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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缘青蟹神经器官对卵巢发育的调节作用 离体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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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器官联合培养研究表明 锯缘青蟹 Σχψλλασερρατα 的脑和胸神经团分泌的性腺刺激激

素 ≥ 对卵母细胞的生长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对视神经节则没有显著的影响 ∀在卵巢发育

过程中 脑和胸神经团 ≥ 的生物活性逐渐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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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神经器官摘除和移植实验揭示 眼柄视神

经节存在性腺抑制激素 2
而 脑 和 胸 神 经 节 具 有 性 腺 刺 激 激 素

2 ∏ ≥ ∀近 年来 有关

结构 ! ⁄ 序列和神经分泌细胞定位的研究 证

实了视神经节的 ÷ 器是 的合成中心 ∀ ≥ 的分

子量约为 ∗ ∏ 也是多肽 化学结构尚不清

楚 ∀国内廖家遗等 ≈ 对罗氏沼虾 Μαχροβραχηιυµ

ροσενβεργιι 脑 ≥ 进行了初步分离和活性检测研究 ∀

本实验采用器官联合培养法 研究了锯缘青蟹脑 !胸

神经团和视神经节对卵巢发育的调节作用 以利于阐

明锯缘青蟹的生殖调控神经内分泌过程 丰富甲壳动

物神经内分泌学的内容 ∀

材料和方法

1 1 实验材料

锯缘青蟹体长 ∗ 体质量 ∗ 投

喂鲜活的菲律宾蛤仔 Ρυδιταπεσ πηιλιππινενσισ 于通气

良好的水族箱内暂养 ∗ ∀锯缘青蟹卵巢发育周期

划分参照上官步敏等 ≈ ∀

1 2 体外培养

锯缘青蟹于 高锰酸钾 质量分数 浸泡

尔后在无菌条件下用 酒精 质量分数 进行表面

消毒 ∀迅速解剖出脑 !胸神经团 !视神经节和卵巢 于

含 青霉素的 ° ≥中洗涤数次 ∀培养所用的

卵巢均切成约 大小的小块 ∀将 个脑 ! 个胸神

经团 ! 对视神经节以及大小与神经器官相仿的肌肉

组织分别与卵巢小块联合培养 ∀培养物接种于

的培养瓶中 细胞培养液 ≤ 产品 体积为

含 质量分数 小牛血清 购自杭州四季青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 ! 青霉素 ! 链霉

素和 卡那霉素 ∀黑暗条件下置于振荡器中培

养 振荡频率为 ∗ 培养温度为 ∗ ε

培养时间为 ∀

1 3 观察

培养 后 卵巢样品于 ∏ 液固定 石蜡

包埋 切片厚度 ∗ Λ 按 ∞ 苏木精 2伊红法

进行染色 ∀ ∏ 2 型显微镜下观察 每个实验

组测量 个卵母细胞 细胞直径以 细胞短径

细胞长径 计算 差异显著性检验用 τ检验法 ∀

结果

2 1 不同发育期的神经器官对卵巢发育的调控作用

锯缘青蟹的神经器官与卵巢经 体外联合培

养后 脑和胸神经团对卵母细胞的生长均有促进作

用 ∀二者对卵母细胞生长的促进作用 在发育早期

期 的晚期组达到显著水平 Π 在其余 个实

验组达到极显著水平 Π ∀视神经节对卵母细

胞的生长未见明显的促进或抑制作用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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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2 不同卵巢周期的神经器官对同一周期卵巢的调

控作用

从图 可见 除了对发育早期 期 的初期未见

明显影响外 锯缘青蟹的脑和胸神经团对卵母细胞的

生长均有促进作用 Π ∀随着卵巢发育 锯缘

青蟹的脑和胸神经团对卵母细胞生长的促进作用逐

渐增强 表明脑和胸神经团中 ≥ 生物活性逐步上

升 ∀视神经节对卵母细胞生长未见影响 ∀

讨论

脊椎动物通过脑 ) 脑垂体 ) 性腺轴调节生殖活

动 即感觉器官将外界环境的刺激传送至脑 下丘脑

分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激发脑垂体分泌促性腺激

素作用于性腺并促进性腺分泌性类固醇激素 以促使

性腺成熟与排出精子和卵子 ∀与此不同 甲壳动物的

脑 !胸神经节和视神经节分泌的神经肽直接参与了生

殖调控过程 ∀

本实验结果表明 在离体条件下 除了对发育早

期 期 的初期未见明显影响外 锯缘青蟹脑和胸神

经团对其余各期卵母细胞的生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 ∀由此作者认为 锯缘青蟹的脑和胸神经团是 ≥

