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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可以抑制带瘤小鼠的肿瘤生长 ，_而且对体外 

培养的瘤细胞生长也有直接抑杀作用。刘崇铭 

等 报道东亚钳蝎及其成分抗痴痫肽，明显增 

高心室晦压及 dp／dt可使心肌收缩 强 力 增加 

8l 3％；对大血管和末稍血管均有收缩作用，能 

对抗几种药物痴痫样发作 ；对内脏痛亦育明显 

镇痛作用。 

至于全蝎和蝎毒的作用机理。 一般认为， 

金蝎制剂可影响血管运动中枢的 机 能扩 张 血 

管 ，直接抑制心脏活动并减低肾上腺蠢的增压 

作用 。 蝎毒中主要含神经毒素，蝎毒毒素多 

肽能够和可兴奋神经细胞质膜上钠通道蛋白特 

异性结台，影响细胞电生理过程 。 同时蝎毒 

能引起付交感神经、脑及其他组织中乙酰胆碱 

的释放 ．能使组织释放儿茶盼胺。对各类组织中 

的琥珀酸脱氢酶都有抑制作用 。东亚钳蝎毒 

对各类疼痛部有很强的镇痛作用，可能是全虫 

或蝎尾主要的镇痛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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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类上诱发的三倍体及其应用前景 

吴 融 
(浙江省海洋求产养殖研究昕，韫州 825005) 

近几年来 ，利用染色体工程在贝类上进行 

育种的研究有了很快的进展 (Stanley等 ，1 98l、 

l984；Allen等 ，1982、1986、1988；Tabarini， 

l 984；Quillet等，1986；Downing等，1987； 

Arai等 ．1986；Standish 等 ，1986；古 丸明， 

1987；Koma~ 等 ，1 98 8；和 田克 彦，1 987；姜 

卫国等，l987；Fujino等，l 987； 藤野和男， 

· 48 · 

1 988)o 

本文综述了在牡蛎、扇贝、鲍和珠母贝上诱 

发三倍体的方法及其机理。在养殖上．主要是 

利用三倍体的不育性。这样 ，在牡蛎上可防止 

夏天肉的质量下降；在扇贝上可增加 闭壳肌所 

占的比例；在鲍上可加速生长速良、提高存活率 

及增强对不良环境的抗性；在珠母贝上有利于 

⋯ ⋯ ㈣ ㈣ ㈣ ㈣ ㈣ ㈣ ㈣ ㈣ ㈣ 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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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核。最后探讨了在诱发三倍体上存在的阃题 

