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不同同浓浓度度亚亚油油酸酸对对日日本本对对虾虾肝肝胰胰腺腺传传代代细细胞胞磷磷含含量量的的影影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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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要要 在在 培培养养基基中中加加入入促促进进细细胞胞生生长长的的亚亚油油酸酸 对对日日本本对对虾虾 ΠΠεεννααεευυσσϕϕααπποοννιιχχυυσσ 肝肝胰胰腺腺

细细胞胞进进行行传传代代培培养养 测测定定传传代代细细胞胞的的总总磷磷 !!无无机机磷磷含含量量 ∀∀当当亚亚油油酸酸的的加加入入量量为为 ≅≅

时时 细细胞胞的的总总磷磷 !!有有机机磷磷含含量量均均为为最最高高 ∀∀表表明明培培养养基基中中加加入入适适量量亚亚油油酸酸 可可促促进进日日本本对对虾虾肝肝胰胰

腺腺传传代代细细胞胞的的生生长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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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本本对对虾虾 ΠΠεεννααεευυσσϕϕααπποοννιιχχυυσσ 是是一一种种经经济济价价值值很很

高高的的甲甲壳壳动动物物 ∀∀具具有有生生命命力力旺旺盛盛 抗抗病病力力强强 可可短短时时间间

离离水水 利利于于运运输输和和鲜鲜活活上上市市等等优优点点 ∀∀近近年年来来 病病毒毒性性虾虾

病病造造成成对对虾虾养养殖殖大大面面积积减减产产 而而组组织织培培养养技技术术是是研研究究

病病毒毒学学的的基基础础 ≈≈ ∀∀建建立立细细胞胞株株 系系 以以供供病病毒毒的的分分离离 !!

