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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黄体生成素释放激素类似物对团头鱿

血清中促性腺激素和 1 7月一雌二醇含量

变动的研究
’

姜亡良 黄世蕉 赵维信 周洪琪

(上海水产大学 )

提要 本文报道了团头舫 (皿勺
口必口阶”

a

哪 b l夕“ 夕ha l“ )血清中 17月一雌二 醇放射免疫

的测定方法
,

将所建立的测定方法用于鱼类血清测定
,

并对方法 的准 确性 (回 收率 驼
`

8 士

8
.

16 另 )
、

特异性 (抗血清与雌酮
、

雌三醇的交叉反应分别为 < 3
.

20 男
、

< 2
.

99 港 ) 和灵敏度

( 2
.

3 6一2
.

S O p g ) 作了检验
。

标准曲线 的 r 。 一 0
.

99 8
, s 二 0

.

0 2 3 一 O
,

0 5 1
,

检测 范 围为 10 一

切助 g /管
。

团头鱿催产后血清中促性腺激素 ( G T H )含量增高
,

为产卵前的 打倍左右
,

而未产卵个体

的 G T H 含量则为产卵个体产卵前的 3一 5 倍
。

与草鱼和缝鱼一样
,

当血清中G T H 达到一定

浓度时
,

才能实现产卵
。

随着团头妨卵巢的发育
,

血清中 1助
一

雌二醇 ( 17月名
,

)含量和成熟系数同步逐渐上升
,

至第

v1 期卵巢发育成熟阶段
,

血清中 1邓扭
:

含量形成一个高峰
,

达到 200 4
,

11 士 丈1防
.

31 p g /m l,

可作为卵母细胞卵黄迅速积累的指标
。

过后
,

血清中的 1邓一
:

含 量略有下 降
,

催产前为

13 92
·

7 1士 3附
·

0 9 和 1 2 19
·

29 士生Zo
.

5 1 p g /m l ,

产卵后
,

血清中 1 7拌卫
:

含量在短时间内迅速下

降到 34 6
.

7 1 士 12 9
.

5 1 和 3 2在
,

28 士2 28
.

0 0 P g /m l
。

雄鱼则与雌鱼相反八7月一E :

含量随精巢发育而逐渐下降
,

并一直维持在一个低水平
。

主题词 R工A 、

灯户雌二醇
、

促性腺激素
、

团头舫

从七十年代开始
,

人工合成的促黄体生成素释放激素类似物 ( L丑且
- A )作为催产剂

,

普遍应用于鱼类繁殖
,

至今已取得非常显著的效果 〔 1

禹
.

川
。

近年来
,

在用 L丑H
一A 对鱼类

催情产卵研究中
,

从垂体促性腺细胞超微结构方面和垂体
、

卵巢的组织化学方面探讨了

毛R H ~ A的作用途径和催产机理氏
.

刀
,

目前
,

采用放射免疫测试手段对 L R H - A 诱导鱼类

产卵前后血清中 G T H 含量变化的研究工作做得较多
「“ , , 】 , “ 】 , : 】 , , ,

川
。

在这些研究中阐明了

鱼类垂体合成
、

释放 G T H 来调控生殖生理的机制
。

并证明鱼类的催情产卵过程和哺乳

类动物相似
,

存在着下丘脑
一
垂体一性腺之间的联系 .l[ ] 。

最近
,

我们初步建立的团头鱿血清中 1 7启一雌二醇 ( 17 冬凡 ) 放射免疫测定方法
,

为研

究鱼类性类固醇激素对性腺功能的调节控制作用提供了基础
,

从而为研究鱼类性腺发育
、

参加本试验部分工作的还有杨先乐
、

杨斌
、

沈玲
、

李文和
、

杨志平
、

肖雨同学
。

蒙承上海计划生育研究所王忠

兴和上海内分泌研究所张美云同志的帮助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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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黄蛋白质积累的规律创造了条件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材料

试验用鱼于 1 9 7。一 19 8 3 年分别采自厦门和上海等地养殖场
。

在不同发育时期和催产

前后从尾动脉采集血样
。

血样静置凝集
,以 3 0 00 转 /分离心 5分钟

,

吸出血清
,

低温保存

备用
。

2
.

