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Β2雌二醇组则为最低∀ 分 个不同体重组

∗ ∗ 以上 分别比较来看 性腺指

数最高是 2 组的 ∗ 组 指数为

Β2雌二醇组的各体重组 均低于其他组的水平 表

∀

表 1 不同激素诱导欧氏六线鱼性腺发育

激素 样品数 体重范围 性腺指数

个

2 α ∗

α ∗

⎯ ∗

⎯ ∗

Β2雌性二醇 α ∗

α ∗

α ∗

⎯ ∗

⎯ ∗

⎯ ∗

生理盐水 α ∗

α ∗

⎯ ∗

 讨论

≤ 等 指出 在鱼体中 性类固醇激素水

平的变化是随着性腺发育成熟过程的发展而变化的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作用于脑垂体 使其产生性类固

醇激素 Β2雌二醇有促使肝脏合成卵黄蛋白的作用

并且在卵黄形成中增加 卵黄形成完成后 则下降∀

应用 2 研究冬鲆的季节生殖节

律 发现无论雄性或雌性 除夏季产卵后的短暂时期

外 对此激素均有反应∀ 促性腺释放激素能在 月初

的性腺恢复发育时增加血液中 Β2雌二醇和睾酮水

平 在产卵前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处理能使雌鱼

的血液睾酮水平增加导致性腺滤泡转移从而产卵∀ 本

实验的结果同样表明 2 有促进性腺发育的作

用 其作用机理也是 2 作用于脑垂体 引起鱼体

内 Β2雌二醇水平增加 从而加速卵黄形成∀ 实验结

果中的另一现象 即 Β2雌二醇实验组的实验结果

没有体现出 Β2雌二醇促进卵黄形成从而促进性腺

发育的作用 咎其原因 激素诱导方式 分腹腔注

射!肌肉注射和包埋∀ 诱导性腺发育不同于催产 其激

素作用应为缓慢!长效刺激 腹腔注射在催产中较适

用 本项研究似乎应采用背部肌肉包埋术∀ 性腺发

育过程中 鱼体内 Β2雌二醇水平的增加 可能只是

一种结果或表面现象 而不能定论为 Β2雌二醇对性

腺发育的直接促进作用∀ 本次实验只进行了秋季

实验∀ 在不同季节对不同年龄组进行鱼类性腺发育人

工诱导实验 在实验过程中观测性腺发育状况及主要

性激素水平 更能说明人工诱导机理∀ 鱼类的性腺

发育受多方面因子影响 光照!水温!营养等均对鱼类

的性腺发育产生作用 进行人工诱导海鱼性腺发育!

成熟 必须将上述因子与激素诱导相结合 才能达到

预期成果∀

因此 作者认为 在性腺发育初期 直接用激素诱

导性腺发育 实效不大 应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较

性类固醇激素具有较好的诱导作用 直接用应用类固

醇激素 可能会由于鱼体内激素量的增大而导致体内

激素分泌被抑制 从而起不到诱导性腺发育的作用∀

锯缘青蟹人工育苗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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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在浙!闽沿海已广泛进行青蟹人工育苗养殖 北

方沿海正在进行生产性育苗试验∀ 现将锯缘青蟹

Σχψλλα σερρατα 人工育苗中亲蟹的选育!幼体的孵化

和培育等过程中的主要技术措施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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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育苗的亲蟹于 年 月份由福建空运而来

