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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腺分期的标准对鱼类人工增殖起重要作用
,

现将

2 9 6 0 年于黄弊 (渤海岸) 及 r 9 6 z一 2 9 6 2年
, 2 9 7 7一 1 9 7 8 年 5 月于北塘

, 1 9 7 8 年又于西湖

村调查所得材料作一汇总
,

以便为野外观察及人工繁殖提供依据
.

组织切片材料用 B ou in 氏固定液
,

以石蜡包埋
,

海亭氏铁矾苏木精染色或苏木精伊红

染色
.

脂肪用苏丹 l 及 F 染色
.

多糖用高碘酸
一
S c hi ff 染 色

.

蛋白质用 0
.

5 %四氧嗜 咙 及

高碘酸法染色
,

全部材料用石蜡包埋
,

切片厚度 8 一 12 微米
,

大部分 8 微米
.

油 滴 及 油

球材料用冰冻包埋
,

切片厚度 10 微米
.

卵巢的组织学分期

各期卵巢的微观形态如下
:

由于被观察的鱼类
,

体长接近 23 0 毫米
,

属于稚龄时相以

后各时相
.

现以 M e n e H 氏 1 9 3 9 年所提出的标准区分卵母细胞的时相
,

再 与卵巢外观 的 性

腺分期相结合
.

为了便于认识
,

卵母细胞的时相用阿拉伯数码表示
,

性腺分期用罗马数码

表示
.

第 1 时相
:

相当于稚龄时相
,

卵巢第 I期
.

第 2 时相
:

相当于一层滤泡时相
,

卵巢第 I 期
.

‘

第 3 时相
:

卵黄开始沉积时相
,

卵巢第 l 期
.

第 4 时相
:

又称卵黄充满时相
,

卵巢第 W 期
.

I 期
:

由于采集的性腺标本体长都在 2 25 毫米以上
,

因此最老一代的卵母细胞已经发

育到稚龄时相
.

这种卵母细胞略呈椭圆形或圆形
,

卵膜很厚
,

大小均匀
,

直 径 在 70 一 90

微米之间
,

较幼一代的卵母细胞直径为 40 微米左右
,

稚龄时相的卵母细胞
,

该呈圆 形 或

椭圆形
,

位于细胞正中
,

直径占整个细胞的三分之二以上
.

卵巢膜厚度在 52 微米 以 下
,

靠近主血管的一侧 (背侧) 的卵巢膜较厚
,

厚度为 28 微米
.

(图版 I
: 1 ,

2)

五期
:

细胞呈多角的圆形或圆形
,

最老一代卵母细胞处于一 层 滤 泡 时 相
,

相 当 于

M e
讹

H 氏第 2 时相
,

此时卵母细胞的直径为 1 33 一 1 79
.

6 微米
.

核圆形
,

直 径 56 一 1 01 微

本文 1 9 8 0年 12 月 3 日收到
.

·照片承余远方拍摄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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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在核中可观察到大小不等的核仁
,

其直径有 4
.

3一 5
.

7 微米
,

约有15 一 31 个
.

在一些

卵母细胞中还可以看到染色体
.

在卵母细胞外缘
,

有由一层细胞组成的滤泡膜围绕
.

原生

质不均匀
,

呈细颗粒状
,

一

在一些地方有由密集颗粒组成的深色小斑点
.

细胞质呈强的嗜碱

性
.

第 l 期性腺全部为第 1
、

论 时相卵母细胞组成
,

古 100 %
. 卜

1 期靠 后
,

也可称第 I 期

向第 皿期过渡
,

细胞呈圆形
,

于核周能看到分散圆形的油滴
.

卵巢壁皱褶的厚度在 28 0一 47 0 微米之间
.

在这一个发育阶段
,

一层滤泡的卵母细胞 占最大的面积
,

由于着色较浅
,

在 切片中十

分显著 (图版 I
: 3 ,

4)
.

l 期 :
较早期的卵巢

,

老一代的卵母细胞已经出现两层滤泡膜
,

厚度 5
.

6 微米
,

并于

核的周缘出现 由油滴组成的油滴环不亦称油球环)
,

用苏丹 l 染色
,

油滴呈橙色
、

卵母组胞

的直径比一层滤泡时相的卵母细胞稍大
,

直径 1 70 一 2 00 微米
,

核边缘呈波浪形弯曲
,

直径

9 8一 1 12 微米
.