及其前景。 

一

、 牡 蛎 

在牡蝙养殖上，常有在繁殖期发生大量死 

亡的现象．而且肉的质量也下降，如在太平洋牡 

蛎上，夏天生殖腺 占肉总重的 6O～70％。 已知 

三倍体是不有的．这不仅提高肉的质量，叉可改 

善产卵期的生长速度和存活率。 

在贝类上，排出的卵是处于第一次成熟分 

裂中期 ，受精后不久用高温、低温、高压或细胞 

松弛素 B处理都可抑制第一扳体或第二极体的 

排出，这样就可产生三倍体(图 1、图 2)。 据 

Quillet(1 986)在太平洋牡蛎 上 ， 于受 精后 

5—45分钟用高温 (30--38~C)处理 1 0分钟 或 

于受精后 5分钟和 30分 钟 用 32％2和 35℃ 处 

理 20分钟，试验结果表明，在用热处理 l 0分钟 

的一组中，以 35％2和 38℃ 于受精后 l 0— 1 5分 

钟和 35—40分钟处理产生的三倍体为有效，用 

高温处理 20分钟更为有效，产生的三倍体可高 

达 6O％。 

StaMey等(1981)在美洲牡蛎上，于受精后 

排放 的卵子 

·●一 第一嵌成熟丹袋 _ 第=敬成熟分裂 ———— 

摹—撮捧 

＼ ／ 

排放的卵子 

盟t 

+ 第一次成熟分裂+-第=敢成辩分裂 ———— 暇2 

15— 30分钟 ， 用 0．5pprr．otiL浓度的细胞松弛 

素 B处理，受精后 24小时的幼体存活率为l5— 

33％，多倍体出现率为50—75眄，在幼体上见 

有三倍体和四倍体 ，但在 8个月的稚贝上只见 

有三倍体，由于诱发产生的多倍体存活率较1氐， 

还未得到最适的处理条件。为了获得更高的、 

稳定的三倍体百分率，认为还需作进一步的研 

究。产生的三倍体经 9个 月养殖后，在生长速 

度上与二倍体比较未见有什么大的差异 

斗专 

有趣的是 Stan|ey等于 l984年继 续报遭 

了他们的研究结果。 在受精后 l5分钟内，根 

当于第一次成熟分裂时，用 O．5ppmol／L浓度的 

细胞松弛素 B处理 ，产生的三倍体为 61％，千 

肉重比二倍体上高 4O％，生长速度快 l2知。从 

测定杂合的同功酶等位基因在二倍体 ．第一极 

体三倍体和第二极体三倍体上的频率，已知二 

倍体上为 26％，在第一极体三倍体上为 3B％， 

在第二极体三倍体也为 26％．这说明加快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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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与增加等位基因的杂台性有关，并不是田 

于染色体倍蛙的增加。 

Dawning等(1987)在太平洋 牡 蛎上 ，用 

lppmol／L浓度的细胞松弛素 B在 25oc下于受 

精后 30—45分钟处理的效果为最佳 ，诱发的三 

倍体可高达 88±9弼， 但在第一次卵裂时用同 

样浓度的细胞松弛素 B处理，未见有产生四倍 

体。 

Allen(1988)对太平洋牡蛎二倍体和诱发 

三倍体的配子发生进行了比较，发现在诱发的 

三倍体上有 12％ 个体是雌雄同体，除这些雌雄 

嗣体个体外，雌雄性比为 1：1。 对生殖腺发育 

的影响，对雌的比对雄的影响更大。在雌性三 

倍体上，仅见有少数卵母细胞，雄性三倍体的生 

殖腺发育只有雄性二倍体上的÷，但为雌性三 
Z 

倍体生殖腺的二倍。在糖元含量上 ，二倍体牡 

蛎在产卵前减少 72弼， 但在三倍体上只 减 少 

8％。 

据赵晋德介绍 (1978年)，现在美国生产的 

太平洋牡蛎有 30弼是三倍体，解决了过去夏天 

因牡蛎肉的质量差没有市场的问题。冬天和夏 

天牡蛎肉的质量比较是： 

冬天 夏天 

硬度 结实 软 

味道 可口 差 

此外 ，在生长速度上 ，也发现二倍体牡蛎开 

始长得较好．但到了繁殖期开始下降，而三倍体 

牡蛎一直继续生长。在测定的 34个幼体上，发 

现二倍体有 1 0个，三倍体有 24个，在一年后的 

1 77个牡蛎中，二倍体有 7个 ，三倍体有 170个， 

这说明三培体的存活率比二倍体的存活率高。 

二 、 扇 贝 

Tbarini(1984) 在海湾扇贝上， 于受 精 

后 10分钟用 0．05ppmol／L浓度的细胞松弛素 

B处理 2O分钟 ． 获得 66弼三倍 体， 如果 用 

0．1ppmol／L浓度的细胞松弛素 B处理 ，则获得 

94弼三倍体。经 16个星期试养后 ，发现三倍体 

的闭壳肌重比二倍体上高 73徭，软体部湿重比 

二倍体上高 36％，闭壳肌指数和肌肉糖元含量 

也比二倍体上明显高。到夏天繁殖季节时，三 

倍体是不育的，这样就把本来用于生殖腺发育 

的糖元用在肌 肉生长上，因此三倍体的壳就比 

二倍体的壳来得膨大鼓出。 

Beaumont(19a6)在大扇贝上进行诱发三 

倍体的试验，结果表明用细胞松弛素 B处理的 

最有效浓度为 0．5ppmol／L，获得 30，刍三倍体。 

文中还指出，根据受精后只排出一个极体也可 

作为鉴定诱发三倍体的一种简单方法。 

据古丸明(1987)报道，日本于 1 9 87年用华 

贵栉孔扇贝作为试验材料， 用 0．5ppmol／L浓 

度的细胞松弛素 B在受精后 1 5分钟处理 1 5分 

钟 ，再用溶有一定浓度的二甲基亚砜 (DMSO) 

