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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α-F圣基孕自同对性早熟中华绒萤蟹主要体征和

卵巢发育影晌的初步观察

沈蓓杰，杨彼珍，吴旭干，常国亮，成永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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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观察性腺指数、性腺颜色和卵母细胞长径的变化来评价 17α-起基孕酬对性早熟中华绒莹蟹卵巢

发育的影响。分别用 10- 5 mglg 和 10- 1 mglg 剂量 17α-是基孕酣注射性腺发育即将启动的性早熟中华绒荤蟹

(九月初) ，共注射 2 次，间隔时间为 15 d。研究发现: 17α-是基孕酣对性早熟中华绒整蟹外部特征(壳长和壳

宽)没有明显影响，但较高剂量组 10- 1 mglg 剂量组能明显促进性早熟中华绒整蟹卵巢的早期发育(15 d) ，卵

巢指数和卵母细胞长径均比对照组有显著性增高(P <0. 05) 。本实验结果表明，外源给予孕酣能促进性早熟

中华绒整蟹性腺的早期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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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effect of 17α-Hydroxyprogesterone on main 

features and ovarian growth of precocious Eriocheir s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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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Laborαtory 0/ Exploration αnd Utilization 0/ Aquatic Genetic Resources , 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 , 

Ministry 0/ Education , Shαnghai 200090 , China) 

Abstract: Use of gonado-somatic index ( GSI) , the change of color of gonad and the diameter of the oocytes 

were employed for evaluating of the effect of 17α-Hydroxyprogesterone on main features and ovarian growth of 

precocious Eriocheir sinensis. The precocious Eriocheir sinensis with immature gonad ( collected in Sept. ,) were 

injected with 17α-Hydroxyprogesterone at the doses of 10 -5 and 10 -1 mg/ g on the beginning and on the 15th 

day of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no significant changes of main features (the length and width of 

carapace) in precocious Eriocheir sinensis were observed by administering 17α-Hydroxyprogesterone. For the 

precocious Eriocheir sinensis that received the high dose of 17α-H ydroxyprogesterone ( 10 - 1 mg/ g) , GSI and 

the diameter of the oocytes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 < O. 05)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rol group. 

17α-hydroxyprogesterone mainly induces early ovarian development. From the results , it is clear that the 

exogenous hydroxyprogesterone induces ovarian growth in the precocious Eriocheir s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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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绒莹蟹(Eriocheir sinensis) 又称河蟹，是我国重要的甲壳类经济动物，也是我国甲壳类动物养殖

业的支柱产业之一。近几年有关中华绒整蟹的性早熟给中华绒整蟹养殖产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己越来

