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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鳍续的繁殖生物学研究
’

王德寿

栖南师大生物系
,

罗泉笙

重庆 68 071 曰

提 要 据外观和组织学特征将大鳍缕卵巢分六个发育时期
,

由卵巢和成熟系数的周

年变化规律证实它属一次性产卵类型
,

产卵期为 5一 7 月
,

产后退回 工11 期越冬
。

雄鱼精巢栉

状
,

尾区无生精能力
。

非生殖季节
,

精巢切片上也普遍具有精子细胞和精子
。

脂肪积累和消耗

明显与性周期有关
。

雌雄性比为 。
.

93 : 1
,

生殖群体中剩余群体约占 7 0男
,

其中 4
、

5 龄鱼占全

群的一半
。

性成熟最小型
:

雄鱼 2 龄
,

体长 执
甲

6 厘米
,

雌鱼 3 龄
,

体长 17
.

8 厘米
。

关链词 大鳍鳗
,

繁殖生物学
,

性腺发育
,

生殖群体

国外学者对鳃类繁殖生物学研究
,

特别是性腺发育的组织学 研 究 做 了 不 少 工 作
〔11 一 ? 。习

。

相 比之下
,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较少
,

性腺的组织学研究尤为贫乏闭
〔` ’ 。

鳃类

是我国淡水鱼类中一个较大的类群
,

因此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
。

大鳍镬 。 笋`琳 。 时仰州。 犷璐 ( B 王e e k e : )是分布于我 国长江水系和珠江 水系的特产经

济鳃类之一
,

属绘科 B a g dr 韶 镬属 万创s `。
,

在嘉陵江渔获物中占有较大比重
。

其生物学资

料
,

除一些简略的记载外 〔’ ,8J
,

仅见周仰绿有过初步报导
LS 〕

。

近年来我们进行 了这方面的

深入研究
,

对其年龄生长
〔留 , 、

胚胎发育
L . J和幼鱼发育

〔幻进行了报导
,

本文则主要对其性腺

发育和生殖群体的研究结果进行报导
。

材 料 和 方 法

19 8 6年明 至 扮s7 年 1 2 月
,

我们在嘉陵江北赔一合川江段以及嘉陵江的主要支流渠江和涪江下游

共采集标本 9 28 尾
,

对每尾标本进行了常规的生物学性状测量
,

以性腺的最长径和最宽径长分别为性腺

长和宽的结果
。

用胸鳍棘脱钙切片法鉴定年龄` ”
。

成熟系数和脂肪系数分别由下式求得
:

成熟系数 = (性腺重 /净体重 )
火 1 00 %

脂肪系数 二 (脂肪熏 /净体重 ) x
10 0 写

每月用 B
o

iu n 氏液固定雌雄性腺标本 5一 1。个
,

工v 期卵巢用 S m i ilt 液固定
,

固定前先剪成小块
。

选用其中有代表性的 60 个标本进行了组织切片
,

且
·

E 染色
,

部分材料作了显微摄影
。

卵径
、

核径的测

量是在显微镜下用测微尺完成的
。

I V 期卵巢的卵径是取 10 粒卵子排成一直线
,

用游标卡尺测得
。

研究性腺发育时
,

还解剖了 1。阳 年人工繁殖饲养的稚鱼
、

幼鱼标本
。

鉴于国外学者 对蟋类性腺发

育的分期标准很不统一
【“ 一 `与

,
`卜“ 。 , ,

进行性腺分期时
,

采用了国内学者普遍采用的硬骨 鱼类 (特别是鲤科

鱼类 )的分期标准
〔 ’ “ 盛

,
’

· ’ ·
’ o ` 。

何学福
、

谢小军教授审阅初稿
,

特此致谢
。

( l) 魏 刚
,

1 9 88
。

绘的繁殖生物学
。

( 2) 王德寿
、

罗泉笙
,

1 98习
。

大鳍组年龄和生长的研究
。

(幻 王德寿等
,

19 即
。

大鳍缝幼鱼发育的观察
。

(此文即将在 J
,

侧桥 别哪
.

