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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鱼催产前后血液中

促性腺激素含蛋的变动

姜 仁 良 黄 世 蕉 赵 维 信
(上海水产学院 )

提 要

应用放射免疫测定法
,

研究了草鱼
、

缝鱼催产前后血液中 G TH 含量 的变化
。

催产后草

鱼
、

维鱼血液中 G T H 的含量增加到 ,’ 排卵闭值
刀

水平
,

也就是比产卵前增加 30 一钓 倍
,

产卵活

动才能实现
。

由此阐述 了鱼类也象其他脊椎动物一样
,

存在着丘脑下部— 垂体— 性腺 系

统的调节机制
。

鱼类促性腺激素放射免疫测定法的建立
,

为此项研究工作提供了新方法
。

近年来
,

应

用促黄体生成素释放激素类似物 ( L R H一 A )进行家鱼人工催产已取得显著效果
,

但对其作

用的生理机制
,

特别是引起垂体促性腺激素的释放规律及其与丰殖系统的机能联系还鲜

有报导
。

为此
,

我们通过对草鱼
、

缝鱼催产前后垂体和血液中促性腺激素 G T H 含量的测

定
,

以求了解鱼类在性腺发育
、

成熟
、

排卵
、

产卵过程中的内分泌生理机制
,

为进一步提高

家鱼人工催产技术和研究鱼类生殖生理创造条件
。

材 料 和 方 法

试验于 工9 7 7 年 5 月在福建省龙海县水产养殖场进行
。

亲鱼 的选择
、

雌雄配组
、

催产

用 卫玉丑
一A 的剂量

,

均按生产常规
,

催产期间的水温范围为 23 一 2 9o C
。

试验用链鱼
,

采用鳃动脉取血法取血
。

收集了 7 尾催产前链鱼的血样
,

12 尾催产后

并已排卵
、

人工授精或产 空的链鱼的血样
。

草鱼采用尾动脉穿刺取血法取血
。

收集了
’

5 尾催产前和 6 尾产空或人工授精时的草

鱼血样
。

所取血样
,

静置凝固后离心 ( 3 0 0 0 转 /分钟 )
,

取血清
,

低温 ( 一 2护C )保存备用
。

缝鱼和草鱼血液中 G T且 含量
,

都采用放射免疫测定法侧定 〔`〕 。

我们取草鱼
、

鳞鱼的

血清各 2。
、

4。
、

6 0
、

8。 和 100 微升
,

按鲤鱼促性腺激素放射免疫测定法检测
,

其与标准曲线

的平行性良好〔图 l )
,

证明此法适用于草鱼
、

琏鱼血清促性腺激素的测定
。



1 30 水 产 学 报 4卷

试 验 结 果

测定的结果表明
,

在池塘内培育的草鱼
、

缝鱼
,

性腺虽已发育至理期的雌鱼
,

但在催产

前血液中 G T H 的含量仍然很低
。

7 尾雌性链鱼血液中的 G T H 含量为 7
.

5 士 5
.

13 毫 微

克 /毫升 (铭 / m D ; 5 尾雌性草鱼血液中的 G T H 含量为 8
.

9 士 1
,

l 毫微克 /毫升
。

经过催

产
,

无论草鱼或链鱼血液中 G T H 的含量都显著增加
,
6 尾雌性草鱼的平均值为 3红

。

3 士

70
.

73 毫微克 /毫升
,

12 尾雌性醚鱼血液中 G T H 的平均值为 202
.

忘土 6 9
.

75 毫微克 /毫

升
。

与催产前比较
,

G T H 的含量增加了 30 一豹 倍
。

根据差别 的显著性测得 P 值 < 0
.

0 1
。

因此
,

草鱼
、

避鱼催产前后血液中 G T H 含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变化
。

试验结果见表 1 , a2

0
.

