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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 Y W O R D S C ar s s o s t er a t a l i e n w h a n e n s i s
, e o l d s h o e k

,
t i i P l o id

贝类三倍体具有不育
、

生长快
、

抗病力强以及成活率高等特点
,

并可以缩短养殖周期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人工诱导贝类三倍体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
,

但进展迅速
,

在短短几年 内
,

国外已先后在美洲牡蝎 (C ar
s so st er a

v i r g i n i c a
) [ s

t a n l e y 等
,
1 9 5 1 ]

、

海湾扇贝 (八 r g op
e c t e n i

arr
己i a n : ) [ T

a
b

a r i n i 等
,
1 9 5 4 ]等十几种贝类获得成功

。

在

我国 已成功地诱导出合浦珠母贝 (尸 i n c t a j a

fu
e a t a ) [姜卫国等

,
1 9 5 7 ]

、

皱纹盘鲍 ( H
a l i o t i s d i s c u s 入a n n a i ) [王

子臣等
,
1 9 9 0 ]

、

栉孔扇贝 ( e h z a柳
:

af rr
e r i af err

r i ) [王子臣等
,
1 9 9 0 ]和虾夷扇贝 (尸a t i n op

e c t o n y e s s o e n s i s ) 〔王

子臣等
,

1 9 9 0 ]的三倍体
。

大连湾牡蜘在我国是一种非常有养殖前景的贝类
。

我们于 1 990 一 1 9 9 2年
,

用低温休克法对其三倍体的人

工诱导作了初步研究
,

并进行了单体多倍体牡蜘育苗生产试验
,

为牡蜘新品种的培育提供经验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实验是在青岛海洋大学太平角海滨实验室和牟平县养马岛镇中原海珍品育苗场进行的
。

大连湾牡蜘购

自荣成市崖头镇养殖场
,

平均壳高 7
.

3c m (最大
: 1 2

.

6c m
,

最小
: 4

.

c6 m )
。

亲贝入池前清除壳面的污物
,

洗刷干

净
,

笼养
。

按常规方法管理
。

采用解剖法获取精卵
。

分别在卵受精后不同时间
,

用不同的低温对受精卵进行不同时间的处理
,

以诱导三

倍体产生
。

以大连湾牡砺 2一 4细胞期胚胎为细胞染色体倍性检查材料
。

以鳃制备大连湾牡砺的染色体
,

检查成

体染色体倍性
。

染色体制片方法基本按照 M oy in ha m 等【1 9 8 3 ]的方法
,

10 % iG
e m s a

染色
、

冲洗
、

自然风干后
,

在油镜下检查
。

二
、

结 果

1
.

最佳处理温度试验 卵受精后 Zo m in
,

在 4种不同的低温条件下处理 1 5m in
,

结果表明
,

2
一

8 ℃的低温皆可

收稿日期
:
1 9 9 3

一 0 6
一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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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三倍体
,

其中以 4
一
5 ℃处理诱导率最高

,

达 70 % (表 1 )
。

表 1 处理温度与三倍体率的关系 (起始时间为 20 m in
,

持续时间 1 5m i n)

T a b l e 1 R e la t io n o f t r e a t m e n t t e m P e r a t u r e a n d t r i P l o id r a t e ( i n i ti a t i o n t im e 2 0 m in
,
t r e a t m e n t t im e 1 5 m i n )

温度 ( ℃ ) 2
一
3 4一 5 5

一

6 7
一
8

三倍体率 ( % ) 4 3 70 5 9 5 0

2
.

最适起始时间与持续处理时间的试验 根据最适处理温度 ( 4
一
5 ℃ )设计这项试验

,

结果表明
,

最适起始

时间和持续处理时间分别为20 m in 和 15 m in
,

三倍体诱导率可达 70
.

5写 (表 2)

表 2 起始时间与持续时间对三倍体率的影响 (4
一
5℃ )

。

T a b l e 2 E f f e e t o f i n it i a t i o n t i m e o f s h o e k a n d t r e a t m e n t t im e o n t r i P l o i d r a t e ( 4
一
5℃ )

持续时间
( m i n )

起始时间 ( m in )

1 0 15 2 0 2 5

1 0 2 2
.

1 4 0
.

2 6 0
.

3 4 2
.

9

né
0

:
00左

L心U
1 5

2 O

24
.

2

5 1
.

3

5 0
.

3

4 0
.

1

7 0
.

5

6 7
.

2

2 5 4 2
.

5 5 2
.

2 6 7
.

1 4 5
.

6

低温处理重复试验表明
:

卵受精 Zo m in 后
,

在 4 一 S C 条件下
,

持续施加 15 m in 的处理
,

其三倍体诱导效果

较好
。

通过四个重复试验证实
,

可产生 72 士 5% 的三倍体
。

3
.

