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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东山岛西埔湾港养斑鳄的

繁殖生物学
’

金彬明 张其永

�厦门大学海洋学系
,

� �  � � � �

提 要 木文研究了福建省东山岛西埔湾港养斑绦性腺周期发育
、

成熟系数周年变化
、

个体生殖力以及雌雄同体
。

港养斑蝶能在半封闭式湾内发育成熟而且自然产卵
。

其卵细胞发

育分为 � 个时相
,

精巢发育分为 � 期
。

卵膜由透明带
、

外放射带和内放射带组成
,

内有孔道结

构
。

第 � 时相中期卵母细胞的内放射带有 � � � 层纤维状片层
。

产卵后鞘膜细胞和颗粒细胞

分裂增殖变成游走的吞噬细胞
。

西埔湾港养斑蝶 � 龄鱼初次性成熟
,

生殖季节从 �� 月下旬至

翌年 � 月下旬
,

生殖盛期为 � 月
,

雌鱼成熟系数高这 ��
�

�� 男
。

个体绝对生殖力为 � �币� � �印�

粒
,

平均 � �� �� 粒
,

系属于分批产卵类型
,

第 � 批生殖力大于第 � 批
。

关链词 斑缭
,

繁殖生物学
,

性腺周期发育
,

个休生殖力

斑缭 �� 乙以夕。。而、
哪耐

“似� �隶属于鲜科
、

螺属
,

为暖水广盐性中上层鱼类
,

它是我国

近海拖网
、

围网及近岸大拉网
、

张网类和小型刺网的兼捕对象
。

黄渤海区 �� 年代初年产

量 � � � � 余吨
,

东海
、

南海 区 �� 年代年产量 攻。� �一� � � � 吨
,

估计我国斑绦年产量已超过 �

万吨
,

目前资源还只是中等程度的利用 �《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编写组
, �� � � �

。

斑缭生长较

快
,

食物链短
,

性成熟早
,
当年便可养成商品鱼规格

,

天然种苗丰富
,

是我国港养的主要对

象之一
。

近年来与对虾混养
,

经济效益显著
。

关于斑毖早期发育的形态和生态研究已有

零星报道
,

陈真然等 �� �  �� 对斑鳃天然受精卵及其仔
、

稚
、

幼鱼的形态作了详钡
一

的观察描

述
〔, 习� 陈大刚等 �� �   � 曾报道斑缭人工授精和育苗试验获得成功

〔, 习。 有关斑缭繁殖生物

学专题尚未见到报道
。

福建省东山岛西埔湾 � �  � 年围垦筑堤后已成为半封闭式内湾
,

水

面 � � � �
�

� 公顷
,

斑缭年产量在西埔湾总渔获量中居于首位 �张其永等
, � � � � �

。

本文对西

埔湾港养斑缭卵巢和精巢的周期发育
、

成熟系数的周年变化
、

个体生殖力和产卵类型等

有关繁殖生物学进行研究
,

探讨了半封闭式内湾斑绦世代性成熟过程及其自然产卵问题
,

为港养斑织资源增养殖提供科学依据
。

材 料 和 方 法

�
�

样本采集 � � � � 年 � 月至 �� � � 年 � 月从福建省东山岛西埔湾流刺网 和 闸 门 张

网中连续逐月采集
,

共随机取样 ��  �
�

尾斑级
,

体长范围为 �� 一 �� �加二
,

纯体重为 �
,

� �

� �
·

� � �总体重 �
·

�� ���
·

���
。

采用鳞片鉴定年轮
,

鳞片取自背鳍起点前后以下的第 � �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

东山县西埔湾围垦管理处黄振池同志协助采集标本 � 袁拱和胡卫江同 志 参

加部分工作 �倪子绵和吴鼎勋同志帮助电镜
、

光镜摄影
。

在此一并致谢
。

收稿年月 � �玉撼〕� 年 � 月 �同年 � 月修改
�



� 期 金彬明
、

张其永 � 福建省东山岛西埔湾港养斑缭的繁殖生物学 �刀

。行部位
。

经生物学测定后性腺固定保存
,

其中 � �。尾性腺用于光镜和 电镜观摹
� 另取其

中 �� � 尾第 工� 期卵巢作为生殖力测定之用
。

成熟系数 二 �性腺重 �纯体重� � � �� 终
。

�
�

光镜样品处理 自性腺中后部切取组织小块固定于 � �� ���� � � �� � �� 氏液中
,

石

蜡包埋切片
,

卵巢厚度 � � 即�
,

精巢 厚 度 �� 和�
,

用 � �� 就�� �� 氏 苏 木格 伊红 或

�叭 ��� � 氏三色法染色
。

部分卵巢组织小块用 �� 拓福尔马林液固定
,

切片后 苏丹 黑 染

色
,

观察卵母细胞脂肪积累
。

有些卵巢切片还作了 � �  反应
,

以观察卵黄泡 �液泡�内枯

多糖的分布
。

� ��� � � � � � 一� 型显微镜观察和摄影
。

�
�

电镜样品处理 从性腺中部切取组织小块
,

以 �
�

� � 戊二醛 和 �男俄酸双重 固

定
, 。

�

�万 磷酸缓冲液 �� � � �
。

�� 冲洗
,

系列酒精脱水
,
� � �

’

环氧树脂包埋
,
��乐� �   超

薄
一

切片机切片
,

醋酸铀和柠檬酸铅双重染色
,
�� � 一�� � � � �� 透射电镜观察和摄影

。

结 果

�一 � 卵细胞发育过程

�
�

第 � 时相 〔卵原细胞时相 � 略星圆形或椭圆形
,

卵径 �
�

�一��
�

�协�
,

平均 ��
�

�

卜�
。

胞核和胞质均送亮
,

核染色稍深
,

位于细胞的中央
,

胞核占很大比例
,

核径 �
�

�� � �
�

�

卜�
,

染色质均匀分布
,

切面中有 �一 � 个核仁
,

被苏木精染成深蓝色
。

�
,

第 � 时相 �卵母细胞单层滤泡时相 �

�� � 早 期 卵径 � �
�

�一 � �
�

�一�。
,

平均 � �
。

�以�
。

核径 � �
�

�一� �
�

�林。
,

切面中核

仁 � � � 个
,

胞质被苏木精染成紫红色
,

卵膜外周出现稀疏的滤泡细胞
。

�� � 中 期 卵细胞形态不规则
,

多角形
、

梨形或近圆形
。

卵径 ��
�

�一 � � �
�

� � ��
,

平

均 ��
�

�“�
。

核径 ��
�

�� � 
�

�。翅
,

除了小核仁外
,

切面中还出现大核仁 �一 �� 个
。

大核

仁主要位于核膜内缘
,

被苏木精染成深蓝色
,

大多为三角形
、

球形或半球形
。

有时在核旁

胞质 内可见深蓝色的卵黄核
。

胞质呈强嗜碱性
,

被苏木精染成紫蓝色
。

卵膜外周出现一

层滤泡细胞 �图版
一 � �

。

�� � 晚 期 卵母细 胞大多为近圆形 � 胞质嗜碱性逐渐减弱
,

细胞体积进一步增大
,

卵径 � �
�

�一 � � �
�

�协�
,

平均 � �  
�

�眯二
,

核径 � �
,

理一 � � �
�

�卜。
,

大核仁 � � �� 个
,

有些核仁

物质进入胞质
。

卵膜出现透明带
。

�
。

第 � 时相�卵母细胞 出现脂滴和卵黄时相 � 根据脂滴
、

卵黄泡�旧称液泡 �以及卵

黄颗粒出现和积累程度可分为 � 期
。

��  早 期 呈椭圆形或近圆形
,

卵径 � � �
,

�一 ���
�

�“��
,

平均 �弱
�

�协�
。

胞质的中

间圈出现零星的脂滴
,

而后在卵膜内缘出现一层卵黄泡 ����  ��
� �� �的

。

脂滴和卵黄泡形

成后
,

卵膜内缘出现桔红色的卵黄顺粒 �图版
一
� �

。

滤泡细胞由单层变为 � 层
,

外层为鞘

膜细胞层
,

内层为颗粒细胞层
,

其间有 � 层基膜
。

卵膜由透 明带和 � 层外放射带组成
。

�� � 中 期 卵径 � �了
�

� � � � �
�

�卜也
,

平均 � � �
�

�眯也
,

核径 � � �
�

� � ��  
�

�件�
,

脂矛葱不
‘
�

卵黄泡体积不断扩大
,

数量逐渐增多并扩展成多层
。

卵黄顺粒向内扩展
,

�“ 泛分布于胞质

的中外层
。

放射带增至 � 层
,

即外放射带和内放射带
。

电镜观察胞质内有发达的线粒体
,

高尔基复合体和粗面内质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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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狂 期 卵径 � � �
�

�一凌弱
�

� � �
,

平均 � �  
�

�“。
,

核径 � �
�

�� � �  
�

�。。
。

卵黄颗

粒已广泛分布于胞质
,

粒径 �
,

� � �
·

即��
。

�
�

第 � 时相 �卵母细胞卵黄充满时相 � 根据卵母细胞大小
、

卵黄顺粒充满程度和胞

核位置的变化可分为 � 期
。

�� � 早 期 卵径 � � �
·

�一 � � 
�

�林也
,

平均 � �  
,

�
娜

,

核径 � �
�

�� �选�
�

�卜�
。

卵黄颗

粒向内扩展至核膜外周
,

粒径 �
�

� � � �
·

�醉功
。

�� � 中 期 卵径增至 �咬�
�

� � � � 选
�

�卜�
,

平均 � � �
�

�协功
,

核径 � �
�

� � � �  
�

�
协m

。

大

部分卵黄泡 已被挤到卵膜内缘成为皮质泡
。

卵黄颗粒充满胞质
,

粒径 2
.
8~ 14

·

5
户m

。

胞

核仍位于细胞的中央
,

核膜界限逐渐模糊
,

核周 尚有小油球 6~ 20 个(图版
一
3
)

。

内放射带

4
·

g 卜。
,

有 7~ 8 层纤维状片层
,

外放射带 。
‘

9娜
,

透明带 。
.
5户m

。

内
、

外放射带和透明带

内均有孔道结构(图版
一

1 3 )

。

( 3 ) 晚 期 卵径 536
.
7一701

.
1件m

,

平均 644
.
5终。

。

核径 88
.
0~ 155

·

5 ““
,

核开始

偏位
,

卵黄颗粒发育到最大程度
,

粒径 5
.
1~ 16

.
2llm

。

卵膜的 3 层结构清晰
。

颖粒细胞

呈椭圆形
,

鞘膜细胞为扁平状 (图版
一

4)

。

透明带 0. 3林m
,

外放射带 。
.
5协。

,

内放射带

3
.
1。功

。

皮质泡一层位于卵膜内缘
。

卵黄颗粒开始融合
。

.

5

,

第 5 时相(卵母细胞核极化时相 ) 卵径一般在 832
.
4~ 10 50

·

o

娜 之间
,

最大卵

径1354
.
5娜

。

卵子透明
,

油球集中
,

卵黄颗粒融合呈胶液化
。

排卵时成熟卵由滤饱中释放
,

游离地储集于卵巢腔中待产卵 (图版
一

5)

。

卵膜变薄
,

透明带 。
。

1 协m
,

外放射带 0
.
知坦

,

内

放射带 2
.
7卜m

。

卵膜中的孔道融合
,

微绒毛消失
。

6

.

第 6 时相(卵母细胞退化时相 ) 鞘膜细胞大量增殖形成山峰状突起
,

颖粒细胞肥

大呈多层
。

卵膜模糊且断裂
,

其内缘的卵黄液化(图版
一
6

,

7 )

。

鞘膜细胞和颗粒细胞变成

吞噬细胞进入胞质
,

液 化卵黄被吸收
,

胞质空泡化
,

而且散布着两种大小有别
、

染色各异的

吞噬细胞 (图版一8 )
。

卵母细胞萎缩成阿米巴形
,

吞噬细胞发生自溶而后消失, 第4 和第3

时相卵母细胞退化后
,

部分第 2 时相卵母细胞也发生退化
。

( 二) 卵巢发育分期

1 ,

第 I 期卵集 卵巢 1对
,

紧贴于缥的腹面两侧
,

细长而呈灰白色
,

血管分布不明

显
,

肉眼分不出雌雄
。

组织切片观察可见卵巢中充满卵原细胞
,

血管和结缔组织微细
,

蓄

卵瓣开始形成
。

斑缭 工期卵巢终生只出现一次
,

大多出现在 8 月以前的幼鱼中
。

2

.