的海水浸溃 1 5分钟，以后放人通常的海水中， 

经变态附着后，将壳长 2mm的幼苗放在育苗笼 

内。5个月后，当稚苗生长到壳长 2—3cm时， 

用显微萤光测 定法 鉴 定 倍性 ，发 现 获 得 了 

66 1％ 的三倍体，其机理也是抑制第一极体的 

排出。 在用 0．1ppmol／L浓度的细胞松弛素 B 

处理组中，没有发现三倍体。 

已知在华贵栉孔扇贝的二倍体上．当生殖 

腺成熟时，雌性的生殖腺为桔红色，雄的生殖腺 

为乳白色．那是很容易区别的，但在诱发的三倍 

体上 ，生殖腺是退化的，里半透明状，用肉眼区 

别雌雄很困难 ，因此是不育的。现在拟进一步 

用高温、低温或高压来处理 ，诱发产生三倍体。 

三、 鲍 

Arai等(1980)用高温、低温、水静压在皱 

纹盘鲍上进行诱发三倍体的试验。首先求得在 

20oc下卵排 出第一极体是在受精 后 I5—20分 

钟，排 出第二极体是在受精后 35—4O分钟。试 

验结果表明，用低温 3oc于受精后 1 2分钟或 32 

分钟处理 1 5分钟， 获得 的三 倍 体 可 达 7O一 

80％；用高温 35℃ 于受精后 7或 22分钟处理 

3分钟， 获 得三 倍 体 各 为 s0—70％ 和 60— 

80％， 用水静压 (200公斤／厘米 )于受精后 7 

或 22分钟处理 5分钟， 获得三倍体为 6O％。 

Arai等也认为抑制第一极体排出产 生 的 三倍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体比抑制第二极体排出产生的三倍饿的杂合性 