8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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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草鱼
、

链鱼血清放射免疫测试鉴定

表 1 雌蛙鱼催产前后血液中 G T H 含t 5 月 1 2 日一 5 月 1 9 日

取 血 时 间

催 产 前

尾数 l 血液中 G T H含量( 12 9 /。 1) 平均值 士标准差 } 尸 值 l 性腺成熟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一

J

-
,

一
.

一一
, . . . . 目叫 , , . . . . . , . . ~ 曰 `` , ~ ` `哪~ 一~ ~ ~ ~ ~ ~ ~

一
一 `

一
l

-

一催产后 (产空
、

人工授精 ) { 招

7
.

巧士万
,

1 3

2 0 2
。

5 士6 9
.

7石

< 0
.

01 } 份 期

5 月 7 日一6 月 19 日

取 血

表 2

时 间

雌草鱼催产前后血液中 G T H 含盆

履刻
一

血液中 GT H 含是(
n

云而巧手均蔽标准差 P 值 l 性睐成熟期

催 产 前

催产后 (产空
、

人工授精 )

8
.

9 之 1
.

1

韶 1
。

3 士 7 0
`

7 3

< 0
。

0 1 vl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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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肚

讨 论

培育在池塘中的青鱼
、

草鱼
、

维鱼
、

编鱼
,

其性腺都有发育成熟的可能
。

特别在生殖

季节
,

垂体分泌 G T H 的细胞充实饱满川
,

而且
,

垂体 G T且 含量高
,

生物活性大 .s[
奋·

姻
。

但

是在一般池塘的生态条件下
,

这些充实的细胞却未能将所含的 G T H 大量释放以促使性

腺进一步成熟
。

此时
,

如采用合成的 I丑 H 一 A 或促黄体生成素释放激素 L R H 进行人工

催产
,

即能激发家鱼垂体细胞 G T且 的大量释放川
。

由此可见
,

池塘培育的家鱼不能自然

产卵的原因也许并不在于垂体的 G T H 含量不足
,

而是在于缺乏必要的生态刺激
,

触发家

鱼 自身下丘脑 L R H 的合成或大量释放
,

以促使垂体细胞大量分泌 G T H
,

从而诱发家鱼

在池塘条件下向产卵状态过渡
。

这一点已被我们上述实验所证实
,

如雌性草鱼催产前血液

中 G T H 含量为 8
.

9 士 1
.

1 毫微克 /毫升
,

亲鱼注射 L R H一 A 后
,

经过 15 一 17 小时
,

血液

中 G T 且 达到了一个高峰 ( 32 工士 7 0
.

73 毫微克 /毫升 ) , 雌性维鱼催产前为 7
.

5士 5
.

1 毫微

克 /毫升
,

第二次注射 L R H 一 A 后 1 6一 17 小时
,

血液中 G T H 同样达到一个高峰 ( 2 0 2
.

5 士

69
.

75 毫微克 /毫升 )
。

催产后比催产前血液中 G T H 含量显著增加
,

均数差别的显著性测

验尸值 < 。
.

0 1
。

由此也证实了家鱼经催产后
,

在临近产卵时垂体大量释放 G T H
,

使血液

中 G T H 的含量达到一个排卵的峰值
。

也就是说
,

只有促使垂体将大量积贮的 G T H 释

放
,

使血液中的 G
卜

r H 含量达到一个必要的
“

排卵闭值
” ,

才能促使家鱼排卵
、

产卵
。

草鱼
、

链鱼如此
,

即使是在池塘自然条件下能够 自然产卵的鲤鱼也是如此
,

其发情产卵时血清

中 G T H 含量需达到 2 5 6 士 54
,

63 毫微

克 /毫升
,

即血液中的 G T H含量达到基

础 水平时的 3 0一 40 倍 (图 2) 才有产卵的

可能
。

C对m 等对沤游性蛙鲜鱼类产卵

前后血浆中 G T H 水平的测定
,

同样表

明产卵时血浆中 G T H 含量也较产卵前

显著增加
,

则与我们上述实验相仿〔了
,

叼 。

因此
,

可以认为血液中 G T H 的含量急剧

增加
,

达到一定的
“

排卵闭值
”

