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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报道了少碘苯氧乙酸 ( 4
一工P o 人A ) 在海带夏苗培育中应用的试验结果

。
4 一 I P O A A

对海带配子休和幼抱子体的生长发育有着明显的影响
,

高剂量的 小 I P O A A ( 5 00 m g / L )对配

子休的发育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解除于 I P O A A 对配子体的抑制
,

配子体在短期内即能正常排

卵
、

排精并受精形成抱子体 ; 低浓度的 4一 I P o A A ( 2 5二 g 了L 以下 )能促进幼抱子体的生长
。

这

项试验结果表明
,

有可能利用 4一 I P O A A 对配子体的抑制特性
,

来改进 目前所采用的低温
、

自

然光条件下培育海带夏苗的工艺
。

作者建议把海带夏苗培育工艺改为以下步骤
:

( 1) 在常温

下采苗 ; (2 )在 18 ℃以下水温条件下培育配子体 ; ( 3 )在配子体成熟前用 4
一

I P O A入 处理
夕

使其

停止发育
,

在较高水温 ( 20a c左右 ) 条件下静水培养被抑制的配子体 ; (幻在计划夏苗出库前

4。一50 天
,

解除 4 一 I P O A A 对配子体的抑制
,

恢复最适条件下流水培育 ; (动肉眼见苗后及时

下海暂养
。

杏碘苯氧乙酸 ( 连一 I p O A A )对海带瓦子体和幼抱子体的生长发育有明显的影响
:

( 1)

高剂量的 4一工r O A A ( 5。。m g / L ) 对配子体的发育起抑制作用
,

使配子体不能产生配子
,

不能进入抱子体阶段 , ( 2) 当解除 4一 I P O A A 对配子体的抑制
,

使配子体恢复到正常海水

培养液中培养后
,

配子体在短期内就能进行正常的排卵
、

排精和受精并长出抱子体 , ( 3) 低

浓度的 4一 I P O A A ( 2 5m g /毛 以下 )能促进幼抱子体的生长
「二 , 。

本文所介绍的这项试验
,

是利用 4一 I P O A A 的这些特性来改进当前海带夏苗生产的

工艺
,

以期达到优质
、

高产和低成本的 目的
。

在低温
、

自然光条件下培育海带夏苗
,

是 1 9 5 8

年开始应用于生产的
,

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
,

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生产工艺
。

但这

种夏苗生产工艺
,

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来降低培育海水的温度 (从 2 8
O

C左右降到 1 0吧以

下 )
,

成本较高
。

因此
,

如何缩短室内低温培育的时间
,

或适当提高培育水温
,

一直是改进

海带夏苗生产工艺的一个重要课题
。

木文承蒙山东海洋学院方宗熙教授
、

张定民副教授
,

上海水产学院王素娟副教授审阅初稿并提出 了修改意

见
,

特此致谢
。

陈家鑫同志现在黄海水产研究所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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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和 方 法

1 9 7 9年和 1 9 8。 年
,

在青岛进行了二次小型实验
,

配子体的培养和处理是在小低温室

内进行的
。

1 9 81 年又在山东省荣成县海带育苗场进行了生产性试验
。

1 9 7 9 年 6 月初
,

我们在山东海洋学院海水养殖试验场
,

从大面积养殖的海带中挑选

了 10 棵色浓
、

体壮
、

叶片上 已大面积形成抱子囊群的个体做种海带
。

然后按夏苗生产的

常规方法把种海带再挂到养殖筏上促熟
。

到 6 月 26 日
,

叶片表面出现
“

脱皮
” ,

抱子囊 己

大批成熟时
,

立即进行阴干刺激采苗
。

附着基是经过消毒处理的玻片
。

附着密度约为 3 00

个 / (8 只 1 5) 视野游抱子
。

然后将附有抱子的玻片移入消毒处理过的海水培养液 中培 养
。

培养液中加有 遵 p p m 的 N O `一N 和 0
.

