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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工程在水产科研生产上的应用

靳 光 琴

(广西水产研 究所 )

生物工程是利用生物体系
、

应用先进的生物学和工程技术加工或不加工的生物原料
,

提

供所需要的各种产品
,

或达到某种 目的的一门新型的跨学科技术
。

构成生物工程主体的是四

个既独立又互相关系的技术
,

即细胞工程
、

酶工程
、

发酵工程及基 因工程
。

一
、

国内生物技术在水产科研生产应用的情况

( 一 ) 细胞工程 1 9 3 8年德国著名的胚胎学家S eP m d n n 教授 首 先 提 出 了细胞核移植

的设想
,

未付诸实施
, 1 9 5 2年美国的两位实验胚胎学家B ir g护和 K in g首先报导了细胞 核 移

植在两栖类 卵子 中获得成功
。

以后
,

美
、

英
、

日的一些实验室均用两栖类卵进行细胞核移植

的研究
,

他们的主要兴趣是基础理论研究
,

没有注意研究对象的经济效益间题
。

尽管进行了

十几年的研究
,

还是停留在实验室内
,

仅获得同种
、

变种或亚种之间移核的成功
。

在两栖类

中
,

除了同种内不同个体间的移植外
,

所得的移核个体也不能繁殖后代
,

因此很难研究其性

状的变化
,

以及研究是否能形成有连续的后代种群的间题
,

当然更谈不上经济 价 值 间 题
。

近几十年来 生物工程飞跃地发展
,

而且从实验室的成果经过中间实验应用于生产中
,

获

得一定的成效
。

己故童弟周教授 60 年代研究了鱼类细胞核移植的核质关系理论基础
。

自1 9 72

年起
,

由中国科学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

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
、

广西 水 产 研 究

所等单位协作进行经济鱼类核质杂交试验
,

获得鲤娜移核鱼 ( 属间 )
,

并进一步探索了鲤娜

移核鱼自交后连续第三代的遗传基因与第一代相同
,

又经过生产性试验证明鲤螂移核鱼可增

产 10 一 30 %
,

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
。

1 9 7 8年苏联科学家G as ar y a n 曾报道以泥鳅和金鱼 进 行

核质杂交
,

观察其鱼卵早期发育
,

但米获得移核鱼个体
,

而我国己获得鲤娜移核鱼
,

其第三

代 己被当作一个新的养殖对象应用于生产
。

经专家鉴定鲤娜移核鱼在理论与实 际应用价值等

方面均体现了我国自成体系的特色
,

与 目前世界同类研究工作相比较明显处于领先的地位
。

此外还获娜鲤
、

草团
、

团草
、

镜红鲤等移核鱼
。

对这些杂交鱼的生物学特征
、

遗传性状
、

生

产试验等正在观察试验
。

总之试验证明细胞核移植技术可以做为培育鱼类新品种 的 一 个 手

段
。

在染色体工程方面
,

国内外研究的趋势倾向于解决鱼类多倍体
,

国外学者获得了香鱼的

三倍体
、

奥利亚罗非鱼的三倍体等
。

利用获得的鱼类四倍体与二倍体杂交产生不 育 的 三 倍

体
,

其具有不育性及生长快的特点
,

有利于提高产量
,

所 以引起育种工作者广泛的兴趣
。

有

不少学者开展对鱼类雌核发育的研究
,

美 国利用雌核发育来控制草鱼的繁殖
,

而我国利用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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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发育获得的异育银娜已从试验室研究推进到生产实用阶段
。