核仁大小不等
,

直径在 28 一70 微米之间
,

可以看到 19 一25 个
,

少 数核仁

分布在核中央
,

但大部分则分布在核的边缘
,

常嵌于核缘的外凸的波纹中
.

再晚一些的卵

母细胞直径扩大到 3 25 微米
.

核开始细小
,

直径为 84 微米
.

在原生质中充满油球
.

由 于

油球的互相合并
,

体积逐渐增大
.

此时在卵的边缘开始出现圆形
,

用铁矾苏木精染成深蓝

色的卵黄颗粒
,

并且可以观察到这些卵黄颗粒由小变大
,

由少而多
,

由表及里的一系列变

化过程
.

油滴则自内而外扩展
.

随着卵黄颗粒的沉积
,

核逐渐收缩
,

边缘由波纹状变成曲折的皱褶
.

油球进一步合并

及加多
,

总面积不断扩大
,

原生质已开始被分隔成网状
.

在这一发育阶段
,

卵巢中各时相 ( i
、

2
、

3 时相 ) 的卵母细胞都有
,

大 小 亦 不 一

律
.

最大特点是细胞直径不断扩大
,

两层滤泡膜出现
,

此时卵膜变厚
,

开始出现放射带
,

油滴首先形成油球环
,

接着数目增加
,

从核缘向外扩展
,

并且迅速积聚
,

此时卵黄颗粒直

径能达到 1 1
.

4 微米左右
.

图版 I中的 5 , 6 为卵黄开始沉积时相
,

相当于 M e
批

l, 1 9 3 9 的

第 3 时相
.

W 期 : 老一代卵母细胞的卵黄颗粒进一步向内沉积
,

颗粒加大
,

直径达到 14 微 米 左

右
,

回形或长圆形
,

少数呈长方形
,

最长的可达到 1 90 微米
,

在细胞边缘
,

油球扩大
,

卵

黄膜加厚
,

在核的周缘形成很多的原生质桥
.

图版 l中的 8 为细胞直径 继 续扩大
,

达 到

6 33 微米
,

此时细胞大小趋于均匀
.

核成为椭圆形
,

直径为 9 0
」

微米左右
,

汕球由于互相合

并逐渐扩大
,

从核的周缘扩展到卵母细胞的周缘
,

分散多个
,

油球径 87 一 1 62 微米
,

以后

汕球进一步合并
,

数量减少
,

油球直径增大
.

在整个切片中
,

儿乎全部面积均为充满卵黄颗粒的卵母细胞所占
,

又称为卵黄充满时

相
,

卵膜的放射带十分清晰
,

此时只在一些间隙中还保留有较幼年的卵母细胞
,

但为数很

少 (图版 I : 7 , 8 , 9 )
.

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核偏位
,

卵黄充满
.

还可以按油球及卵母细胞大小
,

油 球 的 数

量
,

卵黄颗粒分为早 (卵径 6 00 微米以上
,

油球 9 一 33 微米
,

油球数量很多
,

分布于整 个

卵母细胞
,

从周缘到核周缘
,

卵黄颗粒分散分布)
、

中 (卵径 5 00 一6 90 微米
,

油球 径 10 一

20 0 微米
,

油球数量减少
,

互相合并
,

体积加大
,

卵黄颗粒进一步增加 )
、

晚 (卵径在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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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米以上
,

油球合并为几个到 1 个
,

大油球直径达 3 10 微米以上 ) 期
.

在盐度为 1%
。

这样的半咸淡水
‘’

中培育的梭鱼
,

饵料丰富
,

卵径通常较海产为大
.

如

西湖村鱼塘盐度 1喻
,

卵径 8 00 一 1 2 0 0 微米
,

海产梭鱼的卵径 65 0一 71 0 微米 (盐度 25 %
。

以

上 )
,

淡水的北大港水库 (1 9 60 , 1 9 6 3 ) 的卵径 7 0 0一 9 2 0 微米 (盐度为 0
.

3 4一0
.

4 5%
。
)

.

W 期初
:

卵径 7 80 一 1
,

1 60 微米
,

油球径 20 一 1 40 微米
,

油球细小
,

分散多个
.

W 期中
:

卵径 8 00 微米
,

油球径 50 一 2 60 微米
,

油球进一步合并
,

于核周缘 一 些 油

球较大
.

W 期末
:

卵径 8 10 一1 , 2 00 微米
,

最大油球径 3 10 一4 60 微米
,

油球从几 个 到 1 个 过

渡
,

充满卵黄颗粒
.

