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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中 对于肝胰隙脂肪与卵巢脂肪积累的关 

系，已开始受到关注并进行较为广泛的研究。 

程中，卵巢蛋白和脂肪量的增加与肝胰腺中蛋 

白质和脂肪的减少具有明显相关性，但蛋白质 

2．1 大多数的十足类甲壳动物，在卵巢发育过 的相关远不如脂肪的相关性显著(见表 1)。 

表1 褐虾(C~ngon)和长毛对虾(Penae~)在卵巢发育时肝胰腺和卵巢蛋白质和脂肪 

各自的含量 单位：(mg／g器官湿重) 

s1：卵原细胞发 育誓 s2：目 黄 发生前朝 S3：印黄发 生初 期 

在卵巢卵黄大量积累时期，肝胰腺脂肪确 

极显著的下降 由此推测 在这些甲壳动物肝 

胰腺中可能合成与卵脂形成有关的大量脂类， 

在卵巢成熟时被运输到正在发育的卵细胞，而 

肝胰腺中卵黄蛋白的合成比卵巢自身蛋白合成 

的量要少的多。 

2．2 在卵巢发育过程中从肝胰腺中转移到卵 

巢中的脂肪 

Adiyodi等_I 鉴于束腹蟹属(Paratelph“sⅡ 

h3Jroctrom~rus)卵黄发生早期，卵巢中不饱和脂 

肪酸增加，同时肝胰腺中的这些脂肪酸的降低 

提出：在卵巢发育过程中动用肝胰腺中的脂肪 

酸用于合成卵黄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可能是 

必需脂肪酸)，这种必需脂肪酸可能是来源于肝 

胰腺中的卵磷脂(PC)。 

AllenlI 在研 究了首 长黄 道蟹 (Cancer 

magister)的卵巢发育过程，发现在卵巢发育的 

早期，Cancer magister肝胰腺的脂肪很快转移 

到卵巢的甘油三酯池中，说明肝胰腺对卵巢中 

甘油三酯(TG)的积累有作用。T*'hshima等发 

现 ，日本对虾在卵巢成熟过程中显著增加的 

脂肪，TG和 PC，与其肝胰腺中这些种类的降 

s4：卯酋大量积累期 s5：排9日 后 

低相关，说明肝胰腺对卵巢的 TG和PC的的积 

累是有贡献的。 

那么，肝胰腺的这些脂类是以何种形式进 

入发育的卵巢呢?根据十足类甲壳动物血淋巴 

脂蛋白的组成形式，即脂蛋白中所包含的脂粪 

中，中性脂(主要是 TG)非常少，绝大部分是磷 

脂 ， J，肝胰腺台成的TG直接以TG的形式 

运输到卵巢中的可能性不大。不过，对于磷脂 

PC，Munozal1 已证实 活 额虾 (Rhynchocinetes 

typ“ )卵黄颗粒中(主要是磷脂和胆固醇)PC 

能够在肝胰腺中合成，然后通过血淋巴运输到 

正发育的卵细胞，另外，PS也主要在肝胰腺中 

台成，而 PE只能在卵巢中台成 

2．3 有一些十足类 甲壳动物，随着卵巢发育时 

脂肪的增加，而肝胰腺中脂肪含量减少不多(如 

日本对虾 Teshima 1989)或者根本上没有降低， 

或者说这些种类在卵巢发育过程中，并未动用 

肝胰腺中的脂肪，两者相关不大(见表2)。 

招潮属 (Uca annulipea)01 71，陆 寄 居 蟹 

((5~enobita perlatus)和 C~emJbita brevi— 

rostris E18 1也有类似的结果。这种情况表明，这 

些动物的肝胰腺中储存脂肪并不是象上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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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虾 属 (P明a 口 a~tecus)和沼 虾属 (Macro- 

brackium bortuii】肝胰腺 和卵巢在 不同发育 时 

期脂肪含量 

㈨  *Macrobr~'tdum bortui 

(C~tille 1989) (Gonzalez-Bao 1988) 

％(体湿重) 

