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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沼虾血淋巴中2 0
一

轻基蜕皮酮的含量

变动及其对生长的影响
吴嘉敏 姜仁良 叶 林

(上海水产大学水产养殖系
,

幼加的 )

沈庆生 倪家林 龚桂兰 庄建军

(上海青浦县特种水产试验场
,

20 17 00 )

提 要 应用放射免疫的方法
,

测定了罗氏沼虾在生长过程血淋巴中2 -0 羚基蜕皮酮 (2.0

H E汹变化
.

A组
,

饲料中添加蜕皮生长索L 6肠
.

血淋巴中2-0 H E含量明显升高
.

7
、

10 月份的平

均含童分别为79
.

32 土 .5 93 n g / m l和14
.

79 土 3
.

59 n g / m l
.

对照组 7
、

10 月份的平均含t 分别为22
.

68 士 7
.

00 n g / m l和 6
.

2 4土 l
.

34 n g / m l
.

A组与对照组罗氏沼虾 2.0 H E含盆的变化其有显著差

异(p < .0 05)
.

B组血淋巴中20一H E含址与对照组相比也有升高
,

7
、

10 月份平均含盆分别为43
.

17

土 .5 34 n g /m l和 7
.

72士 1
.

6 9n g / m l
.

但差异不显著
,

无统计意义 (P > .0 05 )
.

在养殖期间
,

罗氏沼

虾的生长速度与血淋巴中2-0 H E含址具有相关性
.

关健词 罗氏沼虾
,

2-0 握甚蜕皮.
,

生长

罗氏沼虾 (匆 d cr o b ar c hi “ 。 orB
e n be gr ii)

,

是一种大型淡水虾
。

早在60 年代
,

东南亚各国已

开始养殖
。

近年来
,

由于它在池塘养殖条件下生长快
,

养殖周期短
,

罗氏沼虾的养殖在我国发展

较快
.

目前
,

大面积养殖每公顷平均产量在 1 500 公斤左右
.

与其它甲壳类一样
,

罗氏沼虾的生长

必须依赖于蜕壳
,

而血淋巴中的 2-0 H E对调节
、

控制蜕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仁.] 。

本研究通过在饲

养过程中
,

向顺粒饲料中添加一定量的蜕皮生长素
,

以期提高罗氏沼虾血淋巴中2.0 H E的浓度
,

促使蜕壳同步
,

加快蜕壳频率
,

从而达到提高罗氏沼虾的生长速度和单位面积产量的目的
.

1
.

材料和方法

1
.

1 试验材料
选择0

.

15 公顷的池塘三只
,

条件相似
,

每公顷放养3
.

25 m g( 平均体长。
.

gc m )的仔虾 16
.

5万

尾
.

A
、

B组分别投喂颗粒饲料
,

内含不同来源的蜕皮生长素1
.

6汤
,

其中
,

A组混有上海延安制药

厂生产的蜕皮生长素
,

B组混有北京营养源研究所提供的蜕皮生长素
,

另一只池塘作为对照组
。

每 日定时投喂二次颖粒饲料
.

试验时间从19 90 年6月25 日至 10 月22 日
。

1
.

2 血淋巴样品处理

每月取样20 尾
,

抽取血淋巴
,

置 20 倍于样品体积的甲醉抽提
,

吸取上清液
,

沉淀后再用同法

抽提一次
,

合并二次的上清液
,

吹干后
,

用 l m l G P B (S p H 7
.

.2 7
.

5) 溶解
,

置一 20 ℃低温保存待测
。

299 2一 0 3一 0 1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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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测定方法

采用20
一

H E药盒
〔幻 ,

进行放射免疫 (R IA )测定
,

方法略加改进
L’ 】。

1
.

4 方法学鉴定
1

.

4
.

1 灵敏度

方法的最小检出量即为灵敏度
。

本方法的灵敏度为 2
.

22 p .g

1
.

4
.

2 准确与精确性

在低浓度的罗氏沼虾血淋巴中
,

添加标准2-0 H E
,

l oo p g
、

300 p g, 50 0 p g
,

分别测其回收量
,

与

添 加量 的 比 值 即为 回 收率
。

回 收 率越 高
,

表 明 方法 越 准确
。

本 方 法 的 回 收率 为

95
.

6 1士 2
.

1 4 % (N = 9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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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 0一 H E 回收试验 图2 血淋 巴的平行试验

F i g
.

1 R e e o v e r y t e s t o f 2 0一H E F i g
.

2 P a r a l l e l i s m t e s t o f h e m o l y m P h

o f t h e
.M

r o s e n b e gr i i

取不同量的血淋巴液(40
·

200 川)
,

测定其2 -0 H E含量
,

并对应地与所取的血淋巴液量作图
,

得

出一条通过原点的直线(r 二 .0 993 5)
,

表明取样在40
一

20 0川范围内
,

实验测定结果精确(图 2)
·

1
.