4 p P m 的 P O富一卫
。

培 养光 照 强 度 是 1 5 0 0 士

2 0 0玩
x ,

水温是 1 5 士才 c
。

10 天后
,

配子体 已长到能明显区分雌雄
,

即将进入排精
、

排卵

期
。

此时
,

将附有配子体的玻片分为两组
: 一组是对照组

,

仍然在原培养条件下继续培

养 ,另一组是试验组
,

将其移入含有 5 00 m g / L 的 4一 I P O A A 的海水培养液中培养
。

二组的

培养条件 (光照强度
、

光照时间
、

水温等 )均相同
。

每 7一 10 天换一次培养液
。

换培养液

时
,

试验组仍加入同一浓度的 4一I P O A A
。

60 天后
,

对照组 已长出 0
.

5 o
m 左右长度的幼

苗
,

而试验组仍然停留在配子体阶段
。

此时
,

用毛笔将配子体从玻片上刷下
,

疏散稀释
,

使

其重新附着在 2。 汉 3 。。 m 的棕绳育苗器上
,

附着密度为 8一 10 个 / (8 狱 15 )视野
。

附着两

天后
,

将育苗器移入正常海水中培养
。

培养条件同前
。

在室内培育到见苗后
,

移到海上暂

养
。

1 9 8 0 年用同样方法进行了重复试验
。

1 9 8 1 年又进行了生产对比性试验
,

于 7 月 24 日采苗
,

直接用大生产中的袍子水进行

附着
。

试验的附着基
,

一种是玻璃板
,

另一种是棕绳育苗器
。

采苗后
,

分别置于水族箱内

静水培养
。

水族箱放在流水的育苗池中
,

以保持低温 (9 一 10 ℃ )
。

培养 10 天后
,

分别用

50 0 nT g / L 的 4一工P O A A 处理
,

配子体立即进入被抑制状态停止生长发育
。

附着在玻璃板

上的配子体
,

继续在 9一 1。
。

C水温的水族箱中培育
。

附着在棕绳育苗器上的配子体分 成

三组
,

每组二个育苗器
,

一组置于室温 ( 2 0一26
’

C )下培养
,

一组置于育苗间在室温下培养

( 14 一 17
“

o )
,

另一组置于育苗生产时的水温 (9 一 1 0o )C 条件下培养
。

到 9 月 2 日同时解除
4一 I P O A A 对配子体的抑制

,

将其恢复到正常培养液中培养
。

附着在玻片上的配子体
,

同

时用毛笔将其刷下
,

使其重新附着在棕绳育苗器上
。

其它组培养条件与生产的相同
,

并以

大生产的苗做对照
。

此时的培育水温均是 5一 7
O

C
。

结 果

1 9 7 9一 1 9 8 1 年的三年试验
,

我们取得了下列结果
:

1
.

不用 4一 I P O A A 处理的对照组
,

即一直在正常海水中培养的海带幼体
,

不管是在

青岛的实验室条件下
,

还是在荣成育苗场的生产条件下
,

配子体的生长发育都很正常
,

采

苗后半个月左右就排卵
、

排精和受精
,

30 一45 天后即可肉眼见苗
。

2
.

用 5 0 00 9 / L 的 4一 I P O A A 处理的配子体
,

停止生长发育
,

长期处于被抑制状态
.



1期 缪国荣
、

陈家鑫
、

刘启顺
: 住一碘笨氧乙酸在海带夏苗培育中的应用

不能形成配子
。

在培育期间
,

我们每隔 10 天进行一次镜检
,

在被 4 一工F O A A 抑制状态下
,

没有发现排卵
、

排精的配子体
,

也没有发现幼抱子体
。

这说明 5 0 Om g / L 的 4一 I P O A A 对

海带配子体的抑制是完全有效的
。

在这种抑制状况下
,

配子体虽然不生长发育
,

但其形态

和色泽均正常
,

未 出现死亡现象
。

3
.

