

卜培养的抱

子体和配子体的数童状况如表 2
。

表 2 裙带菜培养在不同光强下的数量
T a ble 2

.

N u m b er o f 打 n 了‘。对 a o f e u lt iv a tio n u n d e r le

d iffe r e n t lig h t i n te n o it y
.

生长毯质

S u b s t r a ta

棕撇舒推

Ba 川 b o o s p l iu t F宝b e r o
f P

a lm 了。 P
e

日朵大光强 (米烛 )

n 工u r n a l 地 a x 王m u m lig b t 9 0 0 一】
,

0 (){) 5 0 0一 60 L) 9 0 0一1
,

0 0 0 5 0 0一 60 0

Lt e n o ily (L u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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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 于体 (个 ) s Po r o Ph yt o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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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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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表 2 中可以看出以下三种情况
。

1 ) 在较大光强处培养者
,

配子体发育成抱子体的数量多
。

2 ) 从配子体与袍子体的总数量上比较
,

在较大光强 下培养的数童多
。

3 ) 从不同生长墓质比较起来
,

竹皮抓上的袍子体数量比棕撇
_

L的数量多
。

根据采袍子口寸的检查
,

棕撇撇雕上的胚袍子数量是相当多的
,

但翘过一个多 月的培养
,

规上的数里便大大少于竹皮
,

而且棕拯仅于光线充足处有少里稀疏幼苗
,

但多数的幼抱子体

在 1 00 糊胞以下
。

竹皮
_

卜的幼抱子体数丝多
,

而且一般郴达到 2 00 ~ 3 00 翘胞
,

因此在用钦羊

毛刷洗刷竹皮时
,

可以清楚看到凸起的袍子体群落
,

竹皮的楼角处呈毛茸状
,

棕撇
_

巨则难以

看到这种情况
〔,

又根据培养过程的连续观察
,

我们发现从呸抱子阶段到配子体初期
,

Dll 培养

开始的一周前后
,

是在棕撇推及玻片等生长纂 质上培养者死亡股多时期
。

再从同种生长基质

而在不同光强下培养的枯果来看
,

在弱光下培养者
,

配子体约发育数全少
,

配子体 与抱子体

的总数最
一

也少
,

这靛 明配子体的生活及发育在弱光下是不适宜的
。

棕撇的育苗效果蛟差
,

可

能与其形成约光环境偏弱有关
。

总之
,

以
_

巨的情况表明
:

水池 育苗如果采 用适宜的生长基质 (如竹皮等 )
,

培养于适宜

的光强 (如 90 。~ 1。。o 米烛)
一

卜
,

就可以育出大量的幼袍子体
。

(二 ) 海上培养阶段

9 月 2 6 日海面温度出现了 2 2℃ 的低 l畏
,

井有继续下降的趋势
,

将育苗器移到海上继续培

养
。

由于海中温度条件适究
,

其他条件如光照
,

水流等又优于水池中的条件
,

因此幼抱子体

下海后 10 天
,

比水池
, l‘的有明显的生长

。

径过一个月
,

所有 下海的育苗器全部长出幼苗
。

此

时在海
_

匕培养作对照的育苗器上也陆续发生幼 苗
,

所以 10 月 29 口采集取样
,

其拮果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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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在水池 中不同光强下培养的幼抱子体
,

下海后的生长情况
:

渡夏期尚在池中以不同

光强培养的幼袍子体及部分配子体于下海后形成的幼抱子体
,

在
一

『海后握过 32 天相同条件下
,

共拮果如表 3
。

类

T a b le

幼苗从水池移到海上堵养一个月后生长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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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U b 3 七r 舀 t a 丑 a m b o o s 尹li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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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 r i o d (L u 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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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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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往 x im u m a v e r a g e l。血 g h

。 f f
o u r c o lle e t o r 。 (e o

.

)

P a l见
r o Pu

。

竖⋯兰
一

⋯
一 。“二。。“

l

士个育苗器上的股大者 (顺米 )

M a盆 im u 爪 l也n g 七h
o
f f o u r

c u l一e 。t o r :

(。。
.

