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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山湖河规繁殖周期和增殖研究

徐 信 钱玲妹 张 兰 余智玮

�华东师范大学 生物系〕

提要 本文研究了淀山湖河规的性腺成熟
、

繁殖周期的规律
。

雌雄河规在壳长 拐一拐

毫米时性腺已达成熟期
。

河现繁殖高峰期是从六月初一直延续到九月底
,

捕捞季节可推迟到

十月初或十月中旬
,

捕捞网孔不宜过小
。

研究结果为淀山湖河规的增殖
、

合理捕捞提供科学资

料
。

主题词 河舰
,

性腺成熟
,

繁殖周期
,

繁殖季节

淀山湖是上海郊县的著名湖泊
,

水产资源的保护和增产具有重 要 经济效益
。

河规

��� 扮艺、协 �孤, 侃、 �位��� �� 是淀山湖的重要经济贝类动物
。

近年来
,

淀山湖河观出口量

猛增
,

河规的合理捕捞
、

繁殖保护及保持淀山湖渔业资源的生态平衡是值得重视的科题
。

本文研究了淀山湖河舰的性腺成熟
、

繁殖周期的规律
,

为淀山湖河蛆的增殖
、

合理捕捞提

供科学资料
。

材 料 和 方 法

从 � �  � 年 � � 月到 � �  ! 年 � 月
,

在淀山湖三个点 �� � 保护区娜赵山湖东北区�
、

�� �商

塌区 �淀山湖西 区 ��� � 淀山湖西南区采集河规
。

每个月采样一次
,

测量河蜕的壳长
。

每次

取壳长 � �一�� 毫米的河蛆 � �一� � 只
,

按照相差 � 毫米
,

如 �� 一�� 毫米
、

� �一�� 毫米
、

��

一�� 毫米作为三种不同尺寸的规格
。

取肝脏后端
、

腹足上 方 的 性腺 部分
、

用 辛克氏

��� � �二�固定液固定
。

小于 �� 毫米壳长的河蛆用鲍温氏 �励 � 至�� 液固定
。

组织石蜡切片

厚度 � 微米
,

苏木精一伊红染色
,

共做 � � � � 只河舰的性腺切片
。

结 果

一
、

河规的性腺发育分期

河舰的性腺皆位于腹足之上方
,

内脏团之两侧及肠管迁 回部之间
。

生殖腺呈葡萄状

分枝
,

由滤饱
、

生殖管和生殖输出管三部分组成
。

滤泡是形成生殖细胞的主要部分
,

呈囊

泡状
。

�
�

雌性河规的性腺发育分期

第 � 期 �增殖期� 在壳长 � 毫米左右的河现性腺内才能观察到
。

滤泡数量极少
,

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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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长细带状
,

滤泡的生殖上皮层内仅含卵原细胞
。

第 � 期 �小生长期 � 滤抱内已有狭小腔隙
,

卵原细胞大多已发育成幼小卵母细胞
、

细胞质内无卵黄积累
。

第 � 期 �大生长期 � 滤泡已增大
,

卵母细胞生长迅速
,

核外脂性卵黄积累较多
,

并开

始形成少量蛋白质卵黄
。

第 �� 期 �成熟期 � 滤泡数量丰满
,

充满在内脏团之间
,

滤泡腔内充满成熟的卵母细

胞
,

细胞质内充满卵黄
。

第 � 期 �耗尽期 � 大量成熟卵母细胞经生殖输出管排出
。

滤泡腔 已排空
,

形状不规

则
,

滤泡壁上尚留有幼小卵母细胞
。

�
�

雄性河规的性腺发育分期

第�期 �增殖期 � 滤泡数量少呈狭长细带状
,

滤泡生殖上皮层内主要由精原细胞组成
。

第 � 期 �生长期 � 滤泡生殖上皮层由精原细胞和多层精母细胞构成
。

第 � 期 �成形期� 滤泡生殖上皮层增厚
,

精原细胞分布靠近基膜
,

精母细胞和精子

细胞按顺序呈层排列
。

第 �� 期 �成熟期 � 滤泡数量丰满
,

滤泡腔内充满成熟精子
、

精子头部嗜碱性强
。

第 � 期 �耗尽期 � 大量精子已排出
,

滤泡腔内常有少量色素颗粒残存
。

生殖上皮层仅

含精原和精母细胞
。

二
、

雌雄河舰的性成熟

为了确定河规性成熟和壳长之关系
,

我们取了 �一 �� 毫米的河规共 � �� 只
,

观察了河

蛆的性腺发育分期
。

结果参考表 � 和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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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壳长个体之间的性腺发育情况并不完全相同
,

