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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白绍人工繁殖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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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0 0 3 9 )

提 要 本文对控制淡水白鳍有效积温和投饲量促进性腺成熟人工诱导春繁和秋繁作了

研究
。

春繁平均水温 23
.

3士 1
.

1℃
,

雌
、

雄亲鱼有效积温分别达到 350 9
.

0士 164
.

2和 37 86
.

7士 81
.

8度
·

日
,

平均催产率为 86
.

9 %
,

比自然水温条件下
,

提前催产约 1
.

5个月
。

秋繁平均水温 28
.

1土 2
.

o C
,

雌
、

雄亲鱼有效积温分别为 2 0 08
.

8和 2 0 3 0
.

0度
·

日
,

平均催产率为 93
.

2 %
;
秋繁千克鱼饲料量小于

春繁
,

但千克鱼 日投饲量大于春繁
。

产卵前后血清中1 7p
一

E
Z
和 T 浓度测定表明

,

雌鱼血清中1 7p
一
E Z

浓度在产卵后极显著降低 (春季
,

P < 0
.

01
;
秋季

,

P < 。
.

0 01 )
,

经秋季培育后又再升高
,

表明 1 7件E
Z

的作用主要与卵黄发生有关
,

但与排卵的关系不大
,

而皋酮在产卵过程中
,

雌
、

雄鱼均有显著升高

( P < 0
.

0 0 1 )
,

这与排卵
、

排精有关
。

关键词 淡水白绍
,

人工繁殖
,

有效积温
,

1 7日
一

雌二醇
,

皋酮

淡水 白鳍 ( oC l os so m a br oc h〕 )P 口m u m )原产南美亚马逊河
,

是热带和亚热带主要经济鱼类之

一
,

又是食用和观赏两者兼备的大型热带鱼类之一
,

具有食性广
、

生长快
、

肉质美
、

抗病力强
、

耐

低氧
、

易捕捞等优点
,

当前 已成为我 国养殖 鱼类的新对象
。

但该鱼却不耐低温
,

临界水温为 8 -

10 ℃
。

因此
,

提早淡水 白鳍在春季人工繁殖
,

延长生长期
,

当年育成至商品鱼规格
,

避开鱼种越

冬生产环节
,

节省热能
,

对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养殖颇为重要
。

本试验对淡水白鳍人工繁殖的水

温调控
、

亲鱼培育的饲料需求量和产卵前后血液中性激素变化作了研究
,

从而为提早淡水白鳍

的人工繁殖和一年春
、

秋两季产卵化苗提供可靠依据和技术参数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1
.

亲鱼的培育 1 9 9 2年和 1 9 9 3年试验在南京水产 良种场进行
。

淡水 白鳍雌
、

雄鱼同为 6一 7

龄
,

雌
、

雄鱼平均体重 3
.

25 k g
,

放养密度为 3 7 5 0 k g / ha
。

分别在 6只池糖
,

面积共为 0
.

31 ha
。

雌
、

雄鱼分开单养
。

水源为工厂余热水
,

按照额定水温要求调节昼夜流水量
。

水温随季节控制
,

稳定

在 1 7 一 3 0℃之间变幅
。

水中溶氧量在 3 m g / L 以上 ; N H
3 一

N 在进水 口 为 。
.

o 38 m g / L
,

出水 口为

0
.

31 m g / L
。

亲鱼投 喂颗粒饲料
,

蛋 白质含量 为 30 %左右〔马仲波等
,

1 99 1 ]
,

加喂麦芽和青饲

料
。

每 日上下午各投喂一次
,

以饱食为度
。

收稿 日期
: 1 9 9 3一 2 2

一

2 7
。



4期 姜仁良等
:

淡水白鳍人工繁殖的调控

2
.

人工催产 采用家鱼人工繁殖常规催产技术 〔福建
、

江苏
、

上海淡水经济鱼类人工繁殖

协作组
,

1 9 7 7〕
,

分二次或一次注射法
,

每千克亲鱼注射 D O M 1 m g 加 L R H
一

A l如 g 或 H C G

40 0 1
·

U
.

加 L R H
一

A 10 拌g 混合注射
,

以及单一注射 L R H
一

A 10 拼g
,

都能获得明显的催产效果
。

3
.