的来源 ≥ 对卵母细胞生长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

∏ 等 ≈ 通过离体实验 也曾发现克氏原螯虾

Προχαµβαρυσ χλαρκιι 脑 !胸神经节中 ≥ 对卵巢发育

的促进作用 ∀处于卵巢发育早期 期 初期的锯缘青

蟹 此时脑和胸神经团中 ≥ 的分泌活动尚弱 未能

激活卵原细胞大量分化成为卵母细胞 随着卵巢发

育 脑和胸神经团中 ≥ 合成与分泌活动的逐渐增

强 进而促进卵巢发育 ∀据 ≥ ∏ 等 ≈ 的观察 锯

缘青蟹胸神经团中 ≤ 细胞与 ≥ 的形成和释放有

关 其分泌活动随卵巢发育而增强 在卵巢发育期和

将成熟期最活跃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锯缘青蟹 ≥

在性腺发育较早的时期 生物活性较低 随着 ≥ 分

泌活动的增强 卵巢逐渐发育 即 ≥ 的功能与性腺

周期有关 ∀迄今 甲壳动物 ≥ 的化学结构尚不清

楚 有关甲壳动物 ≥ 的研究 对于了解甲壳动物的

生殖内分泌具有重要的意义 ∀

通常认为 视神经节中 ÷ 器 2窦腺复合体是

合成与释放的来源 ∀切除眼柄可以诱导性腺早熟 在

养殖生产上已有广泛的应用 ∀锯缘青蟹视神经节 ÷ 器

中 ≤ 细胞的分泌活动随卵巢的发育而降低 在卵巢

发育期和将成熟期最低 表明了该细胞与 的形成

脑 × 胸神经团 ∞ 视神经节 卵巢 肌肉

卵巢周期 联合培养方式 卵母细胞直径 Λ

发育早期的晚期

体长

?

× ?

∞ ?

?

发育期

体长

?

× ?

∞ ?

?

将成熟期

体长

?

× ?

∞ ?

?

成熟期

体长

?

× ?

∞ ?

?

表 神经器官与不同发育期卵巢的体外联合培养

Ταβ .1 Νερϖουσοργανσχυλτυρεδ ωιτη οϖαριεσατ διφφερεντ σταγε

ιν ϖιτρο

图 不同发育周期的神经器官与发育早期卵巢的体外

联合培养

ƒ × √ ∏ ∏ √

∏ ∏ √ √ √

发育早期的初期 发育早期的晚期 将成熟期 成熟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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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泌有关 ≈ ∀研究表明 美洲螯龙虾 Ηοµαρυσ

∏ 窦腺中的甲壳动物高血糖素 ∏

≤ 有 ≤ 2 和 ≤ 两种

形式 用两种 ≤ 2 异构体进行同种体外活性检测

发现 ≤ 2 能够促进卵巢对卵黄蛋白原的吸收

≤ 2 对雌性无常小长臂虾 Παλαε µονετεσ ϖαριανσ 的

非卵黄发生期进行异种体内活性检测 对生殖活动也

具有促进作用 ≈ ∀因此 眼柄视神经节对生殖活动的

调节极可能具有两面性 既存在促进性腺发育的一

面 也存在抑制性腺发育的一面 ∀离体条件下 锯缘青

蟹眼柄视神经节对卵母细胞生长未见明显的促进或

抑制作用 可能与眼柄视神经节的这种特性有关 也

可能与离体培养时间较短 对照组卵母细胞未能充分

生长 从而造成视神经节的抑制作用不明显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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