)

表 3 所示
,

从不 1司生长基来比较
,

竹皮上生长的幼苗比棕撇上的大
,

原来培养在较强的

光线条件下
,

或培养于较弱的光线下
,

也一致表现着竹皮生长者大
。

以不同光强比较
,

一致

是较强光线
,
}

一

‘培养老比较弱光线
‘

卜培养者大
。

囚此
,

从表 3 幼苗的大小上 也敲明 丫表 2 的枯

果
,

即在水池 。1‘培养的光强以每天的最大光强 9 00 ~ 1。。o 米烛比较适宜
。

2 ) 水池育苗与海上育苗的效果比较
:

水池 中培养裙带菜幼苗
,

在水池阶段基本上防除

了附着性的动物
、

大型杂藻的危害
。

下海以后的附着物仍然可能形成育苗的威胁
,

但是一方

面利用秋季动物繁殖的衰退
,

而杂藻尚未开始大量繁殖的 11寸期及附下海 ; 另一方而
,

利 J-lJ 水

池育
一

苗的密度大
,

来防止杂藻的附着
,

这样墓本可以免除这种威胁
。

例如我佣的实瑜
,

竹庆

上只发现少童的讲若 (E 耐。o 姚。尹h a o P. ) 和水云 (刀此哪盯, 。。 s
P. )

,

动物性附着物仪见到个

别的藤壶 <刀al 叭。 sP
.

) 着生
。

棕撇上只有水云一种附着物
。

海
_

h培育的对照者
,

在夏季里是握过人工施肥
,

不断洗刷等一系列的技术措施以后获得

的桔果
。

我佣为 了比较二者的育苗效果
,

选择水池育苗适宜光强 (9 。。~ 1 ,

00 0米烛 ) 条件下培养

者与在适宜深度海上培养中生长最好者进行比较
,

其桔果 如表 4
。

表 4 的拮果表明
,

水池育苗比海上育苗的幼苗数量多
,

个体大
,

因此效果显著
。

例如以

粽拯育苗器比较
,

水池育苗的幼苗发生量为海上育苗 的幼苗数童的 1 20 %
。

以较大的幼苗比

蚊
,

海上育苗者 5 毫米以上的大苗 占全部幼
一

苗数量的 1 3 %
,

而水池育苗R]I 是 3 3%
。

显然水池

中培育的幼苗数量多
,

个体大
。

海上育苗最适宜的育苗器是棕撇
,

竹皮较差
* ,

而水池育苗最适宜的育苗器是竹皮
,

因

此海上育苗的竹皮摊不能与水池育苗者的同种生长丛质来比蛟育苗的效果
。

如果以海上棕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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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厘米长的生长基质上生长 的幼苗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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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o r o lin 是二、 le n g th 里n e。
,

t o t a l a n d 卫e r e e n t a g e
,

1 5
甲

n o t d is e o v e r e d
.

的育苗最与水池竹皮 上的幼苗虽比较
,

水池育苗的幼苗数最 为侮
_

[ 数量的 2 2 8终
,

以幼苗生

长的大小比蚁
,

二者相差吏为悬殊
。

如海上育苗同 !付期肯未有 lG 毫米以上的幼苗
,

10 毫米以

土的幼苗仪
.片全部幼苗的 1

.

迁%
。

而水池 中培育的幼苗 16 毫米以上的 占全部劝 苗的 2
.