上发表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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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泉笙: 大鳍嫂的繁殖生物学研究

结 果

(一 ) 性腺发育和分期

1
.

卵 巢

大鳍续卵巢位于缥的后方
,

消化道两侧
,

紧贴于肾脏腹面
,

由卵巢系膜与体腔背壁相

连
。

卵巢末端渐细成生殖导管
,

左右相连后与泄殖孔相通
。

切片观察
,

卵巢由一壁和其内的腔构成
。

卵巢壁可分为三层
,

外层为极薄的体腔膜 ,

中层为 白膜
,

由结缔组织
、

平滑肌纤维和微血管构成
。

白膜在生殖期很薄
,

但在非生殖期

明显增厚 ,内层为生殖上皮
,

由它向卵巢腔内突出形成产卵板 (图版一 1 )
,

由此形成各时期

的卵母细胞和卵子
。

根据大鳍嫂卵巢发育过程中形态
、

大小
、

颜色
、

卵径和成熟系数的变化
,

结合组织学和

细胞学特征
,

将其分为 V l 个时期
。

I 期 细线状
,

浅肉色
,

半透明
,

肉眼不能区别雌雄
。

组织切片观察
,

含有 I 时相卵母

细胞
,

细胞体小摘大
,

卵径 1 0一 2 2卜m
,

核径 5一 1 3协m
,

核仁 1 个
,

核和质均嗜 碱性呈浅蓝

色
,

I 期卵巢仅在人工繁殖的不足 2 个月的幼鱼中观察到
。

n 期 扁 圆柱状
,

横切面呈椭圆形
,

卵巢浅肉色
,

半透明
,

表面光滑
,

内部均匀一致
,

肉眼不可见卵粒
。

一

切片上可见 IT 时相和个别 I 时相的卵母细胞
。

fl 时相卵母 细胞直径

切一 2 0 8卜m
,

卵周围形成一薄层皱缩的滤抱细胞
,

卵细胞和核多为椭圆形
。

核径 巧一 6 7” 1 。 ,

核仁增多
,

除有 1一 8 个大核仁外
,

还可见 10 一 30 个小核仁
,

大核仁多排 列在 核 膜 内

缘
。

卵质和核均呈强嗜碱性呈深蓝色
,

尤以胞质为明显
,

H 时相晚期着色稍浅
,

核外胞质

中可见明显的生长环 <图版一 2 )
。

11 期 卵巢仅见于处于首次性周期的 雌鱼
,

根 据对人工

繁殖的幼鱼标本的解剖和切片观察
,

一尾 5 5 日龄
,

全长 4
.

4 o m
,

体重 。
.

9 克的幼鱼性腺

已发育至 11 期 (图版一 1)
,

肉眼便可区别雌雄
。

’

H l 期 卵巢圆柱状
,

肉色或淡黄色
,

肉眼可见卵巢表面的血管和其内白色或黄色的

卵粒
。

1 11 期卵巢切片中含有 I工
、

11 1 两个时相的卵母细胞
。

工11 时相卵母细胞和核 均 为

圆形
,

卵径 2 26 一 76 7协m
,

核径 67 一 2 0 8协。
,

核仁 21 一 38 个 (图版一7)
。

核 膜呈 波纹状 向

外凸起
,

界限逐渐模糊 (图版 I一 8 )
。

卵外滤泡细胞由一层增至两层
,

外层细胞扁平
,

核椭

圆形
,

为鞘膜层 t he ca
,

内层细胞为立方形
,

核圆形
,

为颗粒层 g , 二 l。 ” , 。

在卵 细胞和滤

泡细胞之间
,

放射带 oz 助 r磁 i毗。 出现并逐渐增厚
,

呈深紫色
,

仔细观察可见放射纹 ( 图

版一 5一 6 )
。

在 工11 时相卵母细胞质中还可见到卵黄核 ( 图版一 3 )
、

卵黄泡和核内的灯刷

状染色体 ( 图版一 4)
。

卵黄的沉积是由胞质外围向内逐渐进行的
。
工n 期 卵 巢 见 于 3 龄

( 1 7
.