方法

团头纺血清中的 G T H 含量用双抗体法测定『l’1
,

而血清中 1 7刀
一E ,

则用上海市 内分

泌研究所药盒【,目 (简称药盒 A )和上海市计划生育研究所药盒匕” 〕 (简称药盒 B ) 的方 法
,

稍加改进后进行
。

( 1) 试剂 。
.

1拓
、 。

,

5% 明胶一磷酸缓冲液 ( 。
.

I M GP B S
,

pH 7
.

2)
、

葡聚糖加膜活性

炭 ( D
.

O
.

C )
、

闪烁液的配制均按常规进行
。

17 庄 E
。

标准液 一用倍比稀释法
,

每管为 4 00
、

2 00
、

1 0 0
、

6 0
、

肠
、

1 2
.

5 微微克 ( gP )或者用

1 6 0 0
、

8 0 0
、

4 0 0
、

2 0 0
、

1 0 0
、

5 0
、

2 5 毫微微克分子浓度 (灿
0 1)

,

用于建立标准曲线
。

1了户 E
:

氖标— 工作液浓度为 1 0
,

。川。 1 3。。。。 pm 或者用 。
,

l m l 二 8 0 0 0e p m
。

1 7庄E :
抗血清一 0

.

2m l 工作液
,

用 1 : 4。。。一 l : 1 5。。 o 抗血清或用 。
.

l m l 工作液 :l

5 0 0 0 抗血清
。

(2 ) 操作步骤 药盒 A 操作法
:
按标准曲线的检测范围稀释血清

,

取 0
.

s m l
,

经乙醚

(3 m l) 抽提后
,

回旋振荡混匀
,

静置片刻速冻分层
,

倒出抽提液置 40 一5 o0 C水浴中蒸干抽

提掖 (二次抽提 )
,

然后加入氖标
,

E - 17冬 E
:
1你 I二 1 3 0 0 OeP 进

,

同法蒸干后
,

各管加 0
.

2 m互

l : 4。。0 或 l : 15 0 0。 抗血清
,

回旋振荡混匀
,

置 o4 C温育 16 一24 小时后
,

将试管移入 4℃冰

水浴中
,

每管加 。
.

l m l 0
.

5% 的 G P B s
,

经片刻再加 。
.

s m ] D
.

C
.

C ( 0
.

2 5终 ) 振摇 10 分

钟后
,

离心 10 分钟 ( 3 0 0 0 转 /分 )
,
取上清液按编号倒入闪烁杯内

,

再注入 s m l 闪烁液
,

加

盖后
,

回旋振荡 30 秒
,

避光 4小时后进行计数
。

药盒 B 操作法
:
血清经乙醚抽提二次后

,

根据待测样品浓度用 0
.

1环 G p B S 稀释 血

清
。

按下列顺序加入以下试剂
:

血清样品 。
.

5m l ; .

1 17刀~ E
:

( o
.

l m l ” 8。。舰mP ) 。
.

l m l ;

1 7月一凡 抗血清 ( 1 : 8 0 00) 0
.

l m l
。

回旋振荡混匀后
,

在 4o C温育 16 一24 小时
,

次日在冰水

浴中加入 D
.

C
.

O ( 0
.

6 2 5% ) 0
.

