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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核发育鲢鱼苗性转化试验 

付立霞 

(上海水产大学，上海 200090) 

摘 要 报道了采用投喂甲基睾丸酮药饵的方法对雌核发育鲢鱼苗进行性转化的初步结果。用高 、中、低 

三种剂量的甲基睾丸酮灯雌核发育鲢鱼卣的性分化进行诱导，研究不同剂量下雌核发育鲢鱼苗的存活率 

及对其性腺分化的影响?通过饲养观察和切片证实，鲢鱼苗摄食剂量为 30 I,zg／g的甲基睾丸酮药饵，存活 

率最高，且有性转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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鲢(Hypophthalmichthys nmlitrix)在分类学上 

隶属鲤形目、鲤科 、鲢属，是我国的当家养殖鱼类。 

在养殖品种 日益多样化的今天，鲢仍以其生长迅 

速、饲养方便 、成本低等优点 ，在水产养殖中占有 

不可替代的地位。正是由于这一点，导致鲢鱼苗 

来源愈来愈依赖于人工繁殖。而当前苗种生产中 

普遍存在只注重数量，不讲究质量的现象，造成鲢 

的品质下降(主要表现为生长减慢，性成熟提前 ， 

个体偏小等)。 

有鉴于此，需对鲢的种质进行提纯复壮。若 

采用传统的选育方法，至少需经六代左右(20多 

年)才能初见成效 ，而应用雌核发育技术只需二 

代便会使鲢的基因达到纯合，这对于我国鱼类种 

质资源保护及良种选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鱼类的雌核发育是一种配子无融合的生殖方 

式：同种或近缘种雄鱼的精子只起刺激卵子发育 

的作用 ，精核并不形成雄性原核，也不与雌性原核 

融合，因此不参与遗传物质的传递。一般而言，通 

过雌核发育产生的后代全部为雌性，只具有母系 

的性状。雌核发育最早为哈布士等在 Poecilia 

formosa上发现。20世纪 60年代 ，前苏联学者罗 

马索夫等用辐射失活的精子人工诱导泥鳅 、鲤 、鲟 

成熟卵子雌核发育，获得成功。雌核发育的后裔 

纯属母系遗传，现主要用于性别控制和 自交系的 

快速建立。雌核发育技术在我国起步较晚，20世 

纪 70年代以后 ，才有学者对鲤 、鲫、草鱼的人工诱 

导雌核发育进行研究，鲢的雌核发育尚未见报道。 

为使雌核发育鲢的性状稳定遗传，必须对其 

中一部分进行性转化。当前国内外有关这方面的 

研究报道主要集中于罗非鱼和鲤鱼。鲢是浮游生 

物食性 ，对其投喂药饵诱导性转化存在一定的困 

难，因而鲜有报道。本文主要报道用甲基睾丸酮 

做药饵对雌核发育鲢鱼苗进行性转化的部分试验 

结果 

材料和方法 

1．材料来源 

雌核发育鲢鱼苗由长江水产研究所颖鲤组提 

供，性转化饲料主要为鳗鲡饲料，甲基睾丸酮从美 

国进 口。 

2．方法 

(1)雌核发育鲢鱼苗的获取 以紫外线照 

射获得遗传失活的鲤鱼精子，采用低温休克方法， 

阻止激活卵第二极体的形成和排出，使其染色体 

加倍。按常规方法孵化，即获得雌核发育二倍体 

鲢鱼苗。 

(2)药饵投喂 鱼苗出膜 4 d后 ，将其转移 

至3个水族箱饲养。水族箱体积为0．35 m (120 

cm x 50．5 cm x 57．5 cm)，注水量为容积的2／3， 

每箱放养 120尾鱼苗。前 3 d用鸡蛋黄拌甲基睾 

丸酮投喂，之后皆以鳗鲡饲料拌甲基睾丸酮投喂。 

20 d后，转入孵化池继续培育。孵化池容积为 4 

nl ，注水量为容积的2／3，仍以鳗鲡饲料拌甲基睾 

丸酮投喂。甲基睾丸酮的含量设高、中、低三个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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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梯度，试验用水为曝气 自来水，试验期为 50 d。 

