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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生理学
、

鱼类毒理学和渔业管理国际学术

会议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

由加拿大动物学会
、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

大学
,

美国水产学会
、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和中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

所
、

中山大学等单位联合发起与赞助的鱼类生理

学
、

鱼类毒理学和渔业管理国际学术会议于 ��  �

年 � 月 �� 一�� 日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
。
来自美

国
、

加拿大
、

日本
、

英国
、

以色列
、

丹麦和香港的 ��

位学者和我国各有关研究 机构和 大学的 �� 多位

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

中国科学院生 物 学 部 常

委
,

水生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建康教授代表组

织委员会
,

在开幕式上对会议的筹备情况作了简

略的介绍
,

并在大会上作了
《

科学与技术在保护鳃

鱼资源中的作用》的有关渔业管理的报告
。

会议

分为《鱼类的生殖和生长》 , 《鱼类的生理
、

行为和

遗传
》
和

《

鱼类毒理和危险率评估
》

三个专题共宣

读学术论文�� 多篇
,

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关于鱼类生殖和生长方面
,

加拿大的 � ‘� ��

��
� � � �� � 在题为

《

鱼类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结

构与功能
》

报告中
,
阐述了娃鱼促性腺激素释放激

素的结构并系统分析脊椎动物从低等到高等各个

类群代表动物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构造与功

能的关系
。

加拿大的 � � � � � � � � � � �� �� � 在《水产

养殖中的性别控制
》

报告中介绍了鱼类性别控制

的基本原理与技术方法
。

日本的 ��� �� �
��

“ � ��
� �

加 �
�

报告了
《

类固醇激素在硬骨鱼类性腺生长与

成熟过程中的作用
》 ,

着重介绍了他最近发现的某

种促进性腺成熟的因素 ��� � �
,

这种物质是在

类固醇激素的作用下产生并诱导卵母细胞发育成

熟的
。

以色列的 � �� �� �� � � � ��
�

在《海水鱼类生

殖内分泌学的基础和应用
》

报告中
,
阐述了促性腺

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对绸鱼促性腺激素分泌和诱

导排卵的作用
。

香港的 �� �
�

�� �五� � 详细介绍了
《

鳗鲡在诱导性腺发育过程中代谢的变化》。

加拿

大 �。记 � ���
�

介绍了
《

在鱼类饲料中利用油菜

子粉和菜油的可能性
》 ,
认为在鱼类饲料中合理利

用油菜子粉和菜油能够取代鱼粉的蛋 白质 与 脂

类
,

以满足养殖鱼类对高蛋白质甚至高脂类的营

养需求
。

我国陈宏溪的论文介绍了鱼类无性生殖

方面的研究成果 �林浩然报告了 《使用高活性促性

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和多巴胺拮抗物诱导我国

养殖鱼类产卵》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效果 �贺锡勤报

告了
《

雌核发育幼螂的营养需要量》 � 赵维信报告

了
《
团头舫辜酮和 � �一氧辜酮的年周期变化和诱导

产卵期间的变化
》 �王义强报告了

《

尼罗非螂对无

机氮的利用》等等
。

在鱼类生理
、

行为和遗传方面
,

加拿大著名鱼

类生理学家 � � , � � � � � � � �� 详细介绍了《氧
,

二氧

化碳和氨在鱼鳃转运
》

的机理及其最新研究成果
。

英国的 � � � �� � � �� ��� 报告了
《

鱼鳃换气的调控

机理
》 。

丹麦的 ��加 � �� �� � � � � � 报告了
《

再循环

的水产养殖系统中二氧化碳积累对鱼类的影响气

加拿大的 � � � �� � � � � � � �
� � � 报告了

《

环境酸化对

鱼类鳃机能的影响》。

美国的 �� � �� � � ��
� ���� 分

析
《
氨对鱼体的急性和慢性毒性

》 ,

并指出必需进

一步了解 � �
� , � 十 和氨通过鱼鳃转运的相互关

系
,

才能阐明氨和二氧化碳的排泄过程 �而毒性研

究也需要弄清楚水化学特性变化 �如酸碱度
,

温

度
,

离子强度等 �的毒性效应和驯化与生活周期等

因素的影响
。

香港的 �� �
�

�� �
�

在
《

海水养殖中

鱼类对环境的耐受性和应用价值》 报告中对比了

各种海水养殖鱼类在溶解氧
、

盐度和温度压抑下

的死亡率
、

行为变化和生理反应
。

加拿大 � �� � ��

�� �� �� 的
《
鱼类性外激素的产生和行为效应

》 ,

着

重介绍了鱼类性外激素在诱导排卵和产卵过程中

的作用
。

加拿大的 � � � ‘� � �� � � � � � 在题为
《

鱼类

的基因工程 � 我们能为水产养殖提供更多的抗冻

鱼类
》
的报告中介绍了他们采用基因工程技术把

美洲拟蝶的抗冻基因转移到大西洋蛙以提高抗冻

能力的研究成果
。

我国何大仁报告了 《鱼类趋光

性的生理研究
》 � 崔奕波介绍了

《

鱼类生长的生物

能量学模型
》

等
。

在鱼类毒理学和危险率估计方面
,

美国国家

环保局环境研究实验室的 � �� � � �� ��  �� � 做了
《

水质保护 � 种类敏感性比较
》

的专题报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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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二 报告了
《

毒物对鱼个体影响的模式札 � ��
�

� �� ����
‘� 报告了

《

毒物对鱼类种群的影响》 ,

他

们的研究成果和技术方法都是相当新颖的 � ��� 
�

�� � �� �� � 则作了
《

使用鱼类胚胎和幼鱼预测水中

污染物慢性毒性影响》的报告
。

我国丁树荣报告

了
《� � � �� �� ��

� �

对六种鱼类和二种饵料生 物 的

毒性
》 �翟良安报告了 ��� � � �� � ��� �� �

。 对鱼类的

毒性、

参加这次学术会议的各国代表普遍认为这是

一次高水平的富有意义的学术讨论会
。

在会上做

学术论文报告的许多学者都是处在学科前沿的成

果卓著而又学术思想活跃的研究工作者
,
他们报

告的论文体现了当前的最新研究成果
。

在这次会上报告的学术论文都将收入论文集

由美国国家环保局负责编印出版
。

参加这次学术会议的我国学者在会后还举行

了一次座谈会
,

畅谈参加这次学术会议的收获体

会与感想
。

大家都认为通过会议既进行了学术交

流 , 增进了和各国学者的联系
,

又看到了我们和发

达国家在鱼类生理学与毒理学的某些方面存在的

差距
,

明确了今后研究工作的努力方向
。

今后
,
只

要我们坚持努力
,

加强组织与协作
,

充分发挥中青

年科学家的作用
,
进一步开展和国外的学术交流

与合作
,

我国的鱼类生理学与毒理学的学术水平

不久将一定会得到显著的提高
。

中山大学生物系林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