8二 ) 以上雌鱼
。

I V 期 卵巢长袋状
,

中部略大
,

两端渐细
,

整个卵巢饱满
,

体积增大
,

占据腹腔大部
。

卵巢壁薄而透明
,

肉眼可见大量黄色大卵粒和一些自色的小卵 粒
,

卵巢呈现黄色
。

I V 期

卵巢切片上主要为 工V 时相的卵母细胞
,

同时也含有 11 时相和 少 数 1 11 时相的卵母细

胞
。

I V 时相早期的卵母细胞质中布满了嗜酸性的淡红色卵黄粒
,

放射带进一步增厚 (图

版一 9 )
。

中期
,

放射带停止增长
,

但颗粒层仍在增厚
,

细胞成为柱状
。

卵细胞核膜消失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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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一 1 0 )
。

晚期
,

核偏位
,

卵质中充满了弱嗜碱性呈浅蓝色的卵黄块
,

放射带变薄
,

颗粒层

进一步增厚并失去细胞膜成为很厚的合胞体层
,

嗜酸性呈淡红 色
。

鞘膜层细胞仍很扁平

( 图版一 i 一)
。

测定 4 3 个 I V 期卵巢的卵粒直径
,

平均 2
,

5 7 o m ( S E = 。
.

0 5 )
,

变幅 1
.

82 一 3
.

18

V 期
:

卵巢体积达到最大
,

几乎占据全部腹腔空隙
,

卵巢松软
,

富于弹性
,

呈桔黄色
。

卵径 2
.

8一3
·

Z m m
。

野外收集的所有雌鱼
,

无一尾达到 自然流卵的 V 期状态
,

经暂养后人工催产
,

在长达

三年的多次多组试验中
,

仅有 3 尾雌鱼卵巢内卵子游离
,

挤压腹部有卵流出
,

经人工授精
,

孵化出苗
。

V l 期 卵巢松软如空袋状
,

表面皱缩
,

卵巢充血呈肉红色
,

不透明
。

解剖观察
,

卵巢

中有许多白色小卵粒和少数存留的成熟卵
。

切片上可见大量产空的卵泡
,

一些不再具有

成熟能力的 IT
、

111 时相的卵母细胞和少数退化中的 工V 时相卵母细胞
,

卵巢壁增厚 (图

版一 1通)
,

排空的卵泡仅剩鞘膜层和颗粒层滤泡细胞
,

它们最终都被卵巢吸收 (图版一 1 2 )
。

退化 (萎缩 )卵泡的特点是
:

形不规则
,

核不完整
,

卵黄液化
,

颗粒层滤泡细胞肥大
。

退化卵

粒的重吸收经历 了以下四个阶段
:

( 1) 卵核消失
,

颗粒层细胞开始肥大
,

细胞膜再度出现而结束了其合胞体状态
,

放射

带开始消解
。

( 2) 颗粒细胞进一步肥大
,

细胞从断裂的放射带伸入卵黄
,

卵黄液化
。

( 3) 放射带完全消失
,

多数卵黄已液化并被侵入的颗粒细胞吞噬
,

颗粒细胞呈多层排

列 (图版一 1 3 )
。

( 4) 萎缩退化卵泡成为一个由滤泡细胞和鞘膜层所构成的黄色斑块
,

最终消失在卵

巢基质中
。

各期卵巢的大小和成熟系数见表 卜表 2
。 户

-

.z 精 巢

大鳍雄精巢一对
,

位于缥后方
,

借梢巢系膜与体腔背壁相连
,

左右两叶前段分别连于

肾脏的外侧缘
,

后段靠近
,

连于体腔后段背中线上
。

精巢壁向后延伸成生殖导管
,

左右导

管相连后与泄殖孔相通
。

精巢栉状
,

有许多指状小分枝
,

一般在 120 一 1 80 之间
,

多数为

巧 。左右
,

这些分枝 3一 5 个成一束
,

基部合并后再连于精巢主体
。

由前到后
,

精巢分枝由

表 1
甲

大鳍艘各期卵巢的大小 ( N = 1 1 7)