越受到重视[l-3]O 但有关中华绒整蟹性早熟形成的机理还不十分清楚。目前已有大量报道发现外源雌

激素能促进甲壳类动物的性腺发育[4 -6] 而国内近期的研究也发现性早熟中华绒萤蟹内源性雌激素明

显高于同期正常蟹[3] 而有关外源雌激素对性早熟中华绒莹蟹性腺发育有何影响还不清楚，本研究将

观察外源 17α- 连基孕酣对性早熟中华绒整蟹卵巢发育影响，为弄清雌激素在中华绒整蟹性早熟中的

作用奠定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 1 动物饲养

2006 年 9 月初从江苏南通莱亚养殖场购→龄，刚完成生殖脱壳，卵巢发育即将启动的性早熟中华

绒整蟹[7 叫 135 只，体重约为(16.2 :t 2)g。暂养两天后，分别养于 14 个水族箱中(120 cm x55 cm x75 cm) , 

平均每个水族箱放养 10 只 [9] 水位高约 15 cm o 水源为充分曝气 48 h 以上的自来水，自然水温，自然光

照饲养。水中堆放瓦片或大片 PC 管便于蟹体躲藏。每天投喂新鲜田螺肉一次。每天早上吸污，平均

每 5 天换水一次，视残饵及水质、天气情况而调整换水频率。

1. 2 试验分组及药物处理

试验分为 3 组，每组 45 只，实验共进行 30 d ，共注射 2 次，取样 3 次，每次取样各组取样只数为

15 只。试验组为 2 组，以直麻油和苯甲酸韦醋(1:1. 7)作佐剂将 17α-连基孕自I"J (Sigma 公司)分别配成

浓度为 10- 1 mglg 和 10 -5 mglg 溶液，对照组为佐剂对照组(注射同样体积的佐剂) [4] 。注射激素时，每

次用微量注射器由中华绒整蟹的第三步足基节与底节的关节膜处注射相应浓度溶液 10μL 人肌肉中，

第1 次注射记为 o d ，隔 15 d 后又注射 1 次，共注射 2 次。

1. 3 试验取样和组织学观察

在 0 、 10 和 30 d 将各组中 15 只蟹处死，测量壳长和壳宽(精确度 0.1 mm) 。将卵巢取出后称重，计

算卵巢指数(GSI % ) ，卵巢指数=卵巢重( g)/体重(g) x 100% 0 

卵巢取出后，先进行形态与颜色初步观察，然后于 Bouin 氏液固定 24 h ，经常规脱水、透明、石蜡包

埋和 5μm 厚连续切片，常规 H.E 染色，Olympus BH-2 显微镜观察拍照。参考薛鲁征等[川]对正常中华

绒整蟹卵巢的分期方法，我们将早熟中华绒鳖蟹卵巢发育分为三个阶段:第 1 阶段为卵巢发育早期相当

于正常蟹 I 期和 H 期卵巢，卵巢呈乳白色细带状;第 2 阶段为卵巢发育期相当于正常蟹E期卵巢，卵巢

呈淡黄或土黄色;第 3 阶段相当于正常蟹的N期和 V期，卵巢呈桶红色，卵粒极为明显，待产卵。统计

各期卵巢中 25 个卵母细胞卵径[4] 依据 Medina 等 [11] 的方法，统计切片中有核卵母细胞的长径，每期卵

巢各重复 3 -5 个样品。

1. 4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13.0 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用 Levene 法进行方差齐性检验，不满足齐性方差

时对百分比数据进行反正弦或者平方根处理，采用 ANOVA 对实验结果进行方差分析，采用 Tukey 氏法

进行多重比较，取 P <0.05 为差异显著，在 EXCEL 上绘制相关图表。

2 结果

2.1 主要体征变化

经二次注射不同剂量 17α-起基孕酣后，性早熟中华绒整蟹主要体征壳长和壳宽与对照组没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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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P >0. 05) ，并且从 O 天至 30 天间，各组中华绒整蟹壳长和壳宽也没有明显变化(表 1 、2) 。

表 1 17α-瓷基孕酣对性早熟中华绒整蟹壳长影晌 (cm) (x :t SD ,n=15) 

The effect of 17α.-Hydroxyprogωterone on the length of carapace of precocious Eriocheir sinensis Tab.l 

30 

3.02 :t 0.11 

2.83 土 0.12

3.08 :t 0. 14 

天数( d) 

15 
3.12 :t 0.16 

3.19 :t 0. 17 

3.13 土 0.18

0 

3.23 土 0.21

3. 18 士 0.17

3.12 :t 0. 21 

药物浓度(mglg)

对照组

10 -1 

10 -5 

表 2 17世瓷基孕嗣对性旱熟中华绒萤蟹壳宽的影晌 (cm) (x 主 SD ， n =15) 

The effect of 17α.-Hydroxyprogesterone on the width of carapace of precocious Eriocheir sinensis 

天数( d) 

15 

3.59 :t 0. 54 

3.23 土 0.19

3.34 :t 0.19 

Tab.2 

30 

3.12 :t 0. 2 

3.31 :t 0. 2 

3.12 :t 0.17 

0 

3.44 :t 0.18 

3.2 :t 0.48 

3.3 土 0.18

药物浓度(mglg)

