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鳍鱼卵母细胞成熟机理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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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鱼类性腺发育成熟规律和卵母细胞成熟过程 中激素的调节问题
,

过去进行了许

多性腺发育组织学
、

细胞学以及组织化学等方面的研究
,

最近几十年来
,

应用电镜
、

免疫
、

质

谱和分子生物学等先进技术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

并获得了迅速进展
〔’一 含’

.

N ag
a -

h a m a 〔“3
首先采用离体方法研究硬骨鱼类性腺类固醇激素的来源

,

这一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探

讨鱼类 卵母细胞成熟和排卵过程中激素的作用问题
,

而且已被认为是一种可靠和有效的方法
.

鳍鱼 (M
。少l 二Pha l“: )是一种世界性的养殖鱼类

,

有关人工诱导细鱼性腺发育成熟和

产 卵的研究 已有一些报道
.

Sheh
a
de h 〔

‘’和k u o[
5 〕分别用鱼类促性腺激素和人绒毛膜促性腺激

素诱导鳍鱼产卵获得成功
.

但鳍鱼卵母细胞成熟过程的激素调节作用问题至今 尚不 明 确
.

A zo u ry 等 ( 1 9 80 )
〔6 ’
曾报道过鳍鱼牲腺发育过程中

,

其卵巢中主要的类固醉激素是 1 1日
一
轻

雄烯二酮和 1 1 一酮基翠丸酮
.

本研究系利用离体培养方法
,

以 9种类固醇激素
、

人绒毛膜促性

腺激素 ( H C G ) 和氰化钾铜 (经类固醇脱氢酶的抑制剂 ) 培养鳍鱼卵母细胞
,

借此探讨 鳍

鱼生殖过程中激素对其卵母细胞成熟的作用机理
,

为鱼类生殖内分泌的 研 究 提供 参 考 资

料
.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在美国德州大学海洋研究所进行
.

试 验 用 鱼 用流刺网捕自附近水域
,

其体重范

围为6 00 ~ 6 50 :
.

以采卵器插入生殖孔吸出少量卵子
,

镜检其发育成熟度
.

选择卵母细 胞 已

发育至第4时相的雌鱼
,

剖腹取出卵巢
,

将其切成小块
,

每小块约含有 100 ~ 2 00 粒卵子
,
置

于 含有不同激素的培养液中进行培养
.

培养期间水温控制在2 1
‘

C
,

连续充气
.

培养 3Oh后 ,

随机取样镜检卵母细胞的成熟情况
,

计算成熟率
.

类固醇激 素 和 H C G 系美国S她m 。
化学公

司产品
,

氰化钾铜 由A lber t Sor ia 博士提供
.

本文于 l。。l一 0 5一 o玉收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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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
.

1 类固醉激紊对绷鱼卵母细胞成熟的诱导作用

每种类固醇激素均用生理盐水配制成浓度为 1 X lo
一 3 9 / d m

’

的培养液
.

在这些类固 醇 激

素中
, 1 7 a 一2 0日

一双经孕酮和脱氧皮质酮是诱导鳍鱼卵母细胞成熟的最有效类固醇 激 素
,

经

30 h培养
,

分别有43
.

1肠和46
.

4帕的卵母细胞从第4时相发育至第 5时相
;
其次是孕酮 和 孕烯

醇酮
,

卵母细胞的成熟率分别为 17
.

1肠和 1 6
.

3 肠 ;
效果最差 的类固醇激素是 1 1日

一
经雄 烯 二

酮
、

翠丸酮
、

1 1一酮基皋丸酮
、

皮质醇和 1 7日
一
雌二醇

,

用这些激素培养的卵母细胞
,

其成 熟

率均不超过 6肠
,

与对照组的成熟率相比
,

没有显著的差异 (表 1 )
.

表1 类固醉激案诱导组鱼卵母细脸成熟的结果

类固醉种类 培养液浓度

( 1 0 一 ”g / d m “)

培养时间

(h )

镜检卵细胞数 成熟卵细胞数
成 熟 率

(呱)

....

⋯⋯
一O左
�

142Un7人U几J1
1

41-4

17 日
一
雌二醇

肇丸酮

1 1日
一轻雄烯二酮

I L一酮基争丸酮

皮 质 醇

脱氧皮质酮

孕 酮

孕烯醇酮

l了a 一 Z op一双氢孕酮

对 照 组

30

3 0

8 7

9 0

100己JI

l4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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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HCG诱导姗鱼卯母细胞成熟的结果和橄化钾铜的抑制作用

H C G 分别配制成 5
、

10 和50 1
.

U
.

/ 。m
3 3种不 同浓度的培养液

.