血样采集 取雌
、

雄亲鱼产卵前后血样
,

采用尾动脉取血法
,

血样 4 ℃冰箱凝集
,

待透出

血清后
,

3 0 0 0 rP m
,

离心 5分钟
,

沉降血块
,

吸出血清
,

置
一 20 ℃低温保存备用

。

4
.

血清中17 p一雌二醇 ( 17 卜E Z
)和塞酮 (T ) 的测定 血样中 17 各E

Z

和 T 经加热处理
,

直接

用放射免疫测定 ( R IA )法药盒检测
,

样品采用美国 B e c km a n
公司的 L 9 80 。

型液体闪烁计数机计

数测定「赵维信等
,

1 9 8 7a 」
。

一 令士

—
、 二目 果

1
.

亲鱼培育期的有效积温 1 9 9 2年和 1 9 9 3年春季繁殖的淡水 白鳍
,

分别由前一年的 n 月

份开始至翌年的 4月份进行培育
,

有效积温依水温在 20 ℃以上亲鱼正常摄食生长为积温累加
,

低龄 20 ℃水温不计算在 内
。

培育成熟的亲鱼
,

两年分别在 4月 25 日和 28 日进行催产
。

1 9 9 2年和

1 9 9 3年春季繁殖的淡水白鳍
,

雄鱼培育期 1 61 天
,

有效积温为 3 7 8 6
.

7 士 81
.

8度旧
;
雌鱼培育期

15 2天
,

有效积温为 3 5 0 9
.

0 士 1 6 4
.

2度
·

日
。

1 9 9 3年秋繁亲鱼 6月 1日至 8月 1 1 日进行强化培育 7 2

天
,

雄鱼有效积温为 2 0 3 0
.

0度
·

日 ;
雌鱼则为 2 0 0 8

.

8度
·

日 (表 1 )
。

表 l 亲鱼培育期的有效积温

T a b l e 1 T h e e f f e e t i v e a e e u m u l a t i n g t e m p e r a t u r e o f s P a w n e r s d u r in g e u l t u r e s t a g e

时期 平均水温

( ℃ )

雄鱼

培育

天数

有效积温

(度
·

日 )

平均水温

(℃ )

雌鱼

培育

天数

有效积温

(度
·

日 )

1 9 9 2年春季 2 3
.

3士 1
.

3 2 2
.

8士 1
.

1

1 9 9 3年春季 2 3
.

6士 1
.

5

均 值 2 3
.

5士 1
.

4

1 6 5 3 84 4
.

5

1 5 8 3 7 2 8
.

8

1 6 1 3 7 8 6
.

7士 8 1
.

8

2 3
.

4士 0
.

2

2 3
.

1士 0
.

7

15 9 3 6 2 5
.

2

14 5 3 3 9 3
.

0

15 2 3 5 0 9
.

0土 1 6 4
.

2

19 9 3年秋季 28
.

2士 1
.

72 2 0 3 0
.

0 2 7
.

9士 2
.

0 7 2 2 0 0 8
.

8

2
.

培育期亲鱼所需饲料量 亲鱼培育期
,

雌
、

雄鱼投喂饲料总量相 同
。

日投饲率 (占体重

的% )
,

精饲料 1 1一 1 2月份为 2
.

5一 4
.

7%
,

1一 2月份为 3
.

8一 4
.

1%
,

3 一 4月份为 9
.

2一 1 2
.

。%
,

6一 8月份

为4
.

2一 12
.

5% ;
青饲料为 1

.

0一 4
.

2 %
。

1 9 92
、

1 9 9 3年春季培育期每千克亲鱼所需精饲料量为 7
.

74

一 8
.

4 1 k g
,

平均为 8
.

0 8士 0
.

4 7 k g
,

青饲 料为 0
.

9 4一 1
.

3 5 k g
,

平均为 1
.

1 6士 0
.

3 1 k g
。

夏秋季培育

期每千克亲鱼所需精饲料和青饲料约为春季培育期的 50 %左右
,

但千克鱼 日投饲量则 比春季

为高 (表 2 )
。

3
.