为观察群体性腺发育情况
,

把

群体性腺发育变化用几值表示
,

其公式为 � � �、� 十 。� 十、� � ”‘
�

� 气� � � �

� 代表个体总数
, 。 ,

·

一
妹。 分别表示各期的个体数

,

� �� � � 为生殖腺发育分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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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
、

表 � 所得结果
,

以壳长为横座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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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丑值和成熟度为纵座标的曲线变化分析河舰壳长与性腺成熟度及 � 值之关系 �参考图

� 和图 � �
。

壳长�毫米� 众� �� �即�� � �� � � 壳长�毫米 �
�� � �� �� � � �� 〔�� 。、

图 � 雌性河规壳长与性腺成熟度及 月值的曲线

�馆
�

� ��
� � �妇沁� � 卫� 访 �� � � �玩���� �� �� 悦

�

枷��
� 比� �� � � �� �� � �� � � , � �� 。 时 恤 � ��姗�

伽� 口盈纽
�

�五� ‘坛��沙七如
。 招 协。 � � �� 桩�� �也 , 妇

饮分刃邸 伍。 �� � � � 邸 � 场
。 理透��� �位� � 时场 �

��姗�� � � ��� 仪场
。

图 � 雄性河规壳长与性腺成熟度及 � 值的曲线
r ig
.
2 Th

e dotb 叭 lin e 10 th e rela桩v e Ou rv e

玩七w ee n 让e leog七h 劫。d th
o R 叭lue of the m a-

加 斑山
u
姗
.T助 时功i沙七如

e 拍 比。 珑坛幼柑
e。军v c 玩勺刃

~
比。 1恤gth and th e 皿认甘a ti o n

o f th
e m 习e 比。U . 改遨

.