T a b l e 1 T h e o v a r y 5 1 , at e叻 h 扭白 t u r i t y s t a g e

o f衬
.

爪。 c

阳 p t已二。 ,
( N = 1 17夕

!
卵

.

巢 分 期

箩润巢长 士 S E (
e m )

变 幅 (
。

m )

卵巢宽 士 S E (
。

nr )

变 幅 (。 m )

2
甲

8 2 土 0
,

1 0

2
.

0 ~ 3
。

8

O
。

3 2 士0
.

0 2

0
.

1 6 ~ 0
.

5

4
。

自1 士 O
甲

18

3
,

1 ~ 7
.

石

0
.

8 6 士 O
,

(旧

0
.

3 0 ~ 1
.

9

7
.

4 0 士O
,

2 4

4
.

4 ~ 1 1
.

0

2
。

1 9 士 0
.

0 8

1
.

3 ~ 3
.

8

4
.

社 士 0
甲

豁

3
。

1 一 6
.

4

0 8 0 士 0
.

0 1

0
甲

6 ~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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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甲

大鳍膜各期 卵巢的成熟系数 ( N ~ l叨 )

T ab l e 2 G o n a 工o o o m a t l o I n d .x at e时 h m 乌ut r i t y 。心舀g e

of M
.

~
r

仲 t 。 二。 (筑 二 180)

(
e m )

O2 ~ 3 0

0
.

另2~ 0
.

D6

O
,

8 1

0
.

4 8 一 1
,

阳

3 0 ~ 4 0

平均位 士吕R 0
.

67 士 0
.

0 4

0
.

邪~ 2
.

8 8

3
甲

0 7

0
.

盯~ 8
.

如

3
甲

即

1
.

0 1 ~ 7
。

叼

2
,

别书土 0
.

3 6

6
,

4 6 ~ 1 7
.

3 7

」5
,

9 8

7
,

7 2一2 6
`

4 7

1 9
甲

0 2

7 9 6一3 〕
.

0 9

1 5
.

1 2 士 0
`

72

0
`

8 5~ 1
.

4 0

1
。

肠

0
.

7 3 ~ 4
。

琪

1
.

驰

0
.

9 3 ~ 4
。

肠
1

.

码 士 O
。

1石

细短渐变粗变长
,

尤以近后端的 5一 10 个最粗长
,

最后端的分枝又变得细短
。

未成熟精巢浅 肉色或肉红色
,

半透明
,

分枝细小
,

成熟精巢乳白色
,

不透明
,

各分枝小

叶饱满充胀
。

自然排精后的精巢充血
,

分枝小叶松软
。

由于大鳍埃雄鱼精巢发育过程中

外形变化不明显
,

加
_

L精巢结构复杂
,

难 以对其进行准确分期
。

组织切片观察
,

由精原细胞到精子的发育过程 以及它们的组织学特征
,

与一般硬骨鱼

类相似 ( 图版一 17 一 2 2 )
。

需要指出的是
,

我们在切片中发现大鳍镬精巢后端的分枝小叶没有生精能力
。

在生殖

期间
,

这些分枝明显增大
、

充胀
,

切片观察
,

分枝内的小囊壁仅由上皮细胞组成而未见有生

殖细胞
,

囊壁由于上皮细胞肥大而增厚
,

囊腔中充满了粘液 ( 图版一 2 3 )
。

非生殖期中
,

囊

壁
.

