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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事 馒蹄卵黄蛋白制备物与血请在SDS-聚丙烯酷膀凝股电泳上分别呈现出2条相对
应的蛋白区带，迁移率(R，)相同.对照组雌假经5次和7次注射HCG与CPG盾，成熟系数(GSI)分
别为(11.94土2.83)惕和(46.04土6.22)侈， 血渭中17β-雌二醇(17β-Ez)浓度为(0.665士0.431)
ngjml和(0.421土0.010)ngj.时，辜嗣(T)为(4.602士3.442)ngjml和 (3.817士1.399)ngj.时，经
HCG.CPG与银翩卵黄蛋白三者混合注射5次和7次后，GSI分别为(16.53土6.67)伪和 (53.23士
11.25)惕，血清中17β-E.浓度为(1.030土0.316)ngjml和(0.411士0.068)ngjml， T为(11.170士

5.818)ngjml和(3.956土1.780)ngjml.未经注射催情药物的雌馒G因为 (0.50土0.32)侈， 血清中

17，8-Ea和T浓度低， 检测不出. 试验结果证明， 外源性顿拥卵黄蛋白与HCG和CPG三者混合注

射具有明显的促进馒蚓卵巢加速发育成熟的作用.
乡是偏饲 吉曼棚，卵黄蛋白，17，8-雌二醇，翠嗣

鱼类卵子的卵武蛋白是由卵黄脂磷蛋白和卵黄 高磷蛋白组 成C6.7.川。 正在成熟的雌鱼血

清中存在一种特异血浆蛋白复合物，即卵黄蛋白原协9.11J。 已经证明卵黄 蛋白原是在雕激素的

剌激下，由肝脏合成并进入血液循环，特定地为发育着的卵母细胞所吸收白，113， 并转化成卵黄

蛋白。 国内有关鱼类卵黄蛋白的生物活性做了一些工作t23， 至于鲤踊卵黄 蛋白的生物活性和

免疫 活性未见有报导。 本试验以鲤锢为 对象，分离纯化卵巢的卵黄蛋白，以官来诱导雌鲤性腺

的发育和卵母细胞的成熟，这对进一步了解鲤锢的生殖规律，为人工促进鲤蝠性腺发育提供理

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最帽来'
试验用的雌馒于1989年1 1月捕自内河和长江口水域，然后饲养在海水中。 注射催情药

物 5 次( 70 d)和7次(100 的。 体重170-694g，体长的 .0-80. 0cmo

1.2 ø.噩白的纷离凹.14J

取用鲤蝠卵巢加5倍体积的 0.5Na01.5mM EDTA榕液，捣碎高速匀浆，400下离心，取

上清液，经透析加 3mM PMSF， 50mM Tris- 01 (pH 7 .5)混匀后，盐析沉淀，重复 1次， 400下

蒸锢水透析，得卵黄蛋白提取液，-400真空冷冻干燥，保存备用。

1.8 即黄蛋白和血糟的电iIC
卵黄蛋白按100μg(1 0μ1)制样， 血清则加等体积样品处理液，在SDS-聚丙烯雕腊凝肢

上电泳。 凝股 浓度为 7.5% (T= 7.5%)，交联度为 2%(0= 2%)，电流 2mA，电泳时间 2ho

1993-08-30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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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β-E2和T的测定
应用放射 免疫(RIA)检测馒蠕血清中 17β-E2和T浓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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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