肝胰腺 卵巢 

％器官湿重 

肝胰腺 卵巢 

十足目甲动物种类一样，主要为卵巢发育提供 

脂肪，可 能还 有 另 外 的 作 用。Castille和 

Lawence同时研究了大西洋褐对虾(Penaeus 

n “ )和长毛对虾(Be 口eus setife~s)雌雄成 

熟虾肝胰腺脂肪的含量l5一，其含量都相当高， 

而精巢的肪脂含量相当低，因而认为雄性肝胰 

腺的高脂肪含量必定具有其它重要作用，在雌 

性可能也具有和雄性同样的此种作用。 

另外，也有一些种类在繁殖阶段肝胰腺脂 

肪降低，除了用于卵巢发育之外，还可能有其它 

原因，如 Armifage认为ll ：螯虾 (Orconectes 

nais)在中夏卵巢发育时，肝胰腺脂肪含量的降 

低，还是由于没有从外界摄取足够的食物来满 

足正在发育的卵巢所需，所以就必须用肝胰腺 

中储存的脂肪来满足。而 Middleditchl2 对长 

毛对虾 (Penaeus setiferus)的研究结果 (见表 

3)。似于Armifage的结论不附，表 3中养殖期 

为 3—4周(卵巢从发育到产卵)，在此期间食物 

表3 Penaeus setiferu~自然条件下与养殖条件下卵巢 

和肝胰腺脂肪含量变化比较 

充足，但肝胰腺脂肪含量在排卵前显著下降。 

显然食物不是下降的原因。Middleditch认为， 

在排卵前肝胰腺脂肪含量的下降，是由于在排 

卵前十足目甲壳动物停止摄食，或者是由于食 

物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波动的缘故，还认为在卵 

黄发生盛期，肝胰腺主要是作为代谢中心，来加 

工从食物中摄取的脂肪，然后运输到卵巢作为 

卵细胞的脂肪，但肝胰腺储存脂肪不是卵黄脂 

肪的来源。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对于这一类的甲壳动 

物，肝胰腺脂肪含量在排卵前的下降到底用于 

什么样的代谢?若用于饥饿代谢又与 Dall 的 

研究相背。因此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4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到，在十足目甲壳动 

物卵巢发育大量积累脂肪阶段，是否动用肝胰 

腺储存的脂肪存在有两模式，即卵巢脂肪含量 

增加与肝胰腺脂肪下降显著相关或相关性不 

大。这可能反映了这两种模式的甲壳动物在营 

养、生活习性和生殖习性的不同。Castille和 

Lawrerce认为 -，如果 甲壳动物的一些种类动 

用肝胰腺储存的脂肪用于卵细胞发育，那么这 

些种类大都可以把 自己的生殖选在比较适合于 

幼体生长的季节里，在这个季节里，食物充分， 

温度适宜，光照条件良好。因此这些种类的生 

殖季节比较 明显。在海水 甲壳动物中，这些种 

类主要是那些在浅海繁殖的种类。如 Castile 

和 Lawrence研究的两个种类大西洋褐对虾 

(Pe ⅡP“5 aztecus)和 长 毛 对 虾 (penaeus 

set “ )中一1，后者在卵巢发育时动用肝胰腺 

脂肪到卵巢，繁殖是在浅海，产卵季比较集中 

(春末夏初)，而前者肝胰腺储存脂肪很少用于 

卵巢发育，其繁殖场则远离海滨而进入较深的 

海域繁殖，且从早春到冬初都可以产卵生殖，繁 

殖季节不明显。其生殖腺发育所需营养主要从 

外界摄取。 

2．5 我国的养殖蟹类如河蟹、三疣梭子蟹、锯 

缘青蟹均在浅海繁殖，故肝胰腺脂肪的储存与 

卵巢发育应有密切的关系 但在这方面的研究 

国内仍是空白，亟待进行研究。 

3 小 结 

3．1 在卵巢发育过程，肝胰腺储存脂肪的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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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卵巢发育的关系存在两种模式 ：在一些种娄 

的甲壳十足目动物中两者关系非常密切(A种 

类)；另一些种类两者关系不大(B种类)。 

3．2 对于 A种类，肝胰腺中所合成的用于卵 

巢发育的脂类主要是磷H~(PC和 PE?)，另外甘 

油三酯也有可能被合成后送往卵巢。对于 B 

种类，肝胰腺可做为脂类的代谢中心。摄取的 

脂肪先在此进行加工，然后及时送往正在发育 

的卵巢。固此卵巢发育的时序就各有不同，繁 

殖季节不明显 但 B种类肝胰腺储存的脂肪 

的作用不明，推测与蜕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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