2m l
,

以后操作法同药盒 A
。

(3 ) 血清中 1 7户卜凡 含量计算 血清样品 17 刀es E
,

含量计算
,

按建立的标准 曲线 求

得
: 1 7冬 E

:

的标准品的剂量 对竞争 抑制 率 B / B
。

(
标准管或样品管 (

。 pm )

零标准管 (。 pm )

X `。。”
)
作

图
。

纵座标 B / oB 作 玩gj t 变换
,

横座标取剂量的对数 (图 l)
。

药盒 A 标准曲线方程为 劣 = 10 9一

〔
`

,

8 0 7 3 一 。
,

` 6 ” 7 1。

止塑
旦一 1

1 一 B /凡 」
护 “ 一 0

.

9 9 8
,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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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团头鱿血清中 G TH 和 17户一 E :

含量变动的研究

范围为 1 0一4 0 0p g /管
, s 二 0

.

0 2 3 ,

(回归线

的标准差 )
,

方法灵敏度为 2
.

36 p g
。

药盒 B 标” “ 线方程为一 10 9一

〔
,

·

8 3 5 3 店

B /B
_

〕 _ _ _ _
二

_
_二

、
_

巴
一 0

.

4 6 1 6 I n一二今共头一 L犷 二 一 0
.

9 9 8
。

枪沟店芡 两一 ’ - - -

一
’

1 一 B /氏 」
,

’

一
一 ’

一
’

供盼 钾币. 闷

围为 2 5 f m o l ( 6
.

SgP )一 16 0 0 f m o l ( 4 3 5gP )
,

息二 0
.

0 5 1
,

方法灵敏度为 9
.

1恤 ol (2
.

50 p g)
。

( 4 ) 鉴 定 为了验证药盒对团头舫等鱼

类血清 17 庄 E
:

测定的可行性进行下列测试

鉴定
。

血清样品抽提率— 用 0
.

l m l
’

压 1 7户

图 1 标准曲线 10 9让变换

F i g
.

1 玩 g 丘t 七ar n s f o

挑
a t io n

时 毗 a n d a班 。 u r V e

E
:

与欲测血样混匀经 乙醚二次抽提后
,

液闪计数测定
,

抽提率为 91 % ( N 二 7 )
。

准确性— 用低浓度 1 7刀一 E
,

的团头舫血清
,

添加标准 1 7庄凡 (的
、

1 0。
、

1 5。
、

2 0 OgP )

量和回收量的比值来表示回收率的高低
。

回收率越高
,

方法越准确
,

平均回收率为 92
.

81

士 8
.

6 1形 (万 = 1 5 )
,

见图 2
。

分别取 团头鱿血样 。
.

125
、

O
,

2 5
、

0
.

5 0
、

1
.

00 m l 进行测定
,
经计算得出每管血清 1 7冬

凡 的绝对量与其相对取样作图
。

其图形基本上是一条通过原点的直线
, 犷 二 。

.

g g 2 3( 图 3 )
。

表明血清取样 0
.

1 2 5一 1
.

00 m l 时
,

结果基本一致
,

完全适用于团头鱿血清 17 压 E
:

含量测

定
。

宙e
陀
周

,

臀州

5 0 1师 1 5 0 20 0

j 7冬乌加入量
A m o IJ n t 过 1 7卜E : (体》 侧盆. d

ln les||哟leseseseseses月州引0n
.

旧侧艇丹目
·
仁处

ē理)ù侧.仁.、口
.司份E叶囚达卜-飞护日宕E哎

0
,

1 2 5 0
`

25 0
,

5 0 1
.

0 0 川【
,

图 2 17卜卫
:
回收试验

乃 9
.

2 物加ve 万 挽的 of 17月一卫 :

图 3 血清倍比稀释试验

万馆
.