4
.

3 杭血清的特异性

在罗氏沼虾血淋巴中添加17 P
一
雌二醇(17 拼E Z

)
、

肇酮( )T
、

n
·

氧皋酮 (1 卜O )T 三种不同的山体

激素
,

进行交叉试验
,

相对结合率见表 1
。

结果表明
,

三种幽体激素与20
·

H E抗血清的交叉反应

小
,

专一性强
。

表1 20
一
H E抗血清与三种街体激素的交叉反应

T a b l e 1 T h e e r o s s一 r e a e t i o n s o f th r e e s t e r o id s w i t h 2 0一 H E a n t i s e r u m

激素名称 17刀
一
E 11一O T

与20
一
HE抗 血

相对结合率
< 5 7 6 士 2 2 3 < 7

.

39士 1
.

4 2 < 3 .5 0土 0石2

N 6 6 7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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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罗氏沼虾血淋巴中 20
.

H E的浓度变化与生长有关

随着虾的生长
,

血淋巴中20
·

H E含盘逐渐减小
,

相对增重率也随之下降(表2
,

表3)

表2 7月和 10 月岁氏沼虾血琳巴中20
一
H E含全与生长的状况

T a b l e 2 T h e Z于 H E l e v e l s in t h e h e m o l y m Ph a n d 盯 o w t h o f M d e or bar e h i u m or se n b e呀 111

in J u ly a n d o e t o b e r

血琳巴2卜H E含盆(n gm/ l) 虾体 , (克 /尾 )

组别
7月 10月 7月 10月

A组 7 9
.

32士 5
.

93 1 4
.

79 土 8
.

阳 0
.

M土 0
.

16 13
.

89 土 8
.

68

B组 43
.

17士 5
.

34 7
.

72土 1
.

8 9 0
.

4 8士 0
.

15 10
.

60 土 1
.

46

对照组 22
.

68 士 .7的 .8 24 士 L 34 .0 “ 土 .0 06 .6 67 土 1
.

佣

表 3 7一 10 月岁氏沼虾血琳巴中20
一 H E含全与相对增重率

T a b l e 3 Th e 2 0一 H E l e v e l s i n t h e h e m o lym Ph a n d r e l a t i v e i n e r e a s i n g r a t e s o f b o d y w e i g h t

i n M d c or b r a e h iu爪 aor
e n b e心 11 fr o m Ju ly t o o e t o b e r

组别

养殖前期《7
一

8月 )

2介 H E平均含且 相对增重串

养殖后期 (卜 10 月 )

2卜 H E平均含 t

n留 m l

相对增重率

n盯 m l

A组

B组

73
.

8 2士 7
.

72

4 1
.

3 6土 3
.

94

84 .6 7土 28
.

1 1 2
.

2 9

14
.

65士 9
.

66 .1 94

4194故.4.3么

对照组 1.9 68 士 .4 29 氏 07土 .4 00 1
.

7 1

2
.

2 饲料中添加肠皮坐长索
对罗氏沼虾血淋巴中 2.0 H E浓度变化有明显的作用

.

养成期间
,

20
.

HE的平均含量
,

A组为

5 4
.

2 4士 25
`

19n
g/ m一

,

s 组为27
.

96士 16
.

61 n g /m l
,

对照组为15
.

86 王宁{49n g /m l(图 s )
.

二.、帕.奋昌

时服姐 咀别

图3 罗氏沼娜血琳巴中20
一
H E平均含黄变化

F ig
.

3 Ch a n g e s o f he rn o ly m p h Z于H E a v e r a g e l e v e l s o f .M or sen
b e gr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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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罗氏沼虾增重率
、

成活率和产量

增重率
、

成活率和产量
,

A组最高
,

(分别为 124
.

90 毫克 / 日
,

56
.

29 % 和 1 290
.

15 公斤 /公顷 ;) B

组其次
,

(分别为 92
.

30毫克 / 日
,

4 8
.

9 0师
,

和 85 5
.

30公斤 /公顷) ;对照组最低
,

(分别为 4 9
.

5 0毫

克 /日
,

4 3
.

8 9 %和 48 3
.

00公斤 /公顷 )(表 4 )

表4 罗氏沼虾增重率
、

成活率和产童

T a b l e 4 T h e r a t e s o f b o d y w e i g h t i n e r e a s i n g s u r v i v a l a n d P r o d u e t i o n i n M连e r o bar e h iu m

r o s e n b e gr i i

少种:.F 率(毫 克/ 克) 成宁舌率 (哪 ) 产展(公斤 /公顷)

1 24月 0

92
.

3 0

12 90
.

1 5

8 5 5召0

组组AB

对照全}l 48 3
.