第 11 期卵巢 呈扁带状
,

桔黄色
,

其长度接近腹腔的一半
。

卵巢膜薄
,

左右不对

称
,

左大右小
。

肉眼可 以 区分雌雄
,

但不见卵粒
。

腹面内缘有 i 条主血管
,

到后期分支血

管较明显
。

以第 2 时相 卵母细胞为主
,

也有少量卵原细胞
。

蓄卵瓣明显
,

其两侧的卵母细

抱排列紧密
。

成熟系数低于 1
.
“绍

。

n 期卯巢见于初次性周期和再次性周 期 的雌 鱼
,

1 9 9 1 年 5 月少数雌鱼的卵巢进入重新发育的 n 期
,

当年生幼鱼也有个别达到此期
。

3

,

第 11 1期卵巢 橙黄色
,

其体积有所增大
,

约 占腹腔长的 2/3
。

卵巢膜逐渐增厚
,

蓄卵瓣较难分辨
,

肉眼能见到卵粒
,

但不易分离脱落
。

以第3 时相卵母细胞为主
,

也有少

量的第 2 时相和个别的第 4 时相卵母细胞
。

成熟系数 1
.
25 ~ 6

,

2 。多
。

1 9 9 1 年 10 月采获

的雌鱼中有 6
.
7% 的卵巢已达 In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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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第 IV 期卵巢 橙黄色

,

其体积明显增大
,

占整个腹腔长的 3八 左右
,

卵巢壁薄
。

左右侧卵巢大小相差较大
。

腹面内缘的主血管和分支血管发达
。

卵粒易分离脱落
。

以第

4 时相卵母细胞为主
,

同时还有第 3 时相和少量第 2 时相卵 母胞 细
。

成 熟 系 数 5
.
20 ~

18
.
55%

。
1 9 9 1 年 12 月采获的雌鱼 中有 26

.
5环 的卵巢 已达 IV 期

。

5

.

第 V 期卵巢 发育至最大体积
,

充满整个腹腔
,

卵巢松软壁薄
。

成熟卵子圆而透

明
。

轻压鱼腹
,

即有透 明卵从尿殖孔排出
。

透明卵主要分布于卵巢的中后部
。

除了大量

透明卵外
,

还有较多的第 4 时相和少量的第 3 时相卵母细胞
。

新生的空滤泡呈念珠状
,

空

腔较大
,

裂 口 明显 (图版一叻
。

成熟系数 17
.
00 一25

.
05 肠

。

1 9 91 年 12 月采获的雌鱼中
,

有

8
.
4% 的卵巢达到 V 期

。
1 9 9 2 年 2 月采到的雌鱼中

,

V 期卵巢占时
.
5 %

。

直到 199 2年 3

月底还有 V 期卵巢个体
。

6

.

第 V l期卵巢 产过卵或自然退化的卵巢
,

呈萎缩状
,

卵巢膜皱缩加厚
,

微细血管

充血而显暗红色
。

卵巢左右侧的前部或后部常愈合
。

卵巢中除了大量的退化卵外
,

还有

一些第 2 时相和第 3时相卵母细胞
,

结缔组织和微细血管丰富
。

老化的空滤泡的滤泡层

模糊
,

滤抱腔变实
。

成熟系数 5
.
20 ~ 15

,

55 拓
。

第 V l
一
工V 期为分批产过一次卵的卵巢

,

其外观与第 IV 期卵巢基本相似
,

但体积比

IV 期的小
,

空滤泡较多
,

以第 4 时相卵母细胞为主
,

还有些第 3 时相卵母细胞(图版
一
9 》

。

( 三) 精巢发育分期和精子发生过程

精巢成对地位于缥的腹面两侧
,

左侧明显大于右侧
,

属壶腹型精巢结构
,

精小叶由精

小囊构成
,

在同一精小囊内的精细胞发育是同步的
。

由精原细胞 发育为成熟精子
,

其间有

5 个发育阶段(精原细胞
、

初级精母细胞
、

次级精母细胞
、

精子细胞和精子 )
。

精巢按外形
、

精细胞发育阶段和成熟系数可分为 6 期
。

1

.

