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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用 的 ≤ 诱导牡蛎获

得三倍体并报道了生长优势 如三倍体牡蛎的干肉比

二倍体高 生长速度快 年 × 诱

导的三倍体海湾扇贝的闭壳肌比二倍体重 其它

软体部分重 指出三倍体贝类表现出出肉率高 !
生长快 !抗逆性强等优良性状 生物安全性好 ∀因此

三倍体贝类诱导获得快速发展 如 年 ⁄

等报道的太平洋牡蛎 ! 年 ≠ 等报道在紫

贻贝等多种贝类中都获得了三倍体 ∀鲍鱼三倍体的研

究 年 报道三倍体皱纹盘鲍 Ηαλιοσ δισχυσ

ηανναι 的诱导 ∀ ƒ∏ 年报道抑制第一极体产生

的三倍体皱纹盘鲍比二倍体耐高温 衫原顺郎

年报道三倍体皱纹盘鲍比其二倍体平均壳长增加

∗ !体重增加 ∗ 年王子臣等

人报道了三倍体皱纹盘鲍在中国大连诱导成功 ∀
杂色鲍 Ηαλιοτισ διϖερσιχολορ 属暖水型热带 !亚热

带品种 年容寿柏等人报道九孔鲍三倍体低温诱

导方法的初步探讨 获得了三倍体胚胎 至今尚未见

杂色鲍三倍体幼鲍及三倍体成鲍与二倍体生长优势

的比较研究 本文报道研究结果 ∀

材料与方法

诱导方法 采用低温及低温与药物结合的两种方法∀

诱导水温采用 ε 持续时间为 另加两个

对照组∀开始处理时间以放出第二极体 以上为准∀

三倍体检查方法

胚胎阶段及幼体的传统滴片方法倍性

检查

取样浓缩后加入含 秋水仙素的 海水

中处理 除去上清液 加入 的海水低渗

∀去掉 低渗液 缓慢地加入 ≤ 氏固定液

甲醇 冰醋酸 Β 沉淀后去掉上清液 反复固定

次 ∀滴片前去掉固定液 加入 的冰醋酸 用吸管

轻轻吹打解离成单细胞 ∀用细管把胚胎细胞从

高处滴到加热板上温热的洁净载玻片上 ∗ ε

每片 ∗ 滴 每批样品滴 个片子 ∀用 的

在 Β 磷酸二氢钠和磷酸氢二钾缓冲液中

染色 ∀自来水冲洗 晾干 ∀在高倍镜下

观察和计数染色体 二倍体杂色鲍有 条 三倍体有

条 ∀

鲍苗 ∗ 及成体 大于

的传统滴片方法的倍性检查
取杂色鲍于活体头足部肌肉注射 秋水仙

素 按 ∗ ≅ 体重计 含壳重 ∗ 后沿头

足部肌肉上方剪开外套膜 顺外套膜仔细将整个栉状

鳃剪下 尽量去其肌肉 按每段 左右剪为 ∗

段 ∀置 ≤ 溶液中低渗 ∀卡诺氏固

定液固定 次 每次 换固定液时尽量不摆动鳃组

织 ∀取洁净载玻片 在中心处加 滴 冰乙酸 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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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自 ∗ 年在三亚市渔业贸易公司龙坡鲍鱼基地对热带 !亚热带暖水型杂色鲍

Ηαλιοτισ διϖερσιχολορ 三倍体诱导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 采用冷休克抑制第二极体方法获得

三倍体杂色鲍的胚胎 !鲍苗及成鲍 并比较了低温 ε 及低温与药物相结合两种方

式的变化情况 结果表明在水温 ε 并结合药物刺激方法产生的三倍成活率 !倍化率都比较

高 适合于产业化推广 ∀在 年 ∗ 月用此方法共培育 三倍体杂色鲍 ≅ 粒 ∀三
倍体与二倍体杂色鲍相比 在生长速度 !成活率及出肉率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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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固定好的鳃段 在 的冰乙酸液中轻轻摆动几

