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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脑垂体中促性腺激素含量的周年变化

赵维信 姜仁良黄世蕉 周洪琪

(上海水产学院 )

提 要

经丙酮千制的垂体粉用 4。形乙醇抽提
,

冷冻干燥
,

用放射免疫测定法测定鲤鱼垂体中促性

腺激素含最的周年变化
。

年平均含量为 56
.

1 微克 /毫克
。

2 月份临近产卵期时
,

雌
、

雄鲤鱼垂

体中的促性腺激素含量都达到最大值 (雌鱼为 1良
.

0 微克 /毫克
,

雄鱼为 1 6。
甲

。 微克 /毫克 )
。

雄

鱼 9 月份含量最低 ( 8
.

3 微克Z毫克 )
,

雌鱼 10 月份含量最低 (3
.

8 微克了毫克 )
,

并分别在 10 月份

和 11 月份后开始逐渐上升
。

其周年变化并与其性腺的发育成正相关关系
。

鱼类脑垂体促性腺激素是促使鱼类性腺成熟和排卵的重要激素
。

鱼类排卵时
,

垂体

大量释放促性腺激素
,

使血液中的含量急剧升高
,

促使鱼类性腺成熟过程的完成
。

因此
,

进一步测定垂体中促性腺激索含量的季节变动
,

对深入了解鱼类繁殖机理有重要意义
。

鲤

鱼垂体又是我国鱼类人工繁殖中最常用的鱼类催情物
,

研究鲤鱼垂体中促性腺激素含量

的周年变化
,

这对掌握鲤鱼性腺成熟
、

繁殖规律和选择最适季节采集垂体都具有实践意

义
。

曹杰超等囚用生物检测的方法对鲤鱼脑垂体中促性腺激素含量年周期变化作了研究
。

本工作进一步用放射免疫测定方法进行了检测
,

并对垂体中促性腺激素含量的状况
,

以及

其含量的变动与性腺发育不同阶段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
。

材 料 与 方 法

自 1 9 7 8 年 2 月至 1 9 7 9 年 1 月
,

于福建省厦门地区收集鲤鱼脑垂体
。

一般每月 下旬

进行采集样品
,

上午 9 : 00 一 1 1 : 00 分别抽取血液和摘除垂体
,

并记录鱼的体长
、

体重
、

性腺

重
,

以及肉眼观察性腺发育状况
。

实验鱼体重范围在 0
.

5一 3
.

。 斤
,

每月取样品鱼 10 尾
。

垂体经丙酮处理保存待测
。

垂体样品的抽提法
:
同月采集的雌

、

雄鲤鱼垂体分别合并为一组
,

用 40 % 乙醇电动搅

拌匀浆
,

经 3。。。 转 /分离心 15 分钟
,

然后将上清液倒出
。

用上述同样方法抽提三次
,

合并

上清液
,

冷冻干燥
。

冷千品用 0
·

02 万
,

p E 7
.

2 的磷酸缓冲液溶解
。

经抽提的垂体样本
,

用双抗体法作放射免疫测定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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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从实际测得的垂体中促性腺激素 ( G T H )的含量 (见表 1》
,

求得每毫克 鲤鱼 垂体 中

促性腺激素含量的年平均值为 56
.

1 微克 (雌鲤为 5 2
.

4 微克 /毫克
,

雄鲤为 59
.

9 微克 /毫

克 )
。

实验表明
,

雌鲤鱼 2
、

3 月份脑垂体中 G T H 含量最高
,

达 1 5 2
.

0一 1 5 4
.

0 微克 /毫克
。

7一 10 月为全年中含量较低的月份
,

其中又以 10 月份的含量为全年最低的月份
,
仅 3

.

8

微克 /毫克
,

11 月份开始
,

垂体中 G T H 含量又逐渐回升
。

雄鲤鱼以 2 月份脑垂体中 G T H

含量最高为 1的
.

0 微克 /毫克
。

3
、

4 月份的含量略下降
,

于 5月份又出现一个较 2 月份稍

低的峰值
,

为 12 4
.

0 微克 /毫克
。

6一 9 月份的含量较低为 1 0
.

0 微克左右 /毫克
,

其中以 9

月份的含量为全年最低
,

10 月份开始
,

垂体中 G T H 含量又逐渐回升 (见表 1
、

图 1 )
。

表 1 鲤鱼垂体中促性腺激素 ( G T n )含量和成熟系数 ( G 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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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鲤鱼的年繁殖周期分成产前期 ( 11 一 2 月 )
,

产卵期 (3 一 5 月 )
,

产后期 (6 一 10 月 )三

个阶段
,

则产卵期垂体中 GT H 含量较产后期高〔见表 2
、

图 2 )
,

差异非常显著 ( P < 。
.

01 )
;

产卵期的含量虽较产前期高
,

但统计学上的差异不显著 ( p > 。
.