第 I期(精原细胞期 ) 精巢 1 对
,

细线状
,

精小囊内的初级精原细胞
,

直径30
.
2~

36
.8, m

,

核径 18
.
0~ 32

.
1盯n

,

核仁 l 个
,

被 M
allory 染成淡红色

。

2

.

第 11 期 (精原细胞增殖期 ) 呈灰 白色
,

血管分布不 明显
,

成熟系数低于 1
.
18 %

。

次级精原细胞体积变小
,

直径 15
.
1一21

.
3“。

。

精小叶之间的结缔组织中分布着一些 闻

质细胞和微细血管(图版一1 5 )
。

3

.

第 n l 期 (精母细胞生长期 ) 浅红色
,

有明显的血管 分 布
,

成熟 系 数 1
.
12 ~

6
.
65%

。

不同精小囊内的精细胞发育不同步
。

多数为初级精母细胞
,

少数为次级梢母细

胞
,

个别为精原细胞
。

初级精母细胞直径 7
.
1~ 11

,

3 拌In
,

胞质可见 , 次级精母细胞直径

4
·

8 一6
.
3林In

,

无法分辨出胞质
。

各级精细胞随着发育阶段的发展而嗜碱性逐步加强
。

4

.

第 W 期 (精子开始出现期 ) 外缘仍为浅红色
,

内缘则为 乳 白色
,

成熟 系 数

1
.
41一9

.
63%

,

个别精小囊内开始出现精子
。

精子头部呈马蹄形
,

头部直径 1
.3林m

,

尾部

长约 5
.
2林。

,

具有
“
9

x
Z

+
2
”

的轴丝结构(图版一
14 )

。

5

.

第 V 期〔精子成熟期 ) 呈乳白色
,

轻压鱼腹有大量精液流出
。

成熟系数 1
.
81 ~

20.45形
。

多数精小囊内精子聚集成丛
,

精小叶充满成熟精子
,

有的精子群已呈旋涡形分

布
,

是行将排精的先兆(图版
一

1 0 )

,

但少数精小囊内仍有精子细胞和次级精母细胞
。

6

.

第 V l期<退化吸收期) 生殖季节过后
,
大部分精小囊内的精子已分批排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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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巢开始萎缩
,

成熟系数 2
.
03 ~ 6

.
57%

。

尚未排出的精子逐渐退化吸收
。

电镜

观察到吞噬细胞伸出伪足
,

吞噬衰老的精子
。

(
四) 成熟系数和性腺成熟期的周年变化

1. 雌 鱼 成熟系数随季节而发生变化(图 l)
,

性腺成熟期则随卵细胞的周期性发

育而变动(图 2)
。

1 9 9 1 年 3 月中旬卵巢处于 V l
一
I V 和 v 卜 111 期

,

成熟 系数为 1
.
7理多

。
4

月卵巢多处于 V l- H 期
,

成熟系数逐渐下降
,

6 月下旬降到最低值(0
,

41 %
)

,

再次性周期

的卵巢处于重复发育的 11 期
,

当年生幼鱼也开始发育到 1J 期
。

7
~

, 月卵 巢均 处 于 11

期
,

成熟系数略有士升
。

10 月间有 6
.
8% 的卵巢进入 n l 期

,
i

,

4 哪进
.
入 IV 期

,

这些个体

都属于较大体长组
,

表明再次性周期的个体比初次性周 期个体的卵巢发育速度较快
。

成

熟系数从 n 月中旬的 1
.
55形上升到 12 月中旬的 4

.
01 形

。

12 月至 1992 年 1 月
,

成熟系

数递增速度最快
,

大部分卵巢进入 IV 或 V 期
,

2 月成熟系数达到最高值(17
.
88 % )

。
4

月卵巢进入退化吸收期
。

由此可见
,

生殖季节从 12 月下旬至翌年 3 月下旬
,

盛期为 2 月
。

生殖季节的适温范围为 12
.
6~ 16

.
5
O
C ,

适盐范围为 30
.
08 ~ 31

.
43 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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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绦成熟系数的周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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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斑嚓性腺成熟期的周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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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 u nu al va r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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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of 口. p “” ‘协君哪