结果表明
,

H C G 能诱导部

分卵母细胞成熟
,

且卵母细胞的成熟率随培养液中H C G 的浓度增加而提高
.

氰化钾铜对H C G

诱导卵母细胞成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在含有 5 1
.

U
.

/c m
3

的 H C G 培养液中加入浓度为 l x

1
1

0
一 3

灯 dm
3

的氰化钾铜后
,

卵母细胞的成熟率显著下降 ( 表2 )
.

3
·

讨 论

研究结果表明
,

孕激素是诱导鳍鱼卵母细胞成熟的有效激素
.

在这类激素中
,

以 1 7a ~ 20 日
一双经孕酮的效果最好

,

其次是孕酮 和孕烯醇酮
.

许多研究已证明了在鱼类卵巢发育成熟过程

中
, 17 。 一2 0日

~双经孕酮是诱导卵母细胞成熟的主要类固醇激素
〔‘’

.

大麻哈鱼和赤麟离体的卵

母细胞
,

用 1 7 a ~ 2叩
一双经孕酮培养

,

可使之成熟
.

17a
一 2叩

~双经孕酮还被认为 是 香 鱼和虹

蹲卵母细胞成熟的最有效类固醇激素
.

关于 17 a ~ 2 0日
一双经孕酮诱导卵母细胞成熟 的 机 理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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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H CG诱导组鱼卯母细血成熟的结果和权化钾们的抑制作用

激素药物 浓 度

(1
.

U
.

/
e m 3

)

培养时间

(h )

镜检卵细胞数 成熟卵细胞数 成 熟 率

(肠 )

, .

⋯
片‘O甘-n
�

-
. 胜盈11峥一‘.盖H C G

H C G

H C右

H CG + 氰化钾 铜

对照组

5

10

5 0

5 + 1 又 10
一 s

g / d。
“

0

10 8

10 6

10 9

10 5

1 5 2

19

2 0

28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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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赵维信推测可能是直接作用于卵母细胞
,

致使细胞核消失
〔”

.

Y o u n g 〔“〕报道了孕酮和孕

烯醇酮是促使大麻哈鱼卵母细胞胚泡破裂的有效类固醇激素
,

这和本文的结果相似
.

有关孕

酮的作用机理 已见过报道
,

T he o fa n 等
〔。〕
发现孕酮在离体培养条件下被鳍鱼的卵巢组织转换

成 5种其他类固醇激素
,

从而诱导卵母细胞最后成熟
.

除了上述 3种孕激素外
,

脱氧皮质酮 也

是诱导鳍鱼卵母细胞成熟的主要类固醇之一
,

其诱导卵母细胞成熟的效力与1 7 a 一2 。日
一双经孕

酮相似
.

脱氧皮质酮能够促使卵母细胞成熟已在斑马鱼和鳃鱼等其他鱼类中报道过
.

K u 。〔‘。’

发现脱氧皮质酮主要是结合在鳍鱼的卵母细胞膜上
.

因此
,

可堆测脱氧皮质酮是直接诱导鳍

鱼 卵母细胞成熟的类固醇激素
.

G oe t淤” 〕
认为雌激素和雄激素对于诱导某些鱼类卵母细胞成

熟没有多大的作 用
.

本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观点
.

L a m b e r t等
〔‘”认为鱼类的雌激素主要是

参与卵黄的积累
,

而不参与卵母细胞 的 最 后 成 熟
.

D in d 。等
〔” 〕
证 实了 17日

一
雌二醇与鳍鱼

卵黄的发生有关
.

关于雄激素在鱼类生殖中的作用问题 也 有一些报道
,

F o st i er 等
〔”认为某

些雄激素
,

如雄烯二酮和皋丸酮可能是雌激素的前体
.

美州拟蝶和虹蹲血浆中皋丸酮的含量

在卵黄发生后期达到最高峰
.

由此可推测雄激素可能与鳍鱼卵母细胞卵黄的发生有关
,

而不

参与卵母细胞的最后成熟
.

促性腺激素作用于性腺并促使性腺分泌幽类激素
,

以促使性腺发育成熟
.

鳍鱼卵巢组织

在H C G 的诱导下产生哪些能促使卵母细胞成熟的类固醇激素
,

目前 尚不清楚
,

但从研究结果

推测可能是 17a 福o日
一
双经孕酮或脱氧皮质酮

.

因为这两者都具有诱导卵母细胞成熟的效力
.

氰化钾铜通过抑制邓
一羚类固醇脱氢酶的活性

,

阻止卵巢组织在促性腺激素的诱导下分 泌 类

固醇激素
,

从而抑制了卵母细胞的最后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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