体长与体宽均在 和 以上 体重 以

上∀ 经水泥池内越冬育肥至 年 月份 选择合乎

要求的亲蟹进行育苗试验∀

 实验结果

 亲蟹的选择与饲育

亲蟹应选择体重 以上 体长在 以上

肢体健全无外伤且经受精!卵巢发育成熟的雌蟹∀ 蟹

壳两侧充满卵粒 阳光下观察前侧缘附近不透光 甲

壳呈红色或鲜红色为佳∀ 其中 卵粒上出现黑色眼点

的亲蟹 产卵后可以缩短卵子的孵化时间 提高孵化

率∀亲蟹放养前可用 ≅ ∗ ≅ 的孔雀石绿

药浴 ∗ 暂养密度为 ∗ 只 水体∀ 池底需

铺有细沙 并设有瓦片!废桶!石块等作为隐蔽物∀ 亲

蟹暂养的水质要求为 ⁄ ≅ 2

∗ ≥ ∗ ∀控制光强小于 ¬

水温在 ∗ ε 左右∀ 一般日换水量 温差不

要超过 ε ∀应以新鲜的鱼!虾!贝为饵 早!晚各投喂

次 傍晚可多投∀青蟹的摄食量与水温有关 ε 时

日摄食量约为体重的 ∗ ∀ 日投饵量的控制

应以略有残饵为准 并需经常清除残饵 以防败坏水

质∀

 人工催产

亲蟹在 的水泥池内越冬 虽经精心饲养

卵巢也有所退化∀ 为此 在产前采取了一定的人工催

产措施 方法是用烧红的镊子破坏亲蟹一侧或两侧眼

柄∀经处理的 只亲蟹除 只死亡外 有 只在 ∗

内产卵 对照组的 只亲蟹在 内产卵的只

有 只∀

 幼体孵化

亲蟹产卵在 的玻璃钢桶内进行 每桶

只 产卵量约 ≅ 粒 只∀其中约有 的卵子附

在腹部的刚毛上 随怀卵蟹的暂养自行孵化 余者散

落于水中∀ 散落卵用虹吸的方法收集至网箱中 集中

在孵化池中孵化 一般水温以 ∗ ε 为宜 每间隔

充气 并需经常搅动∀孵化水温越高 孵化所

需时间就越短 但幼体畸形率会上升∀

 幼体的培育

 水质与温度 幼体发育的适宜盐度为

∗ 并随幼体的发育呈下降趋势 以 ∗

为宜 蚤状幼体 的适温范围为 ∗ ε 其中

的适宜水温为 ε 之后每期幼体的适宜水温较

前期升高 ε 左右 至大眼幼体 和幼蟹 ≤ 时 水

温以 ∗ ε 为宜∀

 充氧量与光照量  和 的充气量要

小 微有气泡逸出即可∀ 随幼体的变态发育需增加充

气量 至 和 时呈微沸状 和 ≤ 时水面呈剧烈

的沸腾状 早期幼体的光照以 ∗ ¬为宜

后期可增加到 ∗ ¬以上∀

 幼体的培育密度!换水量和网目见表 ∀

表 1 幼体密度!换水量及网目

幼体期数 密度 换水网目 日换水量 日换水

只 次数

添水 ∗

∗ ∗

∗ ∗

∗

∗ ∗

∗ ∗ ∗

≤ ∗ ∗ ∗

  由于清晨及傍晚池水中的溶氧较低 此时换水较

为适宜∀

 幼体饵料及投喂量见表 ∀

表 2 饵料及投喂量

幼体期数 饵料及投喂量 个

及 前半期
轮虫 ∗ 单胞藻

蛋黄和豆浆少量

后半期
卤虫无节幼体 ∗

单胞藻

≤ 卤虫成体 ∗ 鱼虾贝碎肉

  饵料应定时投喂 应少量多次 白天可多投∀

 结语

青蟹幼体对水质和水温的要求比较严格 其变化

幅度不能太大∀ 温差应小于 ε 盐度变化在 以内∀

室内育苗应模拟好自然的生存环境 如铺沙!设置隐

蔽物和调好水温等∀ 青蟹发育变态一般经 个阶段

∗ 但由于饵料不适或不足 外界条件不适

或孵化卵为繁殖季节末期卵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

的出现 这对于育苗工作是不利的∀ 在育苗过程中

和 对营养的要求很高 应加强该期的营养强化

否则幼体的死亡率很高 建议多投喂一些含有不饱和

脂肪酸的卤虫 这有利于幼体的变态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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