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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银鱼卵巢的成熟期和产卵类型
’

孙 帼 英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学系 )

提 要

本文对崇明长江口及金山沿海大银鱼的卵巢进行了周年的组织学观察
,

将大银鱼的卵巢

发育划分为六期
,

还有重复发育的 v l一 I H
’

期 (或 I n
`

期 )
、
IV

`

期和 V
`

期
。

在生殖时期
,

至

少产二次卵
,

属多次产卵类型
。

产卵时间从 12 月底开始
,

一直延续到翌年 4 月
。

产完卵后鱼体

消瘦
,

不久死亡
,

寿命仅一年
。

大银鱼 卉 ot os al a 。 二 几岁房 l似 , “ 。 店二 s ( A b石。“ )分布于东海
、

黄海和渤海沿海以及长江中

下游及其附属湖泊
。

在太湖等湖泊渔业中
,

大银鱼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

在崇明长江口 的

捕虾业中
,

也可见到一定数量的大银鱼
。

对于大银鱼的性腺发育
,

迄今未见有报导
,

为此
,

我们对大银鱼卵巢的成熟期和产卵类型进行了研究
,

为大银鱼的增殖和资源保护提供资

料
。

材 料 和 方 法

19 8 0 年至 1 9 8 1 年间
,

在上海崇明长江口按月采集大银鱼标本
,

在金山沿海也采集了

部分标本
, 1 98 2 年至 1 9名3 年又作了补充采集

。

解剖观察了 3 00 余尾雌鱼
,

标本 经 5一

10 % 福尔马林液浸泡
,

然后进行鱼体和卵巢的测量和称重
。 4 月

、

5 月和 6月幼鱼的卵巢

极其微小
,

未能称量
,

没有计算成熟系数
。

部分雌鱼卵巢作组织切片观察
,

卵巢组织块用

枷
: 走i了1 氏液或 10 % 福尔马林液固定

。

切片厚度为 6一 8林m
。

用苏木精伊红或 eR
id i二玩泣

氏 A 二n 法染色
.

卵巢发育期的划分
,

基本上以 M曲朗
, B

.

A
.

的标准为依据
。

卵 巢 的 成 熟 期

雌鱼具两个卵巢
,

不对称地排列在消化管的两侧
,

消化管右侧
。

第 I 期 卵巢无色透明
,

垦细丝状
,

紧贴于肠壁
,

前卵巢在消化管的左侧
,

后卵巢在

不易分离
。

在解剖镜下尚不能分辨

州
一

文承施琼芳审阅
, 冯瑞英协助制作组织切片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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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雄
。

卵巢宽度仅 。
.

0 6一。
.

31 毫米
。

在组织切片中
,

以第一时相即最早期的初级卵母细胞为主要组成部分
。

细胞圆形或

椭圆形
,

卵径 7一 26 微米
,

核径 5一 17 微米
,

核仁 1一 5个
,

多位子核的中央 (图 1一 1 )
。

第 且 期 卵巢细狭带状
,

后卵巢一般稍短于前卵巢
。

后卵巢 的 平 均 长 度 为 9
.

3一

14
·

4 毫米
,

平均宽度为 1
.

3一 2
.

2 毫米
。

肉眼不能分辨雌雄
。

卵巢的蓄卵板横向排列
,

与

卵巢纵轴相垂直
。

在解剖镜下
,

可见卵粒紧密排列在蓄卵板上
。

后期的卵巢在放大镜下

可以看到小圆形卵粒
。

在组织切片中
,

以第 2 时相即小生长期的初级卵母细胞为主要组成部分
,

细胞圆形
、

椭圆形式多边圆形
,

细胞外有一层由滤饱细胞组成的滤泡膜包围
,

卵径 3 6一 1 10 微米
,

核

径 13 一 42 微米
,

核仁可达 39 个
,

大多位于核周
。

后期卵巢卵母细胞的细胞质分为内外二

层
,

内层有颖粒状物质分布
,

外层结构均匀 ( 图 卜 2 , 3 )

第 I n 期 卵巢扁带状
。

后卵巢的平均长度为 18
.

6一 20
.

6 毫米
,

平均宽度为 3
.

3一

3
.