上皮层变薄
,

囊腔增大
,

腔内全是空的 (图版一2 4 )
。

周年切片观察
,

未见其中有精子贮

存
。

(二 ) 性腺
、

成熟系数
、

1
.

性腺和成熟系数的周年变化

由 3 龄以上 4 51 尾标本 ( 早 : 2 0补 了 :

脂肪系数的周年变化

2 4 6) 的成熟系数月平均统计值作图
,

见图

雌鱼的成熟系数仅在 4一 7 月有一个很突出的高峰
,

在此期间
,

成熟系数由3
.

21 那上

升至 5 月的 10
.

7 4%
,

6 月因部分雌鱼产卵而略有下降
,

为 9
.

6 4 %
,

7 月则因大批雌鱼产卵

而下降到与 4 月相近的水平
,

为 3
.

44 那
。

从 8 月至翌年 3 月
,

成熟系数均在 1
.

。万 ~ 2
.

。%

之间
。

卵巢外观和组织切片表明
,

4一 5 月卵巢多处于 I V
、

V 期
,

6 月份已有许多卵巢处于

V l 期
,

7 月底
,

卵巢为 yI 期或已退回 工n 期
,

8 月份全部为 I n 期
,

并以 I n 期 渡过秋季

和冬季
,

直到翌年 3 月底才 向 I V 期过渡
。

1 9 8 7 年
,

最早捕获的已产卵个体 (V 工期 )时间

为 5 月 2 6 月
,

最晚捕获的未产卵个体 Vr 期时闻为 7 月 22 日
。

由此可见
,

大鳍镬的繁殖

期应为 4一 7 月
,

产卵期在 6一 7 月
,

正值嘉陵江的洪水期
。

雄鱼的成熟系数周年变化中有两个不太突出的峰
,

第一个在 迄一 7 月
,

与雌鱼的峰值

期相吻合
,

另一个峰在 9一 11 月
。

组织切片观察表明
,

处于这两个时期的性成熟雄鱼精巢





1 期 王德寿
、

罗泉笙 : 大鳍线的繁殖生物学研究

舔险舟渗洲肄(欲à

ù扮3 J,Jl
八月n钊八í几é八曰

.lesesesǐ |||J叫.....叶卜|L卜1ǐ

n八月
` .1

产味)抓戚拐婴

,

,
一

子
’

戈
`

护\

/ 、 竿

几nd
且
9`

(冰à瞬粼簇侣浏瑞

1 2 3 4 5 6 7 8 9 10 1 1 王2月份

图 1
.

大鳍鳗成熟系数的周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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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鳍鳗脂肪系数的周年变化

A习丑 u a l o h a
gu

e o f 九 t c o e f f i o i e n t弓

o f 叮
,

仍 a ` 中。P t e r ” s

2
.

脂肪系数的周年变化

统计 6 00 尾 ( 早 : 2 72 ; 了 : 3 2 8) 标本的脂肪系数
,

其月均值的周年变化如图 2
。

4一 6 月是大鳍镬积累脂肪的主要时期
。

雌鱼在越冬前 ( 11 月 )也积累了大量脂肪
,

雄

鱼无此现象
,

这可能与雄鱼此期生成大量精子要消耗能量有关
。

对 4一 6 三个月的 1 28 尾雌鱼标本的脂肪系数按性腺期进行的统计运算和统计 检 验

表明
,

不同性腺期的雌鱼的脂肪系数均值有极显著的差异 (尸 、 :
,

。 ` 。 = 6
.

