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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在虾的人工养殖中，普遍采用的促进性 

晾成熟的方法仍是切眼柄 (即减少抑制性Ⅱ是擞 

素 (gonad—inhibiti“g hormone， GIH)的分 

泌)以及提供适当的环境条件 。因此，用不同 

的方法进一步探讨甲壳动物性晾发育的激素控 

制，阐明甲壳动物是否有促性晾激素分泌是很 

必要的。外源性激素对雌虾卵巢发育的作用的 

研究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路。 

(一)垂体促性腺激素的作用“ 实 验 虾 

为褐虾 (Crangon crangon)。这种虾在每年的 

9月和1 0月卵巢发育处于静止期。 I1月进入缓 

慢的卵黄发生期 ，到第二年 5、6月才产卵。随 

后是一快速的卵黄发生期 ，至 8月份第二次产 

卵。然后又再进入卵巢发育静止期。用药为羊 

促滤泡激素 (follicle-stimulating ho rmone， 

FSH)和羊促黄体素 (1uteiaizing hormone， 

LH)。 用 0．6％NaCI液稀释，每 丑从腹面注射 

FSH 或 LH0．4或 0．8 g到肌肉。共4天。FSH 

的作用：实验在 9且进行。 无论切眼柄与否， 

与对照组相比，用药组卵巢的体细胞数 目都多 

很多，有很多正在进行有丝分裂。这些细胞有 

更大的核，而且核呈囊泡状，不同于对照组的教 

密的核。 由此可知，FSH 的作用是增加虾卵 

巢中体细胞的数目，使体细胞有丝分裂更活跃。 

结果也表明，切眼柄不影响 FSH 的作用。 LH 

的作用：实验在 lO月进行。无论是否切跟柄 ， 

与对照组比较，用药组卵巢的生发区活性都明 

显增加。 主要表现在生发区的数 目和大 小 增 

加，有更多的卵原细胞和生发卵母细胞。此外， 

用药组卵母细胞脂质卵黄发生 (1ipid vitello— 

genesis)程度比不用药组略进一步。结果表明 

LH 的作用主要是增加卵巢生发区的活性。并 

不受切眼柄的影 响。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uman eho． 

rionic gonadotrophin HCG) 的作用 实 

验虾同前。实验在秋天进行，这时缓慢的 口巢发 

生刚开始。每 日注射 5 s*g HCG(溶于 O．02ml的 

O 6西NaC1中)，共 4天。结果用药组卵巢中卵 

撮细胞数 目比对照组少，但有更多的处于生发 

期的卵母细胞以及卵黄发生 前 期 (prevltello 

genetic)的卵母细胞，而且大多数在进行减数分 

裂。到 96小时，用药组卵母细胞的发育达到脂 

质卵黄发生阶段，卵母细胞也比较大，更星空泡 

状，而对照组仍处于卵黄发生前期。在褐虾处 

于缓慢卵黄发生后期的4月份进行的实 验 中， 

用药组的卵母细胞都处 于 蛋 白 卵 黄 发 生 擐 

(protein vitellogenesis)， 而对照组则有仍处 

于脂质卵黄发生期的。实验结果表明，HCG对 

于处于缓慢的卵黄发生刚开始的褐虾来说，促 

进卵原细胞进行减数分裂，变为卵母细胞；而对 

于接近缓慢的卵黄发生后期的虾来说，它加速 

卵黄发生的过程。 

(三)孕激素的作用 Kulkarni 给蜕皮 

闻期的哈氏仿对虾 (Parapenaeopsis fiardwi． 

~kii)成虾从节间膜隔天注入 l 0 g黄体酮(溶 

于 l 0 I的1％乙醇)到腹部肌肉中。10天 、21天 

后卵母细胞的直径分别为(111．75±6．25)~m和 

(121 25±4．5) m，比对照组的(88．75±7．75 m 

明显犬。用药组卵母细胞出现分化，其边缴有 

囊泡 ，细胞质变得稠密、呈颗粒状，内有卵黄沉 

积。而对照组的卵母细胞的细胞质几乎是均质 

的。不仅如此，用药后的虾的中肠腺中的葡萄 

糖和脂肪含量明显减少，而卵巢中的葡萄糖和 

脂肪舍量却增加。虽然中肠晾中蛋白质的台量 

变化不明显，但卵巢中的蛋白质量却明显减少。 