3 D丑讥 io n et st 时 se r

幽

抗血清的特异性— 在团头纺血清中加入一定量六种不同留体激素对 1 7户E
:

抗血

清作交叉试验
,

其相对结合率见表 1
。

以上结果表明
, 1 7刀is卫

:

抗血清交叉程度小
,
专一性高

,

特异性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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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六种筐体激素与 7 1卜 E:

抗血清的相对结合率

Tab b i P盯叨 n ta 罗 C o r
s卜 E比a 比玉 on

f oSi xS切 i o r曲 i w th 7 1冬皿
: A卫 t贻。 r ll上区

激激 案 名 称称 雌 酮酮 雌 二 醇醇 孕 酮酮 攀 酮酮 皮 质 醇醇 e
。

愿
。

恩票
eee n

SSS七仑均生 d sss
O

e s毛加妞 eee Oe s七 ri o lllP加 g e s七 e
加 neee T O.

t o
ste o rneee C协 r七主日 0 11111

相相对结合率率 <3
.

000 2 <2
.

铃铃 <0
.

0 111< O
`

0 111<0
。

0 111<0
.

0 111
i BBB且由 ng Ra te (男 )))))))))))))))

样样 品 数数 000 1888 888 777 777 555

NNNNNNNNNNNNNNNNN

试 验 结 果

饲养在池塘里的雌性团头舫
,

当性腺发育到第 W 期且未受到外界环境因子的刺 激

(水流
、

温度等 )时
,

不会在池塘里自行产卵
,

其血清中 G T且 含量仍然很低
,

为 7
.

71 士

6
.

2 9 0 9 /。 l (N 二 15 )
。

随着水温的升高 (达到 2 5
0

0左右 )
,

注射 五R H - A ( 1 0一 1 0 0协g / k g )

后
,

24 小时内
,

产卵的团头鱿 雌 亲鱼血 清 中 G T且 的含量 显著增 加
,

为 133
.

70 士

1 1 4
.

2 9 n g / m l (N = 1 0 )
,

比催产前增加 13一 17 倍
,
r 值 < 0

.

0 1。

而注射 L R H
se A 后

,

未能

产卵的雌鱼
,

其血清中 G T旦 的含量也同样增加
,
为 2 8

.

40 士 21
.

00 n g /血 (N = 5 )
,

与催

产前相比
,

增加 3一 5 倍
,

远比产卵雌鱼为低
。

催产后
,

产卵与不产卵团头妨雌亲鱼血清

G T且 的含量有显著差异 ( P < 。
,

。2 )
。

试验结果见表 2
、

图 4
。

表 2 雌团头妨 L R压 A 催产前后血清中 OT H 含里的变化

T汕卜 2 C ha
n 罗s o f o e r l〕上n G T且 玩ve l i n f e 比 a l e b l皿 t o n o ut

b珑am 加 d u 〔旧d 印脚
n 妞9 w iht L R H

一

lA ”

取取 血 时 间间 血清中 G T H 含量量
sss a 了。 p 1)卫 9 t i垃。。 日. r u级 G T H le v “ 1 ( n g / m 1 X 士 s

·

D
.

( N ) (
, , ...

产产产 卵卵 尸尸 未 产 卵卵 PPP
吕吕吕P a下叽 i n ggggg 教刀 吕 P a 、 ,刀 I n ggggg

烹烹剪
,二 d u。 。 d , p , w o i n ggg 7

甲

九 士 6
.

2 9 ( 1 5 ))))) 7
.

71 士 6
.

2。 ( 1 5 )))))

工工3 3
.

知 士 1 1 4
.

2 9 ( 1 0 ))) < 0
`

0 111 部
`

4 0士 2丈
,

00 ( 5 )))

〔1) L R R峨 注射荆且为 1。一1以珍g / k 朗 (幻x 士 5
.

D
.

(攻 )为
口

均值 士标准差 (检侧尾数 )
哥

( 1 ) I刀 j o c t i n g do 拍吕
o f L R 班we 人 15 1 0一100 梦g / k g ; ( 2 )又 士 s

.

D ( N ) = m o a n 士 s t幼山力d d a v i 二七五o tt

( n n m b 。
川

。犯t e , t e d f i s h )

性腺发育处于第 工V期发育阶段以后的雌性团头鱿
,

催产前血清中 1 7尽 E
:

的含量
,

分

别为 1 3 9 2
.