05 )
。

另外
,

垂体中 G 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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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鲤鱼垂体中 G T H 含量在繁殖周期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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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它 鲤鱼性腺不同发育阶段垂体中 G T H 含景与成熟系数

含量的变化与成熟系数的变化
,

几乎是同步的
。

雌
、

雄鲤成熟系数的最大值 均较垂 体 中

G T且 含量的最大值迟一个月 (图 1 )
,

这显示出促性腺激素对鲤鱼性腺生长
、

发育和成熟

的诱导作用
。

雄鱼垂体中 G T H 含量的周年变化早于雌鱼的变化
,

特别明显地表现 在 繁

殖季节和性腺的复发 ( 即配子生长期开始 )
,

这与雄鱼生殖腺先成熟相吻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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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鲤鱼性腺的不同发育阶段垂体中促性腺激素 ( GT H )含最与成熟系数 ( G义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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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 水

各与 3 月一 5 月的含量相比较 尹> 。
.

0 5 ; 韦幸
各与 3 月一 5月的含量相比较 尸 < 0

.

0 1于 括弧内的数
,

表

示实验用的垂体个数
。

讨 论

所测得的鲤鱼垂体中促性腺激素含量的周年变动与用蟾蛛体外跌卵的生物鉴定法山

相比较
,

结果基本一致
。

2一 4 月份的含量最高
,

而 9
、

10 月份的含量最低
。

由于放射免疫

测定法所测得的数据
,

反映了垂体中 G T H 的实际含量
,

即每毫克垂体中所含的 G T H 量

(微克 /毫克 )
,

比用体外跌卵所得的 G T H 含量的相对值更精确
,

能真正反映出垂体 G T H

的实际值
。

因此
,

对我们进一步了解促性腺激素的合成
、

释放
, 以及在促使鱼类性腺成熟

、

排卵和产卵时
,

与其它激素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

1
.

垂体中 G T H 含量与性腺发育的关系

在很多文献中较详细地描述了脑垂体间叶嗜碱性细胞的比例
、

大小
,

分泌颗粒积累及

分泌状况
,

反映了脑垂体与性腺发育的关系
。

本文从对脑垂体中促性腺激素含量周年变

化的研究
,

同样显示了它与性腺发育的密切关系
。

鲤鱼的配子发生
,

一般是在前一个繁殖

周期之后立即开始的
,

在 10 月份 已基本完成了增殖阶段
,

而转入卵黄积累阶段
。

6一 10 月

正是成熟系数最低的儿个月
,

此时
,

精巢或卵巢由休整恢复阶段逐渐转入发育阶段
,

看来
,

鱼体只需要一个较低水平的促性腺激素循环量即可诱导早期配子发生的进行
。

这也是一

年中垂体 G T H 含量最低的儿个月
。

10 月份后
,

性腺 已进入生长期
,

雌鱼的卵母细胞将开

始积累卵黄
,

此时垂体中 G T丑 含量伴随着缓慢地升高
。

可能这与刺激卵泡的颗粒细胞

以及内膜细胞产生雌二醇有关〔1oJ
,

以致血液中雌二醇的水平逐渐上升 , 。 ,

llJ
,

由于雌二醇

的作用以及其它一些因素的作用
,

导致磷蛋白等合成卵黄的物质转化到卵母细胞中沉积

下来
。

在整个卵黄积累时期
,

血液中雌二醉水平不断升高
,

至卵黄积累结束
,

血液 中雌二

醇水平达到最大值 〔川
。

n 一 2 月正是卵黄积累时期
,

垂体中 G T H 的含量较配子 发生早

期稍高
,

因此
,

这一阶段 G T H 的作用主要是诱发卵母细胞积累卵黄
。

2
.

垂体中 G T H 含 t 与排卵
、

排精的关系

卵母细胞成熟* 排卵。 产卵时期
,

硬头蹲 ( S盼饥。 夕而州哪再 )卵母细胞核偏位时
,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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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中 G T H 水平逐渐升高 ; 鲤
、

链
、

草鱼及鱿鳍鱼类在排卵和产卵时
,

血液中 C T ll 含量

迅速地升高达到产卵峰值
「,

’

忿’ 味书二川
。

这与垂体中相应地具有丰富的贮存量有关
。

鲤 鱼 在

我国大多数地区都是春季产卵
,

厦门地区
,

鲤鱼产卵时间一般在 3一 6 月 (个别成熟较好的

鲤鱼
, 2 月底已开始产卵 )

