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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如
�

�

� �朋
, ��� �

中华绒鳌蟹血淋巴中 � �一翔基蜕皮酮
、

� �务雌二醇和肇酮含最的变动
’ �

姜仁良 谭玉钧 吴嘉敏 阎希柱、 包样生 姚继明

�上海水产大学
,

� � ��  。� �安徽省滁州市水产研究所
, �的叮��

提 要 河蟹在蜕壳前
,

血淋巴中 � �一经基蜕皮 酮 ��。刁� � � 含量 达到 最 高 峰
—� ��

�

飞� 士 � �
�

�� 牡� 了耐� 蜕壳时降入低谷
—

�
,

�� 士 �
�

�� � � �回 � 蜕壳后仍然很低
。

血淋巴中

加
一� 卫 调控着河蟹的蜕壳周期

。

雌性河蟹卵母细胞进入大生长期
,

� 月份血淋巴中 �� 召
一

雌二

醇��� 月卫
�

�出现峰值
—

�
,

能 士 �
�

� 鳍了回
,

促进了卵母细胞的卵黄积累
。

雄性河蟹 扔 月份

血淋巴中塞酮�� �含量开始上升
,

至 �� 月份达到 �
�

巧 士�
�

�即�� � �
,

诱导精巢发育成热 雌

性河蟹血淋巴中 � �
� �卫 含坦在 � 月和 � 月各出现一个峰值

�

分别为 ��
�

协 士 �
甲

�� 和 场
�

�� 士

�
�

��� � � � � 雄性河蟹则在 � 月和 � 月各出现一个 峰值
,

分 别 为 加
�

肠 士 ��
�

� � 和 过
,

�� 士

,
�

� � � � 厂�� 
。

雌
、

雄河蟹同在 � 月份为全年最低值
,

分别为 �
�

花 士 �
,

哭 和 �
,

�� 士 �
�

� �� � �创
。

实验结果阐明了雌
、

雄河蟹 �
、

� 月份血淋巴中加
�� 卫 出现的峰值与生长有关 � �

、

� 月份出现

的峰值与青春蜕壳
、

早期性腺发育相联系
�

关键词 中华绒壑蟹
,

�。�经墓蜕皮酮
,

�阳
一

雌二醇
,

攀酮
,

放射免疫测定

中华绒整蟹 �� 而喊
。介 � ‘、。��� �俗称河蟹

,

是我国一种重要经济蟹类
。

近年来
,

各地

广泛开展 了人工蟹苗的培育和成蟹的养殖
。

为 了增加养殖产量
,

极需了解河蟹的生殖
、

生

长与蜕壳的生理生态变化的规律性
,

而此种动态的规律性变化又无不与河蟹释放和分泌

的激素调 控密切相关
。

过去国内外学者
,

曾对甲壳动物的激素进行步迁初究
〔一 , , ‘ , , ‘ , ,

川
,

但

是
,

涉及河蟹血淋巴中激素的生理变化研究论著甚少
〔, 」。

为此
,

我们对中华绒赘蟹血淋巴

中 � � � � �
、

�� 月一�
,

和 � 含量的变动 以及一个蜕壳周期前
、

后的 � �一� � 含量变化进行了

研究
, 揭示了河蟹生长发育和性腺成熟过程中这些激素的动态变化

,

为掌握河蟹生长规

律
,
制订合理的养殖技术措施

,

提供科学依据
。

材 料 与 方 法

�
�

材 科 中华绒鳌蟹血淋巴样品从 � �朋 年 盗月至 � �洲 年 � 月止
少

取自安徽滁州市水产研究所

何蟹养殖基地
。

每月中旬取雌
、

雄硬壳何蟹各 �� 只 �河蟹蜕壳周期是在实验室分组饲养取样
,

同时也取

池塘样品
。

河蟹样晶经称重和测景体长后
,

用微量注射器在第三步足基节关节膜处抽取血淋 巴 。
�

�成

溶于 �川� 甲醇
,

�� �冰箱过夜
,

�� 伪 转 �分
,

离心 加 分钟后
,

倒出上清液
,

重复一次
,

合并上清液
,

置 � �℃

本枚淡水渔业专业 �二拍心 届张宪中
、

刘文平同学参加部分工作
,

谨致谢意
。

阎希柱现在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

收稿年月
� �的� 年 台月 � �田� 年 �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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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浴中蒸干后加 ���� � � � � ��
�

�男明胶
,

�
�

�卫�溶解
,

涡流混匀
,

分装置一 �扩�低温冰箱备用
。

�
,

测定方法 血淋巴中 � � �习卫 测定采用放射免疫药盒勺七 �邓名
�

和 ��
寻

,
‘ ,

测定的具体操作略 加

改进
。

碘标和氮标分别采用 ��一�� � 型 犷免疫计数仪和 � � � � � �� �印 ��� 型液闪计数仪测定
。

样 品

激素含量按放射免疫常规测定回归方程计算求得 �

� �

‘
标准曲线回归方程为 � 一 �� 

一

分
·

““一“
·

“��

�阳用
�

标准曲线回归方程为

� 标准曲线回归方程为

�
�

实验方法学鉴定

‘ 一 �� 一

〔
�

·

�� �� 一 ”
·

� 二 � � � 一

〔
‘

·

�断 � 一“
·

��� � �

�� � ��

�

畏毅」
�

一
。

�

县粉于一
。

且

橇备〕一
�

�

� � �
�

�

� ���

,

� ��
�

�� 河 蟹血淋巴 中 � � � � � 抽提率试脸 取 。
�

�血 血淋巴加入 �祖 甲醇
,

再加 �� “报�
一� 卫�� , � ��

�� “ �
,

充分棍匀
,

� �的 转 �分离心
,

测上清液 。�二 数
,

合并二次 �� 边
,

与总脉冲数相比
,

抽提率为 ��
�

泌

土�
�

�� 形�� 二 �� �
。

�� � 河 蟹血淋巴中 � �一� �
、

� �月名
‘
和 � 的回收率试脸 分别取 �的 至 即�� � 不 同 量 � � ��月肠

、

竹尽卫
�
和 � 标准品

,

各管分别加入河蟹血淋巴 � �印�样品
,

抽提后
,

测定回收量
。

回收率分别为防
甲

� � 士

�
�

�� 形
、

��
�

� � 士�
�

� 生形和 ��
,

�盛士�
�

� �另
,

变异系数分别为 �
�

�� 港
、

�
�

�� 男和 �
,

�� 环
。

回收率越小
,

变

异系数越小
,

方法的准确性程度越高
。

�� � 河蟹血淋巴中 � � 一� �
、

�� 尹困
�

和 � 平行性试验 用河蟹血淋巴样品倍比稀释成 不同 体 积 �

�� 闪
、
� �� 林�

、

�� 印�
、

�。印�
,

进行检测
。

经 ‘检验
, 公值各组对比都小于 �

,

� � �
�

��
,

差异都不显著
,

方法

精确性良好
。

扭� � �
一� 卫 抗血清与 �� 月刁

�

和 � 的 交又试脸 在已知血淋巴 ��
� � � 含量 的样品 中分 别加 入

�知召
�

和 � 的标准品
,

进行交叉反应试验
,

结果表明
,

�� 君一
�

交叉量为 了
,

� � 土�
,

阳另 �� 二 �� 〕� � 交叉

量为 �
�

�� 士�
�

� �万�� � �� �
�

实 验 结 果

�一 � 河蟹蜕壳前
、

后血淋巴中 � �一� � 含 � 的变化

对蜕壳前 � 天
,

蜕壳前
、

后 � 至 � 天和正在蜕壳的河蟹血淋 巴中 �� 一� � 含量进行检

测
,

结果见表
。

河蟹在蜕壳前 � 至 � 天 内
,

�� 一� � 达到最高峰值
—

� ��
�

�� 士 ��
�

�� � � �

��
,

正在蜕壳的河蟹 �仁� � 含量急剧下降
,

进入低谷

—
�

�

�� 士 �
�

� � � � � � �
,

蜕壳后 �

至 � 天
,

仍然处于低水平
—

�
�

�� 士 �
�

� �二� � � �
,

蜕壳前 � 至 � 天内与正在蜕壳的河蟹血

淋巴中 �乎� � 含量经 公检验
,
尸� �

�

� � �
,

差异非常显著
。

表 � 河蟹蜕壳前后血淋巴中 �� 一� � 含 � 的变化

� � ��� � � � � � �� � � � � �功� �� �  ! ∀#
一
H E l

e v e
l 加fore 压n d 袱ter 咖Iti

nErioc heir ‘诬林e 招‘
i。

蜕蜕 壳 时 期期 血淋巴中 20-- R E 含量 (
ng/m lX 样品数 ))) 尸尸

蜕蜕壳前 3 天天 69
.
93 士2 1

.
5 3〔4 )))))

蜕蜕壳前 1一2 天天 116
.
16 土 3 2

.

