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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甲壳纲动物眼柄中的[器窦腺（[1’.D!"%&"K%
D#!"E，[Z1B>）复合体是甲壳类重要的神经内分泌调节

系统之一，它代表了甲壳类神经内分泌产物的重要来

源，在结构和功能上类似脊椎动物的下丘脑1神经垂体

系统［3，8］。用生化技术已确定[Z1B>系统释放的产物

为肽类神经激素，总称为甲壳类眼柄神经激素（或神经

肽），按功能分为五大类：红色素浓缩激素（.+E,&D/+")1
-’"-+").!)&"D*’./’"+，WJ9@）、色素弥散激素（,&D/+")
E&%,+.%&"D*’./’"+，J=@）、甲 壳 类 高 血 糖 激 素（-.K%1
)!-+!"*$,+.D#$-+/&-*’./’"+，9@@）、蜕 皮 抑 制 激 素

（/’#)1&"*&0&)&"D*’./’"+，R;@）和 性 腺 抑 制 激 素（D’1
"!E1&"*&0&)&"D*’./’"+，>;@）。这些激素产生于眼柄的

端髓[器（/+EK##!)+./&"!#&%[1’.D!"，R:1[Z）或无眼

柄甲壳类前脑相应的位置，释放到窦腺，进入血淋巴系

统，参与调节甲壳类许多重要的生理过程，如蜕皮、生

殖、色素移动、渗透压调节和糖代谢。

& 甲壳类眼柄神经激素及-=NM%克隆

近十 年 来，研 究 的 热 点 已 集 中 于9@@、R;@和

>;@［3，8］。这G种激素同属于一个神经肽家族，至今仅

在甲壳类中发现。9@@的分子量约7UUU!IUUU道

尔顿，主要参与血糖调节，属中期调节过程。不同种类

的9@@具不同氨基酸组成，其功能具有物种特异性。

研究已表明在一个种内可存在几种9@@前体，如克氏

原螯 虾（G6’+.A;.6:2+(.6H**）、墨 西 哥 螯 虾（G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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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激素（/0)V#--)0(),’，>T）是调节鱼类生长、

发育和代谢的一种重要激素。为了弄清鱼体内>T水

平与鱼体生长的关系，以及研究外源>T基因在受体

鱼体内的表达部位、表达效率和表达调控等问题，首

先必须建立鱼类>T灵敏、特异的微量检测技术。此

外，在进行鱼类>T分离纯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鉴定所获得的>T制品是否具有生物活性，同样也需

要建立鱼类>T灵敏、特异的生物活性检测技术。因

此，建立鱼类>T生物活性和特异的定量免疫分析技

术引起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与重视。

# 鱼类生长激素（>T）生物活性检测技

术的研究概况

鱼类生长激素（>T）的主要作用是刺激鱼体的生

长，提高生长率［6］。在进行鱼类>T分离纯化中，很重

要的一点就是鉴定所获得的>T制品是否具有生物活

性。>T，在高等脊椎动物是通过测定促进鼠胫骨生长

的方法（0$##%.%$$33$2）验证其生物活性；早期的研究多

是借用鼠胫骨生长测定法来测定鱼类>T制品的生物

活性，即将>T制品注射到切除垂体的大鼠体内，观

察其胫骨生长情况。U$0(’0［:］成功地用这一方法测定

出高剂量的罗非鱼>T对大鼠胫骨具有低而明显的促

生长效应。但除板鳃鱼纲、肺鱼亚纲、软骨鱼纲和全头

类等鱼的>T能促进鼠胫骨生长外，其它硬骨鱼类均

无此作用，因此不能用此法鉴定鱼类>T制品是否具

有生物活性。因此后来又建立了在体促生长法用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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