水 产 学 报 11 卷

从图 1 中可得出雌性河观壳长小于 7 毫米时
,

成熟度为零
,

随着壳长的增长
,

性腺发

育逐渐趋向成熟
。

当壳长达 13 毫米时
,

凡值和成熟度的曲线相交
。

R 值为 90
,

83
那

,

成

熟度为 91
.
67 另

,

雌性河蝇群体性腺发育达到高峰
。

说明壳长 13 毫米的雌性河蜕性腺发

育 已达到成熟期
。

从图 2 中得出雄性河蛆壳长小于 7 毫米时
,

成熟度为零
。

以后随着壳长的增长
,

成熟

度递增
。

当雄性河现壳长达 12 毫米时
,

五值和成熟度两条曲线相交
。

丑值达到 100 拓时
,

成熟度也为 100 多
。

此意味着雄性河规群体和性腺发育 己达到高峰
,

因此雄性河规壳长

达 12 毫米时
,

性腺 已达成熟期
。

三
、

雌性河规性腺的季节性变化

雌性河规性腺发育比较复杂
,

在滤泡内往往发现不同发育时期的卵母细胞
。

从分析

性腺发育季节性变化的结果说明
,

一月
、

二月
、

三月中
,

大部分雌性河蜘滤泡内的卵母细胞

皆处于小生长期 (且 期)或大生长期(m 期)
,

没有成熟期的个体
。

群体 B 值一月份为 60 终
、

二月份为 64 环三月份为 74 形
。

从一月到三月成熟度皆为零
。

四月份大部分个体的性腺发

育处于大生长期 (m 期)
,

数量 34 只
,

少数个体的性腺发育为成熟期 (IV 期)
,

数量 8 只仅

占 18 那
。

群体 R 值为 80 %
,

成熟度为 17
.
8%

,

水温条件为 15oC
。

五月份大部分个体的性

腺发育为成熟期
,

小部分个体的性腺发育为大生长期
,

仅有一只处于耗尽期
。

群体R 值为

93%
,

成熟度为 70终
,

水温条件 22
O
C 。

从六月初到九月下旬绝大部分雌性个体的性腺发育处于成熟期
。

性腺滤泡内充满了

成熟的卵母细胞
,

但充盈饱满的程度有所不同
。

在组织切片中可观察到性成熟的河规个

体正在连续排卵
,

部分滤泡内成熟卵已排空
,

但处于大生长期的卵母细胞继续发育为成熟

卵母细胞
,

不断加以补充
。

每只河蛆可排卵数次
,

其性腺繁殖属于多次排卵
。

从六月到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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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没有出现处于耗尽期的性腺
。

六月
、

七月
、

八月的群体R 值分别 为 96 %
、

99 拓 和

100 终 ,成熟度分别为 82
.
4环

、

盯
.
3% 和 100 拓

。

九月份大部分个体仍处于成熟期
,

有 21

只 占总数的 70 拓
,

而少数个体的性腺 已是耗尽期
,

只有 9 只占总数的 30 终
。

群体 R 值为

76%
,

成熟度下降到 7。那
。

雌性河蛆繁殖期高峰从六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九月下旬
,

才

开始下降
。

繁殖期最适温度是 25
,

0 一2扩0 左右
。

从十月到十二月份雌性河蛆性腺处于成熟期的数量显著下降
,

只有 6 只
,

耗尽期的数

量增加有 药 只
,

大部分性腺停留在第 万
、

第 m 期准备越冬
,

数量共有 47 只
。

从十月到

十二月群体R 值分别为 拓形
、

58 环和 52 %
,

性腺成熟度分别为 12 拓
、

2

.

9 拓
、

2

.

9 % ( 参考

图 3 和图 4)
。

四
、

雄性河规性腺的季节性变化

雄性河规性腺的季节性变化从一月到二月份
,

性腺发育皆处于生长期(11 期)和耗尽

期 (V 期)
。

群体五值分别为 46 终和 53 %
,

成熟度为零
。

三月份当水温上升到 8
.
so C 时

,

性

腺发育多数为生长期
,

部分性腺处于成形期
,

仅有一只河舰的性腺为成熟期
。

三月份役有

发现耗尽期的性腺个体
。

群体刀值为 66 %
,

成熟度为 5环
。

到四 月份
,

处于生长期的性腺

个体的数量显著下降
,

只有 6 只
;
而成形期的性腺个体数量急剧上升

,

有 45 只
。

没有发现

成熟期和耗尽期的性腺个体
。

群体五值为 阳万
,

成熟度为零
。

五月份性腺发育皆进入成

形期和成熟期
。

群体刀值为 85 拓
,

成熟度为 38
.
4多

。

从六月到九月份除极少数的个体性腺为成形期外
,

绝大部分皆处于成熟期
。

群体 R 值

分别 为 100环
、

9 9 %

、

1 0 0 形
、

1 0 0 哪 ;成熟度分别为 100%
、

9 5

.

5 终
、

9 7

.

9 哪
、

1 0 0 终
。

从六月到

九月份为雄性河规繁殖期高峰
。

水温条件为 24. 扩C一28
00左右

。

十月份性腺处于成熟期的个体数量下降而耗尽期的个体数量逐渐增加
。

群体五值为

水温 t
em p eratu:e(

.
C )

图 6 1一12 月份不同壳长的雄性河

规性腺的R 值曲线

乃g
,

6 1 五e R va fu
e 叹ry临 。f m 砚e

g”刀a曲 at 由ffer en t 名g e( 1e 力 gt h )
。f

加。U u幽 d
ur」」〕g 切e U m 。 卫功皿 Ja ‘
to D 印

。

水流 tem p erat暇(
‘

C)

图 6 1一12 月份不同壳
一

长的雄性河娓

性腺的成熟度曲线

乃9
.
6 The 功a七u r a t io n v a lu 。 。u r v e日

o f 功a l。 卯pado a七d iffer 。吐 age(leugth )
。f 功0 11邓临 dur 还g 七细 ti班。 f ro m 而n

。

to D 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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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 %
,

