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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性特异蛋白质复合物促黄鳝

性腺发育
、

提高黄鳝孵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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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g H . o a n d L i u 砌扛 g z h e n

(南京大学生物系 ) (抚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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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A i姐 ( 19 73 )在香鱼的血清研究中报导了鱼的血清含有雌性特异蛋 白以来
,

已有许多学者对鱼的

雌性蛋白的生化特性
、

分子量以及牛化提纯进行了一些工作
,

还用同位萦示踪追踪 1C
4

在雌性特异蛋白

合成的过程
仁̀

·
, ’ 。

但应用雌性特异蛋白和雌性鱼类性腺蛋白质复合物在黄缮人工繁殖时期促 进性 腺 发

育和提高黄鳝苗的孵化率工作
,

直到目前为止
,

国内外还没有发现有人报导过
。

我们这项科研口的就是

要提高黄鳝人 1 孵化的效果
。

材 料 和 方 法

均 87 年 6码 月先后在南京大学生物系组织细胞实验室及江苏省淡水研究所进行了黄鳝的卵巢蛋

白质复合物的提出和促进黄鳝性腺发育及提高黄鳝苗孵化率的研究
,

黄鳝是从农贸市场拉实验要求购买

的
,

然后放实验室放养数日
,

选择雌雄黄鳝分组进行实验
。

(一 ) 黄鳝雌性特异蛋 白质复合物能促进性腺发育的研究

选择 助 条雌性黄鳝
,

多数体重在 50 一 78 克
,

(但其中有 2 条分别为 加 克和 1 30 克 )分成三组
。

第一要叹实验组 》
:

(表 1 ) 1 1 (劝 28 条雌黄鳝
,

怒条黄鳝腹腔注射雌性特异蛋自复合物 3 毫升
,

10 夭

后称重解剖取卵巢称重
,

记录卵巢成熟情况
,

并做石腊切片
,

测量卵泡大小并做显微照相
。

第二组
:

(表 1) 实验组 H (幻犯 条雌黄鳝
,

每条黄鳝经腹腔注射雌性特异蛋白复合物 3 毫升
,

释放素 5

微克 /条
,

做石腊切片
,

用显微镜测量卵泡大小并作显微照相
。

第三组 (对照组 ) :
(表 1 ) 1。 条雌黄鳝

,

大小及放养条件同实验组黄鳝
,

但不注射雌性特异蛋白复合

物
,

只注射释放素
,

切 天后同实验组一间称体重
、

解剖
、

取性腺称重
,

做石腊切片
,

测量卵饱大小
,

并做显

微照相
。

(二 ) 黄鳍雌性特异蛋白复台物提高黄缕苗孵化率的实验

本项科研共选 2 1 条雌性黄缮 (表 1}
,

体重为 6。一 70 克
。

共分成 了组
、

2 组为实验组
、

6 组为对照

组
。

实验组取三条雌性黄鳝
,

每条腹腔注射雌性特异蛋 白复合物 1 毫升
,

加入释放素 6 微克 /条同时放进

一条雄性黄鳝
,

每天观察记录
。

实验组 H
: 取三条雌性黄鳝

,

腹腔注射雌性特异蛋白 1 毫升
,

不加入释放素
,

同时放进一条雄性黄

收稿年月
: 19习习 年 4 月 ;同年月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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鳝
,

每天观察记录
.

对照组共有 6 组
,

每条雌性黄鳝腹腔注射释放素 6 微克 /条
,

同时每组放一条雄性黄

鳝
,

每天观察记录
。

实 验 结 果

一
、

雌性特异蛋白复合物提高黄鳝孵化率的观察

实验组 工
、

(表 l) 经腹腔注射的雌性特异蛋白复合物
,

弱 小时后
,

产卵前雌黄鳝腹部柔钦
,

有一条黄

鳝产出的卵质好
,

游离度也好
,

共产卵 6 00 粒
,

卵的受精率高
,

最后成功地孵出器 条黄鳝幼苗 (图 U
,

孵

化率为 6
.

4男
、

出膜时间比对照组提前 2一 3 天
,

而对照组有 6 组
,

共有 1 8 条雌
.