纯纯化化 并并进进行行各各种种特特性性的的分分析析 为为进进一一步步研研究究单单克克隆隆

抗抗体体奠奠定定基基础础 ∀∀培培养养对对虾虾的的细细胞胞是是研研究究对对虾虾免免疫疫机机能能

和和筛筛选选免免疫疫增增强强药药物物的的手手段段 从从而而为为解解决决虾虾病病防防治治问问

题题开开辟辟一一条条有有效效途途径径 ≈≈ ∀∀亚亚油油酸酸是是生生命命活活动动所所必必需需的的

不不饱饱和和脂脂肪肪酸酸 在在培培养养基基中中加加入入适适量量亚亚油油酸酸 可可促促进进

细细胞胞生生长长 ≈≈ ∀∀以以往往的的研研究究是是测测定定虾虾体体肌肌肉肉 !!肝肝胰胰腺腺和和

壳壳中中的的总总磷磷 !!无无机机磷磷含含量量 ∀∀本本实实验验以以培培养养的的日日本本对对虾虾

肝肝胰胰腺腺细细胞胞作作为为研研究究对对象象 以以培培养养细细胞胞中中磷磷含含量量来来评评

定定亚亚油油酸酸促促进进细细胞胞生生长长的的作作用用 ∀∀

材材料料和和方方法法

11 ..11 材材料料

日日本本对对虾虾购购自自河河北北保保定定府府河河市市场场 体体长长 ∗∗

体体质质量量 ∗∗ 用用配配有有双双抗抗

青青霉霉素素 !! ΛΛ 链链霉霉素素 的的人人工工海海水水 盐盐度度

暂暂养养 ∀∀

本本实实验验采采用用 培培养养基基 在在其其基基础础上上加加入入 ≤≤

≤≤ ≤≤ ≤≤ ≤≤ 葡葡萄萄糖糖 青青霉霉素素 链链霉霉素素和和

灭灭活活的的胎胎牛牛血血清清 传传代代细细胞胞培培养养基基中中为为 的的胎胎牛牛

血血清清 ∀∀

11 ..22 实实验验方方法法

细细胞胞原原代代培培养养 取取清清洁洁 !!形形态态良良好好的的对对

虾虾放放入入 乙乙醇醇中中 浸浸泡泡体体表表除除菌菌 以以上上 ∀∀取取出出

后后用用剪剪刀刀剪剪取取适适量量肝肝胰胰腺腺 注注意意不不要要碰碰破破胃胃 !! 肠肠组组

织织 用用双双抗抗溶溶液液 青青霉霉素素 !! ΛΛ 链链

霉霉素素 浸浸泡泡 ∗∗ 用用 平平衡衡盐盐溶溶液液冲冲洗洗 ∗∗

遍遍 加加入入适适量量培培养养基基 剪剪成成小小于于 的的组组织织块块 用用

取取样样器器接接种种至至培培养养板板上上 每每孔孔 滴滴 ∀∀静静置置 待待其其

贴贴壁壁后后 每每孔孔加加入入 培培养养基基 ∀∀将将培培养养板板放放入入 ≤≤ 培培

养养箱箱中中 在在 εε 供供以以 的的 ≤≤ 培培养养 每每天天用用倒倒置置

显显微微镜镜观观察察并并照照相相 镜镜检检时时应应用用封封口口膜膜将将培培养养板板封封

严严 ∀∀自自冰冰海海水水起起 以以上上操操作作均均在在无无菌菌间间的的超超净净台台上上进进

行行 所所有有物物品品均均需需严严格格灭灭菌菌 培培养养基基需需用用 ΛΛ 的的

微微孔孔滤滤膜膜过过滤滤除除菌菌 ∀∀

肝肝胰胰腺腺传传代代细细胞胞的的培培养养 培培养养 周周后后的的

原原代代细细胞胞用用胰胰蛋蛋白白酶酶消消化化后后制制成成细细胞胞悬悬液液 计计数数后后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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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不不同同亚亚油油酸酸浓浓度度下下日日本本对对虾虾肝肝胰胰腺腺传传代代细细胞胞磷磷含含量量