利用激素进行鱼类性控的成果

也已普遍应用于生产
。

此外鱼类育种工作者还进行了鱼类体细胞杂交的研究
、

金鱼囊胚细胞之间的杂交
、

金鱼

囊胚细胞与哺乳类E h l rich 腹水肿瘤细胞的融合试验
、

娜鱼囊胚细胞系的建立
、

四倍化 草 鱼

细胞株的建立
、

草鱼肾组织细胞株的建立
、

娜鱼异倍体细胞系的建立
、

螂鱼囊胚细胞培养 5 8

代 (3 85天 )后移植进细胞质内获得后一代
、

草鱼吻端细胞株的建立
、

珍珠外套膜组织学体外

培养试验等
,

以上各项研究均获得较好的进展
。

( 二 ) 基 因工程 已故的生物学家童弟周教授等发现鱼类中不经载体
,

将 D N A或M R N A

直接注入受精卵
,

可使外源 D N A或M R N A在受体细胞内得到表达
,

从而引起遗 传 性 的 改

变
,

并能传给后代
,

为基因工程提供了一种新的工艺程序
。

另外有人进行将绿藻及 大豆 D N A

导入海带细胞的试验
,

鲤科鱼类酶和蛋白质等基因位点的测定
,

鲤螂鱼肌肉细胞 线 立体D N A

的限制性内切酶切图谱的比较及鱼类细胞中D N A的提取等
。

总的说在这些基础理论研 究 方

面我国起步较晚
,

基础较差
,

至今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
。

二
、

我区水产科研应用生物工程的情况

19 7 6年 区水产研究所在区科委
、

区水产局的支持下
,

得到已故童弟周教授的指导与中国

科学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

长江水产研究所合作
,

进行鱼类细胞核移植的研究工作
,

到 1 9肠

年止先后获得了不同种间的镜红鲤移核鱼 , 不同属间移核鱼两种
一

鲤纫移核鱼
、

卿鲤移核

鱼
,
不同亚科间移核鱼两种— 草团移核鱼及团草移核鱼

,
不同目间的移核鱼一种— 莫桑

比克罗非鱼及鲤鱼移核鱼
,

共计六种
。

前五种移核鱼均能长大
,

有的已经成熟并 能 繁 殖 后

代
,

长势良好
。

后一种鱼也得到了幼鱼
,

其中鲤卿移核鱼的研究成果已通过鉴定
。

鲤卿移核

鱼的研究证明了核与质的相互作用及对鱼类的个体发育及特性的重要影响
。

从总的研究结果

来看
,

它与 目前世界同类工作相比
,

在物种之间的配合方面突破了种间水平
,

达到不同属的

水平
,

而国外只在种间水平
。

鲤娜移核鱼的成功率为3
。

2 %
,

国外不 同种间蛙类细胞核 移植

的成功率为。
。

。8一 0
.

招%
,

理论与实践均证明细胞核移植技术可 以作为鱼类育种的一条新途

径
、

一种新手段
。

三
、 “

七五
”

期间生物工程在我 区水产科研生产上应用的展望

“ 七五
”
期间

,

水产生物工程的开展应从实际出发
,

根据现有的技术力量
、

设备条件和

工作基础
,

应集中力量搞好鱼类细胞核移植
,

力争在这方面有所 突破
。

具体抓好以下几个方

面的课题
:

1
。

对 已获得的移核鱼继续进行传代性状观察和生产性试验研究
。

“

2 . `

从生长速度
、

提高抗逆性出发探讨以下几个新的杂交组合
:

①鲤鱼种间核质杂交组合
,

争取获得具有有性杂交优势
,

生 长快
、

肉质美的遗传性状稳定

的核质杂交鱼
。

研究的主要项 目是种间鱼类细胞核移植
,

有
:
镜鲤的细胞核移向兴国红鲤的

质 , 胡予鳃的细胞核移向革胡子鳃的质
,

培养一个抗寒力强的胡子鳃新品种 , ②亚科间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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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核移植
,

有草团移核鱼
,

培育一个抗病力强的草团新品种 , ③不同 目间的鱼类细胞核移

植
,

有莫桑比克罗非鱼的核移向金鱼的质
,

培育一个高产耐寒的鱼类品种
。

为了弄清各移核

鱼的遗传基因
,

必须进行外部形态特征的测定
,

观察其与新本的差异
、

一二三代的性状变化

情况
、

染色体组型及鉴别
、

生化性状血红蛋白
、

乳酸脱氢酶苹果酸脱氢酶等电泳 图谱和分析

比较各种移核鱼的氨基酸含量等
,

总之要通过多方面试验
,

筛选出高产优质和抗逆的基因组

合
,

进行核质杂交
,

把杂交优势进一步应用到生产上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

为

提高淡水渔业产量做出贡献
。

鱼类性控的研究对增加产量颇有实用价值
,

应当通过激素处理
、

杂交等方法加强性控制的

研究 , 鱼类多倍体育种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四倍体上
,

利用四倍体与二倍体杂交产生不育的三

倍体
,

以获得生长快个体大的良好性状 , 结合我 区地处亚热带
、

平均气温高的特点
,

积极开

发酶工程和发酵工程
,

大量生产单细胞蛋白
,

开展螺旋藻的研究很有必要
,

可解决水产养殖

业饲料蛋白的来源
,

在
“ 七五 ”

期间亦应提上议事 日程
。

至于基因工程在水产方面应用的发

展
,

需要复杂的设备
,

应在这方 面有意识地搞好人材的培勺l(和技术物质的准备
,

要随着科学

的进展逐步创造条件加以开发
,

努力赶超国内先进水平
,

弥补我 区的空白
。

综观我区的水产生物技术与国内外先进水平相比有一定的差距
,

但在鱼类细胞核移植技

术方面我们则处于领先地位
,

因此我们 应当发挥 自己的优势
,

乘胜前进
。

生物技术在观赏植物方面的应用

谭 文 澄

( 广西农学院花卉快速繁殖课题纽

一
、

观赏植物采用组织培养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现况

( 一 ) 概况简介

世界上最早利用组织培养方法繁殖植物是在 196 0年
,

法国人M or
e

拥兰花茎尖培养产生
出许多再生植株

,

他认为用这一方法可以在一年内培植出上百万株名贵的兰花植株
,

这样便

逐步开始了兰花的工厂化商品生产
,

形成所谓兰花工业
。

时至今日
,

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国家

都逐渐采用组织培养方法来生产观赏植物
,

生产的 品种与种类也已大为扩展
。

从已发表的文
献看来

,

凡是在市场上有需求的种类几乎都能通过组织培养方法来生产
,

一些需条量较少的

种类也在逐渐纳入这一体系
。

从我国去年9月 9 日至 14 日召开的 《全国第一届试管苗信息技术交流交易会 》 上所展示的

内容看
,

已成功繁殖了菊
、

香石竹
、

月季
、

唐营蒲
、

各色秋海棠
、

倒挂金钟
、

金包花
、

水晶

掌
、

杜鹃
、

兰花
、

郁金香
、

茶花
.

安石榴
、

罗汉松
、

西番莲
、

晚香玉
、

大花置草
、

花叶芋
、

朱蕉
、

巴西 铁 树
、

吊兰
、

变叶木
、

万年青
、

天竹葵
、

风信子
、

金鱼草
、

赓香百合 ( 百合种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