培育亲鱼的催产效果 1 9 9 2年和 1 9 9 3年两年共催产雌鱼 37 1尾
,

雄鱼 3 91 尾
,

产卵亲鱼为

32 7尾
,

平均催产率达 88
.

1 %
,

产卵 8 0 2 8
.

2万粒
,

平均受精率 67
.

1%
,

孵化得苗 3 0 2 8
.

6万尾
,

每千

克亲鱼平均产卵 7
.

5万粒
,

化苗为 2
.

9万尾
。

其中春繁催产率为 86
.

9%
,

秋繁则为 93
.

2% (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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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亲鱼培育期的饲料 t (单位
:

千克 )

aT b l e 2 T b e f ee d in g a m o u . t o f s P a w n e rs d u r in g e u l t u r e s ta ge ( U n i t : k g )

顺粒饲料 麦芽 精饲料 (顺粒
、

麦芽 ) 青饲料

时期 尾数
数量 数量

合计

总量
千克鱼
日投饲量

数 t

1 9 9 2年春季

1 9 9 3年春季

1 9 9 3年秋季

7 36 1
.

0

5 36 0
.

0

3 3 7
.

5

1 82 3
.

0 9 1 8 4
.

0 0
.

0 5 1 1 0 3 0
.

5

5
.

0 3 2 89 1
.

5 2
.

71 82 5 1
.

0
.

0 49 1 4 7 5
.

0

2 8 7 72
.

5 2
.

9 4 1 1 1 0
.

0 4
.

2 2 0 06 0 1 81
.

0

几b8
11住do七

8
几J O口

衰 3 春
、

秋季节亲鱼催产结果

T a b l e 3 T h e r e s u l t s o f ind
u e e d s P a w n i n g in sP r i n g a n d a u t u m n

催产尾数
时期

早 产

产卵

尾数

催产率
( % )

产卵量
(万粒 )

受精卵数
(万粒 )

孵化率
( % )

化苗数
(万尾 )

1 99 2年春季

1 9 9 3年春季

合 计

1 9 9 3年秋季

总 计

9 1
.

5

82
.

8

2 79 9
.

0

2 8 9 9
.

0

7 3
。

4

5 4
.

8

2 0 5 3
.

5

1 5 8 9
.

1

5 3
.

6

4 0
.

8

86
。

9

9 3
.

2

5 6 9 8
.

2

2 3 30
.

0

6 3
.

9

74
.

7

36 42
.

6

8 8
.

1 8 02 8
.

2 6 7
.

1 5 38 3
.

7

73
.

5

56
.

3

1 1 00
。

0

6 49
.

1

1 7 49
.

1

1 2 79
.

1

30 2 8
.

6

O甘00甘只月矛,一勺01气J.0心̀,1119曰nJOJ00口,目11月任巴OJJOJQù1且,立O乙八」
ù卫五月了8
,d1J 1任一匀Où片了门了

111人,éOJ

4
.

产卵前后血清中17 卜E :

和 T 含 t 的变化 经培育后亲鱼性腺迅速发育
,

春季和秋季产

卵雌鱼
,

产卵前血清中 1 7件E
Z

浓度分别为 3
.

7 4 9士 2
.

3 4 5 和 4
.

4 2 2士 0
.

9 9 1 n g /m l ( N = 5 )
。

诱导

产卵后
, 1 7卜E

Z

出现下降趋势
,

分别为 2
.

7 7 5士 0
.

3 5 7和 1
.

3 6 4士 0
.

5 0 0 n g /m l ( N = 1 0 )
,

产卵前

后 1 7件E Z
均值经显著性检测都有非常显著差异 (春季

,

P < 0
.

0 1 ;
秋季

,

P < 0
.

0 0 1 ) (图 1 )
。

雌
、

雄鱼产前血清中 T 浓度分别为 1
.

4 10 士 0
.

4 1 0和 2
.

0 9 2士 2
.

3 2 1 ( N = 1 0 )
,

产后则为 2 2
.

55 7士

4
.

5 90 和 6
.

47 9士 1
.

7 62 ( N 一 1 5 )
。

产卵后都比产卵前呈现出显著上升
,

雌鱼产卵后 比产卵前高

出8
.

0倍
,

雄鱼则高出 3
.