7 1 士 3 9 9
.

0 9gP /功1 (N = 6 ) 和 1 2 1 9
.

2 9 士 4 2 0
.

6 1gP / m l ( N = 1 0 )
。

当用人绒毛

膜促性腺激素加鲤鱼垂体 ( H O G 十 C P )G ( 1 2 5 O.I U 十 Zm g k/ g) 或者用 L R乐 A ( 1 0一 1 00 吧

/ k g)
,

注射后血清中 17 庄 E
,

都显著 下 降
,

分 别为 34 6
.

7 1 士 129
.

51 gP加 I (N = 4) 和

32 4
.

2 8土 22 8
.

00 gP /m l( N = 10 》
。

用两种催产剂分别催产后
,

血清中 17 户凡 的含量都比

催产前下降
,

均值显著性测验都有明显差别
,
, < 0

.

0 0 1
,

见表 3
、

图 o5

雌
、

雄团头舫亲鱼性腺发育在不同阶段时
,

1 7月一E
,
含量变动显然不同

。

雌鱼性腺从

第 U 期发育到第 工V 期
,

性腺成熟系数逐渐上升
,

血清中 1 7冬 E
:

也随着性腺发育和卵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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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2

Af t眯 i n
d u

e已 d s醉 wn加 g

巨习

至要

催产前

助省粼
物 i n g

医绍催产后

人 n oI nd u。记 侣砷 wi n n g

催产后

0 5 C 1B of o r. i nd u ce d昌琳 wn场弓

0
ù
们 né八钊0 口匀

口已 \巴甘苗成昌

( 一̀ \旨

蕙
:。。

产卯

匀
已 wnj n g

未产卵0 一一节花百节炭石

图4 雌团头妨 L RH
一八 催产

前后血清中 GTH 含量的变化

F i g
,

4 Cha n 郎。 o f o e r

um G T H I。代1

认 伪m a l e b l u n t 日n o u t b r e a扭 i n d u阳 d

名P a w n i n g w i t h I R H
一
A

图 5 雌团头鱿催产前后血清

中 17月一 E :

含量的变化

r i g
.

S C恤 n 罗。 o f se r

帅 17冬E
: l e ve l

in f e m a l e b l u u 七` n o u七b re a ln i n d u倪以

表 3 雌团头纺催产前后血清中 1 7吕一 E , 含且的变化

T o b垅 3 C ha n 郎。 o f 曲 r

o l郊扭
:

( p g /。 1) 玩
v e l 10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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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积累而升高
,

达到一个峰值
。

过后
,

略有下降
,

催情产卵后
,

显著下降
。

雄鱼则出现与

雌鱼相反情况
,

性腺从第 H 期发育到第 工V 期成熟系数逐渐上升
, 1 7月se E

,

则逐渐下降
,

排精后
,

略微上升
,

见表 4
、

图饥

l二」 1补
一

么

毯困G S I (万 〕

ǎ一日谕dù曰
·

价州

ō次à150助曰+l0动

1 1 111 IV V l

图 6 团头妨卵巢在不同发育阶段时 17月一毯 :

含量的变化

F i g
.

6 C h a n驴落 o
f 挽 r

um 1 7尽一皿: l e ve l d u r i n 爵 d i f fe er n t

乱 a罗 5 o f 卯助 d 山鞠 l o p m e n t i n f e犯 a l e b l u n t s n
ou 七 b珑 a rn

讨 论

鲤鲜鱼类和鲤科鱼类
,

自然产卵或人工催情产卵
,

都表现为产卵前血清 (或血浆 ) 的

G T H 水平比较低
,

临产时和产卵后则呈现血清 (或血浆 ) G T H 的明显上升
。

例如
,

红大麻哈

鱼 (凸记。呱终 hc 砒 彻啼 a) 自然产卵前血浆的G T H含量雄性为 4
.

