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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栖菜马尾藻组织培养芽生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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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体肥嫩的羊栖菜马尾藻
〔 . , ,

富营养
` ”

,

风味好
,

是种著名的食用海藻
〔 , , 。

在中药上
,

是种有良好疗

效的传统药藻
亡̀ 又。

近年来
,

在 日本更流行作为调顺肠胃免便秘
,

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 2 , ,

防治大肠癌等的

纤维食品 , ” ,

更供不应求
。

在藻体内因含有丰富的褐藻胶
、

甘露醇
、

碘等物质
` , ’ ,

又是种良好的工业原

料
。

所以羊栖菜马尾藻是种有很高应用和经济价值的褐藻
。

羊栖菜马尾藻的商品需要量很大
,

更有出口创汇的国际市场
。

目前
,

国内只有一些海区采捞自然生

长的藻体
,

产量很小
,

为满足市场对羊栖菜马尾藻商品的基本需要
.

这种藻体大
,

生长快
,

是开展人工养

殖的良好种类“ , 。 苗种是人工养殖业的基础
。

过去
,

国内有采精
、

卵培苗试验
` ”

,

取得了些经验
。

马尾藻类

的组织培养
,

国内有山东马尾藻 ( .5 hs a ` “ ” g ” s “ )的叶片组织块培养出再生枝节的试 验
` , ’ · 国外有

5
.

, 侧￡̀ . 分离愈伤组织细胞培养出苗的报导川
’ 。

我们进行了羊栖菜马尾藻组织培养芽生苗的研究
,

是解决其人工苗种的一个新途径
,

已取得初步结果
。

今介绍如下
,

目的
,

以交流促进羊栖菜马尾藻人工苗

种的早日解决
。

材 料 与 方 法

试验用的材料
,

是 1 9 91 年 4 月 12 日采自厦门鼓浪屿自然生长的藻体
,

高 30 一4 吸。
。

采回后
,

暂养

在水族箱中
。

13 日
,

选长势好
、

清洁
、

完整的藻体
,

去枝及叶
,

留下主干和假根部
。

先用沙滤海水刷洗 干

净后
,

再用消毒海水刷洗 3一 任遍
,

便暂养在清洁的培养缸内
。

在 挂
、

15 日
,

将假根部
,

主干的上
、

中
、

下

部
,

分别用消毒刀片横切或再加纵切
,

切成 。
.

生 只 0
.

6一 1 x 0
.

8
~ 的皮层与髓部混合组织碎片后

,

各 自

涂胶
。

涂胶用煮溶的 1 一 2 男琼胶海水
,

冷到保持在体温时进行 (当碎片伤 口泌出的粘液多时
,

需先用消

毒海水洗净 )
。

徐上薄层凉胶的碎片
,

略待
,

胶凝固后
,

就可放入消毒过的 10 0 x 4 0 x
5 0( 二

容)的玻璃水族

收稿年月
: 工9习1 年 11 月 ; 1公匀2 年 4 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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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底部培养
。

培养用消毒梅水
,

以沙滤海水煮沸冷却而成
。

水深为 2 c0 m
,

其中 加 N 。 ;

一 N 14 p p 皿 和

P 。 `

一 P 3
.

知 p m
,

每隔 10 夭换水一次
。

培养在南向的走廊上进行
,

光强情天中午 为 180 0L
u x ( l , 9 1 年

6月 妈 日侧得 )
。

当芽生苗培养到 1一 2
~ 时

,

需去胶
,

以利苗的生长
。

观 察 与 结 果

涂薄层琼胶的羊栖菜马尾藻皮层与髓部混合组织碎片
,

4 月 巧 日开始放入水族箱底部培养
.