2.1 .圃血清和拥黄蛋白的电豫撞测
提取 的卵巢卵黄蛋自组份在 SDS-聚丙烯酷胶凝胶电泳上呈现出2条 蛋白区带， 电泳迁

移率( R，)大 的为带1 ，而电泳迁移率小 的则为带1， 表明馒蠕 卵黄 蛋白由2个组份组 成。 电泳

条件相 同情况下，雌性鲤匍血清的凝胶电泳， 同样也呈现出2条分别 与 卵黄蛋白相对应的带I

和带L 这2条 蛋白谱带即为卵黄蛋白原组份 。 馒蝠卵黄 蛋白与血清卵黄 蛋白原 对应组份 的

电泳迁移率也分别 相同，见图1 。

2 

叶
白
山

EF

R

r
F
刚回
回

吕-

CJ�川叫l

�以仙m

国-牛仔111↑flj"f!j 1�JJ 1，11: jll! ?ll 
自

G�I 

H 

!i(J 

�IJ 

20 
H 

雌馒催熟过程中GSI和17β'-Ez，T

含量变动
Fig. 2 The changes of GSI， 17ß-F2 and T 1白vels of 

female eel during induced maturation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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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馒卵黄蛋白(1)和血清(2)的凝股

电掠区带
Fig. 1 The bands of yolk protein (1) and serum 

(2) of femal白lel on SDS-gel electrophoresis 

图1

2.2 外源性卵黄蛋白对卵跑GSI、血清中17β-E2和T的影响
水温2200时，未经注射催情药物的雌嫂，GSI 为(0.50土0.32)份，试验组(HOG+OPG+

卵黄 蛋白)和对照组(HOG+O PG)， 各经5次和7次注射后，试验组 的GSI分别为(16.53土
6.67)伪和(53.23土11.25)侈， 对照组 的GSI 分别为(11.94士2.83)伪和(46.04士6.22)份。 试
验组和对照组雌嫂的GSI 都随着注射次数的增加而逐渐升高。 前期卵巢发育， 试验组 明显快

于对照组。 经7次注射后，试验组 的GSI仍然高于对照组 ，此时， 雌鲤卵巢接近或已达到完全
成熟。

未经注射的雌嫂， 血清中1 7β-E2和T都很低， 未能检测出。 经5次和7次注射后， 试
验组血清中17β-E2的浓度分别为(1.036土0.316)ngjml和(0.411土0.068)ngjml， T为
(11.170土5.818) ngjml和 (3.956士1.780) ngjml;对照组血清 中17β-E2的 浓 度分 别为
(0.665土0.43)ngjml和 (0.421土0.010)ngjrnl，'1'为(4.602土3.442)ngjml 和 (3.817土

1.399)ngjmlo 试验组血清中17β-E2和T浓度都高于对照组。 雌慢卵巢 发育达到完全 成熟
时，血清中17β-E2和T浓度均呈现下降趋势。 见图2 和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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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幢幢GSI和17ß呻Es，T舍量的量化
Table 1 The ehangeø 01 GSI， 17ß-Ea and T levelø 01 female ell 

组 别 注
次数
射

GSI (9&) 17ß-Ez(ng/ml) T(ng/ml) 

未经注射催情药物组 0.50土0.32 ND ND 

对 照 组 υ ， 11.94土2.83 0.665土0.481 4.602土8.442
HC<HCPG 7 46.04士6.22 0.421土0.010 3.817土1.899

试 验 组 5 16.53土6.67 1.036土0.316 11.170土5.818

HCG+CPG 

+银蝠卵黄蛋白 7 53.23士11.25 0.411土0.068 3.956土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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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鲤鱼垂体(CPG) ， 2.注射剂量HCG200I. u. +CPGl.Omg!尾(对照组)， 银匍卵黄蛋白 25mg+ 
HCG200I. U . + CPG 1. Omg!尾〈试验也)1 3. ND检测不出.

3 讨 论

3.1 卵母细胞a育成熟对卵黄蛋白需求的种属特异性
雌性馒匍卵巢衷;育成熟系数远较鲤科鱼类为高， 一般可达到50 .0% 左右旧， 而鲤科鱼类

成熟系数都在 25.0% 左右，反映了慢踊对营养物质的高需求， 这可能正是外源性卵黄蛋白能

够促进攒锢性腺发育的基础之一。 当分离鲤锢卵巢时，发现卵黄蛋白含脂量较高 ，可以认为雌

性缉捕卵扉细胞发育成熟需要较高卵黄脂磷蛋白，这是馒匍细胞发育成熟的种属特异性。
鲤踊卵巢的卵黄蛋白和血清 的卵黄蛋白原分别 经SDS-聚丙烯雕胶凝胶电泳， 出现相同