水平
,

是促

使鱼类排卵
、

产卵必需具备的内在条件
。

不同鱼类的
“

排卵阑值
”
可能存在着种间

的差异 , 同种鱼的
“

排卵阑值
” ,

随着年

龄
、

个体大小和性腺发育程度的不同也

许会有所上下
,

但从试验的结果表明鱼

类血液中 G T H的含量
,

即是否能达到它

的
“

排卵阂值
” ,

作为家鱼发情产卵的一

个生理指标是有意义的
。

在应用 毛R H一 对避鱼进行心脏灌

注试验
,

发现在灌注后 3 分钟
,

血液中

巴二翻 产卵前

草鱼 亡二习发情产卵时

鲤鱼

蛙鱼
ùē任\瞥)H卜口

0 1 1̀ 鑫i

图 2 草鱼
、

鳞鱼 ( L R丑
一
人 催产 )

、

鲤鱼 <自然产卵 )产
卵前后血液中 G T ll 含量 (

n g/ 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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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H 的含量由原来的2 一 4毫微克/ 毫升迅速升高到3 3 一5 4毫微克/ 毫升
,

在 20 分钟内

持续地维持在较高水平 ( 图 3 )
。

表明 L R R 一 A 对垂体释放 G T 且 具有激发作用
,

也象其

它脊椎动物一样存在着丘脑下部— 垂体— 性腺系统的调节机制
。

二E、瞥à工一O任澡侧

时间 (分 )

图 3 L R H峨 对缝鱼心脏灌注兴奋试验

近年来
,

应用皿H 一 A 作为家鱼的催产剂
,

特别是对于草鱼
,

单一使用 LR H 一 A 催产
,

取代了垂体
,

使催产效果显著提高
。

L R H一 对链鱼的催产效果
,

受到催产方法上的影

响
,

和草鱼使用同剂量比较
,

对初产鳝用一次注射的方法
,

可以获得较高的催产率
,

但效应

时间长达 24 小时左右
,

造成管理和产卵池周转使用上的不方便
,

所以 目前生产上采用二

次注射法
,

即延长注射时距 ( 2 4 小时左右 )
,

效果 甚为 显著川
。

但 总 的说 来
,

雌 鱼 对

L R H 一A 的反应比较迟钝
。

从我们的试验中也可看出
,

用 L R H 一A 催产后
,

血液 中 G T H

含量草鱼也远 比继鱼为高
,

而且效应时间短
,

这说明草鱼对 L R H se A 比链鱼敏感
。

造成这

种差别的原因
,

可能是草鱼垂体细胞膜的受体分子构型不同于链鱼
,

使草鱼对 L R H一 有

特别强的亲和力
,

能一次触发垂体大量分泌 G T H
,

使血液中的 G T H 含量达到
“

排卵阂

值
,

水平
。

而链鱼垂体细胞膜上的受体分子构型对 I皿 H一 A 亲和力稍差
,

调动垂体一次分

泌量不足于达到
“

排卵闭值
” ,

必须作第二次注射
,

再次调动垂体分泌 G T H
,

使其达到
“

排

卵闹值
” 。

使之实现发情产卵
。

曾有人用专一性 皿H 竣端肤缝的抗 LR H
、

免疫血清对鱼类下丘脑作放射免疫测定
,

未能测到 L R H 免疫性相似物
,

由此估计至少在竣端
,

鱼类和哺乳类的 L R H 可能有不同

氨基酸组分
。

但现在应用的 L R H - A 赦端构型已发生改变
,

它能更有利于草鱼垂体细胞

膜受体点的结合
。

因此
,

LR H一 对草鱼反应比较灵敏
。

这些间题的进一步阐明
,

还有待

于今后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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