生黄鳝
。

表 1 注射雌性特异蛋白后的孵化效率

T a b l e 1 H a t e h至n g r
at

. o f 二 o , 叩
t 。 , 。 5 o l b “ s 压 f t e r

in j e e t e 迁 f e m a l e , eP o i f i e P or t e i n

组 别
注射雌性特异
蛋白量 (毫升 )

释放素 (微克 /条 ) ! 产卵数量 (个 ) 孵出苗数 (个 ) I 脚化卒交万
」

4.60200020 060000
朽口

溯柳黝
。

000

6665石5

实验组 I

对照组

1

2

3

4

6

6

每条腹腔注射释放素 5 微克
,

其中①组有一条黄鳝产卵高达 600 个
,

受精率也高
,

但在出膜时期
,

全

部死亡
。

对照组②产卵 300 粒
,

孵出 6 条黄鳝苗
,

但比实验组出苗时间推迟 2一3 天
`

二
,

雌性特异蛋白复合物促进黄鳍性腺发育的观察 (表 2 )

实验组 H
、

经腹腔注射的雌性特异蛋白质复合物 3 毫升对雌性黄鳝性腺作用的效果班察 (见表 1 )
。

注射后 10 天
,

称体重解剖性腺称重最
,

从性腺重最变化情况看
,

注射雌性特异蛋白复合物性腺的重量比

对照组重
。

(见表 2 )

表 2 雌性特异蛋白复合物对雌性黄鳝性腺发育的观察

T汕 le 2 T ho e f f时 t o f i n神认吐 f e m a le s eP e l if 亡 P or iet
n o o m Po u d

on go
n a d m a t u r

at i o n
of 几`。蛛 o p t 召 r “ s “ l知

s

组组 别别 编 号号 体重 (克 ))) 性腺重 <克 ))) 成熟系数数 卵径大小(熹米 )))

实实验组1 1 ( 1 ))) 666 6工
。

OOO 1 2
.

555 2 0
。

4 999 3
.

000

IIIII 000 58
。

000 1 0
。

666 1 8
甲

酬〕〕 3
,

000

11111 222 58
、

000 1 2
,

000 2 0
甲

6 99999

实实验组 11 ( 2 ))) 555 印
,

OOO 1 4
。

000 2 3
。

8 333 2
甲

OOO

8888888 4 6
.

888 1 0 000 2 1
.

3 555 ]
`

444

9999999 花
.

000 2 0
,

000 2 6
.

(沁沁 2 000

对对照组组 333 5 0
.

000

}
4

`

”” 9
.

0 000 1
.

555

7777777 7 8
.

000

}
_ 。 .OOO 1 1

,

5 333 l
。

000

11111 111 6 2
.

000 } 1。
·

000 ] 9
.

2 333 0
甲

只只

实验组 n ①②都比对照组同体重的性腺发育好
。

如实验组 1 1 ( 1 )的 12 号性腺成熟系数为 20
.

69
,

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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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白细胞超低温保存中有资料介绍 40 男E G 午 D 1形G 或 40 形 E G 十 0 1男P E G 都有很好的保 护 效 果
,

然而我们的试验证明
,

在快冻条件下
,

这些化合物保护效果是好的
,

但在慢冻条件下效果不佳
,

根据毒性

试验分析
,

是由于这些化合物对泡子有较大毒性的原故
。

冷冻保存生物材料的保护剂必须在使用范围无毒
。

而这种毒性
,

推测在未结冰状态 (如我们在 o℃

试验的 )与结冰进行过程可能是不一样的
。

后一状态下产生的毒性
,

我们无法测出
,

所以本试验测定毒

性的资料只供参考用
。

在我们的试验中
,

快冻比慢冻的抱子存活率显著低得多
,

这与大多数研究结果相一致
〔 ”

。

在快冻中

抱子所含自由水不能及时
一

排出细胞
,

冷冻时形成胞内冰
,

引起细胞机械损伤
,

使抱子死亡
,

即使提高很高

浓度保护剂也只能达到 5。落存活率
。

缓慢降温能使抱子适当脱水
,

有效阻止胞内冰的形成
,

所以有较

高的存活率
。

这也就是慢冻法被广泛应用的原因
。

关于融冰复温速率对果抱子存活率没有 明显影晌
,

这与 N 。。 : u ,

M
.

5
.

在盐沼藻类的液氮保存中

的结果是一致的
『” 。

这是由于缓慢降温到 一 6。℃时
,

抱子得到充分脱水
,

胞内溶液十分浓稠
,

在解冻复温

时
,

无论复温逗度如何
,

不会出现重结晶
,

从而避免机械损伤
。

经液氮冷冻保存的果泡子萌发率略低于未冷冻组
,

可能是由于冻害的延续作用
。

但从冷冻果 抱子

萌发成丝状体以及生产性采苗试验看
,

超低温保存的果抱子再用于生产是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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