2 . 雄 鱼 成熟系数的周年变化与雌鱼的一致
,

最高
、

最低值出现的时期相同
,

但雄

鱼成熟系数值一般比同期雌鱼稍低 (图 1)
。

1 9 9 1 年 3 月中旬精巢处于 V 卜n l 和 V l一11

期
,

成熟系数为 1
.
14 %

,
6 月下旬降至最低值(0

.
25 % 》

。
7 一9 月精巢处于 n 期

。

n 月中

旬至 12 月中旬
,

成熟系数从 1
.
30 万增至 理

.
66 另

,

精果发育速度快于卵巢
,

12 月中旬有

5
.
9拐的精巢己发育到 V 期

,

雄鱼 比雌鱼先进入性成熟
。

1 9 9 2 年 2 月精巢大多已发育到

V 期
,

成熟系数达到最高值(17
.
14 % )

。
4 月上旬成熟系数降至 13

.
90 形

,

还有部分个体

的精巢处于 V 期
,

雄鱼成熟系数的下降速度比雌鱼稍慢
。

( 五) 个体生殖力和产卵类型

依据 178 尾 IV 期卵巢分折
,
个体绝对生殖力的变动戴围为 7575~ 72621 粒

,

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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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 10 粒
。

个体相对生殖力 刀石 为 64 一445 粒加m
,

平均
.
243 粒/二m

。

个体相对生 殖

力 刀W 为 220 一1153 粒/g
,

平均 674 粒/g
。

个体绝对生殖力随体长和纯体重而增加 (表
l)。 个体绝对生殖力 F (万粒 ) 与体长 L (m m ) 的直线回归关系式为

:
尸 二 。

.
1 1 72 L 一

1 4
.
0 47 。( 犷 = 。

.
9 9 9 5 )

。

个体绝对生殖力 尸(万粒)与纯体重〔g) 的幕函数回归关系式为
:F 二

1
·

1
8 6

7
丫 1 0

一协

W

,
·

吟 。“。

个体绝对生殖力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大(表 2)
,

初次性成熟为 工龄

鱼
,

生殖力最低
。

从 I 龄到 111 龄鱼
,

个体绝对生殖力和相对生殖力刀L 增长迅速
,

从

Jl l 龄到 IV 龄鱼增长缓慢
。

个体相对生殖力 刃研 从 1 龄到 111 龄鱼随年龄而递增
,

但

从 万丁龄到 IV 龄鱼则趋 子下降
。

表 飞 斑膝个体绝对生殖力
T able 1 T he In divldua l

absolut e fe oun dity of e l“夕。。o d o o p 牡 扭 e to t u ,

平均体长
(m m )

绝对生殖力
(万粒)

第一批生殖力
心少J专之)

第二批生殖力
(万粒)

0
,

9 6 7 1

I C 0 生1

2
‘

马04 8

4
.
13 83

5
,

2 6 6 2

6

甲

48
85

0 陇96

1 ,

〔只〕7 只

1
.
C石6 0

2
.
4阳7

3
.
0石24

3
.
邓韶

0 .4黔5

0 8眨地3

1
,

2 3 8 8

1

‘

7 E 9 3

2

.

2 达生

2
,

7 石5 6

绝对生殖力
(万粒、

第一批生殖力
子万粒、

竿二批生殖力
〔万粒 )

一一
艺0
.
1一30 0

3()
.
1一盛0

.
()

性O
。

1 一50
.
0

石D
.
l se 6 0

,

0

C
U

。

1 一70
.
0

70
,

1 一80
,

0

2 9

。

0

3 5

.

9

4 5

.

6

从
,

7

6 4

甲

3

7 5

.

8

目
,

介志6

1
甲

公5 5 0

3 3 61 2

4
‘

3 丢9 3

石
‘

2 4 6 2

6

.

〔.1 70

七
.
仕任1 莎

1
,

0 9 6 6

1 8 9 3 0

2

.

6 1 3 9

2

.

邺01
,

娜

3
,

3 8 3 2

0

甲

3 6 2 3

( )

.

8 6 2 4

1

.

4 6 8 2

1

.