邪(12))) < 0
.0【〕lll

正正在蜕壳壳 7
.
09 士 1

,

3 9
(

3
)))))

蜕蜕壳后 1一2 天天 8 』冷土0
一

血(4)



期 姜仁良等
:
中华绒鳌蟹血琳巴中20一经基蜕皮酮

、

1 7 月一雌二醇和皋酮含量的变动 103

(二 ) 河蟹血淋巴中 17 冬E
:
和 T 含 , 的变化

雌性河蟹血淋巴中 17 刀~E
,

含量在全年的 6 月和 9 月分别出现二个峰值
—
2.” 士

l
.
09 n g/ 功l和 3

.
62 士 1

.
li n g / m }

。
g 月后开始下降

,

至翌年 4 月一直处于低水平
。

卵巢

的成熟系数(G SI)
,

与此相反
,

从 9 月份开始逐渐上升
,

至翌年 2 月份
,

G
sl 达到最 高

峰
—
7.86%(图 1)

。

雌性河蟹血淋巴中 17 刀一
:
含量从 9 月至翌年 2 月与 G SI 经相关

显著性检验
,

呈负相关
,
p < 0

.

0 5
,

相关显著
。

雄性河蟹血淋 巴中T 的含量在全年的 7
、

8 月

份形成第一峰值
,

为 4
.
18 士 1

.
60

、

3

。

90

士 2
.
09 ng / m l

,

12 月份形成第二峰值
—
2,

15
士

。
.
28 0 9 / m l ; 精巢从 9 月份开始发育

, 至翌年 1 月
,

G 斑 达最高值
—
5.“那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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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雌蟹血淋巴中 17 口卫
:
与卵巢 G SI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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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雄蟹血淋巴中T 与 G SI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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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河蟹血淋 巴中 20
-H E 含量的周年变化

河蟹血淋巴中 20
~H E 含量的周年变

化见图 3
。

雌性河蟹血 淋 巴中 2‘H E 含

量在全年 5 月和 8 月出现二个高峰值
—13.15士 6 .g g n g /。l和 15

.
80 士 7

.
4 0 n 酬

m l
,

9 月至11月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

但与 8 月相比
,

仍然处于下降趋势
,

12 月

之后
,

明显下降
,

至 2 月降至最低值一
-

3.75士 3 .38 0 9 / m l。 雄性河蟹在全年 的 6

月和 9 月出现二个峰值
—
20.25士 13 .

58

二g / m l 和 14
.
00 士 9

.
48 0 9 /m l

,
3 月开始呈

上升趋势
,

9 月后开始下降
,

与雌性河蟹一

4 6 8 10 12

图 3 河蟹血淋巴中 2 0
es月卫 含量的周年变化

r ig
.
3 A nnual oba ng es

of be也o ly m l, h

2 0
一
H E l

o v e
l
s

i
n

E

甲

s 茗籽e ” s 落3

一一一 一

一雄

—
雌

样
,

同在 2 月为全年最低值
—
3.68士 1 。

78

n
g

/
。几

讨 论

(一 ) 河蟹的蜕壳周期 河蟹蜕壳周期性现象
,

系由休内血淋巴中 20
一获E 来调节控

制的
,

随着 2c 一
H E 的升高

,

引起河蟹体内发生与蜕壳有关的一系列结构上和生理上的变

化
。

例如
,
壳体开始行钙的再吸收

,

形成新壳的最外层
,

并造成断裂
,

留下适当空间
,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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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旧壳脱出
。