ƒƒ ×× ∏∏ ∏∏ ∏∏

ΠΠεεννααεευυσσϕϕααπποοννιιχχυυσσ

种种于于新新的的培培养养板板中中 每每孔孔加加入入 培培养养液液 ∀∀

磷磷的的测测定定 参参照照王王重重庆庆等等用用定定磷磷法法测测

定定核核酸酸含含量量的的方方法法 ≈≈ ∀∀

亚亚油油酸酸的的添添加加 在在细细胞胞培培养养技技术术中中 亚亚

油油酸酸是是促促进进细细胞胞生生长长的的物物质质 ∀∀本本实实验验培培养养基基中中加加入入以以

无无水水乙乙醇醇溶溶解解的的亚亚油油酸酸 浓浓度度梯梯度度为为 ≅≅ ≅≅

≅≅ ≅≅ ≅≅ ∀∀分分别别等等量量

加加入入进进行行原原代代培培养养日日本本对对虾虾肝肝胰胰腺腺细细胞胞 再再以以相相同同浓浓

度度梯梯度度进进行行细细胞胞传传代代培培养养 测测定定传传代代细细胞胞中中总总磷磷和和无无

机机磷磷含含量量 并并计计算算有有机机磷磷含含量量 ∀∀

结结果果

在在原原代代和和传传代代培培养养日日本本对对虾虾肝肝胰胰腺腺细细胞胞的的培培养养

基基中中加加入入亚亚油油酸酸 当当加加入入浓浓度度为为 ≅≅ 时时

传传代代培培养养细细胞胞的的总总磷磷 !! 有有机机磷磷含含量量均均为为最最高高 见见图图

与与对对照照组组相相比比差差异异显显著著 ΠΠ== ΠΠ==

∀∀当当加加入入浓浓度度为为 ≅≅ 时时 培培

养养细细胞胞的的总总磷磷 !!有有机机磷磷含含量量也也比比较较高高 与与对对照照组组相相比比

差差 异异 也也 显显 著著 ΠΠ ΠΠ

∀∀

讨讨论论

机机体体磷磷的的大大部部分分与与钙钙的的需需求求相相关关联联而而形形成成外外

壳壳 ∀∀磷磷是是磷磷脂脂 !!核核酸酸 !!磷磷蛋蛋白白 !!高高能能化化合合物物许许多多代代谢谢中中

间间物物不不可可缺缺少少的的成成分分 构构成成磷磷脂脂调调节节脂脂肪肪代代谢谢 构构成成

肌肌酸酸 !!三三磷磷酸酸腺腺苷苷等等参参与与能能量量代代谢谢 !!物物质质合合成成和和信信息息

传传递递 构构成成 ⁄⁄ 和和 参参与与遗遗传传变变异异 作作为为酶酶的的辅辅

助助因因子子调调节节酶酶的的活活性性 ≈≈ ∀∀而而在在生生命命活活动动中中发发挥挥重重要要作作

用用的的磷磷多多数数为为有有机机磷磷 ∀∀

亚亚油油酸酸是是生生物物体体中中最最重重要要的的必必需需不不饱饱和和脂脂肪肪酸酸

是是细细胞胞的的组组成成成成分分 特特别别对对参参与与前前列列腺腺素素 !!线线粒粒体体及及

细细胞胞膜膜磷磷脂脂的的合合成成有有重重要要作作用用 ∀∀其其在在细细胞胞内内氧氧化化分分解解

可可产产生生大大量量的的 ××°°和和乙乙酰酰辅辅酶酶 前前者者是是重重要要的的高高能能

磷磷酸酸化化合合物物 为为生生物物合合成成与与代代谢谢提提供供能能量量与与磷磷酸酸基基

团团 如如为为磷磷脂脂合合成成提提供供有有机机磷磷 后后者者是是三三羧羧酸酸循循环环的的

基基础础 参参与与各各种种生生命命物物质质的的合合成成与与代代谢谢 ∀∀此此外外 亚亚油油酸酸

在在膜膜磷磷脂脂中中的的含含量量可可以以影影响响细细胞胞受受体体的的结结合合 部部分分酶酶

的的活活性性和和膜膜渗渗透透性性 ≈≈ 从从而而影影响响包包括括磷磷在在内内的的各各种种物物

质质的的吸吸收收 ∀∀

本本实实验验在在培培养养基基中中加加入入亚亚油油酸酸 对对日日本本对对虾虾肝肝胰胰

腺腺细细胞胞进进行行原原代代和和传传代代培培养养 ∀∀结结果果表表明明 当当亚亚油油酸酸加加

入入量量为为 ≅≅ 和和 ≅≅ 时时 传传代代细细

胞胞的的总总磷磷 !!有有机机磷磷含含量量均均比比对对照照组组升升高高 ∀∀当当亚亚油油酸酸加加

入入量量为为 ≅≅ 时时 传传代代细细胞胞的的总总磷磷 !!有有机机磷磷

含含量量均均为为最最高高 ∀∀说说明明适适量量加加入入亚亚油油酸酸可可以以促促进进细细胞胞体体

内内有有机机磷磷的的形形成成 从从而而促促进进细细胞胞的的生生长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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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究其其个个体体发发育育和和系系统统演演化化 力力争争在在放放射射虫虫分分类类上上取取得得

突突破破性性进进展展 ∀∀生生态态学学研研究究中中在在加加强强研研究究其其地地理理分分布布和和

生生物物区区系系研研究究的的同同时时 进进一一步步开开展展有有关关放放射射虫虫群群落落结结

构构和和种种水水平平的的生生态态特特征征的的调调查查研研究究 关关注注冷冷水水种种和和暖暖

水水种种的的指指标标作作用用 认认识识这这些些特特征征种种的的生生态态指指标标意意义义是是

非非常常必必要要 ∀∀另另外外 还还须须加加强强对对控控制制放放射射虫虫生生态态分分布布的的

环环境境主主导导因因子子的的认认识识 近近代代对对放放射射虫虫的的应应用用研研究究导导致致

人人们们探探究究生生物物的的进进化化 !!大大量量死死亡亡 !!地地质质记记录录与与古古海海洋洋

学学的的关关系系 ∀∀目目前前 放放射射虫虫研研究究中中还还存存在在许许多多困困难难和和不不

足足 但但是是随随着着各各项项研研究究的的不不断断深深入入 放放射射虫虫的的研研究究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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