5 %
,

1。皂米以上灼幼苗 占24 终
。

因此
,

水池育苗有显著的良好效果
。

四
、

甜 湍

如上所述
,

裙带菜的水池育苗已获得初步桔果
。

但是在 自然光照和室温菜件 厂可能出现

“配子体不发有为袍子体
” 的悄况

* * ,

因此水池育苗是否
一

。.丁靠 : 低温培育的幼苗大
,

生长期

长
,

产量高
,

再进行水池育苗是否有惫义 和有前途呢 了 这些是值得衬谕的洲题
。

水池育苗的可靠性简跟

裙带菜的配子体有显著的耐高温性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已有报道
* 牢 ,

所以它于室温

菜件下培养可以波夏
。

秋季温度下降后
,

在适温条件下义能发育成袍子体
,

神 田已于 10 3 6年

就观察到
〔均

,

以后亦为斋藤报告过臼
’。 现在又被我们的工作所融实

。

所以培养裙带菜的配子

体
,

只要满足其光照和水环境的要求
,

在适温条件下
,

配子体 能够大量发育成袍子体是可以

肯定的
。

水池有苗的光照基水是人工挫制的
,

培养水也是握过 人工处理的
,

果件 是
一

I
一

分 优

越的
,

囚此
,

水池育苗的可彝性也是汉有疑朋的
。

水池育苗的效果和前途简题

水池育苗的裙带菜幼苗发 生于秋季
,

我俏称 其为
“
秋生苗

” ,

低温渡夏的幼苗发生于夏

根据李宏愁等未发表安料 (1 9 6 1 )
。

松据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米发表支料 {卫9 ”年油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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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

称其为
“

夏生苗
” ,

虽然这是两种不同的苗种和不同的育苗方法
,

但是其共同 点
,

都是在

人工排除附着物影响的条件下养成抱子体
,

再以抱子体下海继续培养
,

当然这 两种方法培养

的袍子体大小是有差别的
。

但是
,

这两种方法不能以海带的低温培育夏苗和海上培育秋古i相

比拟
,

因为海带夏
一

苗是以幼苗阶段下海
,

而同期的秋苗培育才开始
,

二老不仪相差了配子体

和幼袍子体阶段
,

而且培育的秋苗是与杂藻作斗争中挣扎出来的
。

夏苗此时却在不受危害的

情况
一

『进行生长
,

所以二省的育苗效果相差很大
。

而水池培育的裙带菜秋生
一

苗 1 到 11 月中句

蛟大的幼苗已达到 15 厘米的长度
,

12 月上旬即可按生产要求大量分散
,

这与低温 (1
.

