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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该成果属生物学，水产养殖与生物工程相结合的研究领域，着重研究解决用现代细胞生物技术改造传统的紫菜种苗培养

技术。 以紫菜自然群体和栽培群体中选出单株个体为材料，首先成功地建立了紫菜丝状体细胞的分离、纯化和保存的

方法体系，然后利用该方法体系收集了来自中国、东南亚和北美洲的23种共119个品系的紫菜丝状体细胞种质，建成了

国内在种类多样性上首屈一指的紫菜细胞种质库。这些品系以子一代的形式被保存下来。早期得到的一批纯化的品系，

虽已经过了8-10年的保存期，经实验和生产检验表明它们仍能保持其特有的品系特性。 该研究发展了有关紫菜丝状体

细胞的微增殖，发育调控，细胞接种贝壳导入生产栽培等一整套技术体系。培养出高质量的纯系紫菜细胞用于接种贝壳

育苗，其用量只有0.075克鲜细胞/亩，从而保证了紫菜良种导入生产得以高效率地运行。条斑紫菜具有形成、放散单孢

子的特性，是尚未被利用的紫菜种苗资源，在系统开展紫菜单孢子生物学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单孢子苗网大

量制备技术，应用前景广阔，属重大技术创新。通过长期有计划的良种跟踪检验，以大面积生产作为考核检验紫菜良种

的试验标准，并结合分子生物学的检验，经过近10年的努力已考验出紫菜的优良栽培品系近10个。作为配套技术，还

发展了二套能够大量培养出健康紫菜种苗的海上出苗装置和操作方法，申请并获得两项实用新型专利。目前“紫菜种苗

工程”良种导入生产技术体系的应用范围已占我国条斑紫菜主产区(江苏沿海)栽培面积的50%以上，到2001年为止已累

计创利税3.4亿元，创经济效益10.5亿元，创外汇0.92亿美元，同时为沿海地区人民创造了巨大的就业机会，而且由于

栽培紫菜对浅海海水还具有净化作用，其环境效益也是好的。 该研究对不同时期获得的进展及时总结，并在国内外学

术刊物上进行报导，先后发表论文报告23篇，申请专利4项，引起了国内外藻类界同行注意和重视，并且推动了和美国

资深藻类学家C.Yarish教授(现任美国藻类学会主席)之间在紫菜种苗生物学方面频繁的合作交流活动(单是由美方资助赴

美讲学和合作研究活动就有三人次)。“紫菜种苗工程”已通过中科院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认为该研究“目前在总体

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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