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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酵母菌对牙蟀生长及
血清激素含量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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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雨升 左书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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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于 1 9 9 8 年 10 一 H 月间在荣成市寻山养殖场实验了饲喂具有大麻哈鱼生长激素基

因的酵母菌对牙虾的生长及其血清激素的影响
。

实验分为对照组和三组实验组
,

其中对照

组的饵料 中不含重组酵母菌
,

实验组的饵料中分别含有重组酵母菌 0
.

25 隔
、

0
.

50 %。
、

0. 75 %O

(W / 助
。

实验表明
,

通过投喂重组酵母菌
,

可以增加牙鲜血清生长激素的含量
,

促进牙鲜的

生长
。

重组酵母菌的含量不同
,

对牙虾血清甲状腺素和三碘甲状腺原氨酸的影响也不同
。

促

甲状腺素的含量与牙坪血清甲状腺激素的含量呈负相关趋势
,

与生长激素无明显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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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外源生长激素促进鱼类的生长
,

可 以通过不 同的方式实现
,

常用 的方法包括投

喂
、

浸泡
、

注射等 (徐斌等
,

1 9 9 7 )
。

其中投喂最适于大规模推广应用
。

酵母菌是一种 良好的

饵料添加剂
,

对鱼具有营养功能
。

将外源鱼生长激素基 因转移到酵母菌 中并使之表达
,

生

产含有生长激素的酵母菌
,

然后把这种重组酵母菌作为鱼类饵料添加剂
,

以促进鱼的生

长
,

是一条具有实用价值的途径
。

与传统的用提纯后的生长激素进行投喂的方法相 比较
,

利用重组酵母菌还能够节约生产成本
。

本文研究了不同剂量的重组酵母对牙虾的生长及

某些血清激素含量的影响
,

以初步检验这一方法的可行性
。

1 材料与方法

L l 重组酵母菌

转大马哈鱼生长激素基因酵母 由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实验海洋生物学实验室培

养
,

使用前于 一 20 ℃低温保存
。

L Z 鱼的饲养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牙虾分别在 4 个培养池中饲喂
。

每个培养池的容水量约为 40 m 3 ,

饲养实验备用鱼 2 50 0条左右
,

进行通气
、

流水饲养
。

投饵分为上午
、

下午各一次进行
。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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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饲养池每天的投饵量约 2 0 kg
,

连续投喂 30 d
。

对照组的饵料中不含重组酵母菌
,

实验组

I
、

实验组 n
、

实验组 111 的饵料中分别含有重组酵母菌 0
.

25 %
。、

0
.

50 %
。、

0
.

75 %
。

(W / 助
。

L 3 体重与体长的测 t 和分析

实验开始时和结束后
,

随机从每一组 中取鱼 30 条
,

测量其体重和体长
。

体重和体长的

增长率分别为实验过程 中体重与体长的增加量与实验开始时体重和体长的比值
。

1 .4 血清的采集与分析

实验结束时
,

从每一培养池 中任取 15 条鱼
,

断尾取血
。

血清于 一 30 ℃保存待测
。

鱼

血清中生长激素 ((扮o w th Ho rm on e
,

G H )
、

促甲状腺激素 (thy ro tr o Pi
n ,

T S H )
、

卜甲状腺素

(th yro x in e ,

T4 )
、

L-- 3
,

5
,

3
’

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3
,

5
,

3
’
一tri io d o

thy ro ni n e ,

T 3 )的含量用放射

性免疫法测定
。

2 结果与讨论

实验结果见表 1 和表 2
。

表1 重组酵母菌对牙虾体贡 (g )和体长 (c m )的影响

T ab
.

l E l’fe e ts o f re eo m bi lla n t yeas t o n

the h 记y w eight (g ) alld le
ng th (

e

m)
o f 只 o liva e e us

对照组 实验组I 实验组n 实验组m
实验阶段

体重 体长 体重 体长 体重 体长 体重 体长

初期

结束

2 16 7 士 1 0
.

7

2 96 0 士 1 4 3

2 6 2 士 1
.

2

2 9 5 士 1
.

5

2 2 3
.

3 士 12
.

7

3 2 1
.

0 士 14
.

6

2 6石 士 1
.

3

3 0 2 士 1
.

7

18 0 6士 9
.

7

2 7 4
.

7士 1 1
.

2

2 5
.

1士 1
.

4

2 8
.

5 士 2
.

1

15 8
.

3士 10 名

2 4 7
.

5士 9 4

2 3
.

9 士 1 2

2 7
.