卵发育 W 期中便可诱导产卵
.

在半咸淡水港养培育的梭鱼
,

以饵料丰欠及环境条件不同
,

以致卵径大小有较大的变

动
,

但通常小于半咸淡水培育的梭鱼卵
.

V 期
:

为南大港水库的材料
,

细胞质 中充满祖大的卵黄颗粒
,

这些卵黄颗粒在成热过

程逐渐扩展
,

互相融合
,

核已偏向动物极
,

进行染色体减数分裂
,

卵子流出体外
、

成熟卵

子离开滤泡膜
.

在卵巢切片还能看到少量第 4 时相卵母细胞及其它时相的卵母细胞
.

此时

相从几小时到十几小时
.

如检查卵粒
,

单个油球
、

透明度
、

与滤泡膜分离
,

则可进行人工授精
,

如 果 单 个 油

球
,

卵粒与滤泡膜相连
,

不能进行人工授精
.

过熟进行人工授精
,

效果不好
.

VI 期
:

切面呈松弛状态
,

由于成熟卵粒的排出
,

使卵巢中遗 留很多空隙
,

在切片上可

以看到一些幼年的卵母细胞
,

最老的相当于第 3 时相
,

各种时相的卵母细胞都有
,

在排卵

后的空隙中
,

充满了血细胞
,

具空的滤泡是已产卵的主要标志
.

此外
,

相当多的砚期性腺

标本上还能看到一些典型的第 4 时相的卵母细胞
,

其中有些已处于崩解状态 (图版 I
: 1 0 ,

1 1 )
。

感

二
、

卵母细胞的一些组织化学观察

对脂肪
、

蛋 白质
、

多糖的检验
,

卵母细胞的组织化学变化如表 1
,

梭鱼在性腺发育到 l 期末 (即第 亚期向第 班期过渡)时出现油滴
,

用苏丹 l
、

lv 染色
,

呈桔黄色
,

油球在 l
、

W 期强烈着色
.

卵黄由蛋 白质及脂肪组成
.

卵膜及滤胞存在多糖类
,

原生质由蛋白类及多糖组成
,

核

仁及核质均存在蛋 白质
.

三
、

性腺发育的周年变化

性成熟后的梭鱼
,

一年内不同月份处于不 同时期
,

现以北 塘海区为例 (如表 2 )
.

性成

l) 盐度 0
.

5编为淡水
,

0
.

6一20 乐为半咸谈水
,

21 编以上为海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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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时相卵母细胞物质分布

卵母细胞时相 脂 肪 蛋 白 质

++十滤泡

卵膜

原生质

油滴

核仁

核质

+

十 十 十

十 , 十 +

十 + +

十

第2时相卵母细胞

+

十 十 +

+ +

十十++十

+ 十 +

十 +

十

十

十 十

第3时相卵母细胞

+ }
+ { +

+ + +

+ +

+十

++

滤泡

卵膜

原生质

油球

卵黄粒

核仁

核质

滤泡

卵膜

原生质

油球

卵黄粒

核仁

核质

+ 十 十

+ 十

+

十 十 +

十 十

+

第4时相卵细母胞

注 : + + +

—
强热反应

; 十 十

—中等反应 ; +

—存在反应
.

表2 梭鱼不同月份性腺发育的时序

一~ 月份

一~ ~
一 1 1 { 1 1一 12

VW硕W砚l
、

l一 W
,

个别

W初 )

V
、

砚一 1

I 一I一 I } I
性腺分期

生理状态
索 饵

}
产”日

饵 越冬

成熟系数一l;嘿籍巡

熟系数以雌 的为例
.

繁殖前达最高峰 (7
.

67 一 12
.

2 3)
, 4 月底或 5 月初排卵

,

繁殖期从 4 月底延 至 5 月
,

不同年份存在变动
,

排卵后显著下降
,

只到 0
.

78 一0
.

84
.

从 7 月到 9 月变化较少 (0
.

47 一

0
.

63 )
,

翌年 3 月达 2
.

6
.

4 月又上升到 4
.

66 一5
.

16 一9
.

85
,

组织切片上产卵后的 第 VI 期

性腺
,

各时相的卵母细胞都存在
,

已排卵的空滤泡占总数的 37
.

73 %
, 1 一 2 时相的卵 母

细胞占 58
.

83 %
,

第 3 时相的卵母细胞占 3
.