河蟹蜕壳前 1一2 天
,

血淋巴中 20 -H E 达到最高峰
,

正在蜕壳的河蟹血淋

巴中的 20 一
H E 处于最低值

,

蜕壳后 1一2 天仍然处于低水平
。

实验结果表明
,

河蟹在蜕

壳前血淋 巴中 20
es H E 浓度的升高是河蟹行将蜕壳的生理指标

。

这一周期性 蜕壳 现 象
,

在甲壳动物的其他种类也同样存在
,

例如对虾〔’习
、

龙虾[la
, , ‘习
在蜕壳前血淋巴中 2卜R E 的

动态变化与蜕壳密切相关
。

只有当 20一H E 浓度升高了
,

蜕壳才有可能进行
。

另外
,

通过

对河蟹蜕壳观察
,

发现 10 克左右的河蟹
,

在 7
、

8 月份约 15 天为一个蜕壳周期
,
一秋龄河

蟹经 7 至 9 次蜕壳
,

可长成 125 克至 150 克的二秋龄河蟹
。

( 二 ) 河蟹血淋巴中 17召一E
:
和 T 浓度 的变化 雌蟹 从 9 月 至 翌 年 2 月 血淋 巴 中

17 尽E
:
含量与卵巢的 G SI

,
经相关显著性检验

,

呈显著的负相关
。

在 9 月份血 淋 巴 中

17 压E
。

含量出现全年最高峰
—
3.62 土 1 ,

1 1
n

g
/
功l

,

正是河 蟹 卵 母 细胞大生 长期开

始
〔. ’,

卵巢的 G SI 还很低
,

至 10 月份开始
,

17 刀一E
:
处于低水平时

,

卵巢的 G 班 则逐渐增

大
。

与此同时
,

在卵巢 G S I 增高过程中
,

发现肝脏重量下降“‘, ,

表现出肝脏营养物质明显

地向卵巢转化
,

肝脏中卵黄前体似乎和鱼类一样
,

也是 由 17月一E
:
诱发进行的“ , ; 而雄蟹

精巢成熟过程中
,

就不呈现肝脏重量明显下降的趋势
。

雄蟹血淋巴中 T 的含量与精巢的

G 斑 存在一定的关系(见图 2)
,

从 10 月份开始
,

血淋 巴中T 的含量开始上升
,

至 12 月份

达到峰值
—
2.16士 0 ,

28

n
g

/
In

l

,

与此同时
,

精巢的 G sl 也开始逐渐上升
,

至翌年 1 月
,

精巢的 G sl 达到最高值
—
5.58男时 ,

血淋巴中T 的含量开始回落
,

说明血淋巴中T 含

量的升高较 G sl 峰值出现提早了一个月
,

起到诱发精巢发育的作用
。

雄蟹 7
、

8

、

9 月份出

现 T 的峰值
,

可能与新 陈代谢强度相联系
,

一般血淋巴中高浓度 T 的含量
,

具有提高代谢

强度
,

促进河蟹生长的作用
。

至于雌蟹 6月份出现的 17 月一E
:
峰值

,

原因尚不清楚
。

雌
、

雄河蟹血淋巴中 17月一E
:
和 T 的含量动态变化

,

揭示了河蟹青春蜕壳后
,

诱导性腺发育可

能是 17启一E
,

和 T 性劣体激素的作用
。

在美国龙虾卵内发现 17刀一E
, 〔, “〕,

并在雄性腺和

血琳 巴中发现翠酮[lo 〕,

说明甲壳动物也具有 17 启一E
:
和 T

,

并且对性腺发育有一定的影

响
。

( 三)河蟹血淋巴 中 2仁H E 含且的周年变化 如图 3所示
,

雌
、

雄河蟹血 淋 巴 中 20-

且E 分别在 5
、

6 月呈现一个峰值
,

这与该时期水温逐渐回升
,

促进蜕壳和加速生长有关
。

例如
,

6 月份雌
、

雄河蟹相对增重率较大
,

分别为 33 0
.
2遮那和 276

.
09%

,

生长基本上呈直

线上升
,

显示了这阶段的河蟹快速生长无不与 2。一H E 浓度水平升高有关
。

9

、

10 月份河

蟹准备生殖徊游
,
由黄蟹(幼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 (即青春蜕壳 )变态为绿蟹

。

在黄蟹阶

段性腺处在幼龄时期
,

雌蟹卵巢的 G S I 为 。
.
5 1终 ,

雄蟹精巢的 G 3I 为 0
.
61 那

。

河蟹青

春蜕壳来临之前
,

体内血淋巴中 20一H E 浓度先行升高
,

雌蟹在 8 月份为 15
.
8。土 7

.
40
n g /

m l
,

雄蟹在 9 月份为 14
,

00

士 9
.
招“g / m l

,

引起河蟹生理上一系列变化
,

导致青春蜕壳
。

蜕

壳后的绿蟹
,

性腺开始迅速发育
,
G

sl 迅速上升
,

雌蟹为 3
、

93 %

,

雄蟹为 1
.
03 绍

。

这说明

青春蜕壳前
,

河蟹血淋巴中 20
-H E 的峰值与早期性腺发育有关

。

青春蜕壳后
,

20
一
H E

下降
,

标志着雌蟹卵母细胞从小生长期转入大生长期
〔, 〕,

卵黄迅速积累开始
;
而雄蟹精巢

增长迅速
,

形成大量成熟精子闭
。

实验结果揭示了 5一9 月份是河蟹生长的最佳季节
,

从

5 月份开始正值水温逐渐回升
,

如果营养
、

生态等条件得以满足
,

河蟹的生长主要取决于

Zc一H E 在体内的调控
。

因此
,

为了提高河蟹养殖产量
,

在提供河蟹的饲料中添加一定量



期 姜仁良等: 中华绒鳌蟹血淋巴中 2o
~
轻基蜕皮酮

、

1年
一

雌二醇和牟酮含量的变动 105

的 2仁H E
,

使蜕壳频数增加
,

既能促进河蟹生长
,

加大个体重量
,

增大上市规格
,

又能达到

同步蜕壳的目的
,

减少非同步蜕壳而造成的相互残杀
,
减少死亡率

,

这为进一步开发河蟹

养殖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新的资料
。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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