7土 1
.

6

由表 l 可知
,

经过 30 d 的培育之后
,

实验组与对照组鱼都有显著生长
。

对照组中鱼的

体重增长率为 36
.

6 %
,

体长增 长率为 12
.

6 % ;
实验组鱼 的体重增长率分别为 43

.

8 %
、

52
.

2 %

和 56
.

3 %
,

体长增长率分别为 12
.

6%
、

13
.

5 % 和 15
.

9 %
。

实验表明
,

重组酵母菌能够有效地

促进牙鲜的生长
,

而且随着饵料中酵母菌含量 的增加
,

这种促进牙虾生长的效果也更加显

著
。

由表 2 可知
,

随着重组酵母菌投喂剂量的增加
,

鱼体血清中生长激素的平均含量也逐

渐增高 (p < 0. 0 5)
。

这初步表 明
,

重组酵母菌中的生长激素能够被鱼体吸收利用
。

鱼生长

激素是 一种多肤类物质
,

容易被有 胃鱼体内的蛋 白酶所降解
,

从而降低其生理功能
。

因

此
,

有些研究者采取胶囊包被等措施
,

取得 了较好的保护效果 (Mc Le an et al
,

19 9 4)
。

而

对于重组酵母菌是否可以达到同样的保护效果
,

还需进一步实验论证
。

与胶囊相 比较
,

重

组酵母菌更为经济实用
。

表2 重组酵母菌对牙虾血清激素含t 的影响

T ab Z E ffe e ts o f re c o m bi lla n t ye as t on the
e o nc e n tn lti o n o f ho

rm one in se ru n l o f P. o li va e e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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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实验组I

实验组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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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ng / nil )

1 5
.

2 5土 6
.

8 1

2 1
.

34 土 12刀8

4 8
.

4 0 士 15
.

7 5

6 1
.

9 4 士 12
.

6 4

TS 风叮U /而)

2 0
.

7 1土 1 1
.

12

T4 (p m o l/ Inl )

13
.

6 0 士7 4 1

2 0
.

16 土 8
.

4 7

19
.

18 士 5
.

2 7

2 7 6 士0
.

74

4
.

4 7士 1 4 4

2
.

9 1土 0乡5

2
.

4 0 士 0
.

4 8

T 3 (Pn l o l/ nil )

10
.

10 士 2
.

1 3

12
.

9 5士 2
.

1 0

1 2 20 土 3
.

6 7

9 6 0士 1
.

7 7

一些研究表 明
,

外源生长激素能够促进鱼肝脏中脱碘酶的活性
,

从而增加血清中 T 3

的含量
,

而对于血清中 T4 的含量则无影响 (M ac L a thy et al, 19 9 2)
。

本实验发现 (表 2)
,



2 期 王宏田等
:

重组酵母菌对牙虾生长及血清激素含量的影响

在投喂 0
.

25 %o 重组酵母菌时
,

鱼血清 中 T4 含量明显升高 (p < 0
.

05 ) ; 而投喂 0
.

5 0 %
。、

0
.

75 %o

重组酵母菌的实验组鱼
,

虽然鱼血清中生长激素的含量明显增高
,

但血清中 T4 含量 与对

照组 的则无显著差异 (p > 0. 0 5)
。

实验组 I的鱼血清中 T 3 的含量 略高于对照组
,

实验组

n
、

111 鱼血清中 T 3 的含量较对照组无 明显差异 (p > 0
.

0 5 )
。

这些实验表 明
,

重组酵母菌虽然

可增加鱼血清中生长激素的含量
,

但对于 T4
、

T 3 的影响与单纯外源生长激素所形成 的影

响并不完全相 同
。

酵母菌本身组成成分较为复杂
,

这些组分可能与生长激素共同作用于

鱼体 的内分泌系统
,

其作用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
。

与对照组 中的实验结果相 比较
,

实验组 I中鱼血清 T4 的含量增高时
,

T SH 分泌较对照

组减少 (p < 0
.

02 ) ;
实验组 n

,

m 中鱼血清中 T4 的含量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

血清中 T SH

的含量也无显著差异 (p > 0. 0 5)
。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
,

鱼体中 T S H 含量与 T4 含量呈负相

关趋势
,

G H 含量对 T S H 的分泌无直接影响
。

本实验结果证明
,

用重组酵母菌作为饵料添加剂
,

能够有效地提高牙坪体内生长激素

的含量
,

促进牙虾的生长
,

但有关最适投喂剂量和投喂时间还需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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