77 %
,

第 4 时相的卵母细胞占3
.

77 %
,

退化卵

占 1
.

8 8 %
.

如按面计算
,

已排卵的空滤泡占 60 一 71 %
,

仅存的第 3 一 4 时相的卵母 细 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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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便退化
,

而第 1 一 2 时相卵母细胞在短期不能发育到 3 一 4 时期
.

此外
,

产卵期短
,

只有 1 个半月
,

这些表明梭鱼属一次产卵类型
.

如果要在海区获得性成熟的亲鱼
,

必须在繁殖前
,

也就是产卵前
,

于小潮期间
,

在撩

网区获得亲鱼
,

产卵前夕
,

性成熟个体离开岸边
,

到河口相邻水域及海区产卵
,

因此于撩

网区通常不能获得性成熟个体
.

四
、

讨 论

1
.

油滴的出现
:

普通组织切片
,

于性腺第 l 期而细胞呈多角形
,

染成 蓝 色
,

末 见 油

滴
,

通常在性腺第 I 期末
,

细胞呈圆形
,

才见到分散少量油滴
.

如果用超薄切片
,

细小油

滴可能会更早出现
,

此时非普通切片所能分辨
,

因此油滴形成时期
,

推测在性腺第 l 期已

出现
.

2
.

液泡
:

从组织化学检查
,

梭鱼性腺未形成液泡系统
,

这可能与梭鱼形成 大 的 油 球

相应
.

油滴及油球的主要成分是脂肪
,

而液泡的成分是蛋白类物质
〔‘ 一 3 〕 .

某些人认为 是 微

量蛋白质或多糖类
〔‘ 一 ’〕 .

而螂鱼
、

白鳞具液泡系的则没有油球
.

形成大油球的鱼 类
,

脂

肪可以糖类及蛋白质转化而来
.

因此形成一个大油球的鱼类不能再形成液泡系
.

3
.

人工催青
:

性腺发育到什么程度才注射激素诱导产 卵
,

从野外生态观察
,

结合组织

切片的比较
,

性腺发育到W 期中
,

北塘地区成熟系数 7一10
,

西湖村鱼塘成熟系数 变动于

15 左右
,

均可注射激素诱导产卵
,

注射 2 一 3 针便能产卵
,

如果发育到 W 期末
,

卵黄 充

满
,

核偏位
,

注射的剂量及效应时间较短 (注射 l 针 24 小时内便能产卵
,

催产过程中很少

遇到 W 期末的卵)
.

参 考 文 献

M a r z a
,

V
.

C
. ,

M a r z a
,

E
.

V
.

a n d G u th r ie
,

M
.

J
.

,

B ‘o l
.

B “11
. ,

7 3 (19 3 了)
,

6了一9 2
.

N a th a n d N a n g sa ,

M
.

D
. ,

J
.

M
o r p h

.

P hy sio l
. ,

5 2(1 9 3 1 )
,

2 7 7一3 0 8
.

Y a m a m o to
,

K
. ,

A tt o o t
.

Z o o t
.

Ja 户a o
. ,

2 8(1马5 5 )
,

1 5 8一1 6 2
.

朱洪文
、

李新人
,

动物学报
,

15 (1 9 6 3 )
,

3
,

3 4 8一3 5 3
.

施掠芳等
,

水生生物学集刊
,

5(19 64)
,

1
,

77 一 94
.

Y a m a m o t o
,

K
. ,

A o n o 常
.

Z o o l
.

J o P a n
. ,

3 0(1 9 5 7 )
,

3 3一3 7
.

Y a m a m o t o
,

T
. ,

J a 户
.

J o u ,
.

l e h一人夕0 1
. ,

4(1 9 5 5 )
,

l了0一1 8 1
.

we

巨祖熊等
,

水生生物学集刊
,

5(19 6 4 )
,

1
,

1 0 3一 1 14
.

L ia o
,

P
.

C
.

a n d L ia o
,

I
.

C
. ,

A q o a e “lt o r e
,

1 5(1 9 75 )
,

3 1一3 9
.

M e 盛e 且 ,

B
.

A
. ,

Py e e R
.

3 0 0 二
.

袱yp
. ,

7 (1 9 2 7 )
,

4
,

,

H 3 B
.

A H C CC P
,

B H o 几
. ,

1 0 3 9
,

3
,

3 5 9一4 2 0
,

曰门临临摊比曰郎阳(10(1l



李明德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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