为高，因此就获得优良的经济性状而言，应在卵 

第一次成熟分裂时处理为宜。 

Fujino等(19s7)以 4个同功酶等位基因位 

点作为鉴定皱纹盘鲍杂合性的遗传标志，分析 

用低温 3℃ 处理受精卵获得的第一极体三倍体 

(3n·IPb)(受精后 1 2分钟处理)和第二极体 

三倍体(3n·2Pb)(受精后 32分钟处理)的杂合 

性及其对高温(3o~c)的耐受性，结果发现 3n· 

IPb对高温的耐受性为最大 ， 对 照 组 (2n)次 

之 ．最差的为 3n·2Pb，并认为现在对诱发的三 

倍体的存活率和特性还知道的不多，对高水温、 

低水温及对氧不足和低盐度耐受性还需作进一 

步研究。 

藤野和男(1 9 ss)在发表的“鲍的遗传、育种 

研 究”一文中指出，从原理上来讲．通过抑制正 

常卵的第一次卵裂获得的四倍体，再与二倍体 

交配，也可获得三倍体 (3n·cv)，但这一技术 

尚未解决。 

四、 珠 母 贝 

已知在珠母贝上，在插核前要采用抑制生 

殖腺发育或促进生殖腺发育诱导排放精卵的方 

法。 据和田克彦0~87)报道，台浦珠 母 贝 在 

24—25℃ 下， 于受精后 l0— 1 5分钟排出第一 

极体，受精后 l5—30分钟排出第二极体。 日本 

已用 0 1ppmol，L浓度的细胞松弛素 B处理 受 

精后 5—20分钟和 15—30分钾的合浦 珠 母 贝 

卵， 都可诱发产生三倍体 ， 前者的诱 发 率 为 

40％，届者的诱发率为77％，但在处理组上 ，受 

精后 24小时的 D型幼体比例较低(65为)，在无 

处理组上为 98％。 值得注意的是，用细胞松弛 

素 B处理台浦珠母贝受精卵产生的多倍体所占 

的百分率，随着幼体的 日龄增加而藏少，尤其是 

在用低 温处理 组上 ，到第 24日差不多不 见有三 

倍体了，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三倍体幼体的 

存活力比二倍体幼体的存活力差，或由于具有 

二倍体细胞和三倍体细胞的嵌 合体 幼 体的 死 

亡，或由于非整倍体幼体的死亡。和田克彦认为 

今后对如何提高合浦珠贝母三倍体的比率 ，详 

细诵查三 倍体的生长特性 、养殖特性及通过异 

种精子间的杂交获得异源三倍体是值得进一步 

研究的课题。 

姜卫国等(1987)也用细胞松弛素 B和低温 

诱发合捕珠母贝获得三倍体 ，但随着细胞松弛 

素 B处理时间的延长 ，出现一定数量的五倍体。 

试验结果表明亚致死温度(1 2℃)是诱发三倍体 

的合适温度，认为低温处理幼体死亡较高与非 

整倍体数量增加有关，也观察到 3n·lPb的幼 

体 日生长率和幼体大小都超过对照组。 

据姜卫国最近介绍，用细胞松弛素 B诱发 

合浦珠母贝获得的 3n·1Pb和 3n·2Pb的诱发 

率，在胚胎细胞分裂初鞠检查时分别为 37知和 

80％左右，幼贝下海后经 18个 月海上养殖达到 

成贝时，三倍体诱发率分别为 11 8％和 33．6％。 

为什／厶诱发三倍体的频率到成贝时会下降，这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与生产直接有关的问题。 

五、检定贝类染色体倍数性的方法 

最常用的染色体计数法，可采用压片法或 

空气干燥法。取用的组织是生殖腺、鳃等，但采 

用这种制片方法根麻烦，而且在成贝上也很难 

看到中期的分裂相。另外二种方法为： 

(1)显微萤光测定法(mjcrofluorimetty)o 

取出鳃、外套膜组织，用卡诺氏液固定，再剪 

碎，使细胞成游离状 ，涂于玻片上 ，用萤光色素 

巅 
翟 
署 

60 

萤 光强度 (DNA 量 > 

圈 3 由萤光测定法，华贵栉孔扇贝倍数性的鉴定 

(古丸明，l如7) 

N：精子， 2N：二倍体鳃细胞棱， 3N：三掊体鳃缸胞攘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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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PI染色 ，由测定装置就可求得二倍体 和三 

倍体细胞内发生的萤光强度(图 3)。 

(2)流动细胞测定法 (flow eytometry)。 

原理与前述的显微萤光测定法同、使用这一高 

级仪器可测定 DNA、RNA、酶等的相 对量 和 

细胞大小等 (Allen，1 983)。 优点为在短时间 

数秒钟内可测定数百万细胞，但此仪器价钱甚 

贵，一般单位是无力购买的。 

六、 讨 论 

不育性是三倍体的一个共同特征 ，这样 ，在 

能量代谢上有利于个体在繁殖季节时的继续生 

长，而且提高肉的糖元含量及其存活率 (Tabu— 

rini，1984；Allen等，1 98 6；Stanley等，1 984)。 

有趣 的是 Standish 等 098*)在 诱 发 的海 螂 

(Mya arenaria)三倍体上，发现诱发的 5 9个 

三倍体 ，全部都是雌性的。 姜卫国在诱发的合 

浦珠母贝三倍体上，也发现全部都是雌性的。 

诱发三倍体的机理是抑制第一极体或第二 

极体的排出，因此就要掌握：(1)受精后(在一 

定水温下)开始处理的时间；(2)处理经过时 

闻；(3)细胞松弛素B或低温、高温、高压的强 

度 (Downing。l987)。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 ，在贝类上用静水压、或 

升温、降温的方法来处理获得三倍体的诱发率 

较低。用细胞松弛素 B处理的最佳条件为： 

温度 25oC 

卵数 3--5百万／升 

受精后时间 30分钟 

CB浓度 ling／升 

CB持续时间 1 5分钟 

这样诱发太平洋牡蛎三倍体的百分率可达 

87，当。 如果改变处理时的 CB浓度，则有 

CB浓度，升 三倍体百分率 

0mg 0％ 

0．1mg 0％ 

0．5mg 77％ 

1．0mg 87％ 

已知无论在 鱼类或贝类上却不 易得到 诱发 

的四倍体，同源四倍体的可育性 也是差的，如果 

认为通过同源四倍体与二倍体间的交配就可产 

生大量的三倍体，这是值得探讨的。作者认为 

利用染色体工程在贝类养殖上的应用已取得了 

初步成果 ，它是大有发展潜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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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可读性 ，从而扩大了读者对象。 

