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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种银鱼卵膜丝形态的初步观察
’

张 玉 玲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

北京 )

提 要 卵膜表面具卵膜丝为银鱼的重要特征
。

本文记述了十三种银鱼卵膜丝在胚极
、

侧面

及对极的形态特征
。

其中 连种为首次记载泌 种有补充修正
。

同时讨论了前人的工作
。

初步按

卵膜丝结构把卵膜丝形态归纳为密致
、

稀疏直丝
、

稀疏弯丝
、

稀疏角丝和短线辐射五个型
。

关链词 银鱼
,

卵膜丝
,

形态

国内外先后有胁谷洋次郎 ( W
o k iya

,

Y
.

) 和高桥仁 助 ( aT k o

ha 滋
,

N
.

) ( 19 抬
、

19 37 )
、

松原喜代松 ( 1 9 5 5 )
、

陈宁生 ( 1 9 5 6 )
、

O ka da( 1 9 6 0) 等报道银鱼卵膜丝的研究工作
。

近年
,

我们在室内观察了 6 属 13 种的卵膜丝
。

所得 4 种为首次记载
,

6 种作补充修正
。

材 料 和 方 法

取 V 期卵于载玻片上
,

加半滴甘油
,

用光镜 ( 80 一盛的 倍 )观察
。

控制光线
,

用针轻轻拨动卵粒
,

使胚

孔
、

侧面和对极的卵膜丝清晰可见
,

然后绘图或显微摄影
。

观 察 结 果

1
.

大银鱼 P or 才郎。 玩解而 , 哪拓 ( aB幻 le w : k y )( 采集地
:

太湖
,

1 9 7 5
,

春
,

太湖渔管会

赠 )
。

胚孔周 围的圆环状隆起不 明显
。

胚孔内有不等长的短丝
,

并生长出细密而直
、

逐

渐分枝
、

互相密接的卵膜丝盖满卵膜表面
。

至对极
,

数根渐连接合一
,

成为末端不膨大的

单丝
。

裸区有短丝〔图版
, 1

4

a
( 1 0 x s ) , b ( l o x 4 0 ) , c ( 10 x 4 0 )〕

。

2
.

小齿 日本银鱼 aS J。 成夕落叭`勿` 。 初。 面。 B l叨 ke r (采集地
:

东京北 70 公里 L a

肠
K as u o i 19 79

.

2
.

16
,

日本东京大学
,

阿部宗明教授赠 )
。

胚孔明显
,

周围呈圆环状隆

起
。

胚孔内周生长出粗直的卵膜丝 16 ~ 23 根
,

排列紧密
。

卵膜丝呈锐角分枝
。

至对极
,

渐接合为末端膨大的单丝
。

裸区无短丝 [图版
,

2
·

b ( 1 0 x s ) ; e
( I D x Zo )」

。

3
.

短吻新银鱼 沁 osa 坛。 b、 耐。 “ 而 : ( eP n e g ir n ) (采集地
,
广 西 防城县 竹 山

,

19 83
,

1。 )
。

胚孔明显
,

周围呈圆环状隆起
。

胚孔内周 生长出较直的卵膜丝 工7一 19 根
,

排列稀疏
,

间距不等
。

由胚孔向下大多数卵膜丝呈锐角逐渐分枝
,

少数卵膜丝不分枝
。

至

对极
,

渐接合成单丝
,

末端不膨大 ,裸区无游离卵膜丝 〔图版
,

.3 b (幼 x 1 5 ) , c( 1 o x 4。 )〕
。

首

次描述
。

.
张一芳同志绘图

,

崖此致谢

收稿年月
·

1 9 8 9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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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色新银鱼 从 o a s乙 a

朋
a犷 g。 。 。̀ a ( Lin ) (采集地

:

珠海 )
。

胚孔不明显
。

胚孔

内周生长出的卵膜丝超过 30根
,

排列较紧密
,

呈分枝状
,

形成精细的网状 物
。

对 极少

数单 ` 末。 膨大或
·

与邻丝。 成斑状
。

裸区有游离的卵膜丝〔
图版

, `
·

、 \’s 场
“ 不: ` T a k“ h a s `’」

。

,

1 ,

o X

下为 ;

_
`

_

1 , ,

一
` x 二二力 灭令认

了

5
.