在解除 4一 I P O A A 对配子体的抑制
,

将配子体移入正常海水中
,

在水温 1。
召

C以下

条件下培养后
,

配子体很快发育
,

产生配子
,

并能正常排卵
、

排精和受精
,

最后长出幼抱子

体
。

表 1 是 1 9了g 年的实验结果
,

是在 10 月 5 日恢复到正常海水培育之后的第 7
、

10
、

1 5

和 3 0 天的幼抱子体的形成率 ( 随机计算 20 0 个个体中幼抱子体的百分率 )
。

从表 1 可以

看出
:

恢复到正常海水中培养 10 天后
,

就有 42 形的配子体转化为幼抱子体 , 30 天内
,

抱

子体的形成率达到了 95 绍
。

在 1 9 8 1 年的实验中
,

配子体经 4一工P O A A 处理 4 0 天
,

再恢

复到正常条件下培养后
,

配子体也同样能排卵
、

排精和受精
。

根据上述结果
,

我们认为
,

用

50 。。 g / L 的 4一卫O A A 对海带配子体
,

经 40 一 60 天的处理
,

不会对其有性生殖过程产生

不 良影响
。

表 1 恢复正常培养后 ( 10
`

c 左右 )幼抱子体的形成率 (万 )
’

表中值为三组的平均数
,

每组观察N 二 2 00
,

括号内为标准差

4
.

1 9 7 9 和 1 9 8 0 年两次实验的最后出苗率都达到了夏苗生产标准 (平均每厘米棕绳

上为 8 棵苗 )
。

重新附着在棕绳育苗器上的配子体
,

从 9 月 2 日到 10 月 15 日
,

经过室内

45 天的静水培育
,

肉眼就能见苗
。

到 10 月 25 日当 自然水温下降到 20
O

C以下时
,

将试验

苗帘移到海上
,

挂在海带架上暂养
。

暂养 15 天后
,

较大苗的长度就达到了 工厘米
。

表 2是

这两年实验的最后出苗数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1 9 7 9 年的出苗率为平均每厘米 棕 绳 出 苗

1 58 棵
,

其中体长 1 厘米 以上的 17 棵
。 1 9 8。 年的实验结果虽然 比 1 9 7 9 年稍差

,

每厘米棕

绳只出苗 1 33 棵
,

但体长 l 厘米以上的苗数相差不大
。

这两年的出苗率都达到了夏苗生产

的出库标准
。

以山东的出苗标准为例
,

在分苗时每厘米苗绳出苗 8 棵即为一类产品
,

我们

实验的出苗率完全能达到这个标准
。

表 2 平均每厘米棕绳的出苗数 (棵 )

不牵丫不舀 盯云茄玉石了刁
一 1万二几赢 丁不万乌而而门瓦瓦石该干至而瑟i觅} 合 开

-

1 97 9

1邻 0

“
}

1 4

} 37 }
工o4

4 1 1 1 ! 2石 l 日3

1巧8

1 3 3

在进行出苗率统计时
,

我们对幼苗的形态进行了镜检
。

同用常规方法所培育的幼苗

比较
,

在形态上没有发现差异
,

分苗后长出的大抱子体也未发现有任何变异
。

这说明
,

用

50 Om g / L 的 4一P O A A 长时间处理配子体
,

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

使用是安全的
。

5
.

1 9 8 1 年在生产条件下试验的结果见表 3
。

其中的出苗率是 10 月 15 日夏 苗 出库

时统计的结果
。

从表 3 可以看出
,

1 9 8 1 年的试验结果
,

比 1 9 7 9 和 19 8。 年的差
,

比当年的

对照组也差
。

但我们认为 1 9 8 1 年的实验结果是有价值的
,

以出苗率最低的室温组 ( 2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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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来说
,

出库时的可见苗数虽然只有 5 棵 /厘米
,

但它证明
,

用 4一 I p O A A 处理配子

体在 2 6
O

C以下的室温条件下保存一个月后
,

解除 4一冲0 2玺A 的抑制恢复到正 常条 件下

( 1。
“

)C 培养
,

配子体仍能很快地进入发育阶段
,

能正常地排卵
、

排精和受精
,

并长出正常的

幼抱子体
。

表 3 19 8 1年不同温度条件下用 冬 I P O A A 处理后的结果

组
一 。 1.