Kulkarni 还 发现黄体酮可促进未成熟虾的生 

殖细胞发育为卵原细胞，后者又很快发育为强 

母细胞。 Yano 用处于卵巢发育 I期的刀额 

新对虾(Metapenaeus crisis)为材料，黄体酮用 

量为 0．1~zg／克体重，仅注射 1次。28天后．用 

药组 15只虾中，2只达到 II期的卵巢发育，4 

只到 III期，2只到v期并产卵。而对照组 1 5只 

虾仅发育到 II期。第 28天的卵巢切片显示 ，甩 

药组卵母细胞发育到无卵黄期或初级卵黄颗粒 

期，而对照组仅发育到脂肪球 I期或 II期。虞冰 

如 给卵巢发育为 l】、lIl期的日本沼虾 (Ma． 

crobrachiura~nipponense) 注射 0．02 g／克体 

重的黄体酮一次．结果抱卵率达 52．9％，优于对 

照组(仅 16 7％，但不及激光照射眼柄组及切眼 

柄组)，而且进入抱卵高峰时间比对照组早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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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注射量为 0,0lgg／克体重及 0．1 g／克体重 

的效果较差。 Yano“ 又给处于早期卵黄发生 

阶段的 日本对虾 (Penaeu~ aponicuO 注射 

t7一羟孕酮，用量为 0 01tzg／克体重。 4 8小时 

后，虾血清中的卵黄蛋白原量平均达到开始时 

的 9．56倍之多，而两对照组仅达到 2．42和 3 04 

倍。 

(四)雌激素的作 用 以 近 缘 新 对 虾 

(Metapenarus aIIinls)为材料，用药为雌二醇 

和雌酮。结果用药组的卵巢充分发育，呈绿色， 

卵巢指数为 5．90±0．86(雌二醇组)和 4 24± 

O．62(雌酮组)。对照组的卵巢小，呈白色，卵巢 

指数为1．48±0．07。卵巢切片显示，对照组发育 

到卵原细胞和卵黄发生前期卵母细胞，而后者 

在用药组中已变为卵黄化的卵母细胞，其细胞 

内有稠密的卵黄颗粒。 

(五)外源性激素作用机制探讨 Yano 

对上述孕激素在雌虾中的作用作了讨论。认为 

黄体酮可作为 l 一羟孕酮的前体刺激 卵 黄 蛋 

白原台成／或释放到血淋 巴中，也可能是 l 一 

羟孕酮作为促卵黄蛋 白原卵巢激素 (vitellog~． 

nin-stimulatlng ovarian hormone， VSOH) 

或它的前体 ，刺激卵黄蛋 白原的合成／或释放。 

对上述其它外源性激素的作用机制则未见有作 

解释者。但它们产生的促进卵巢发育的效果(甚 

至在用药后 24小时即已出现 )显然表明虾体 

内存在接受这些激素作用的机制或受体。另一 

方面，研究业已证明一种龙虾可在体内将胆固 

醇转变成黄体酮 ，而在一种蟹中，黄体酮又被 

卵巢转变成 l孙一羟孕酮 。这表明虾蟹是能合 

成某些性激素的。因此，注射外源性黄体酮也可 

促进虾卵巢的发育。 由此类推，FSH、LH 和 

HCG等对虾卵巢发育有促进作用，那是否也提 

示虾能合成某些与它们相似的激素?这些激素 

和移植到未成熟虾蟹体内、可促进其卵巢发育 

的成熟虾蟹脑、胸神经节所分泌的物质之间有 

何联系?上 文提到FSH和 LH 的作用和眼柄 

的存在与否无关，提示它们的作用是不受 G1H 

影响的(至少在上文中提到的剂量水平)．那／厶， 

其它上述可刺激雌虾卵巢发育的物质(包括脑、 

胸神经节分泌物)和 GIH 的关系又如何呢?对 

虾蟹脑、胸神经节所分泌的物质的分离鉴定对 

解决这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进行这 些 方 面 

的研究，必将加深对雌虾的生殖腺发育是否受 

GSH钿 GIH 双重调节的问题的了解，为虾的 

人工催熟提供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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