安氏新银鱼 加面韶衍卿
a o d 。 : 别矽价店 (决

。 d a hl )( 采集地
:

河北省乐卒县北港
, 1 , 80

,

2 )
。

胚孔内充满不等长的卵膜丝
。

胚孔周围的环状隆起被密致的卵膜丝 覆 盖
。

卵膜

丝细直
,

排列紧密
,

逐渐分枝
,

具横带纹状丝
,

形成不等长的纬向弧形条纹
。

在对极
,

逐渐

接合成单丝
,

末端稍膨大
,

形状不规则
。

裸区有游离的不规则的短丝巨图版
, 5

.

。 ( l 。 只 8
、

1 0 x 4 0 ) ; c
( 1 0 x 2 0

、

1 0 x 4 0 ) , d ( 1 0 x 4 0 ) ]
。

6
.

乔 氏新银鱼 刃即翻协。 和犷面而 W
a k污a et T a肠h a幻 (采集地

。
碧流河

,

19 76
, 5 ,

10 ,丹东浪头
,

19 8 2
,

4
,

18 大连水产学院秦克静教授赠 )
。

胚孔明显
,

周 围呈圆环状隆

起
,

中心无短丝
,

由内周生长出卵膜丝 n 一 13 根
,

间距不等
。

卵膜丝略弯曲
,

逐渐分枝
。

在

对极
,

渐接合为末端膨大的单丝
。

裸区短丝极少 [图版
,

6
·

乙( 1 。丫 8 ) ; C ( 1。 只 2。 ) 〕
。

7
.

寡齿新银鱼 爪
。二不a

浦 。肠g od 劝。 ￡落5 C il e n (采集地
:

太湖
, 1 9 7 5

,

4
, 17 )

。

胚孔明

显
,

周 围呈圆环状隆起
。

胚孔内周生长出卵膜丝 11 一 13 根
,

间距不等
,

胚孔内无短丝
。

在

近胚孔处卵膜丝微弯
,

经侧部 向对极渐呈强烈弯曲或互相缠绕
,

末端不膨大
。

裸区无短丝

(图版
,
7

·

乙( 1 0 x s ) , `
( 1 0 x 2 0 ) , c ( 1 0 x 2 0 )〕

。

符合前人观察结果
。

乔 氏新银鱼与寡齿新

银鱼的卵膜丝有明显区别
。

前者略弯曲
,

在对极大部分末端膨大
,

裸区短丝极少 ; 后者强

烈弯曲
,

在对极互相缠绕
,

末端不膨大
,

裸区无短丝
。

8
.

陈氏新银鱼 爪
。韶艺a二 `a 、 g几a力赤“ 名 ( W u ) (采集地

:
福建石码

, 1 9 7 6
, 3 , 4 )

。

胚

孔明显
,

周围呈圆环状隆起
。

胚孔中心无短丝
,

从内周生长出较细的卵膜丝 20 ~ 30 根
,

排

列较密
,

间距不 等
。

大部分卵膜丝逐渐呈不规则分枝
、

横连或接合
。

对极单丝末端略膨大

或与邻丝相连
。

裸区无短丝〔图版
,

8
.

石( 1 0 x 4 0 ) , 。 ( 1 0 只 4 0 )」
。

首次描述
。

9
.

太湖新银鱼 从
。 s就 a

卿 才耐 h哪。珑, C he 。 (采集地
:

太湖
,

19 75
, 4 , 27 )

。

胚孔明

显
,

周围呈圆环状隆起
。

胚孔内周生长出辐射状卵膜丝约 17 根
,

排列不规则
,

长短不一
。

侧部短丝分 布不均匀
,

极个别相交
。

对极短丝极稀少
。

裸区无短丝〔图版
,

9
.

叔 10 x 4 0) ;

c ( 10 X 4 0 ) ]
。

首次描述
。

10
.

近太湖新银鱼 瓜
。。“ 坛浦 夕3`诫 ot a 认哪舫感名 Z h叨g( 采集地

:

太湖
, 1 9 75

, 1 。 )
。

胚孔明显
,

周 围呈圆环状隆起
。

由胚孔内周生长出卵膜丝约 16 根
,

间距不等
。

卵膜丝较

直
,

排列稀疏
。

’

大多数卵膜丝由胚孔向下呈锐角逐渐分枝
,

少数卵膜丝不分枝
。

在对 极
,

接合的单丝长短不同
。

裸区有短丝仁图版
,

1 0
.