-

一
_

洲 目
刀 lJ

-
-

- -

一一

一
采苗日期

今工r O A人

处理 日期
恢复正常培养日期
及正常培养水温

肉眼见苗
日 期

链厘米棕绳
出苗棵数

窄

室温组 ( Z o
es一 2 6℃ )

育苗室内室温组 ( 1 4一 1 7℃ )

低温组匕g一 1 0℃ )

7月 24 日

7月2 4日

7月2 4 日

8月8 日

8月 3日

8月 3日

9月2 日
,

9一 1 {} ℃

9月 2 日
,
9一1 0℃

9月 2 口
,

9一1 0℃

1 0月 1日

9月22 日

9月 2 0日

2 3

3 7

棕绳育苗器

先附着于玻片
尸

匕 后重新附着在
棕绳上 ( 9一 1 0℃ )

7月2怪日 8月住日 9月2 日
,
9一工。℃ 9月 2 2 日

对照 ( 5一7 ℃ ) …
~

下;;舀一…— l 些
2 2 u

…
12 7

出苗数系指肉眼可见苗数
。

讨 论

1
.

三年实验的结果说明
:

4一工P O A A 在高浓度下 ( S OOm g / L )
,

能有效地抑制海带配

子体的生长发育
,

配子体既不能生长
,

也不能发育产生配子
。

当解除 4一冲O A A 的抑制

后
,

配子体能迅速的产生配子
,

并能正常地发育成为幼袍子体
。

4一工P O A A 的这一作用
,

为保种提供了手段
。

从我们 的实验可以看出
:
配子体在高浓度的 4一 P O A A 处理下

,

便

进入休眠状态
,

从而便可以长期保存
。

2
.

1 9 8 1 年的试验结果之所以比前两年的差
,

是由于一直在静水条件下培养和在 见

苗后未下海暂养所造成的给果
。

前两年在实验室内虽然也是静水培养
,

但见苗后我们移

到海上暂养了一段时间
,

自然海区条件就比静水条件好
,

因而最后出苗数多
。

3
.

我国 目前海带夏苗培育方法的主要特点是
:
低温

、

自然光和流水培育
。

对培育海

水的降温
,

是夏苗生产的最大一项开支
,

一个年产 4 亿株苗的育苗场
,

一天的降温费就超

过千元
。

如果象南方一些育苗场采用大水量
、

大流量法育苗
,

其降温费更高
。

因此
,

各育

苗场都要求缩短室内低温培育的时间
,

或提高培育水温
,

以降低生产成本
。

如山东省的几

个育苗场
,

近年来采取推迟选种
、

推迟采苗等措施
,

使室内低温培育的时间缩短 20 天左

右
。

福建采用培育度夏苗的办法 (即在室 内低温培育种海带和育苗 )
,

来解决室内培育时

间过长的问题
。

海带夏苗的室内培育是一种集约式的生物培养方式
。

这种方式在海带夏苗生 产上
,

关键是低温条件
。

低温加上较弱的光照
,

可以抑制杂藻的繁生
,

防止某些病害的发生
,

并

控制海带幼体的生长
,

以待自然水温的下降
。

所以在育苗生产中给予幼体的低温并不是

其生长发育所需要的最适温
。

因为需要控制幼体的生长
,

实际生产所给予的温度比海带

幼体生长发育所需要的最适水温要低得多
。

如果生产上能给予幼体最适培养条件
,

那么

从采抱子到肉眼见苗
,

大体只要 4 5天左右时间
。

但如果在 7月 中
、

下旬采苗后
,

就给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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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条件进行培养
,

那么到 8 月底至 9 月中
,

幼苗就能长到出库标准
。

但是
,

这时正是 自

然水温的高温期
。

自然水温要下 降到幼苗能出库所要求的 2 o0 C以下
,

在韭方海区最早也

要到 10 月中
,

在南方海带则要到 n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
。

幼苗既然不能出库下海暂养
,

室内培育条件又满足不了幼苗生长的需要
,

就可能发生烂苗
。

所以在现行的海带夏苗培

育方法中
,

不得不用低温控制幼体的生长 ( 当然还有适当的低光照 )
。

4
.