邸54

2 2石G l

2
.
6 3 3 8

从 n l期至 V l-- 工V 期卵巢的卵 径 频

率分布(图 3 )并结合组织切片观察
,

可以

看出卵巢中有两批卵群先后发育成熟
。

在

111 期卵巢中
,

卵径 40 0林m (第 3时相卵母

细胞 ) 处出现一个明显的高峰
;
卵 径 200

林理 (第 2 时相 )处有一个不明显的卵群 高

峰
。

I v 期卵巢二个卵群高峰明显
,

分别在

卵径 55 0林。 (第 4 时相) 和 2 5 0林m (第 3

时相 )处
。

V 期卵巢出现二个不连续 的 卵

群高峰
。

卵径较大的卵 群 高 峰 在 95如m

(第 ‘时相)处
,

卵子即将成熟排卵
,
卵径

较小的卵群高峰在 45郎m (第 4 时相 )处
,

仍在继续向前发育
。

V 卜工V 期卵巢中仅在

卵径 60伽二 (第 峨时相) 处有一个卵群高

.

不下仪

产
~
人

、

八‘了\

、1
一

W 」明

凸�训侧0
nU00q‘

山盆,一
-
J‘互

入瞬�烈悬

20

l汇)

1 、亏 况 1 1) }艺 1 1 1: L气
’

竺LJ 之己

卵径 (
、
50
”m )

图s 斑缥各成熟期卵径频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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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斑鲤个体生殖力与年龄的关系

T ab lo 2 T h e relat 宜
o n oh iP 加tw

.en Indiv宜d u 压1 f e c u n d jt y a n d

a g e of C
,

p
“ 趁e 协t从

s

年年龄组组 体
一

长范围围 纯体重范围围 绝对生殖力力 相对引是殆 力力 相对生礁力力
(((((m
n l
))) (g ))) (万粒))) 厂/ 石处粒/m m ))) 万/『(粒/g )))

IIIII 1〔巧一14888 14
.
巧一50

.
111 丈

.
6 5 5 555 1 1 999 4契契

IIIIII 139一16777 公5
.
1一69

甲

777 3

,

1 2 二333 2肠肠 68111

1111111 1石7一17777 43
.
1一85

甲

777 5

,

1 唇3 222 3 0 666 7 7 111

III VVV 1 7 2一19222 67
.
6一96

,

777 5

。

6 1 5 000 3 2 000 7 3 333

峰
,

卵径较大的卵群高峰已消失
,

表明第一批成熟卵子 已排出
,

第二批正在成熟发育
。

因

此认为斑蝶系属 于分批产卵类型的鱼类
,

在一个生殖季节至少能产卵两次
,

间隔约一个

月
,

第一批生殖力大于第二批(表 l)
。

( 六) 性比和性成熟最小体长

统计 1018 尾斑螺样本
,

雌鱼 602 尾
,

雄鱼

妙价移
一

考娜
图 4 斑鳞的卵精巢和精卵巢

F ig
.
4 OV

o七est es a泊d 七。吐。卜ova ry
of 口

.

娜
邓心t a 云训

人
.
卵精巢腹面观 ; B

.
卵精巢背面观 ; C

.
精卵

巢腹面观 ; D
.
精卵巢背面观

。

4 1 6 尾
,

雌雄性比为 1
.
4 47 :1 。 生殖期间从

生殖群体中取样 622 尾
,

雌鱼 332 尾
,

雄鱼

29 0 尾
,

雌雄性比为 1
,

l 药
: 1。 雄鱼初次

性成熟年龄为 工龄
,

出生后 1 周年就达到

性成熟
,

初次性成熟最小体长为 12 3m m
,

纯体重 25
。

8 9

,

总体重 29
.
39 ,

精巢重1
.
09 ,

成熟系数为 3
.
88 %

。

雌鱼也 是 工龄 鱼 发

育成熟
,

初次性成熟最小体货为 12 5m m
,

纯体重 28
.
之g

,

总体重 33
.
29 ,

卵巢重 1
.
5

g ,

成熟系数为 5
.
28形

。

( 七) 雌 雄 同 体

周年采样中已观察到 8 尾雌雄同体
,

左右侧性腺同时存在精巢组织和卵巢组织
,

两者

外观界限明显 (图 吐)
。

雌雄同体有两种类型
,

一种是卵糟巢
,

另一种是精卵巢
。

1

.