石( 1 0 洲 2 0 ) , 。 ( 1 0 x 2 0 ) ]
。

1 1
.

白肌银鱼 肠哪。

~
a ch 么。 e

耐
s ( o o b e e k ) (采集地

:

福建石码
, 1 9 7 6 ,

3
,
4 )

。

胚

孔明显
,

周围隆起呈圆环状
。

胚孔内周生长出卵膜丝 12一 14 根
,

间距不等
,

粗细不匀
,

分

枝锗综断续相文
,

交点为不规则的三角形
。

近三角处丝较粗
,

远端渐细微并逐渐接合
。

在

对极
,

多接合为单丝
,

’

个别与邻丝相接
。

裸区无短丝〔图版
,

n
·

a( 10 x 8 ) , 叔 10 、 2。 ) ;

c ( 1 0 x 2 0 )二
。

首次描述
。

捻
.

前领间银鱼 H
e饥名孙玩耐 , 卿 g、 ht o R e g a n (采集地

:

丹东浪头
, 1 9 80

,
4

,

1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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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

周 围呈圆环状隆起
。

胚孔内周生长出徽弯卵膜丝 n 根
,

明显成对
,

向下分成 2一4

枝
。

第 1 级分枝间约呈钝角
。

在对极接合为单丝
,

末端膨大
,

不与相邻各丝接连
。

对极裸

区无短丝〔图版
,

1 3
·

。
( 1 0 x s ) ; b ( 1 0 x 2 0 ) , e ( l o x 2 0 ) 〕

。

讨 论

W
班k厅a 和 aT k a五a s i ( 1 9 3 7 )记载大银鱼的卵膜丝从对极生出

,

向上不达胚孔
,

在胚

孔四周有许多同心排列的短丝状体断片
,

裸
鲡

有许多丝状体断片
(
图 `

·

。 、

旱
石 , ”

、

邻 )
。

国内有人认为大银鱼无卵膜丝 ,有人观察结果与 Wa 咖
和 aT haha

` ( 1。 3 7 )

相符
。

但是笔者的观察与前人不同
。

卵膜丝是由胚孔内生长出来
,

向对极逐渐分枝密接
,

而不是生自对极
,

胚孔附近无裸区
,

在对极有裸区并有短丝
。

前人的观察
,

可能将胚孔和

对极颠倒
。

据记载
“

受精以后
,

卵膜上包缠着的细丝从卵膜孔对面一极游离出来
,

而位于

卵膜孔这一极的基部仍连在卵上
,

从而分散成一环细丝
。 ”

我的观察与上述相符
。

因为卵

膜丝出自胚孔
,

与卵相连
,

所以受精后
,
胚孔的卵膜丝仍连在卵上

。

对极的卵膜丝是从胚

孔延伸下的
,

无固着点
,

呈游离状
。

W
a 目y a 和 T o k冷 b a 抓 ( 1 9 3 7) 指出安氏新银鱼的卵膜

丝与大银鱼的近似
,

其区别只在于安氏新银鱼的丝粗壮
。

但是
,

笔者观察安氏新银鱼的卵

膜丝与他们记载的大银鱼的卵膜丝有明显区别
。

前者卵膜丝是从胚孔内周生长出来
,

而

不是出 自对极
,

胚孔四周密盖卵膜丝
,

而无裸区
。

卵膜丝有横向连丝
,

形成不等长的弧形

条纹
,

对极单丝形状不规则
,

末端稍膨大
,

裸区短丝形状不规则
。

大银鱼对极单丝形状简

单
,

末端不澎大
。

多

蟹`誉茄

图 1 大银鱼卵膜丝 (依 w a U了肠 a
dn 吸 ka ba o i)

r 褚
.

1 1、 e 戮 la m 。此 , 。 f 。

砌恤 1 眼 g

~
·

b ar 朋 。 f 介时 os 司叻公 比 ”̀ 砂 ” 名钻 (现心钾 .勿 )

( f r o m w a公邓 a n d 恤 k a b a 吐 )

图例同文中图版

丁七妇 l e g o n d 五s 七h e 已 a r泣 e w i七h P协 t . 址 a 炜 l o le

图 2 有明银鱼卵膜丝 (依W a k i ay
,

aT 恤ha is a u d

O k公d a
)

F i g
.