我们三年的试验结果证明
:
用 4一工P O A A 处理配子体

,

使其处于被抑制状态下
,

在较高水温条件下度过自然水温 的高温期
,

然后在适当时候解除 4一 I P O八A 对配子体的

抑制
,

使配子体迅速恢复正常生长发育
,

并给予最适培育条件
,

则能达到出库标准
。

根据

我们试验作初步估算
,

在北方海区
,

可把夏苗室 内低温培育时间缩短一个月左右
。

在南方

可用这方法替代度夏苗的培育
,

或者直接从北方运输浓缩保存的被抑制的配子体进行重

新附着来育苗
,

这样就可把低温育苗时间缩短到 弱 天左右
。

5
.

根据上述实验和讨论
,

我们可把夏苗培育的工艺改成下述儿步
:

( 1) 在常温下采苗 ,

( 2) 在 1 8
O

C以下水温条件下培育配子体
:

( 3) 在配子体成熟前
,

用 4一工P O A A 处理
,

使其停止生长发育
,

并在较高水温 ( 2 a0 C左

右 )条件下静水培养被抑制的配子体 ;

( 4) 在计划夏苗出库前 40 一肋 天
,

解除 4扛 P O A A 对配子体的抑制
,

恢复到最适条

件下流水培育
,

( 5) 肉眼见苗后及时下海暂养
。

6
.

我们的实验所用的 4一 I P O A A 是人工合成的一种苯氧类的植物生长激 素
。

许多

的研究说明 〔幻 :
苯氧类及其它植物激素

,

对藻类和对高等植物一样
,

在高浓度下能抑制其

生长发育
,

在低浓度下则有促进生长发育的作用
。

因此
,

用苯氧类及其它植物激素来替代

4 一.11 O A A 处理海带配子体也会取得相同的结果
。

另外
,

根据一些研究者的报告
「“

`
, 3 :
用

O us .o
、

低光照和高水温等方法
,

都有抑制海带配子体生长发育的作用
,

都可 以考虑用来

改进夏苗的生产工艺
。

但我们实验所选用的 4一工P O A A 有一个特性是其它激素或理化因

子还未发现的
,

这就是 4一护 o A A 能有效地抑制硅藻的生长
,

而硅藻正是夏苗生产中的一

大敌害
。

这也是我们选用 4一工P O A A 做实验的一个原因
。

参 考 文 献

〔 1 〕

[ 4 〕

[ 5 ]

汇6 〕

陈家鑫
、

缪国荣
、

方宗熙
,
198 1

。

4日澳苯氧乙酸对海带配子体和幼抱子体生长发育作用的研究
。

海洋学报
,
3

( 4 )
: 6 1 0一6 1 6

。

曾呈奎
、

吴超元主编
,

1 9 62
。

海带养殖学
,

熟一 7 2
。

科学出版社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海藻遗传育种组
,
1 0 7 8

。

海带室内保种的研究
。

海洋科学
,
2 : 3 6一 3 6

。

缪国荣
,

1 9 8 2
。

海带配子体的室内保存方法
。

海洋渔业
,
盛(丈〕: 1 9 ar Z o

.

Y a b u ,

H
甲 ,

1 9 64
,

E a T又y d o v 白l o P m o n 七o f 已e v e r a l 行P e o i e , o t L a m i n 翻r 呈a l e 3 工n H o k k 昌 i d o
.

肚
e价

;

夕 a 口
,

万云召几
,

万。棘耐己。 刃们初
.

1 :2 1一 7 2
.

P 了o v a . Ol i
,

L
.

a n d C a月 u e c i
,

A
,

F
. ,

1 0 7 4
.

v i t a m i n 已 a n d g r o w 七h r o g u l 吕七o r s
甲

人 l g a l 卫甸 a `时叩留

a 呢 d B畜。口he 协娜理
, e d

甲

b y W
.

刀
.

P
.

S 七e w a r 七
,

7 4 1一 7 8 7
.