1倍
,

雌
、

雄鱼产卵前后差异都呈现非常显著变化 (P < 0
.

0 01 ) (图 2 )
。

三
、

讨 论

1
.

亲鱼性腺成熟所需有效积温和饲料 t 提早淡水 白鳍的人工繁殖
,

延长生长期
,

当年育

成至商品鱼规格是推广淡水白鳗养殖的关键
,

而要提早人工繁殖必须使亲鱼性腺提早成熟
。

在

长江流域
,

自然水温条件下
,

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
,

亲鱼性腺才能完全发育成熟
,

方可人工催

产
,

孵化得苗
,

此时培育的苗种
,

在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
,

体长才能达到 2
.

0 C m 规格
,

这在 当年

育成至商品鱼规格有一定难度
,

一般只能达到 25 0 9 以下规格
。

本试验在有热水源的条件下
,

从 n 月份开始至翌年 4月份平均水温
,

雄鱼调节在 23
.

5士 1
.

4℃ ,

雌鱼则在 23
.

1士 0
.

7 ℃
,

以水温

2 0
.

0 ℃以上 [张中英等
,

1 9 9 1〕作为有效积温
,

雄
、

雌鱼分别为 3 7 8 6
.

7士 8 1
.

8度旧 和 3 5 0 9
.

0士

1 64
.

2度
·

日
,

在此有效积温界限内培育的亲鱼
,

性腺都能完全发育成熟
,

催产率高
。

1 9 9 2年和

1 9 9 3年的两年实验证明
,

雄鱼的有效积温高于雌鱼 27 2
.

3度旧
。

据此
,

我们认为在春季培育淡

水白鳍亲鱼宜雌
、

雄鱼分开单养
,

雄鱼平均水温适当比雌鱼略高一些
,

以便在催产前雌
、

雄鱼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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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同时达到额定的有效积温
,

性腺发育成熟趋向同步
,

有利于提高催产率和受精率
。

实践证明
,

达到上述有效积温的亲鱼
,

就能在 4月中
、

下旬催情产卵
,

比自然水温条件下
,

提早约 1
.

5个月的

催产期
,

这样就使淡水白鳍当年苗种当年育成至商品鱼规格
,

在生产上是可行的
。

至于春季产

过卵的亲鱼
,

接着强化培育 72 天
,

雄鱼平均水温为 28
.

2士 1
.

9℃
,

雌鱼为 27
.

9士 2
.

0℃ ,

有效积温

分别为 2 0 3 0
.

0和 2 0 0 8
.

8度旧
,

比春季繁殖时
,

有效积温下降46
.

4一42
.

7 %
,

而雌
、

雄亲鱼在秋季

8月中旬性腺发育同样都能达到完全成熟
,

并且获得很高的平均催产率 ( 93
.

2% )
。

口
产卵听网因产卵

llIJ

()ù吕ǎhl飞(1[u比xt)ù一ù找ì
、

于之ù1任叨幽产卵后曰门产卵前
一J孟
n八lq
-

(1u[\汗二多七
。
留汾一于理

.

一任

雌鱼产卵前后血清中 1 7卜E Z ( gn /m l)

含量变化

C h a n g e s o f s e r u m 1 7p一 E
: le v e

l
s

in f e m a le d
u r i n g s P a

w
n
in g

图 2 雌
、

雄鱼产卵前后血清中 T ( gn /m D 含量变化

F ig
.

2 C h a n g e s o f s e r u m t e s t o s t e r o n e ( T )

l e v e
l
s in f e m a le a n d m a

l
e

d
u r i n g

1
.

19图F

S P 8
w n l n g

淡水白鳍是杂食性鱼类
,

摄食旺盛
,

对饲料需求量大
。

本试验证明
,

春季产卵的亲鱼
,

每千

克亲鱼所需精饲料量为 8
.

08 士 0
.

47 k g
,

青饲料为 1
.

16 士 0
.

31 k g ;
秋季产卵亲鱼在 72 天培育期

内
,

千克鱼所需饲料量 比春季培育少 50 %左右
。

但秋季培育每千克亲鱼平均 日投饲量却比春季

培育高 20
.