。℃) 培

育的夏生苗于 9 月下句下海
,

12 月开始分散
*

的状况相似
。

低 i锹培育海带夏曹获得重大成就
。

这种生产方法是由现代化技术欲施装备起来的
,

毅备

多
,

投查大
,

成本较高
,

由于裙带菜在我闲 目前的价格大大低于海带
,

因此低温育苗的实践

价似对裙带桨来靛
,

显然比海带低
。

同时海带低温育苗主要是使秋季在海上的配子体到幼袍

子体阶段能提前在夏季渡过
,

因而手取了一段袍子体的生长期
,

所以它适用于象海带这样生长

期长的枪物
,

以人工方法延长生长期就可以获得优异的效果
。

然而裙带菜 llj 在此点与海带不

同
。

例如筏式养殖的海带从12 月分散幼苗到翌年的 6 ~
·

7 月藻体厚成收获
。

而裙带菜同一时期

分散养殖
,

到 4 月即成熟收获
,

因此裙带菜的生长期比海带短
。

另一方面海带只适于厚成以

后食用
,

生长期越长
,

年龄性蛟老
,

产品质量越好
。

裙带菜nTJ 相反
, ‘

臼的众用特点是遇于嫩

菜期而下适于老成期
,

最迟 只能于成菜期
,

ulI 相当于初熟期就必须收获
。

以青岛地区来沈
,

三月以前 (水温 5 ℃ 以下) 收割最为解美
。

如果养殖嫩菜
,

从幼苗 (1 5 厘米 ) 分散开始汁算

养殖期
,

l]J 以不超过90 天为宜
。

如果养殖成菜员}J其养殖期以不超过 120 天为宜
。

假若养殖期

过长
,

虽然藻体重虽相应地场加了
,

提高了产量
,

但成热 丫的藻体老化乏味
,

产品 质址大大

下降
,

所以不渝从养殖嫩菜或者养殖成菜的要求来看
,

水池育苗的秋生苗
,

完全可以满足养

苑的要求
。

因此
,

从育苗的效柔和裙带菜的养殖耍求来比蛟低温育苗和水池育苗这两种方法
,

一致

歌明水池育苗是卓有成效的
,

也是有发展前途的
。

水池育苗的惫义

水池育苗不用低温毅备
,

此低温育苗可以节钓制冷电力 (根据 19 6 2年 IJI 东的海带夏
一

苗生

产费中
,

制希用电就 占 2 0 % 以
_

目
,

机电人工费和这些敲备的其他费用
,

以及纂建的翰助被

备
,

所以低温育苗不谕从基建投资
,

建筑材料和生产成本来锐
,

比水池育苗都增加很大
。

水池育苗和海上育苗相比
,

不用大批浮筏等器材
,

这些器材夏季几乎全部在海 中损耗 了
。

特别是在海上育苗
,

当安全没有保征的情况
一

下
,

育苗的数量就需要相应地增加
,

这样就活多

了器材和管理的人工
,

并且需要祖织大量人力径常洗刷附着物
,

而在水池 中育苗
,

只以简 帷

的投备就解决了
。

井
.

且不必在烈 口下洗刷
、

施肥以及从事其他护理工作
,

劳动条件可以大大

改善
。

水池育苗符合我国海藻养殖业发展的要求
。

这种简易的育苗法拾裙带菜的养苑fi]] 造了极

为方便的条件
。

例如裙带菜的育苗期正是海带养殖业的收刽
、

加工季节
,

劳力比较紧张
,

此

时 如果在海
_

L育苗必然影响海带的
.

工作
,

而水池育苗
,

因为
‘

已与低温培育海带夏苗 lrl{J 性质是

很据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求发表安料 (1 , 5 , 年油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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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灼
,

适于藻种业的专 !
,

号辉营
,

这样就
一

可以解决各养宛踢分散培养而发生海 L作业的劳力

的不足期题
。

另一方面
,

由于水池育苗敲备油单
,

用劳力少
,

也适于沿海各养殖业者单独采

用
,

因而抬交通木便或距苗种业遥远的地区提供丫养殖条件
。

由于水池育苗是利用裙带菜的特性和我闲北方沿海气候的特点进行的
,

所以这种育苗法

不仅青岛沿海可以采用
,

而且在我国北方黄
、

渤海沿岸的广大地区都可以应用
。

因此
,

水池育苗是释济
、

简易
、

安全而且有 )
’ 一

泛应用价值的育苗方法
。

五
、

提 要

本文分析了裙带菜海上育苗产生的附着物阴题
,

)双浪对筏子沟安全影响以及共他技术阴

题
,

因而提 出了裙带菜育苗与海带相同的方向
,

以室内培育比较适宜
,

同时刚明 了在室温条

件
一

下培育的原因
。

实骇的桔果表明
: 1

.

室内水池育苗在每天的最大光强 90 。~ 1。。。米烛
,

水温不超过海上

温度
,

以过滤海水进行培养
,

裙带菜的配子体可以安全渡夏
,

秋后可以达到 肉眼可兄程度的

幼苗
,

而基本不受附着物的危害 ; 2
.

在水池环境育苗
,

竹皮比棕耙的育苗效果好
,

所以竹皮

是裙带菜育苗的适宜生长基 质 , 3
.

水池育苗的幼苗发生稠密
,

个体大
,

比海上育苗的幼苗发

生量高 2 0 ~ 12 8环
。

我佣对这一新的育苗法尉谕了它的朋题
,

并且认为
: 工

.

裙带菜的配子体有耐高温的性能
,

已为国内外的研究所征实
,

配子体于室内条件可以发育
,

一

也为斋藤报道过
,

因此配子体在水

池渡夏并能培育出幼苗是可靠的
。 2

.

这种方法培育出的幼苗可以满足养殖嫩菜或成菜的要求
,

所以是一种有效的育苗方法
。

3
.

水池育苗比海上育苗安全
,

劳动条件 好
; 比低温育苗成本低

。

山于水池育苗形式符合海藻培养业的专阴释情
; 又因其技术筒易又适于小型分散翘营

,

这种

育苗法比海上育苗和低温育苗在我国北方呀剐每更有广泛的应川价介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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