3 0 水 产 学 报 7卷

A S T U D Y O N T H E A P P L I C A T IO N 0 F 4一 I P O A A T O C U L T U R E

T H E S U M M E R S E E D L IN G S O F L A M I N A R IA

M ioa G u o r o n g C h ne J ia笠 in g

(名几
a昨口。” 夕 C o了正ge 毋 of o 。

麒
。忍。夕沙〕

工
,

j u Q i o h u n

(丑。叼 e几`呵 召
捧

叨`` d R邻
r 幻己夕 召亡a 灯。件 oj 名再a 沁d 。 咋 , P

r o .伽 口` )

A b s t r a C七

T h i、 P即
e r i o b朋 e d o n ht e r

esu l t o f P r e l i m i n a r y 就 u d y 曲 七h e a

pp l主。 at i o n 时 4一

印 O A A t o e u l t u r e 日u m m e r 日的 d卫i刀罗 o f 玩仍落
牡 “ 碗窃

,

fo r 吃h e p u r p o s e o f i m p r o v 主刀 g 比 e

et e h n i q u e o f o u m m o r 阳 e
d l宁乃罗

.

T h o e x p e r 至m o n七。 w e r e e , r r i e d o u t 七h r ee it m图 i n

1 9 7 9一 19 8 1
.

T h e e o ur

omn
劝时五o d

, i n r

ear i n g 伍 e s u坦以
r 日ee d li ” 罗 j日 朋 u a l l y b y Io w e r i n g

协m p e r 汤加扮。 , n a t u r a l su n l贡g h七 e x r O S u r e

仙 d r u 粗力 i n g se
执 w a七e r i n a g r

榔 h o u o e ,

f r o坦

J u 力 e 协 o e t o b e r t h e n : t u r a l t e犯 eP
r 就 u r e o f 七h e 。既 w a t e r a r e n o七。 u i七a b l e 匆 r 恤

e g 功w七h

of 玩耐隧` a , t h o a七o v e m o t h o d w o u l d t a k e
油 o u t 8 0一 1 5 0 d a邓 fo r t h e r e a r i n g o f

犯m me
r 阳 e d l j n罗 i n g r e e n ho 明

e
.

I七 i昌 a h o r a七h e r e x r e 刀 is v e
.

T h主日时 u d y w朋 m耐 e ot d盯 i se 公 n
柳 me t h o d i n i m P or v j n g t h e t e e h力主q u e

甲

T h e

功 a i n 砂 o b le m i力 t h e 且 e w m就 h o d w a 日 t o f加d a 印 it 叻 l e e o 力 e e刃 t r 就 i o n o f 4一 I P O A A i n

此 d o t o i n h i b土t t h e dve
e l o p m e力 t o f t h e

郎m e ot p五J比朋 f o r 肠 e e r t a加 讲 r J O d
.

T h e r 、 u lt

of t h e e x r心 r j加 e n 七 a r e s u功功台 r i z e d i力 fo l low i n g 就eP
s :

1
.

ot e o 王le t z

姗
po r e吕 u n de

r o r d in
a r y t e ln P e r 砒 u r e ;

2
.

ot
r e , r g ,功 e t o Ph对 e o u n de

r Io w e r t e m eP
r a t u r e 允 r s

ve
e r a l d a y。 ;

3
.

ot t r

aet ga 址。 ot 恤尹昭 w i伍 4一 r O A A b e f o er 伍。 of r 功 atj on of g : 也眺韶 ;

4
.

t o 就 o p t h o t r e , tm印七w业 4一 I p 0 A A 叻 d e u 更ut r e

ga m眺。户 y t o u n d e r
即 it 功就

co n d i t i o n s ;

5
.

ot e u lut r e s e e d l i n罗
a b o u t 5 0 d a j s

甲

T五e s e e d l i n罗 让 u o r e : r de w昭 of u n d t o b e v e r y h e , Rh y : n d g r o w 刀 o r ln a l l y
·

A lar 梦
s e a l e e x p e r i ln

e n七 w i ll b e e岛 r r i e
d o u t ot fj D d t h e

邵。土b i l i t夕 o f u o i D g ht is 功 e

伽d f o r

e u l七i v -at jo n 了n d u o t r 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