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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分组情况一览亵 

第 一 组 第 二 组 第 三 组 
(越冬蝌斟) (sO日|j争) (7 日 龄) 

项 目 

S l s 
I989年度：驶 养日期 4．26 4．26 6．I 6 6-I 6 6．1 6 6．2 S 6．2 S 6．23 6．2S 6．23 6．2 

放养量f只) 200 200 400 400 400 20O 200 2O0 ∞0 {2O0 2O0 

MT 剂蹙 (VPM) 5O 90 50 60 90 30 3O 60 6Ⅱ 90 90 

培药 天数 30 30 30 S0 3O SD 3D 60 60 f 90 '0 

19 D年症 放养日期 5．1 5．1 6．28 6．2日 6．2 8 10．1 ．- 

放养量 只) 20O 20O 26O 26口 26D |7 

MT 剂鼍 (PPM) SD 一 30 30 一 3O 

绪药天数 30 SD 20 30 

对照组； ’劫蛙组 

蛙组用“填食”的方法给予 30PPM 卉4量，服药 

30天。 

定期取样解剖，按顺序编号存查，部分性腺 

作固定或切片 ，少量怍显微摄影，供综合观察。 

蛙池面积 2．3M ，募作蝌蚪培育他。 幼蛙 

填食后在塑料盘中存养。 

2 实验结果 

2 l 性腺转化结果 两年实验蝌蚪计 3980只， 

完成变态后两次现场验收共解剖 l 97只，包括 

性成熟的亲蛙，先后解剖千只以上，均属雄性， 

以肉眼可看到睾丸的存在。 

幼蝗组在服药后越冬，l991年 6月下旬起 

体重达到200克即解剖，至 10月下旬，37只全 

部解剖完，仅发现 1只间性蛙，即同时存在精巢 

和卵巢。其精巢中有活动的精子，离体后半小 

耐仍可存活，与一般雄蛙及“表型雄蛙”的精予 

活力没有明显差异 但卵巢则较细，呈橙 色略 

带黄，处于小生长期早期 ，即第 1I期卵巢。其 

余均为雄性。 

对越冬蝌蚪组作生殖腺组织学初步观寮。 

实验开始对的蝌蚪不仅已完成性分化过程 ，且 

雌性已达初级卵泡期。 自开始给药至停止给药 

的 3 0天中，精巢的发育并无异样发展。但卵巢 

的变化则越趋明显。在E 药后的第 10天，已发 

现巢卵委缩，卵巢外膜及卵泡膜同时出现凹陷。 

对照组雌性性腺初级卵母细胞的体积已显著增 

大。第二个 1'0天，对照组多数已形成了单层滤 

泡上皮细胞。而实验组基本上已没有卵胞或核 

仁存在。到了第三个 1O天，精巢在实验组的雌 

体上出现，眼代了卵巢，并有稀落的精啜细胞。此 

时已有相当部分变态成幼蛙。但不论幼蛙或那 

些前肢皮质才刚刚突出的蝌蚪，其性腺的转化 

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以肉眼观察，睾丸清晰可见。 

未曾对 7、20及 30日龄蝌蚪各组进行组织 

学观察，但激素对它们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即 

在其完成变态后的两次验收以及在此前后的取 

样解剖观察中，均未发现雌性个体。各对照组 

的雄性比例在 46 67％--66．67％ l。 

2．2 生长及成活率情况 两年 14个蝌蚪实验 

组中，使用药物剂量在 30~90PPM，服药 20— 

6O天。出现某些生长和成活率的差异。如 1989 

年最高剂量的 4个组 ，成活率极低 ，最后所剩数 

量很少，尤以 7日龄的两组更甚，分别只剩 9和 

7只 (均不含抽样解剖的数量)。60PPM 的两 

个组中，成活率也较低，但生长速度似乎快一 

些 ，这可能与后期放养密度稀及管理有关。不 

过 30PPM 的各组；生长速度则明显地较对照 

组快。第二年的实验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例 

如第=：组的两个实验组生长速度分别比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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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2 被养、生长 、成活率对照 单位：克 1990年度 

城 养 收 获 对 比 

项 目 

戚 率⋯  平均比对 日期 只数 平均体重 总重量 期 1只数 总重量 平均体重 (
％ ) 照组 增 

第 6．28 26o 2．4 624 1{6 1 870．26 12．81 78．92 51．24 

一 6．29 26o 2．4 624 126 12．02 68．11 41．9l —— 

组  6．29 260 2．4 624 t18 8．47 63．33 

’ 对照组； 蚪 不舍取样解剖数； 啪 含取样解剖数 

平均增长 51．24％和 41．91％，而且成活率也较 

对照组高(见表 2)。 

互3 观察了性成熟的“全雄性”蛙，相 当一部分 

具有原雄蛙的一般外部形态特征。但仍有少部 

分较难从外表区别雌雄。例如下颚表皮没有呈 

现黄绿色，例是近似雌蛙的暗褐色，有的甚至色 

更浓；耳膜的大小还没有发现存在相关规律；而 

前肢母指内侧的婚姻瘤仍较粗大。因此尚难确 

定“表型雄蛙 。 

4繁殖 曾以 “全雄性蛙与未经药物处理 

的雌蛙交配，获得 3对蛙产卵并孵化，其子代的 

性别比例分别为 72．5％、55％和 82．5％。 

3 讨论 

3·l 甲基睾丸素对牛蛙蝌蚪乃至完成 变 态 后 

的幼蛙的性转化，均起作用。张致一 曾指出， 

凡是单配子性别的雌体，都很容易地通过雄性 

激素的处理而转化成十分完整的雄体。 Yama 

moto(1 968)进一步指出，这种异种外源激素 

对青鲐鱼诱导出的性反转是持久的，在一生中 

都保留其功能。我们的实验证实了这些论点。 

3．2 甲基睾丸素不仅对性分化前的牛 蛙 蝌 蚪 

有性变诱导作用，对性分 c后达 10个月左右的 

越冬蝌蚪的作用，仍然十分完全，甚至对已变态 

的幼畦所起 的作 用也较明显。这些情况说明牛 

蛙蝌蚪的雄性化效应与剂量、时间，没有直接的 

依赖关系，不像某些鱼类受性原基形成与否的 

影响范围大，因而在处理的时间和体长上有一 

定的局限性。说明甲基睾丸素不仅对牛蛙性变 

作用的节围广，而且效应也大。同时实验也充分 

支持张致一指出的 “在适当的时期和适当的处 

理之下 ，性激素可能刺激已经退化或消失了的 

组织重新再发生”这一论点。但从生产角度看， 

以 1 O日龄蝌蚪开始给予 3 OPPM，服药 2o天为 

宜。 

3．3 尽管这种转化只是功能上的转换 ，但 “全 

雄性”蛙经一年的饲养，仍表现出生长优势以及 

同样存在出肉率高，后腿重的优点。况且，苗种 

阶段也表现 出生长快、成活率高的趋势。因之， 

培育单(雄)性牛蛙苗种，具有实用价值。 

3，4 获得的 3对亲蛙所产子代，性别比例有较 

大的差异。由于从外表尚无法区别其父本的遗 

传性状，因而一时难于做出十分确切的结论。只 

是其中有两组的雄性比例较通常情况下的性比 

要高，而且我们在观察了大量性成熟的实验蛙 

后，发现其精于活力与未受药物处理的雄性亲 

蛙的精于并没有不同。因此，初步认为，由雌性 

转化而来的表型雄蛙，具有繁殖机能 ，但其子代 

则并非均为单性，只是雄性比例高于常规条件 

下亲蛙的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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