用 解

剖镜接合显微镜检查
,

在 在月 1 8一2 0 日
,

碎片的内皮层及髓部细胞
,

有形成色素休
,

但数量较表皮及外

皮层细胞为少
。

全部细胞都能进行光合作用
,

以积累物质
。

后髓部细胞渐变色深质浓
,

有的碎片上 个

别表皮细渐略膨大
,

进而
,

在 4 月 25 日一 5 月 3 日
,

由碎片的表皮或髓部细胞分化分裂而开始突生幼

芽
。

产生的情况 : 主要由1
、

有的碎片常见由一个表皮细胞略膨大突起
,

色淡较透明
,

而分化分裂向外突

起形成 ; 2
、

有的碎片由髓部色深汁浓的细胞分化分裂向上突起产生
。

开始产生时
,

由碎片上分化的表皮或敌部细胞
,

都先分裂为半球形的细胞团
,

在 4一 6 层细胞高时
,

其顶端细胞变为色淡透亮
,

是分化为生长点的开始
。

先增长为顶端圆钝的锥形芽
,

同时
,

由表皮细胞分

化产生的其基部周围的皮层细胞
.

由髓部细胞分化形成的基部周围的髓部及邻近的皮层细胞
,

也开始突

入
,

参加幼芽的形成
。

幼芽继续增长为圆柱形
,

顶端圆钝
,

基部突生小芽
,

后都长成扁平而厚的小叶
,

便成

为芽生苗
。

植物细胞的全能性
,

在器官
、

组织分化发达的羊栖菜马尾藻又筹到了证明
。

经 2 个月的培养
,

在 6 月 班 日检查
,

已形成 2 一 生个叶片
,

高 2一6习刀n 的芽生苗 (图 1 )
。

统计 1段洲
、

芽生苗的结果
,

其中 能个苗由表皮细胞形成
,

占 42澎 ; 77 个苗由髓部细胞产生
,

占 5 8男
。

羊栖菜马尾藻的皮层与髓部混合组织碎片
,

芽生苗的产生率
,

因器官
、

部位而有差别
。

6 月 23 日检

查
,

假根部出苗率达 加一印劣
,

为最高 ; 主千的上
、

中部为 1任 se Zo万
,

居次 ; 下部为 5 一10 万
,

最低
。

讨 论

羊栖菜马尾藻的生活史中只有一个二倍体世代的藻体
,

有性繁殖为雌雄异体的种类
『’

·
’ 李。

麦粒状的

生殖托数个成丛散生于叶腋间
。

成熟排卵有间歇性
,

6 一 6 天为一周期
〔 , ’ 。 排出的卵粘于雌托的表 面

,

等待受精
。

因此
,

在生产上计划集中大量采精
、

卵苗
,

就增加了难度
,

且需育苗基质
。

组织培养纯系苗的方法
,

在农业上已有较多的应用
。

5
.

、 咐`洲 , ` ’ ` ’ 、

裙带菜 ( U , 由而 二 杯 , ” 时价
-

而 )
L, ,由愈伤组织细胞培养出苗

,

虽离生产实用还有距离
,

但为羊栖菜马尾藻提供了途径
。

这种组 织 培

养在无菌条件下进行
,

一般需诱导组织块产生愈伤组织
,

进而诱导愈伤组织细胞分化产生苗体
,

技术 条

件要求较高
(

一
, 。

木法羊栖菜马尾藻组织培养芽生苗
,

在有菌条件下进行
。

植物细胞的全能性
,

由碎片组织的细胞直

接或加诱导分化产生芽生苗
,

同样可得纯系苗种
,

但过程少
,

方法简便
,

有群众性推广基础
。

羊栖菜马尾藻 1翔刀〕 么内的组织碎片
,

培养的芽生苗成苗形态好 (图 1 )
。

加大
,

渐变差
,

终成新枝状

长出
。

王素娟与黄伟 ( 1 9队 )用山东马尾藻叶片的咚一 3)
x l

~ 组织块培养出再生枝芽
￡苦 , ,

情况与此后

者相似
。

组织碎片表面涂上薄层琼胶培养的作用
,

以免伤 口粘液的流出而恶化水质
,

使原生动物等繁生
,

并

可预防有害生物的直接侵袭或附生
,

有利于芽生苗的前期培养
。

当苗长到 1一2
~ 时

,

需去胶
,

以免影

响苗的生长
,

尤其是在渡夏后
。

海水中有多种元素
,

补充些 N 。 。一N
,

P .o 一 P
,

可使羊栖菜马尾藻组织碎片的细胞分化产生芽生苗
。

但因器官部位的不同
,

其组织细胞活性也不一
,

出苗率有差别
,

假根部最高
,

有生产实用意义
,

是目前 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