试验期间每天换水 2～8次，每次用虹吸管换去约 

1／3的底层水。 

(3)试验材料的处理 每隔 5 d，从 3个水 

族箱或孵化池中各取出5尾雌核发育鲢鱼苗，用 

Bouin氏液固定，石蜡包埋，按常规方法制成 10 

Ixm厚的石蜡切片，用 H—E染色后，经中性树胶 

封片，然后用显微镜观察 、拍照： 

观 察 

在雌核发育白鲢初孵仔鱼躯干中部的横切面 

上，原始生殖细胞在内胚层索 、前肾管和卵黄多核 

体之间，以其染色较深且分叶的巨大细胞核和着 

色较淡的细胞质等特征区别于体细胞。 

仔鱼期间，肠管已形成，鳔已充气，这时原始 

生殖细胞单个迁移到鳔的腹面两侧腹腔 

上皮的下方定居(图 1)。 

稚鱼期间，包围原始生殖细胞的腹 

膜上皮细胞增多，横切面呈细胞数 目不 

多的细胞团，此即性腺原基——生殖嵴。 

结 果 

1．药饵浓度对雌核发育鲢鱼苗存活 

率的影响 

不同药饵浓度下，雌核发育鲢鱼苗 

的存活率见附表。 

2．不同剂量下雌核发育鲢鱼苗的摄 

食行为 

鲢为浮游生物食性 ，本试验中雌核 

发育鲢 的生活水体为经过曝气的自来 

水，浮游生物缺乏。投喂药饵 16 d后， 

可见中、低两浓度组的鱼苗到食台摄食， 

高剂量组仍在底层活动。28 d后，从食 

台上看，三组鱼都已摄食，面以低剂量组 

摄食多。通过切片观察，可见其肠道充 

塞药饵(图 2)，说明对鲢这类滤食性鱼 

类，用投喂药饵的方法进行性转是可行 

的。 

3．雌核发育鲢鱼苗的性腺分化 

出膜 10 d后 ，可在鳔腹面两侧观察 

到生殖嵴雏形。出膜 27 d后，即投喂药 

附表 不同药饵浓度下雌核发育鲢鱼苗的存活率 

饵 24 d后 ，生殖嵴仍继续向雌性方向分化，来 自 

腹腔上皮的体细胞和原始生殖细胞分裂增殖，并 

沿着其背部的腹腔上皮横向伸展，形成横切面呈 

扁宽的细胞团，有的细胞团背部裂出一个缝隙状 

小腔，此为卵巢腔的雏形(图3)。投喂药饵后50 

d，观察到部分性腺开始转为雄性 ，可见着色很深 

的精索(图4)。 

1．不同的药物剂量下 ，雌核发育鲢鱼苗的摄 

图 2(10×20) 

图 3(10×40) 图 4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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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行为表现不同，适应时间也存在差异 总的来 

看，低剂量组的适应时间短，摄食量大；高剂量组 

的适应时间长 ，摄食量小，但高剂量组雌核发育鲢 

鱼苗的存活率最高。据其他学者在罗非鱼性转化 

试验中的报道 ，以30 g／g剂量的效果为最好，过 

高和过低效果均不佳?可能本试验中高剂量组较 

为适宜 。 

2、鱼类性腺的分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遗 

传性别在受精时刻便已决定，但真正生理上的性 

别分化却是从生殖嵴形成后开始的。若不用药物 

诱导，鱼类的性别分化将受遗传性别的调控，与遗 

传性别保持一致。但若在生殖嵴形成前用药物诱 

导则可使其生理性别发生逆转：目前，从其他学 

者对鲤鱼及罗非鱼进行的相关研究情况来看，一 

般选择在出膜后 10～20 d投喂药饵。此时卵黄 

囊已吸收完毕，可开口摄食，原始生殖细胞已经迁 

移，但尚未形成生殖嵴 本次实验中，药饵投喂选 

在出膜后4 d。从实验结果来看，也是可行的 这 

说明，对雌核发育鲢鱼苗进行药饵投喂诱导性转 

(上接第 122页) 

应确定合理的捕捞量，使水体中保持一定的轮虫 

密度，以利再生产。 

五、敌害生物的防治 

轮虫培养中最常见的敌害生物是纤毛虫 当 

轮虫排泄物较多，酵母投喂过量时，水质恶化，极 

易引起纤毛虫大量繁殖。因此，在轮虫的培养生 

产过程中，应该防止水质污染，保证轮虫种的纯 

净，保持培养轮虫的生长及数量优势；事先做好轮 

虫种的分离及保藏。这是使轮虫培养顺利、生产 

持续进行的关键。 

若在轮虫培养初期即出现纤毛虫大量繁殖， 

干脆予以舍弃，重新培养 在培养过程中发生纤 

毛虫病，应减少酵母的投喂量，加大单胞藻的投喂 

量。用 200目筛绢反复过滤，清水漂洗 ，可基本去 

除纤毛虫。 

化，开始时间稍稍提前，影响不大。一般来说，诱 

导性转化宜早不宜迟。 

致谢 本研究得到 了潘光碧研 究员的悉心指 

导，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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