Z T么e f i玩脚 n 加 。 f e l 七。 r n a l 呀 g
一

翻扑
bar ne o f aB 沁” j a r `ak姗`s h 血扭。 u y 。

( f功m

W al d y a ,

T压k a 知邹 1 a
dn o 灿记 a )

图例同文中图版
T五 e l e g舰 d i吕 t h 已 因幼 , 。 w 里恤 p纽弋. 肠

“ r t l e l。

据前人记载
:

太湖新银鱼
“

卵表面光滑
,

没有粘丝
” 。

有人曾提出过卵膜外有排列宽

松的条纹的不同看法
。

有人观察洪泽湖产太湖新银鱼的卵膜表面的相当大部分被细丝包

缠
,

并看到受精后
,

这些细丝的一端脱离
,

另一端仍连在卵上
。

笔者观察与上述不同
。

其卵

膜丝呈辐射短线
,

长短不一
,

分布不 匀
,

极个别相交
。

1 9 7 5~ 1 9 7 6 年春季
,

本人参加太湖

新银鱼人工受精孵化工作时
,

在低倍光镜下
,

昼夜观察受精卵发育情况
,

但未看到受精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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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细丝缠绕
,

是本人观察结果的佐证
。

因为卵膜丝均为不等长短线
。

据 W
。菌ya 和 aT k 。

恤 , i ( 1 9 3 7 )记载
,

乔氏新银鱼的卵膜丝与有明银鱼 孔阮恻
a 犷亿

·

鲡~ ` 加 ou
洲

图 么 · 、 30 ; ” 沐

争
; 。 又

争 )
的卵膜丝相似

。

后者的卵膜丝特

征是胚孔内周生长出 n 一 14 根互相紧靠的卵膜丝 , 向下呈 3~ 7 锐角分枝
,

形成网状
,

有

横连单丝
,

末端略膨大
,

几不与相邻各丝连接
。

对极裸区散有许多短丝
。

笔者观察前者

卯膜丝与后者的不 同点在于排列稀琉
,

分枝少而夹角大
。

对极单丝少数结合
,

裸区短丝

极少
。

据 W。幻y 。 和 呱k玫h a , i ( 1 9 3? ) 记载
,

前领间银鱼的卵膜丝亦与有明银鱼的卵膜丝

相似
。

但是笔者观察
,

前者 12 根卵膜丝在胚孔处排列 间距不等
,

不紧密
,

亦不是 n 一 14

根
,

裸区短丝偶见而不是许多
。

据 w
o k ,” 和 T a

ak ha
: 主 ( 19 3 7 )记载

,

居氏银鱼的卵膜丝

形态与有明银鱼的卵膜丝形态完全一样
。

但是
,

笔者观察他们有区别
。

前者微弯而不是

较直 ,胚孔处的卵膜丝约成对
,

各对间隙明显而非紧靠 ,卵膜丝分枝 2一 4 非 3一 7
,

1 级分

枝呈钝角非锐角 ,无横连单丝 ,裸区无短丝
。

综上所述
,

笔者初步认为银鱼的卯膜丝可分为下列类型
:

1
.

密致型
.
卵膜丝少者 30 条

,

多者不可计数
,

细密分枝
,
盖满卵膜表面 ,胚孔由于被

密丝班盖而不明显 ,裸区一般具短丝
。

典型代表为大银鱼
、

安氏新银鱼
。

2
.

稀琉直丝型
.
胚孔明显

,

卵膜丝 1 1~ ” 条
,

呈直的分枝状 , 裸区一般具短丝
。

典

型代表为前领间银鱼
,

其它有小齿日本银鱼
、

近太湖新银鱼
、

短吻新银鱼
。

3
.

稀疏弯丝型
: 卵膜丝 11 一 “ 条

,

呈弯丝分枝状
,

胚孔明显 , 裸区无短丝
。

典型代

表为寡齿新银鱼
,

其它有陈氏新银鱼
、

乔氏新银鱼
、

有明银鱼
、

居氏银鱼
。

4
.

稀疏角丝型
:
卵膜丝 12 条

,

相交处为不规则三角形
。

只有 1 种自肌银鱼
。

5
.

短线辐射型
:
卵膜丝约 17 条

,

呈不等长的辐射状短线
。

只有 1种太湖新银鱼
。

银鱼卵膜丝的劝能及其在系统发育中的意义另文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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