9毫米
。

放大镜下能看到小圆形卵粒
。

解剖镜下能分辨细胞核与细胞质
,

前者透明
,

后

者半透明乳白色
。

在组织切片中
,

以第 3 时相即大生长早期的初级卵母细胞为主要组成部分
。

早期的

卵母细胞
,

在细胞的边缘 出现一层液泡
,

随着卵母细胞的增大
,

液泡层次增多
,

并且液袍体

积变大
,

以至使整个卵母细胞内充满较大的液泡
。

在液泡形成的过程中
,

在卵母细胞核的

周围开始沉积卵黄
,

用偶氮染料染成鲜红色
。

细胞为圆形
、

卵圆形或不规则圆形
,

卵径

1 10 一 3 36 微米
,

核相对变小
,

核径 3 9一 1 2 5 微米
,

核仁可达 2 5个
,

由核边缘向中央集中
。

细胞膜增厚
,

形成放射膜
,

随着卵母细胞的增大
,

放射膜增厚
,

被染成红色
,

绒毛膜出现
。

滤泡膜一般有二层细胞 ( 图 1一 4 , 5 )
。

第 I V 期 随着卵母细胞的发育
,

卵巢体积迅速增大
,

前后卵巢互相交错而充满整 个

体腔
。

后卵巢长为 25
.

1一 58
.

1 毫米
,

宽为 6
.

1一 1 4
.

7 毫米
。

卵粒乳白色至稍带黄色
。

后

期卵巢已看不出蓄卵板的界限
,

卯巢膜极薄
,

卵粒易脱落
。

黄色卵粒之间夹杂着白色小圆

卵粒
,

在解剖镜下能分辨小卵粒的细胞核与细胞质
。

在组织切片中
,

以第 4 时相即大生长后期的初级卵母细胞为主要组成部分
。

主要由

于卵黄的积 累
,

卵母细胞激烈增长
,

卵黄粒充满整个核外空间
,

仅在细胞核周围及卵膜内

壁有少量细胞质
,

在细胞膜内壁的细胞质中有一些小的空泡
。

细胞圆形或卵圆形
,

卵径为

24 0一 8 87 微米
,

核径 3 9一 1 63 微米
。

早期卵母细胞核圆形或卵圆形
,

位于细胞中央
,

后期

核移向动物极
,

核膜呈波浪形
,

核仁大小不等分散于核中
,

核仁数可多达 1 00 余个
。

放射

膜显著增厚
,

厚度为 1
.

8一 2
.