00

3 讨论

甲壳动物的生长是依赖蜕壳的过程来完成的
。

蜕壳前
,

血淋巴中2-0 H E的浓度都要达到 一

个峰值
。

例如
,

蜕壳时20
一

H E的浓度
,

锯齿长臂虾了尸。 lae m o n , e rr at “ s)
,

雌的达到 8 4 n g
.

eq / g
,

雄的

达到 s i n g
.

e q / g L3 1:跳钩虾O(
r e h e s t i a e a v im a n s )达到 s r o 士 4 5 p g

.

e q扭 l〔
5 〕: 日本对虾阴

已 n a e u s j a
-

夕 o n i e u s)
,

达到 2 23士 75 n g /m l〔
吕口:蜘蛛蟹 (A e a n t h o似 x l u n u l a t u s) 达到 4 9 p m o l L` , :凡氏对虾 (eP

·

n a e u s v a n n a m e i )达到 20 0 p g扭 l ;「
’ 了;中华绒蟹 ( E r i o e h e i r s i n e n s i s )达到 1 1 6

.

16士 3 2
.

96 n g /m l〔
’ 〕。

说明血淋巴中 2-0 H E的含量变动控制着蜕壳活动
。

从本试验罗氏沼虾的整个养殖周期来看
,

前

期血淋巴 2-0 H E平均含量较高
,

生长较快
,

后期2 -0 H E含量较低
,

生长相对较慢
。

2-0 H E不仅对蜕壳具有调控作用
,

而且
,

对某些甲壳类血淋巴中蛋白质的含量也有自接影

响
。

D a m b o v i e e a n u ( 1 932 )
、

D r ih lo n 。 935 )
、

L e o n e ( 1953 )
、

T r a v i s ( 1955 )
、

G ly n n ( 196 8 )等都在报

告中指出
,

血淋巴中蛋白质的含量变化与蜕皮有关
。

J
.

C
.

C h ia x等的研究发现
,

蜘蛛蟹血淋巴

中的蛋白质含量在2-0 H E达到峰值时也达到最高值
“ 1。 S i -u m in g C h a n 等对凡氏对虾的研究也

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

当血淋巴中2-0 H E含量达到最高值Z oo n g /m l时
,

其蛋白质含量也随之达到

峰值85 一95 n g / m l
。 〔’ 1显然

,

血淋巴中较高量的20
一

H E促进了蛋白质浓度升高
,

蛋白质含量的这

种变动规律其生物学意义在于为蜕皮后的生 长积累物质基础
。

本试验着重研究了蜕皮激素对罗氏沼虾生长
、

成活率和产量的影响
。

通过在饲料中添加二

种不同的蜕皮生长素
,

在饲养过程中
,

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罗氏沼虾血淋巴中2-0 H E的浓度 (图

3)
,

日增重率
、

成活率和产量也相应提高 (表3)
。

这可能是较高量的 20
·

H E加速了虾体蜕皮频率
,

驱使虾群体同步蜕壳
,

减小了相互残食现象
,

提高了成活率
,

并刺激罗氏沼虾体内快速积累蛋白

质
,

从而提高了 口增重率和产量
。

试验还发现
,

罗氏沼虾血淋巴中2.0 H E的浓度是随其体重的增加而减小
,

相对增重率也逐

渐下降 (表 2
,

表3)
。

因此
,

在罗氏沼虾养殖后期
,

应适当增加饲料中蜕皮生长素的添加量
,

提高血

淋巴中2-0 H E的浓度
,

刺激罗氏沼虾蜕壳生长
,

这对提高养殖产量有实际生产意义
。

当然
,

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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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养殖阶段
,

根据虾的生长情况
,

调节饲料中蜕皮生长素的添加量
,

这方面的工作
,

还需要作进

一步的研究
。

此外
,

为了使罗氏沼虾更好地完成蜕壳
,

除了饲料添加蜕皮生长素外
,

还应该重视钙的添加

研究
,

或者通过向养殖池泼洒生石灰
,

提高水中钙的含量
,

以利于虾的的吸收
。

已经发现
,

某些甲

壳类在蜕壳前
,

血淋巴中钙的含量也明显升高
,

这同蛋白质的情况相似
。

甲壳类如果缺钙
,

血淋

巴中即使蜕皮激素含量很高
,

蜕壳可想而知也是不能顺利完成的
.

4 结语

调节罗氏沼虾血淋巴 2 .0 H E的浓度
,

达到加速虾体蜕壳频率及蜕壳同步
,

促进生长
,

减小相

互残食
,

是提高养殖产量的有效途径
。

试验结果表明
,

颗粒饲料中添加蜕皮生长素 1
.

5肠
,

对罗氏

沼虾的发育
、

成活率和产量具有明显的效果
,

可在饲养罗氏沼虾的生产中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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