处理组和对照组幼虫生长的对比 牡蝠幼虫的生长一般分为缓慢生长的 D 型幼虫期和快速生长的壳

顶幼虫期两个阶段
。

作为这两个阶段的临分界期
,

即刚从 D 型幼虫发育至壳顶初期的死亡率最高
。

在这一阶

段不向壳顶发育的往往死去
。

在本试验中
。

这种现象表现得很明显
。

幼虫生长发育不同步
,

个体大小相差悬殊
,

最快的22 天出现眼点 (壳长为 31 5拌m )
,

而生长较慢的壳长此时还不足 1 0即m
。

27 天后开始大批出现眼点
。

处理

组和对照组生长规律基本相同 (表 3 )
。 t 检验表明

,

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壳长生长差异显著
,

处理组幼虫壳长生

长速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0
.

0 5 )
。

表 3 处理组和对照组幼虫壳长 ( pm )生长情况

T a b l e 3 G r o w t h o f s h e l l l e n g t h ( pm ) o f la r v a e i n t r e a t e d a n d c o n t r o l g r o u P s

日期 ( 1 9 9 1年 7月 )

处理因子

水温 (℃ ) 2 1
.

8 2 1
.

9 2 2
.

1 22
.

1 2 2
.

0 2 3
.

2 2 2
.

5 2 2
.

8 2 3
.

8 2 4
.

0 2 4
.

5 2 5
.

5 2 6
.

0

处理组
6 2

.

4

士 1
.

2

7 5
.

1

士 2
.

6

7 7
.

4

士 4
.

2

8 2 9

士 4
.

2

8 2
.

1 8 6
.

0 1 0 6
.

1 1 1 8
.

0 1 5 0
.

4 1 7 1
.

0 2 3 1
.

2 2 7 0
.

4 2 9 4
.

4

士 2
.

1 士 4
.

3 士 1 0
.

1 士 3
.

8 士 1 9
.

4 士 2 0
.

9 士 3 0
.

8 士 4 0
.

5 士 2 0
.

9

对照组
60

.

0

士 1
.

9

70
.

0

士 2
.

5

78
.

5

士 2
.

3

8 4
.

8

士 3
.

0

8 0
.

9

士 4
.

3

8 1二 8 8 8
.

3 1 3 2
.

0 1 3 4
.

1 1 6 8
.

9 2 2 6
.

6 2 7 1
.

4 2 8 7
.

3

士 3
.

6
·

士 4
.

8 士 1 3
.

6 士 1 8
.

7 士 2 4
.

8 士 2 7
.

4 士 1 8
.

0 士 2 0
.

1

4
.

处理组与对照组幼虫死亡率及幼贝生长 随机取样测幼虫密度
,

发现幼虫在壳顶初期和出现眼点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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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最高
,

即两个死亡高峰
。

从整个幼虫期来看
,

处理组 日死亡率为 4
.

25 %
,

对照组为 4
.

10 %
,

单因子方差分

析表明
,

处理组及对照组幼虫死亡率差异不显著 (a 一 0
.

0 5 )
。

幼虫于 9月 3 日放至养马 岛海珍品育苗场的海区
,

约 1个月左右测一次大小
。

结果表明
,

三倍体在幼贝期的

生 长速度明显地优于对照组 (二倍体 )
。

表4 处理组和对照组幼贝生长情况

T a b l e 4 G r o w th o f j
u v e n i l e i n t r e a t e d a n d c o n t r o l g r o u P s

日 期
(年

.

月
.

日 )

壳长 ( m m ) 壳高 ( m m )

1 9 9 1
.

9
.

1 6

对照组

1 1
.

4士 3
.

1 5
.

5士 4
.

9 7
.

6士 3
.

4 1 2
.

8士 3
.

5

月了O曰1走ù .11 9 91
.

1 0
.

6 5士 3
.

7

8士 3
.

3

3 0
.

6士 9
.

5

3 2
.

1士 5
.

6

1 3
.

8士 3
.

5 2 2
.

5土 7
.

3

19 9 1
.

1 1 1 4
.

4士 3
.

2 4
.

0士 6
.

2

1 9 9 1
.

1 2 8士 3
.

5 3 4
.

2士 6
.

7 1 6
.

5士 3
.

7 2 6
.

3士 5
.

9

SQé,111

1 9 9 2
.

1
.

2 0 6士 3
.

7 3 6
。

3士 5
.

8 1 8
.

6士 3
.

6 2 8
.

2士 6
.

0

OJ,1110乙

1 9 9 2
.

3
.

1 2

1 9 9 2
.