次 使鳃丝细胞脱落其中 取新鲜固定液从约

高度滴于含有鳃细胞的 冰乙酸液滴中使之迅速

铺展 ∀再空气干燥 染色 常规镜

检 ∀二倍体杂色鲍有 条 三倍体有 条 ∀

鲍苗 ∗ 及成体 大于

活体的倍性检查

利用 ° 活体检测上足细胞 道数以精子的荧光

强度作为参照 把精子的荧光强度调至 记下此时

的道数 ∀轻取少量上足细胞 制备细胞悬浊液 过

滤后 ⁄ ° 染色 在道数为 处检测鲍鱼苗

或成体样的 ⁄ 相对含量 ∀获得精子的 ⁄ 含量为

二倍体 ⁄ 含量为 三倍体为 ∀

结果与讨论

年 月 在三亚渔业贸易公司鲍鱼基地对

三倍体杂色鲍诱导进行初步探索性实验 并建立了研

究程序 ∀ 年 ∗ 月 月 月获得部分诱导参

数 如开始处理时间与极体放出的时间关系 !药物剂

量及处理时间等 并正式进行批量生产三倍体杂色

鲍 ∀ 年 ∗ 月共生产三倍体杂色鲍苗 ≅
多粒 ∀

胚胎阶段

低温处理时 水温为 ε 时三倍体诱导率为

成活率为 ε 时诱导率为 成活率为

ε 诱导率为 成活率 ε 时诱导

率为 成活率 对照组成活率为 ∀
药物与低温结合的方法诱导结果 水温 ε 时

三倍体诱导率为 成活率为 ε 时诱导率为

成活率为 ε 时诱导率为 成活率

为 ε 时诱导率为 成活率为 对照

组成活率为 ∀

∗ 的鲍苗阶段
二倍体对照组平均壳长为 成活率为

∀三倍体的平均壳长为 成活率为 ∀

三倍体比二倍体生长速度快 ∀

成鲍阶段

∗ 成鲍与同等壳长二倍体比较 三倍体比

二倍体体重增加 ∀

综上所述 与二倍体相比 三倍体杂色鲍不管在

什么发育阶段 都表现出明显的成长优势 ∀不同的水

温处理 其诱导率及成活率差异明显 水温为 ε 时

诱导率低 成活率为 水温 ε 时 虽能获得一定数

量的三倍体杂色鲍 但成功率很低 ∀水温为 ε 时

幼体成活率高 但诱导率低 ∀从实验结果来看 水温

ε 左右 诱导三倍体杂色鲍较为理想 ∀在上述两种诱

导方法中 低温与药物结合使用 三倍体的倍化率比

只用低温诱导效果要好 ∀

讨论

杂色鲍三倍体低温诱导结果与其它鲍类存在一

定差异 ∀据报道 皱纹盘鲍三倍体诱导采用低温冷休

克 ∗ ε 效果好 具有一定的生产价值 ∀杂色鲍的

诱导温度低于 ε 时存活率 !倍化率都很低 无生产

价值 ∀造成差异的原因估计是种间生物学特性引起

的 尤其是地域水温的差异 ∀胚胎阶段总体上与容寿

柏等人的实验结果一致 存在的差异是在冷休克的最

佳温度上的差异 原因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由于未对

三倍体的诱导进行深入研究 所以有许多问题尚需进

一步探讨 如 多倍体诱导 其他诱导方法的对比研

究 四倍体杂色鲍的诱导等 ∀

ΡΕΣΕΑΡΧΗ ΟΦ ΜΙΙ ΤΡΙΠΛΟΙ∆ Ηαλιοτισ διϖερσιχολο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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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παρτµεντ οφ Φισηεριεσ, Ηαιναν Υνιϖερσιτψ, Ηαικου

Ρεχειϖεδ : ∏

Κεψ Ωορδσ: Ηαλιοτισ διϖερσιχολορ × √

Αβστραχτ

Ηαλιοτισ διϖερσιχολορσ ∏ ∏ ×

∏ ∏ √ ∏

≥∏√ √ ∏ ∏ ε ≅ √ ∏

Ηαλιοτισ διϖερσιχολορ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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