1 9 6 4* 勺
。

多 重 比

较 ( ` 检验 )表明 (表 3) :
处于 I V 期的雌鱼与处于其余各期的雌鱼 ( 11

、

I H
、

V 工期 )的脂肪

系数均有显著 ( *) 或极显著 (
* * ) 的差异

。

可见雌鱼在繁殖期积累的脂肪主要 消 耗于卵黄

迅速积累的 I V 期阶段
。

产卵后又迅速积累一定量的脂肪
。

表 3 大鳍峨雌鱼性腺期间脂肪系数差异比较( t 检验
,

N 、 128 )

T叻 l e 3 D lff
e r e n oe co m p a r i吕i o n o f t h e f at e o e ff 兔c i e n t吕 a m o n g

t h e m at
u r l t y o t a g . s of f e m曰 e

.M 二。 e , o p , 。二 。 s

( t et
x t

,

N 二 12 8 )

每两个性腺期间均值的差异
性 睐 期 脂肪系数均值

均值〔一 .0 印 72 ) 均值 ( 一 1
`

2 1朋 ) 均值 ( 一 1
.

6 1 3 7 )

I I

1 1 1

1
`

6器 9

1
,

6 13 7

1
.

2 1巧3

0
甲

自〕7 2

1
.

能 5 7 * *

0
,

加 66 李 *

〔》
.

助8 1
书

0
.

4 17 5

0 2 98 4

0
.

丈1 9 2

丝
1 V

由图 2 还可 以看 出
,

雌鱼积累的脂肪较雄鱼多
, 委检验也表明雌鱼的脂肪系数均值

( 0
.

8 15 1那 )高于雄鱼 ( 0
,

6 3 5 5% ) ( t = 2
.

3 1 8这* ,

自由度 叮
= 5 9 8 )

(三 ) 雌 雄 区 别

与其他一些绘鱼不同
,

大鳍镬无泌尿生殖突
,

难以从外形上区别雌雄
。

在生殖期
,

雌

鱼腹部由于卵巢发育而逐渐膨大
,

黄色的卵巢透过体璧而使鱼体腹后部呈现淡黄色
,

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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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观上便可鉴别雌雄
。

参加过生殖的雌鱼生殖孔大而圆
,

而雄鱼的生殖孔较小且呈倒

三角形
,

达性成熟年龄的雄鱼尾柄较雌鱼略长
。

凭借这些特征可区别性成熟后的雌雄个

体
。

在对大鳍镬进行激素催情后
,

我们曾观察到雄鱼用较长的尾柄缠绕雌鱼的现象
。

(四 ) 性比和性成熟最小型

统计 8 87 尾标本
,

雌鱼为 40 7尾
,

雄鱼 48 0 尾
,

雌
:
雄 二 0

.

85 : l
,

繁殖期采获的 砚6 尾

标本
,

雌鱼 2 63 尾
,

雄鱼 28 3 尾
,

雌 :雄 = 0
.

93 : 1
,

雄鱼略多于雌鱼
。

捕获的大鳍镬性成熟最小个体
,

雄鱼 2 龄
,

体长 1 4
.

5 厘米
,

体重 29
.

5 克
,

精巢重。
.

0 7

克
,

成熟系数 。
。

30 邓
。

雌鱼 3 龄
,

体长 17
.

8 厘米
,

体重 59
.

攻克
,

卵巢重 4
。

9 克
,

成熟系数

9
。

61 环
,

怀卵量 4 26 粒
。

较周仰璨 ( 1 9 8 3) 的观察结果
:
雄鱼 15

.

3 c m
,

重 30 克
,

雌鱼 18 厘

米
,

95 克
,

均略小一些
。

(五 ) 生殖群体的年龄组成

1 9 8 7 年 4一7 月捕获的 2 46 尾性成熟个体的年龄组成见表 4
。

可以看出
,

生殖群体中

以 4 和 5 龄鱼为主
,

约占全群的即男

表 4 大鳍脱生殖群体的年龄组成 ( 19 87年 4一 7月 )

T叻 l e 4 A g e co m p o s lt i o n o f t h e r e P r o d u c t t v e Po p u l at l o n

o f M
.