对照组

10 -1 

10 -5 

卵巢外部特征和性腺指数

每次取材将卵巢取出后，进行形态与颜色初步观察后发现，对照组和给药组第 1 次注射时即 o d ，卵

巢均呈乳白色细带状，为卵巢发育的第 1 阶段。注射 15 d 后，对照组和 10 -5 mglg 组卵巢均呈土黄色或

深土黄色，卵巢发育为第 2 阶段，而此时 10- 1 mglg 组卵巢发育为第 3 阶段。到 30 d 后各组卵巢均呈桶

红色为卵巢发育的第 3 阶段。

从 O 至 30 d 各组性早熟中华绒整蟹性腺指数均有明显增高趋势，但各组性腺指数增高趋势较为一

致，但在 17α-起基孕酣 10 -1 mglg 剂量组，性腺指数增高在第 1 次注射后较为明显，与对照组和

10 -5 mgl gJfIJ量组有显著差异(P <0. 05) 。第 1 次注射后性早熟中华绒整蟹性腺指数有随 17α-是基孕

酣作用剂量升高而升高的趋势。但第 2 次注射后即 15 天后，各组间性腺指数元明显变化(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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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不同 17-α 是基孕酣剂量对性早熟中华绒萤蟹卵巢指数的影响

The effect of 17α-Hydroxyprogesterone at different doses on gonad index of precocious Eriocheir sinensis 

注:柱上不同字母代表同一组在不同天数间差异显著(P<0.05)

Fig.l 

卵巢组织结构观察

对不同剂量组 17α·短基孕酣和对照组卵巢组织结构进行光镜观察后发现: 10 -5 mglg 剂量组卵巢

结构在 30 d 的发育中与对照组基本保持一致，而 10- 1 mglg 剂量组与对照组卵巢发育有较大不同。对

10-
1 mglg 剂量组与对照组卵母细胞长径进行统计后发现，在 15 d 时 10- 1 mglg 剂量组卵母细胞长径

(2ω.29 :t 12. 84 川)约为对照组(74.52 :t 12. 84 阳)的 3 倍，两组间有显著差异 (P < 0.05) (图 2) 。对

2.3 



271 

10- 1 mglg 剂量组和对照组卵巢组织结构进行观察发现:结缔组织外膜伸人卵巢组织，将卵巢组织分割

成许多个小区，性早熟中华绒荤蟹 o d 卵巢可见明显的生发小区(图版-1 ，*)，小区内分布大量滤泡细

胞、卵原细胞和卵黄合成早期的卵母细胞，卵黄合成早期的卵母细胞长径约为(34.75 :r. 7.86)μm ，胞质

较少且嗜碱性较高(图版-1 ，箭头) ，而在近卵巢外膜处的卵母细胞，胞体较大已达到 (78 :r. 12. 07)μm ， 

胞质嗜酸性增强(图版-1 ，黑三角) 0 15 d 后对照组卵巢组织卵母细胞逐渐增大，近中央与外周的卵母

细胞直径分别约为(37.5 :r. 10. 34)μm 和(1 13.18 :r. 14. 37)μm，此时的滤泡细胞己向卵母细胞周围迁

移(图版-2 ，箭头) ,10 -5 mglg 剂量组卵巢组织形态与对照组相似(图版-3) ，而注射 17α-是基孕酣 10 -1 

mglg 剂量组卵巢组织主要以近成熟的卵母细胞组成，卵母细胞长径可达到 (209.29 :r. 12. 84)μm，胞质

中充满大量卵黄颗粒，此时的卵黄颗粒直径约为(10. 37 :r. 3. 15)μm( 图版-4) 0 30 天后对照组、 10 -5 

mglg 和 10- 1 mglg 剂量组卵巢组织均已发育到近成熟阶段，卵巢中的卵母细胞长径均为 200μm 左右，

胞浆更加嗜酸'性，卵黄颗粒体积进一步增大，长径己达(17.1 :r. 13.25)μm( 图版-5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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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moV crab 剂量 17-α 是基孕酣对性早熟中华绒整蟹卵母细胞长径的影响

Fig. 2 The effect of 17α-Hydroxyprogesterone at 10 -5 moVcrab dose 

on the diameter of the oocytes of precocious Eriocheir sinensis 

注:柱上不同字母代表同一组在不同天数间差异显著(P <0.05) 