4
.

1 5

2 8
.

3士 3
.

1 4 3
.

2士 5
.

4 2 1
.

5士 3
.

7 3 5
.

3士 7
.

0

3 3
.

4士 3
.

6 5 0
.

3士 5
.

2 2 6
.

3士 3
.

5 3 9
.

4士 6
.

8

1 9 9 2
.

5
.

2 0 3 8
.

4士 3
.

4 5 8
.

5士 4
.

3 3 0
.

6士 3
.

4 4 3
.

5士 5
.

8

5
.

成体染色体倍性检变结果 n 月底
,

进行了成体染色体倍性的检查
,

在检查的 65 个个体中
,

42 个为三倍

体
,

三倍体率为 64
.

6%
。

编号

表5 大连湾牡蝎染色体核型分析

T a b l e 5 K a r y o t y P e a n a l y s i s o f C ar s s o s t er a t a l ie n w h a n e n s i s

相对长度 臂比 类型

1 3
.

1 8士 0
.

5 0 2 9士 0
.

1 1

1 2
.

0 0士 0 4 9 1
.

4 0士 0
.

5 3

1 1
.

3 1士 0
.

5 2 1
.

3 3士 0
.

2 9

1 0
.

8 2士 0
.

2 4 1
.

6 2士 0
.

9 1

1 0
.

1 3士 0
.

5 0 1
.

6 4士 0
.

9 0

9
.

8 1士 0
.

1 7 1
.

4 2士 0
.

0 7

9
.

7 9士 0
.

1 7 4 5士 0
.

0 4

8
.

4 7士 0
.

6 1 5 3士 0
.

3 4

7
.

4 0士 0
.

6 0 1
.

4 5士 0
.

3 9

1 O 6
.

4 3士 0
.

5 3 1 4 4士 0
.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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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1
.

染色体检查 海产贝类染色体的制备不同于其它标本材料染色体的制备
,

多数贝类生殖腺虽然发育持

续时间较长
,

但细胞分裂高峰期不易掌握 [马庆惠等
,
1 98 8 ]

,

目前国内还没有培养海产贝类细胞的常规方法
。

在我们的试验中
,

以大连湾牡砺 2
一
4细胞期胚胎为细胞染色体倍性检查材料

。

在此期
,

不仅分裂相多
,

而且不易

发生多细胞重叠现象
,

而利于观察染色体
。

用鳃制备大连湾牡蜘的染色体
,

检查成体染色体倍性
。

用鳃制备染

色体
,

长短合适
,

分散较好
,

取材方便
,

只要有活体材料可不受生殖季节的限制而常年操作
。

2
.

关于低温诱导产生三倍体的问题 我们的试验结果表明
:

在孵化水温为 2 1
一
2 2℃ 条件下

,

受精后 2 0m in
,

在 4
一
5 ℃低温条件下

,

对受精卵施加 15 m in 处理
,

可得到 72 士 5%的三倍体
。

上述结果与在太平洋牡砺 [Q iul let

等
,
1 9 8 6 ]

、

合浦珠母贝 [姜卫国等
,
1 9 8 7 ]和马氏珠母贝 [ aP tr ick 等

,
1 9 9。 ]上用温度休克法所取得的三倍体诱

导率相比
,

诱导率较高
,

而与在皱纹盘鲍上 [A ar i 等
,
1 9 8 6 ]所得到的诱导率 ( 70 %

一

80 % )相近
,

这可能是由于不

同的实验材料所致
,

也可能由实验条件的不同而引起的
。

3
.

关于三倍体幼虫的生长和死亡问题 就壳长生长而言
,

处理组幼虫 日增长显著高于对照组
,

这与姜卫

国等〔1 9 8 7 ]在合浦珠母贝上所得结论相一致
。

但在壳高生长上
,

处理组和对照组并无显著差异
,

原因有待进一

步探讨
。

在幼虫培育过程中
,

处理组和对照组幼虫的平均日死亡率并无显著不同
,

这与在太平洋牡砺上所得结论

相一致仁oo w n i n g 等
,

1 9 5 7 ]
。

4
.

关于三倍体幼贝的死亡问题 在美洲牡砺 [ tS
a nl ey 等

,

198 1〕
、

太平洋牡砺 [ C ha iot n 等
,
1 9 85 ]上均发

现
,

幼虫和幼贝期三倍体所占比例并无很大不同
,

但 S at dn ihs 等 [ 19 86 ]发现太平洋牡砺养殖一年后三倍体成

活率要 比二倍体高得多
。

本试验结果表明
,

幼贝期的三倍体率比幼虫期的略有下降
,

这些差异可能与种类
、

诱

导方法不同有关
,

原因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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