迁移率的 2条 对应蛋白区带(带I和带][)o Hara等 ( 1980)也证实嫂蝠卵黄蛋白与卵黄蛋白

原 有相同的抗原性和具有相同的分子量，看来，雌性鲤踊卵黄蛋白原转化成卵黄蛋白的代谢过

程与其他鱼类可能有所差异E口，其肤键改造程度 相对较低。 因此，用同种外源性卵黄蛋白诱导

鲤踊卵母细胞发育成熟，更具有种属特异性的生物效应 。

3.2 外摞幢罐帽卵黄蛋白的生物效应
雌性嫂蝠长期蓄养在海水中，卵巢不会发育， 成熟系数无甚增加t1)。 经催情药物剌激后，

成熟系数和血清 17β-E2和T明显地升高 。 试验 结果表明，外源性馒踊卵黄蛋白P对搜捕具有

明显的 诱导卵母细胞发育成熟的作用。 经5次和7次注射 后， 试验 组s项参数 (G町、17β-E2

和'1')都明显高于对照 组。 外源性卵黄蛋白被卵母细胞直接吸收，促进性腺发育， 因为馒踊卵

黄蛋白原在结构上有一定的相似性。 另方面，外源性卵黄蛋白能促进增高 血清中17β-E2的浓

度 ，剌激肝脏的卵黄蛋白原合成的增加，从而加速卵母细胞的卵黄积累凹.12 .13J。 当卵黄积累一

旦完成后， 卵巢丰满，GSI达到高蜂- (53.23土11.25)% 时， 17β-E2 反而下降至低水平一

(0，4.11土0.068)口g/ml， 证明馒匍血清中17β-E2浓度变化规律与卵母细胞卵黄积累的相关

性P与其他鱼类相仿tSJ。 至于血清中的 T浓度 也呈现出随卵巢发育而变化的趋势， 因为T是

17β-E2的前体，所以血清中T浓度的变动，也同样反映出 对雌性鲤踊卵巢发育的 进程影响。 总

之，外源性卵黄蛋白与其他催情药物混合 注射是诱导摄制卵母细胞卵黄积累和最络成熟的有

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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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ICAL EFFECTS OF YOLK PROTEIN 

OF JAPANESE EEL (ANGU1LLA JAPONJCA) 

Jiang Ren-liang， Tan Yu-jun， Wu Jia-m in &nd Wan Xiang-曲e
(Departme刑。，/ Ä2uacZttlre， SFU， 200090) 

ABSTRAOT Both yolk protein preparation (YPP) and serum of Japanese eel (A仙
guiZZa jαponica) showed也wo bands on SDS--gel electrophoresis， and Rt values of 也wo

bands of YPP were sim ilar to that of two bands of serum . Five and seven injections 

with HCG+CPG were given to fem ale ells of control group， fem ales showed (11.94土

2.83)% and (46.04土6.22)% respectively ìn GSI， (0.665 土0.431)ng/m l and (0.411土

0.010) ng/m l in serum 17β-0倒也radiol (17β-E2) levels， (4.602土3.442) ng/ml and 

(3.817土1.399)ng/m l in serum testosterone (T) levels. Five and seven injections 

with HOG+CPG+ YPP were given to fem ales of experim ental group， GSI reached to 

(16.5 8士6.67)% and (58.28土11.25)% respectively，serum 17β-E2 were(1.036士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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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jml 8.nd (0.411士。.068) ngjml， serum T were (11.170土5.818) ng-ml and (8.956土
1.780)ngj皿1 . Non-injection fem a.les， GSI was (0.50士0.82)份， serum 17β-E2 a.nd '1' 

levels were undetecta.ble. These r倒ults indica.ted tha.也 e:x:ogenous eel YPP+ HCG+CPG 

m i:x:ed injection showed significant stim ulation on ovarian develop皿ent a.nd :ma.tura

t� l0n. 

XEYWORDS AnguiUa ja仰�i饵， yolk pro切in， 17β-0创radiol， ωtoster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