1 士 2
,

4 0 9 / m l ;娜纯毛为 4
.

1 士

0
.

红g/ m l ,

产卵时
,

血浆的 G T H 含量雄性为 1 7
。

3 士 2
.

6 n g / m卜雌性为 3 64
.

0 士 2 1
.

3 n g /

m] 〔 1 , 丁
。

鲤鱼 自然产卵也表现为产卵前低
,

雄性为 3
.

。士 1
.

85n g /m l ,雌性为 5
.

3土 3
,

59 n g /

m l ,发情排精
、

产卵时
,
雄性为 1 0

.

0 土 6
.

6 1二 g / m l ,雌性为 2 5 6
.

0士 5 4
.

6 3n g /m l亡.〕
。

草鱼

产卵前
,

雌性为 8
。

9 士 1
.

10 n g / m l
、

维鱼为 7
.

5土 5
。

玲 n g /m卜产卵后
,

草鱼 为 3 21
,

3 土

70
,

7 3ng / m l
,

链鱼为 2 0 2
.

5 土 6 9
,

2 5n g /司川
。

本试验的团头鱿也出现同样情况
,

产前雌

性为 7
.

71 士 6
.

29 gn /m l
,

产后为 1 3 3
.

7 土 1 14
.

29 n g /二 l
,

而人工催情后未曾产卵的亲鱼的

G T且 水平就不很高
,

雌性团头鱿为 2 8
.

40 士 2 1
.

O0gn /m工
。

由此可见
,

蛙鳍鱼类和鲤科鱼

类产卵时和产卵后血清 (或血浆 ) 中 G T H 都明显地升高
,

这一升高值
,

对某一种鱼是有

一定范围
,

可以作为该种鱼产卵指标
,

这是种间差异所造成的
。

但也不能忽视放射免疫抗

原的纯度以及抗血清专一性强弱不同所造成的测定值的差异
。

一般可以认为
,

临产时和

产卵后
,
G T且 水平总比产卵前高出十余倍乃至数十倍

。

所以
,

血清中 G T H 在产卵前后

这一释放规律
,

似乎在鱼类繁殖过程中都普遍存在
。

它是调节
、

控制鱼类排精
、

产卵过程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并由它来调控性激素的合成和释放
,

进一步完成性腺的发育
、

成

熟的全过程
。

用不 同的催产剂 (H C G + C P G 或 L R H ~ A )进行催产
,

催产后
, 1 7月一 E 习 水平都未见显



2 期 姜仁良等 : L R l-l A 对团头妨血清中 G T H 和 17 介 E
:

含量变动的研究

著差别
,

似乎可 以证明外源的促性腺激素与鱼类自身分泌 的 内源 G T H 对鱼 类本 身 的

1 7户 E
,

的释放
,

其生理效能是相同的
。

团头鱿卵巢还未发育成熟时
,

血清中 1 7户E
,

的含量低
,

可能由于单胺氧化酶活性增

强
,

并以儿茶酚胺为媒介抑制催乳素的释放
,

而增强了垂体中腺昔酸环化酶的活力
,

进而

诱发垂体 G T H 的合成和积累 ,待卵巢发育成熟时
,

血清中 1 7庄风 含量增高
,

抑制了单胺

氧化酶的活性
,

降低了下丘脑 内源性G n R H的大量释放和 G T只 的大量分泌卿二
。

但此时
,

下

丘脑仍然保持G n R H 的正常释放
,

维持血清中 G T 狂 保持一个低的水平量
。

由此可见
,

即

使在产卵季节
,

性腺已充分成熟
,

当还未受到外界生态条件的刺激或人工催情
,

就不能形

成 G T且 的释放高峰
,

也就不能导致排卵和产卵
。

一旦外源 L R H 或 L R H
一A 进入性腺发

育 已充分成熟的鱼体内或适宜的生态条件
,

使得垂体中已大量合成和积累的 G T H
,

一触

即发
,

大量释放
,

形成催情产卵 时血清 (或血浆 )中的 G T H 高峰
。

从本试验结果分析看来
,

团头纺性腺未成熟时
, 1 7户E

:

可能作用下丘脑
一
垂体轴以刺激 G T旦 的合成和积累

,

呈现

为正反馈 ;当团头妨性腺发育成熟时
,

1 7尽es E
:

抑制下丘脑一垂体轴对 G T H 的释放
,

呈现

为负反馈作用伽那〕 。

待垂体大量分泌 G T H 使得血液 中出现高水平 C T H 时
,

则又反 过

来抑制性腺 17 刀一E
:

的分泌
,

这可用高剂量 G T H 组织培养鱼卵巢块
,

其卵巢 17 尽 E
。
释

放量比用低剂量 G T H 培养为低卿通
。

由此可 以推断
,

1 7庄 E
:

与下丘脑一垂体轴在鱼类性

腺发育与繁殖过程中
,

形成一套自动化的控制程序
,

来调节性腺的发育
、

成熟以至于发情
、

产卵的完成
。

团头鱿性腺发育在不同阶段时
,

1 7刀一丑
,

的含量变化规律与卵黄的形成
、

积累呈现密

切相关性
,

实验表明
,

第 11 期卵巢时
,

成熟系数为 。
.

85 士 。
.

35 %
,

17 户E
,

的含量处于低

水平一 2 1 7
.

7 6士 1 3 8
.

3 7 0 9 /m l
,

随着性腺发育到第 111 期
,

卵黄开始积累
、

成熟系数开始

上升为 2
.

92 士 1
,

2 3% 时
,

而 17 月
we E

:

的含量也出现明显上升 到 6 36
.

5 5 士 20 1
.

66 n g / m l
。

性腺发育到达第 IV 期
,

处于卵黄充满阶段
,

成熟系数为 5
.

53 土 4
.

1冬%
,

血清中 1 7庄凡
到达一个峰值

,

含量为 20 04
.

11 士 1 1 3 6
.

3 1n g /m l
。

过后
,

血清中 17 庄 E
:

含量略有下降
,

含量为 1 3 9 2
.

7 1 士 3 9 9
.

0 9 和 1 2 1 9
.

2 9 士 4 2 0
.

5 1沁 / m l
,

催情产卵后
,

血液 中 1 7户 E
:

的含

量在短时间内迅速下降
,

并逐渐恢复到卵巢发育第 11 期水平
,

含量为 3 5 0
.

6 7 士 1 9 1
.

54 嗯
/ m l

。

可见
,

团头纺 17尽E
:

这一周期性的变化与性腺发育和卵巢成熟系数密切相关
,

特别

与卵母细胞的卵黄形成和积累更为密切相关
。

当卵巢发育过程中
,

血清中 17 户 E
,

含量

逐渐上升时
,

在 17庄 E
:

的刺激下
,

血浆中的特异性
.

血浆蛋白质增高
,

通过血液循环
,

输送

到卵内
,

作为卵母细胞卵黄形成和积累的物质基础￡̀ .

,
, 忍` ] 。 伴随着成熟系数的上升

,

卵

巢进一步的发育成熟
。

雄鱼在性腺发育成熟过程中不存在卵黄的形成和积累过程
,

无需

17月一E
;

的刺激
,

因此
,

随精巢的发育
,

1了刀一凡 不是上升
,

而是含量逐渐下降
,

一直维持在

一个低水平
。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设想
,

在卵黄积累阶段
,

某些鱼类给予一定量的外源性

1 7刀es E
: ,

或许可能推进雌性卵母细胞营养物质的积累
,

进一步加速卵巢的发育
,

这在鱼类

繁殖生产实践中
,

可能成为促使性腺发育的有效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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