4 微米
,

放射纹明显
,

绒毛膜亦更清晰
。

后期的卵母细胞业已

长足
,

大生长期结束
。

其它还有第 3时相卵母细胞和少数第 2时相卵母细胞 ( 图 l 一 6 , 7 )
。

第 V 期
一

成熟卵排 出
,

积聚在卵巢腔内
,

卵粒半透明稍带黄色
,

轻压鱼腹
,

成熟卵经

尿殖孔排出 ( 图 1一 8 )
。

第 V l一 n I’ 期 系产过卵重复到 且 I’ 期的卵巢
。

卵巢外观疏松
,

其内常残留未产 出

的大卵
。

在组织切片中
,

主要由第 3 时相后期的卵母细胞组成
,

卵母细胞排列较疏松
,

核周和

液泡间开始积累卵黄
,

放射膜和绒毛膜明显
。

具有空滤泡 (图 1一 9 , 1 0 )
。



朋6 水 产 学 报
一

9 卷

第 vI 期 产完卵的卵巢
。

卵巢萎缩
,

成薄膜状
,

展开卵巢膜可见少数未排出的 卵

粒
。

在组织切片中
,

卵巢中有大量绝而瘪的空滤泡
,

极少数的第 2 时相及第 3 时相卵母细

胞
,

以及正在被吸收的残留卵 (图 1一 1 1 )
。

产 卵 类 型

VI 期早期的卵巢
,

除去大生长后期的卵母细胞外
,

还有具有液泡的大生长早期的卵

母细胞
,

这表明卵母细胞积累营养物质的非 同时性
,

当卵巢发育到 IV 期晚期
,

大生长早

期的卵母细胞液泡增多
,

放射膜和绒毛膜明显
。

在成熟卵排出和产出后
,

卵巢重复转入

V l一工『 期
,

从图 10 上可以看到
,

产过一次卵后的 111
,

期卵巢
,

具有第 3时相后期的卵母

细胞
,

以及许多空滤泡
。

从外形上看
,

此时卵巢内常留有未产出的大卵
,

卵巢组织也稍疏

松
。

卵巢从 n l 期后期发育到 v1 期末
,

约需半个多月的时间
,

因此
,

大银鱼产过一次 卵

后
,

再经约半个多月的时间
,

卵巢即可从班
z

期末发育到 工V
`

期末
,

很快转入 V
,

期
,

进

行第二次产卵
。

产完卵后的卵巢属 V l 期
。

因此
,

在生殖时期
,

大银鱼至少要产二次卵
,

属多次产卵类型的鱼类
。

产 卵 期

4 月和 5 月
,

大银鱼的卵巢属 I 期
。

6 月开始进入 11 期
,
11 期卵巢经历的时间很长

,

一直延续到 10 月底
。

f 期和 11 期卵巢
,

卵母细胞处于小生长期
,

成熟系数的增长也较缓

图 2 大银鱼卵巢的平均成熟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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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 了月至 10 月

,

成熟系数变动在 0
.

08 一 0
.

钾拓
。

n 月初卵巢开始进入 n l 期
,

m 期卵

巢历时较短
,

成熟系数为 。
.

94 一 2
.

10 那
。

到 12 月中旬
,

卵巢 已发育到 I’V 期
,

12 月下旬

少数个体已达 I V 期后期
。
工V 期卵巢的卵母细胞进入大生长后期

,

成熟系数增长很 快
,

12 月 VI 期卵巢的成熟系数为 3
,

7 6一 9
.

63 %
。

在 1 月和 2 月
,

成熟系数达到最大值
,

分

别为 26
.

35 一 1 2 9
.

79 拓和 42
.

0 4一 1 27
.

61 %
。

各月成熟系数的平均值见图 1
。

从上述变化

可以看出
,

卵巢成熟系数与卵巢组织发育相一致
。

12 月底少数个体进入 V 期产卵
, I月和

2月为盛产期
。

产过一次卵而重复发育的 VI 一 n I’ 期和发育到 I V
`
早期的卵巢

,

成熟系

数显著降低 (图 2 )
。 1 月初 已采集到产过一次卵的个体

。

在 1 月份
,

卵巢重复发育的雌鱼

占全部雌鱼的 47
.

2%
,
2 月份占 2 5%

, 3 月份则显著减少
,

仅 占 8
.

3环
, 4 月份则见不到再

次发育的个体
。

2 月份已出现产完卵的个体
, 2 月产完卵的雌鱼 占全部雌鱼的 12

.

5%
, 3

月占 2 5环
, 4月则达 75 %

,

也就是说 4月份大部分个体已产完卵
。

因此
,

大银鱼的产卵期

可以延续到 4月
。

根据数年的观察
, 5 月以后

,

迄未见到有繁殖过后的亲鱼
。

产完卵后不

久死亡
,

寿命只有一年
。

小 结

1
.

根据卵巢外形和组织切片观察
,

将大银鱼的卵巢划分为六期
。

还有重复 发育 的

V l一 111
,

期 (或 111
,

期 )
、

I V
`

期和 V
,

期
。

2
.

4 月和 5 月卵巢属 I 期
。

6 月至 10 月底为 11 期
。

11 月初发育到 I n 期
。

12 月中

旬进入 工V 期
。

12 月底少数个体进入 V 期产卵
。

1 月和 2 月为盛产期
,

产卵期延续到 4

月
。

1 月初已出现产过一次卵的个体
,

卵巢转入 V l一且 I, 期
,

或已发育到 I V
尹

期早期
,

约

经半个多月
,
I V

`
期可发育到 V

`

期
,

进行第二次产卵
。

产完卵后的卵巢为 vI 期
。

3
,

在生殖时期
,

大银鱼至少产二次卵
,

属于多次产卵类型的鱼类
,

产完卵后
,

鱼体消

瘦
,

不久死亡
,

寿命仅一年
。

[ 1 〕

〔 2 ]

L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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