《浙江动物志 ·鸟类》正确、全面地记述了 

分布在浙江省的种与亚种，主要列举省 内的分 

布，概要记录全国的分布。这 样，对全国或全世 

界的分布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由于该书不以分 

类学为宗旨，所以没有列出各物种的异名 ，对于 

种和亚种不作分类讨论。许多物种的准确鉴定 

需要采集标本，故该书在附录中专门写了鸟类 

标本的制作方法，同时还写了鸟类的保护与招 

引以及鸟类的饲养管理，增强了实用性与社会 

效益。综观全书，充分反映 出八十年代的科学 

水平，也体现了科学史料阶值。 

从装帧、插图与彩图质量均属上乘。不过 

用纸如能再高一档，两页不透则更佳。校对再 

精细一点，例如第 302页棕背伯劳图就不致印 

歪了。 

从实用性考虑，有几点与作者商榷： 

一

、 所有的生产活动，均需准确确定活动 

的对象。因此准确的物种鉴定是首要的，也是 

最重要的，第一步错了，以后皆错。 

本书各论 ，虽然首先简述了各 目的主要特 

征和分类依据。而且分科、分种也分别简介特征 

和检索，但对于广大从事有关动物资源事业的 

人员，似乎是不够的，因为大多数的同志还没有 

经过专门的训练，缺乏基本知识。在我的接触 

中，有根据《动物图谱》就确定种名的(动物图谱 

只编写了若干常见种，对我国所产一千余种鸟 

类相差甚远) 有的同志仅利用检索来鉴别种 

类，也有的同志根据分布目录鉴定的，结果绝大 

多数鉴定错误。因为这些同志还不知道如何使 

用检索，更不了解除检索之外还要与志书或有 

关文献核对形态描述与各部位的铡量数据，有 

条件的话，更要紧的是核对标本与命名的原始 

描记，只有这样才能准确鉴定。我想如果我们 

能在书中加上一段如何鉴定物种，这样实用性 

更强些。 

=、关于异名问题。我以为不加异名是美 

中不足，因为分类学还在不断发展，一个物种准 

确的名称还会有变化，同时备家所见不见得所 

用名称一致，所以历史上形成了同物异名的事 

实，这是拉丁学名中的异名，在中文名称上也存 

在着异名，书中称为别名。例如红嘴相思鸟，一 

般都嗍相思鸟、红嘴玉等；红点额 ，《经济动物 

志 ·鸟类》称为红喉歌鸲；后 者 的拉 丁 学名 

La Touche 1 925一I 930中国东部的鸟类一书(第 

一

卷第 ¨7页)为 Calliope calliope，尤其是 

在当前人们对于合理利用动物资源尚不十分理 

解之时，列出异名有利于管理 ，可以多少杜绝利 

用异名、别名滥猎资源。 

三、关于鸟类区系组成。如果我们从区系 

演替的角度加以分析．可能对于我国的经济建 

设的参考价值更高一些。例如朱鹞 ，原来分枢 

至浙江省北部．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就消 

失了这种鸟的踪迹 ，当然原因是很多的。但从 

浙江省的新记录来看，71种中有水禽和涉禽就 

有 29种之多，约占新记录的 4l％．占现有水禽 

和涉禽的 21弼，可看出多年来浙江省水利、滩 

涂建设的发展。鸟类也是明显的环境监坝6指标 

的活的标志之一，如加以分析对省域内的环境 

建设将是很有助盎的。 

总之 ．此书具有地方志的特色，是学术性和 

实用性相结合，为省的经济建设服务。本书科 

学性强、种类鉴定正确、标本收集较多，量衡度 

基本齐全，地理分布确切，插图和彩圉质量上 

乘，装帧在省志中亦为突出。除可洪科研以及 

农、林、牧、趋、医、环境、计划、海关、市场管理 

同志参考外．还值得更广泛行业的同志一读o 

(钱 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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