。

本实验数据证明
,

3
、

4 月份成熟系数最大
,

为当地鲤鱼繁殖旺

季
。

此时
,

垂体中 G T H 含量也是全年中最高
。

这与组织学的观察也是相一致的
,

产卵期

脑垂体间叶嗜碱性细胞的数娥较其它时期高
,

细胞体积增大
,

分泌颗粒多邝 l 。

所以这三者

的吻合
,

更清楚地说明了在卵母细胞成熟的后期
,

排卵及产卵
,

这几个生理环节都紧密地

与 G T H 大量合成和大量释放入血液中有关
。

也就是说
,

垂体中 G T H 大量合成
,

贮存是

鱼类繁殖时
,

G T H 大量释放入血液循环引起排卵
、

排精的基础
。

本实验分别对雌雄鲤鱼的垂体进行了测定
。

雄鱼垂体 G T H 的周年含量
,

峰值出现于

雌鱼之前
,

这与雄鱼性腺先成熟
,

在卵巢发育成熟一个月前就能挤出精液是相符合的
。

并

且
,

雄鱼精液在排精一次之后
,

又能再度产生成熟的精子
,

所以在 5 月份还出现一个垂体

G T l l 的峰值
。

这与在繁殖季节
,

精巢内存在着不同时相的精母细胞
,

能不断发育成精子

有关
,

也与雄鱼在 5 月份垂体中还保持较高的促性腺激素水平有关
。

所以
,

在 自然产卵群

体中
,

一小部份晚成熟的雌性个体仍有产卵受精的可能
。

而六月份由于水温过高 ( 3。
“

C左

右 )
,

垂体中促性腺激素的合成大大减少
,

不能再诱发精子形成
,

精巢中残余的精子也行将

退化吸收
。

而雌鲤鱼
,

卵巢中所有发育的卵母细胞
,

基本上是处于同步的
,

卵子成熟排出

后
,

卵巢就转为 竹 期
,

未排出的 I V 期卵母细胞退化吸收
。

另外
,

图 1 又指出
,

雄鱼垂体

中 G T H 含量在配子发生早期连续几个月处于低而恒定的水平之后
,

又较雌鱼早一个 月

开始稍有升高
,

进入生长期
。

这说明在性腺的周年变化中
,

精巢的发育在垂体促性腺激素

的影 响下
,

快于卵巢的发育
。

3
.

水温对垂体中 G T H 含 t 的影响

不少资料指出
,

决定性周期变化的重要环境因子是水温
。

如果说
,

鲤科鱼类配子发生

可以在一个广泛的温度范围内进行
,

但就排卵来说
,

对温度的要求则较严格
。

在生产实践

中和许多实验资料中也反映了鲤鱼
、

家鱼等只有在其适宜产卵温度范围内
,

垂体对促黄体

生成素释放激素类似物 ( L R H一 A )的反应是敏感的川
,

水温过高 ( 3 0
0

C以上 )或过低 ( 1 8℃

以下 )
,

不论用 L R H
一A 催产或用鱼类垂体催产

,

都是很难诱发排卵的
。

温度主要是影响

了机体内某些酶的活动
,

如受体细胞的腺普酸环化酶的活力
,

对温度就有明显的依赖性
,

低温环境下
, e A M P 的合成量就减少

〔6 〕 ,

下丘脑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了 , 对垂体 嗜碱

性细胞的作用就降低
,

促性腺激素的合成必然减少
。

所以
,

温度是影响促性腺激素合成的

重要环境因子之一
。

鲤鱼等春季产卵的鱼类
,

高温 (水温 3 。
,

C 以上 ) 可能对促性腺激素合

成的抑制作用较低温 ( 4

—
l o oC )情况下更明显

,

冬季垂体中 G T丑 的含量高于 夏季 (见

图 1 )
。

而这种对温度 的适应性可能随鱼的种类而有差异性
。

4
。

收集鲤鱼垂体的时间

2
、

3
、

4 月份是鲤鱼垂体中 G T且 含量最高的月份
,

这本该是收集鲤鱼垂体最理想的

时间
,

但国内大部分地区的水库和湖泊等水域大规模捕捞是在冬季进行
,

此时起捕的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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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
,

便于收集到一定量的垂体
。

从本研究结果看
,

n 一 2 月份
,

雌鲤鱼垂体中 G T H 的

平均含量为 63
.

0 微克 /毫克 ,雄鲤鱼为 8 3
.

2 微克 /毫克
。

因此
,

结合冬季大捕捞时间
,

收

集垂体还是可采纳的
。

因为这时垂体中 G T且 的含量已开始出现回升趋势
。

若在接近春

季前收集的话
,

其平均含量就更高
,

与产卵期的含量差异就更小
。

所以
,

每年春节前是适

宜收集鲤鱼垂休的季节
。

结 论

1
,

鲤鱼每毫克垂体中促性腺激素年平均含量为 5 6
.

1 微克 /毫克
。

雌鱼为 52
.

4 微克 /

毫克 ;雄鱼为 5 9
.

9 微克 /毫克
。

2
.

雌雄鲤鱼垂体中促性腺激素含量在 2 月份
,

即临近产卵期都已达到最高峰
。

雌鱼

的高峰值为 巧 4
.

0 微克 /毫克
,

雄鱼的高峰值为 1 60
.

0 微克 /毫克
。

雌鱼在 10 月份的含量

最低
,

为 3
.

8微克 /毫克 ,雄鱼在 9月份的含量最低
,

为 8
.

3 微克 /毫克
。

3
甲

配子发生早期 ( 6一 10 月 )垂体中促性腺激素的含量是较低而恒定的
。

卵黄积累时

期 ( n 一2 月 )垂体中促性腺激素含量缓慢地升高
,

至繁殖周期最后阶段 (3 一 5 月 )
,

即卵母

细胞成熟
、

排卵
、

产卵的阶段
,

垂体中促性腺激素含量迅速上升至相当的水平
。

4
.

鲤鱼垂体中促性腺激素含量呈现明显的周年变化
,

并与该鱼性腺发育成 正相关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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