成熟度下降到 45
.
7 %

。

十一月份只有极少量的个体性腺发育处于成形期和成熟期
,

-

而大部分的河蜕性腺发育为生长期和耗尽期
。

群体月 值为 40 拓
,

成熟度为 7
.
8, 那

。

十二

月份性腺发育为生长期和耗尽期
,

群体丑值为 弱拓
,

成熟度为零(参考图 5 和图6 )
。

比较不同长度的雌雄河规性腺的季节性变化
,

发现它们的丑值和成熟度皆近似
,

没有

显著的差异
。

只是随着壳长长度的增加
,

性腺葡萄状分枝增多
,

滤泡数量增加; 相应地怀

卵量和成熟精子的数量也显著增加
。

五
、

淀山湖河规不同年龄群体的数量分布

从 1982 年到 1984 年赴淀山湖采样过程中
,

已发现 29 毫米以上的河现数量逐年减

少
。

从 1985 年六月到十月在淀山湖十个点进行定点定量采样
,

然后对不同年龄组成的河

规群体的数量分布作了统计
,

结果发现 7毫米以下及 7一10 毫米的群体数量约各占 24一

29 男
,

11 一13 毫米的河姚群体占 13 那
,

1 4 一17 毫米的群体占 17那
,

1 8一22 毫米的群体

占 11%
,

2 3 一28 毫米的群体仅占 3拓
,

2 9一32 毫米的群体仅占 0
.
3拓 (参考表 3)

。

表 才 飞9 8 5 年 6 月一10月淀山湖河规不同年龄群体的数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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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

淀山湖内不同年龄组成的河规群体的结构是个体小的数量多而个休大的数量

占的百分率太小
。

十月份各点所采的河规数量基本上和九月份的数量近似
,

数盈并没有

减少
。

讨 论

淀山湖河蜕是 重要经济贝类动物
,

据渔民传说淀山湖河蛆的质量最好
。

从本文的研

究工作中发现河蛆在壳长 12一13 毫米性腺 已达成熟期
。

2 0 一32 毫米壳长的河规除滤泡

数量
、

怀卵量和精子数量随个体体积增大而逐渐增长外
,

河蜕繁殖期高峰是从六月初一直

持续到九月底
。

十月份仍有部分河蛆处于紧殖期
,

继续在排卵
。



忍期 徐 信
、

钱玲妹等: 淀山湖河蜘繁殖周期和增殖研究

雄性性腺发育绝大部分处于生长期越冬
,

三月到四月份雄性性腺发育为成形期
,

到五

月份才 出现成熟期的个体
。

雄性生殖细胞和雌性生殖细胞相比较
,

从生长期到成熟期所

濡的时间较短
。

在严寒季节
,

雌性生殖细胞处于小生长期和大生长期越冬
,

到四月份已出

现性腺处于成熟期的个体
。

雌性生殖细胞随着卵黄的积累从大生长期发育到成熟期所需

的时间较长
。

由于生殖腺葡萄状分枝的滤泡数量
、

怀卵量和精子数量的增长和个体壳长成正比
,

所

以捕捞网孔不宜过小
。

河蜕繁殖期高峰是从六月初延续到九月底
。

根据 1985 年在淀山湖

十个点采样调查河舰不同年龄群体的数量分布
,

说明十月份在各点的河规数量统计基本

上和九月份的数量近似
,

并没有减少
,

所以建议河现捕捞季节可推迟到十月初或十月中旬

为妥
。

根据 1985 年在淀山湖十个点的不同年龄的河蜕群体组成
,

其群体结构非常不合理
。

小的群体太多
,

个体大的群体数量太小
,

显然此将引起今后淀山湖河现的产量下降
,

同时

影响其他渔业资源的生态平衡和合理开发
。

这个间题值得水产部门加以重视
。

对淀山湖河现资源合理利用提出下列建议
:

一
、

每年对河规的捕捞应防止过量捕捞
,

目前淀山湖已出现河蜕年龄(壳长)群体的结构

组成不合理
。

二
、

河舰的捕捞季节可推迟到十月初或十月中旬
。

三
、

捕捞的网孔不宜过小
,

若能捕捞个体大的河规供应出口
,

可能对生产有较大的经济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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