图 2

讨论

中华绒整蟹是我国特有的甲壳类经济动物。随着人工养殖河蟹的推广，在各地养殖过程中普遍发

生一龄蟹性早熟现象。性早熟蟹是指幼蟹培育过程中性腺当年发育成熟，比正常的性成熟年龄提早

1 年，早熟蟹的产生直接制约了河蟹养殖业的发展，给生产带来了巨大损失[1] 。导致河蟹性早熟发生

的机制非常复杂，其真正的机理还不清楚。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观内分泌调节在甲壳类动物性

腺发育过程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12 日]。这些研究发现内源性雌激素与性腺发育有明显的相关性，在河

蟹性早熟过程中也发现性早熟河蟹血清中雌二醇含量明显比正常河蟹高[3] 说明内源性雌激素与性早

熟的形成密切相关，而有关外源雌激素对早熟中华绒整蟹性腺发育有何影响还不清楚。

观察性腺指数、性腺颜色和卵母细胞长径的变化是判断甲壳类动物卵巢发育状况和发育阶段的常

用方法之一[4 ， 14 -叫，本研究就是通过这样的观察来评价外源雌激素-17α-是基孕酣对'性早熟中华绒整蟹

卵巢发育的影响。有关外源激素对甲壳类动物性腺发育的影响，目前说法不一， Rodri伊ez 等[16] 研究发

现 17α-起基孕酣和 17ß-雌二醇能抑制克氏原整虾 (P. clarkii) 生殖系统发育，而 Andersen 等[ 17] 认为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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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17-α 瓷基孕酣对性早熟中华绒整蟹卵巢组织结构的影响

Plate The effect of 17α-Hydroxyprogesterone on ovarian histological structure of precocious Eriocheir sinensis 

1. 0 d 对照组卵巢，中央为生发带( *示) ，卵黄合成早期卵母细胞(箭头示) ，卵巢周边卵母细胞(黑三角示) ; 2. 15 d 对照组卵巢，

滤泡细胞(箭头示) ; 3. 15 d 10 -5 mglg 剂量组卵巢; 4. 15 d 10- 1 mglg 剂量组卵巢; 5. 30 d 对照组卵巢; 6. 30 d 10-5 mglg 剂量

组卵巢; 7.30 d 10- 1 mglg 剂量组卵巢

激素能促进甲壳类动物性腺成熟和产卵。在对拟对虾属的海对虾(Parα'Penaeopsis hαrdwickii) 和裹肢蟹

属的淡水蟹( Oziotelphusα senex senex) [4] 的研究中均发现孕酣能明显促进卵巢发育。我们的研究也发现

17α-起基孕酣对性早熟中华绒萤蟹外部特征(全壳长和全壳宽)没有明显影响，但较高剂量组10 -1 mglg 

剂量组能明显促进性早熟中华绒整蟹的卵巢发育，并主要对性早熟中华绒萤蟹卵巢发育早期的影响较

为明显。虽然本研究的结果与 Reddy 等[4] 在对裹肢蟹属的淡水蟹研究相似，但也有不同之处，如外源

给予两种剂量 17α-是基孕酣(10 -8和 10 -7 molJ crab )均能明显促进裹肢蟹属的淡水蟹卵巢发育，卵巢指

数和卵母细胞长径均比对照组高。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可能由蟹种类和规格不同造成。

裹肢蟹属的淡水蟹(32 :t 2 g) 比性早熟中华绒整蟹体重 (16.2 士 2 g) 大，而卵母细胞直径(最大的仅为

65 -80μm)却比性早熟中华绒整蟹(200μm 以上)小。 (2) 可能与蟹性腺发育所处状态不同有关。

Reddy 等[4]选用的是卵巢未启动期的裹肢蟹属的淡水蟹，故实验前后对照组性腺指数基本保持不变约

为 0.0682% ，而本实验所选用的是即将启动而尚未启动的性早熟中华绒鳖蟹，因此本实验开始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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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卵巢组织也出现了逐步的发育，由 o d 的1. 3% 升高到 30 d 的 6.5% 0 (3) 可能与给药途径不同有

关。 Reddy 等[4J 对裹肢蟹属的淡水蟹给药时间是每间隔 7 d 注射 1 次，整个给药时间为 35 d。综上所

述，我们支持外源雌激素对不同甲壳类动物性腺发育影响不一致与动物种类和动物所处条件不一致的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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