~
r o p t 已 r o s

( A rP i l ot J u l y
,

198 7 )

尾 数 (早 ) } 尾 数 (了 ) 合 计 (尾 ) ! 百 分 比 (男 )

10胎14的即共研44淞oo6蜷21部招8621叻

娜,占

场翁欣舫加韶加63

246
59
,J
g只一OU
目0220

啥上碑土331
月任止

曰.之

睁
J

11
汀.
勺自3
,儿4
下1
6122

. .占
011

,l

19 8 6 年 5一 7 月捕获的 26 尾 I V 期雌鱼中
,

初次性成熟个体 8 尾
,

占 30
.

76 %
。

1 9 8 7

年 5一 7 月捕获的 密 尾 I V 期雌鱼中
,

初次性成熟个体为 16 尾
,

占 28
.

0 7多
。

可见
,

两个

年度的生殖群体中均以剩余群体为主
,

约占 7 0拓
。

讨 论

1
.

大鳍嫂性腺的形态和组织结构
、

生殖细胞的组织发生过程与国内外学者对鳃类性

腺发育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祥卜幼洲幻
,

尽管在分期标准和时期划 分上各不相 同
。

产后卵

( 4 ) 见木文第印 页 (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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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中退化卵粒的重吸收过程也与 D a v i s ( 1 9 7 7 )
、

L iel r i ( 1 9 6 8 ) 和 Y
o a k i坦 ( 1 9 7 5 ) 的观察

结果一致 ` 这反映出给类的性腺发育是有共性 的
。

2
.

我们在大鳍坡雄鱼精巢的后端观察到一个无生精能力 的区域
,

该区域分枝小叶内

的小囊壁上的上皮细胞在生殖期肥大并分泌粘液充满囊腔
,

在排精时随精子一道排出
,

因

而在非生殖期囊腔内是空的
。

国外不少学 者
,

如
:

aR 就 0 9 1( 1 9 6 9 )
、

D a v i。 ( 1 9 7 7 )
、

M崖。 r 。

。
川 P 公刀 de y ( 1邹 4 )

_

和 R o s e

bn ih m 等 ( 1 9 8 7) 等等
,

也在其他一些鳃鱼上观察到这样一个

区域
。

这是否属某些绘类精巢的一个特点
,

尚待进一步研究才 可下结论
。

R as 七09 1 ( 1 9 6 9 )

曾研究了 皿岁名̀ 璐 翻呵叮。 (丑么班
·

) 精巢不育区的周年变化
,

认为它相当于其他鱼类的贮

精囊
,

并确实观察到该区域在生殖期有粘液和 精子 贮 存
。

而 R o s

en b lu m 等 ( 1 9 8 7) 在

介at 沁二: 、 如面翎 : L邹 u o
r
精巢中该区域却未见有精子贮存

,

因而认为该区域仅有分泌

粘液营养精子并构成精液的功能
。

我们在大鳍腹上的观察结果与后者是相一致的
。

3
.

大鳍镬精巢具有许多细小分枝
,

呈栉状
。

精巢分叶或分枝在蛤类是十分普 遍 的
,

只是分枝的形态和数量上有变化
。

在大鳍嫂精巢切片中
,

周年可见有活跃的精子生成或

有游离精子存在
,

尽管如此
,

两年内采集的所有雄鱼无一能挤出精液
,

这可能与其精液少
,

精巢分枝多而细
,

结构复杂有关
。 1 9 8 8 年人工繁殖时

,

激素催情后的雄鱼仍无法挤出精

液
,

只得通过解剖取出精巢
,

并剪碎研磨后释放出精子才与卵子顺利完成受精作用
。

另外
,

野外采集的雌鱼也无一能挤出卵粒
。

作者认为
,

这可能与其卵粒大
,

繁殖力较低 (平均

2 1 6 4 粒
,

变幅 ` 2 6一 7 3 1 3) 有关
。

只有当所需的外部条件都得到满足时
,

卵巢内卵子才游

离
,

雌雄鱼同时排卵排精有助于提高这些较大而数量较少的卵子的受精率
,

从而有率地避

免了能量的浪费
,

保证其种族的延续
。

4
.

