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亡时的农药浓度 由图解内插法求出 即根据试验组动

物在不同浓度下的死亡百分数 作浓度2死亡反应线

内插求出所要求的数值≈ ∀

 结果和讨论

实验测定 种有机磷农药对卤虫的半数致死浓度

≤ 值列于表 ∀ 由此可见 依其 ≤ 值 毒性由

大到小的顺序为 磷甲氯!辛硫磷!敌敌畏!对硫磷!甲

基异硫磷!久效磷!甲胺磷!氧化乐果∀ 按毒性分类标

准 磷甲氯为剧毒 辛硫磷!对硫磷!敌敌畏为高毒 甲

基异硫磷和久效磷为中毒 氧化乐果为低毒∀由于卤虫

在孵化后 ∗ 内活性较强 所以实验过程可以不

投放饵料 而对照组在 内也无一死亡∀ 放入农药

内的卤虫在 内的死亡率一般是 ∗ ∀ 毒

害作用主要是在 ∗ 内发生 随着时间的延长

有机磷农药也会遇水分解致其毒性降低 但仍会造成

难以估量的危害∀ 所以建议在使用农药时应选用对靶

生物毒性强 而对非靶生物毒性较弱的种类 尽量做到

既可控制害虫 又对有益生物损害较少∀

表 3  8 种有机磷农药的 48 η ΛΧ50值及毒性分类

农药名称 ≤ 值 毒性分类

久效磷 中毒

对硫磷 高毒

甲胺磷 低毒

甲基异柳磷 中毒

辛硫磷 高毒

敌敌畏 高毒

氧化乐果 低毒

磷甲氯 巨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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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烯雌酚诱导黑鲷幼鱼性转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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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ΟΛΕΣΧΕΝΤ ΦΙΣΗ ΟΦ ΒΛΑΧΚ ΣΕΑ ΒΡ ΕΑΜ Σπαρυσ µ αχροχεπηαλυσ

阮洪超  黄瑞东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Ξ  黑鲷 Σπαρυσ µ αχροχεπηαλυσ是雌!雄同体 雄性先

成熟鱼类∀在人工养殖条件下 龄鱼全为雄性 龄鱼

个别转为雌性∀ 本项研究的目的是使用性激素促使黑

鲷提前转为雌性 缩短产卵周期∀本次实验是使用当年

幼鱼 目的在于进一步找出较佳的处理年龄和使用的

激素剂量∀

 材料与方法

 材料
实验使用的黑鲷为 年孵出 至同年 月

日实验开始时 鱼龄为 个月∀ 这批实验用鱼取 尾

测量 全长范围为 ∗ 平均 体长

∗ 平均 体重 ∗ 平均

∀其中 尾鱼取性腺做组织切片观察 有

已分化出卵巢和精巢 其余未分化∀

 方法
实验组 实验鱼共 尾 蓄养于 ≅

≅ 蓝色长方形玻钢槽内∀ 饵料为面条鱼

经绞碎后加入性激素搅拌均匀后投喂∀ 每千克饵料加

入 已烯雌酚∀每次调配饵料 ∗ 用完后再调

配∀ 至 年 月 日停止投喂性激素 共投喂加性

激素饵料 共投喂了 ∀

日常管理 每日投饵 次∀ 日投饵量从 ∗

不等 主要根据当日鱼的食欲情况而定∀每日清污和换

水 次 每日换水量约为 ∀ 发现死鱼随时取出∀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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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每日上午测 次∀ 实验期间水温变动在 ∗ ε

投喂性激素期间水温变动为 ∗ ε ∀ 盐度 个

月测 次 盐度变动在 ∗ ∀

对照组  尾 蓄养水槽与实验组相同 饵料也

是面条鱼 但不加入性激素∀ 其他日常管理也基本相

同∀ 因与实验组同在一间实验室内 水源相同 水温与

盐度没有另外再测∀

实验结束时 除测量全长!体长和体重外 每组均

取 尾解剖观察性腺发育情况∀ 由于性腺细小 呈丝

状 肉眼无法分辨出卵巢和精巢 全部都用波氏液固

定 做石蜡切片观察∀

 结果

存活率 实验组在投喂性激素期间死亡 尾 以

后至清池结束时又死亡 尾 共计死亡 尾 存活

尾 存活率为 ∀ 对照组在实验期间死亡

尾 存活 尾 存活率 ∀

生长情况 实验结束时的全长!体长和体重测量

见表 ∀

表 1 实验结束时鱼的全长!体长和体重测量数据

组别 全长 体长 体重

范围 平均 范围 平均 范围 平均

实验组 ∗ ∗ ∗

对照组 ∗ ∗ ∗

以平均数作比较 实验组全长增加 体长

增加 体重减少 ∀对照组全长增加 体

长增加 体重增加 ∀

诱导性转换的效果 诱导的效果主要根据组织切

片呈现的精巢和卵巢在整个性腺中所占的比例∀ 切片

观察 性腺呈现 种情况 整个性腺为精巢 以

精巢为主 即精巢占性腺的一半以上 以卵巢为主

即卵巢占性腺的一半以上∀

还没有发现整个性腺为卵巢的∀ 根据以上 种情

况 实验组和对照组性腺发育的结果如表 ∀

表 2 实验组和对照组性腺发育比较

组别 观察数量 整个性腺为精巢 精巢为主 卵巢为主

尾 尾 尾 尾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有 性腺主要为卵巢∀对照组没有以卵

巢为主的性腺 只有全为精巢和以精巢为主的性腺∀全

部观察的性腺 发育均处在 期∀

 结论与讨论

 每千克饵料中加入 已烯雌酚投喂 个

月的黑鲷 可使其性腺向雌性方向发育 但在 龄内不

可能达到性成熟 性腺仍处于 期∀

 藤冈等用安息香酸强力春情素控制香鱼性

转换时发现 随着激素浓度增加 死亡率亦升高的趋

势∀本文作者于 年∗ 年对 龄和 龄黑

鲷进行性转换诱导 投喂激素的组存活率普遍较对照

组低∀ 本次实验投喂激素的组存活率也较低 约为

对照组为 ∀因此认为 性激素使用剂量过

大 会损害鱼 造成死亡∀ 本次实验使用的剂量虽然能

促使鱼的性腺向雌性方向转换 但存活率低 仍不是较

佳的剂量∀ 较适宜的剂量尚有待进一步实验探明∀

本次实验组死亡的鱼 经解剖观察 普遍存在腹

水 肝有血斑∀ 这可能是性激素所造成∀

 实验是在越冬季节进行 水温较低 因而不

利于生长 实验结束时 全长等增长不大∀在体重方面

实验组稍有减少 除了存在取样的误差外 也有可能投

喂激素期间对生长不利 从实验组的死亡率较高也可

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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