0%
,

这是因为夏
、

秋季水温高
,

鱼体代谢强度的旺盛
,

营养物质向性腺中转化的速度

也加快
,

加速了性腺发育成熟
。

总之
,

无论是春季产卵
,

还是秋季产卵的亲鱼
,

根据培育水温
,

投

喂相应的饲料量
,

在适宜的池塘生态条件下
,

当达到额定的有效积温
,

性腺发育成熟即可进行

催产
。

另外
,

两年实践证明
,

淡水 白鳍人工催情产卵无需采用脑垂体或 H C G [ C as t a g on ill 等
,

1 98 1 ; G o id n h 。
等

, 1 98 6〕
,

而只要每千克亲鱼一次注射 L R H
一

A 10 产g ,

就能获得 良好催产效

果
。

例如
,

1 9 9 3年秋季
,

一次催产 73 组亲鱼
,

全部采用一次注射 L R H
一

A
,

催产率达 93
.

2%
,

化苗

1 2 7 9
.

1万尾
。

生产上可推广这种简便易行的催产方法
。

2
.

1 7卜E :

和 T 在淡水 白绍繁殖中的生理作用 本研究表 明淡水白鳍催产前
,

卵巢虽已发育成

熟
,

但血清中17 件E
Z

含量高于催产前的团头妨 [姜仁 良等
,

1 9 8 6 ] 2
.

7倍
,

这与淡水 白鳍卵母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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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发育的非同步性有关
,

据叶盛钟等 [ 1 9 8 9 ]对淡水白鳍解剖研究
,

四月份的卵巢中除 w 期卵母

细胞外
,

尚存在大量 班期向 VI 期和 n 期 向 l 期发育过渡的卵母细胞
,

表明淡水白鳍为分批产卵

鱼类
。

为了使部份尚处于外源性卵黄发生期的卵母细胞继续发育
,

需要由 1 7俘
一

E Z

继续诱导肝细

胞产生雌性特异蛋白
,

经脂化
、

糖化和磷酸化作用转化为卵黄蛋白前体
,

被卵母细胞吸收
。

所以

这可能是淡水 白鳍催产前血液中 1 7 p
一

E Z

水平较 团头妨高的原 因
。

无论是 自然产卵时 内源性

G T H 大量分泌或者人工催产时注射 H C G 引起外源性促性腺激素升高
,

从而抑制性腺 1 7 p
一

E
Z

合成和分泌 [ Z h a 。
等

,

1 9 8 5 ]
,

因此
,

出现 1 7尽
一

E :

的降低
,

这与 L R H
一

A 和 H C G 诱导鲤科鱼类产

卵
,

引起 17 件E
Z

降低相仿
。

淡水白鳍经春繁的雌鱼培育 72 天后
,

1 7月
一

E
Z

再度升高
,

性腺发育再次

成熟
,

显示出 17 各E
Z

在促进卵母 细胞卵黄发生中的作用 [ L
a m b e rt 等

,

1 9 78 皿
,

而与卵母细胞最

后成熟和排卵的关系不大
。

淡水白鳍血清中 T 在雌
、

雄亲鱼产卵后出现升高现象
,

而且雌鱼血清 中翠酮 的浓度 明显

高于同种雄鱼
。

据雌链催产结果表明「赵维信等
,

1 9 8 8〕
,

注射 H C G 后约 1 0小时或产卵前 7小时

出现 T 的峰值
,

产卵后 T 值仍然高于催产前的水平
。

这与淡水白鳍雌鱼产卵后 T 的含量高于

催产前相一致
,

这是 由于注射催产剂后
,

使卵巢芳香酶活力减弱
,

因此由性腺产生的 T 转 化成

1 7日
一

E
Z

也相应减少
,

而大量 T 则与 自身分泌的 G T H 或外源性促性腺激素协同作用
,

刺激成熟

类固醇激素产生并进一步促进卵母细胞 核象的偏移
、

极化
,

最后成熟和排卵仁赵维信
,

1 9 8 b7 ;

S at ce y
,

1 9 8 3〕
。

至于催产后雄鱼 T 浓度的升高
,

则可能作为雄鱼排精时期 1 1
一

氧攀酮 ( 1 1
一

O T )

的前身物
,

转化为 1 1
一

O T
,

参予雄鱼的性行为和排精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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