周仰摄 ( 1 9 8 3) 曾观察到大鳍攫 I V 期卵巢中有两批不同大小的卵子
,

因而认为
:

大鳍摸属何种产卵类型尚需作进一步研究
。

我们也在其 工V 期卵巢中观察到两批不同大

小的卵粒
。

但是
,

根据大鳍镬卵巢的变化规律
:

( 1) 卵母细胞由 工n 时相 到 I v 时相是

同步的 ; ( 2 )卵巢的成熟系数仅在 4一 7 月出现一次高峰 ; 可以证实爸属一次产卵的类型
。

其产卵期在 5一 7月
,

产卵后卵巢中残存的少数成熟卵退化
,

卵巢中较小的一批卵粒当年
不再具有成熟能力

,

而在翌年 3 月以后继续增大
,

参加下一个性周对繁殖
。

产卵后的卵巢

很快由 V 工期转变为 工11 期
,

以 1 11 期卵巢越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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铆鱼腹水病研究成果在沪通过鉴定

由上海水产大学黄琪淡副教授等进行的卿鱼腹水病研究
,

在有关厂
、

站的协作下
,

经过 19 阳一 1 ,肚

年三年的努力
,

在研究该病的病原
、

病理及防治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

1 9 91 年 12 月下旬由上海

市水产局组织的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尹文英研究员等认为
,

该项研究成果具有国内领先水平
,

在组

织病理
、

病理生理研究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螂鱼腹水病是近几年流行的淡水养殖鱼类暴发性疾病中流行最早
、

危害极严重的一种鱼病
。

经该课

题组调查
,

该病的特点是 : ①流行地区广
。

全国已有 20 多个省
、

市
、

区发现此病 ;②流行季节长
。

上海和

苏南地区每年 2一 n 月 (水温 9一 3。℃ ) 都有此病发生 ; ⑧染病鱼的年龄范围大
。

从 2 月龄鱼种至食用

鱼均可发病 ; ④染病鱼的种类多
。

已从异育银卿扩大到白螂
、

卿鱼等 ; ⑥发病的养鱼水域类别多
。

已从

精养鱼池扩大到网箱
、

网围
、

网拦和水库养鱼等 ; ⑥发病率和死亡率高
。

如上海崇明县 均 91 年发病率达

36
,

9 男
,

发病严重的养殖场高达 I co 绍
,

重病鱼池中鱼的死亡率高达 舫男以上
。

一般发病鱼塘减产 3。务

左右
。

这已使淡水养鱼业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

为解决以上问题
,

课题组紧密结合生产
,

对螂鱼腹水病的病原
、

病理及防治方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

试验研究取得了以下主要成果 : ①查明了该病的病原菌为温和气单胞菌和嗜水气单胞菌
。

这两种菌 在

4一4少 C 及 p H S
.

5一 10 的环境中均能生长
,

并产生毒素
。

②查明了该病的组织显微病理
、

病理生理及

发病机制
,

在国内首次发现了引起病鱼溶血
、

溶血性贫血和血性腹水
。

病鱼主要因肝功能
、

肾功能不全
,

最后发生尿毒症和肝昏迷而死亡
。

③查明了该病近几年来在全国广泛流行的主巅因及其特点
,

找到

了有效的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
。

采用由多种药物合成的复合配方
,

由常州粮油食品二厂生产的药饵
,

经

上海
、

江苏
、

安徽等地许多生产单位试用
,

效果很好
。
已治疗 150 公顷鱼他中的病鱼

,

治愈率在 95 澎以上
。

所提出的 10 条预防措施
,

1 9 91 年在上海崇明县和江苏武进县两地共 8 公顷上年发病严重的鱼池中试

用
,

池鱼均不再发病
,

而周围未采用预防措施的鱼池都又发病
。

(毛展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