卯精巢型 观察 6 尾斑缭具有卵精巢
,

卵巢组织约占整个性腺体积的 4/5
。

从腹

面观 (图 4一A )
,

左侧性腺 中部有 1个精巢组织区
,

其余均为卵巢组织区
; 右侧性腺除了后

端或前端有 1个 卵巢组织区外
,

其余均为精巢组织区
。

从背面观(图 夯B )
,

除边缘为精巢

组织区外
,

其余均为卵巢组织区
。

1 9 9 1 年 12 月 17 日采到卵精巢型的 11 龄斑缭
,

成熟系

数 14
.
的% (早V 了V )

,

在卵巢组织区有第 5 和第 4 时相卵母细胞
,

还有些空滤泡和第 3

时相卵母细胞
;
精巢组织区的精小叶内充满了成熟精子

。

卵巢组织和精巢组织发育程度

颇为一致
。

2

.

精卵巢型 只观察到 2 尾斑绦属于精卵巢类型
,

其精巢和卵巢组织所 占的比例 和

位置与卵精巢类型的大致相反(图 如e
.
D )

。
1 9 9 2 年 1 月 4 日采到精卵巢类型的 n 工龄



期 金彬明
、

张其永: 福建省东山岛西埔湾港养斑蝶的繁殖生物擎

斑缭
,

成熟系数 20
.
89 终 (忿V 了V )

,

在精巢组织区的精小叶内充满旋涡形分布的成熟精

子
,

部分精小囊中的精子已排空
;卵巢组织区有第 4 和第 5 时相卵母细胞

,

还有些空滤泡

和退化的第 5 和第 4 时相卵母细胞(图版一1 2 )
。

讨
一

论

1. 卵细胞发育的分期问题 本世纪三十年代
,

B

.

A

.

M
e 胜陇 对一些硬骨鱼类的卵巢作

了细胞学研究
,

将卵母细胞的生长期分为胞核改变期
、

小生长期和大生长期
,

而且把小生

长期中的稚龄期称为第 1 时相
,

单层流泡称为第 2 时相
,

未将卵原细胞纳入分期的范围
,

忽视了卵原细胞增殖期和卵母细胞退化期
。

国内学者习惯于沿用 M e胜‘ 的分期方法
,

近

年来有些作者 已作部分修改补充
,

在硬骨鱼类卵细胞发育分期中
,

把卵原细胞增殖期确定

为第 1时相
,

单层滤泡期为第 2 时相
,

卵母细胞退化期称为第 6 时相 [刘笃等 (19 83 )
,

林

鼎等(1984)t
, J ,

谢湘编等(2990)[
1.〕,

洪万树等(1991)〔
, , 〕
]
。

本文作者根据斑缘卵细胞各发

育阶段的细胞形态学特征
,

将卵细胞发育分为 6个时相
。

2

.

卵母细胞的退化 在半封闭式的西埔湾内
,

港养鱼类的卵巢退化有两种情况
:
一

种是不能在湾内自然产卵
,

生殖季节中Iv 期卵巢就开始退化
,

如港养黄鳍鳃和鳍鱼〔‘
0.l

, 〕,

另一种是能在湾内自然产卵
,

生殖季节过后卵巢才退化
,

如港养斑缭的卵巢退化主要在产

卵后出现
,

未排出的第 5 和第 4 时相卵母细胞最先退化
,

然后第 3 时相卵母细胞才开始

退化
。

斑缭大生长期卵母细胞的退化顺序与维鱼(施琼芳等
,

1 9 6 4 )
〔8 ,和带鱼 (龚启样等

,

1 9 8 4 )
〔‘, , 相似

。

斑缭大生长期卵母细胞退化后
,

部分第 2 时相卵母细胞发生退化或处于滞

育状态
,

类似的报道也见于星斑裸颊绸 (Le 云入而。
:。加勿哪s) 繁殖生物学研究 (E b is。二

,

1 9 9
0)

〔川
。

斑燎第 4 时相卵母细胞退化时
,

鞘膜细胞分裂增殖
,

而后颗粒细胞也增殖成多

层
,

这两种细胞都变成游走的吞噬细胞
,

进入退化的卵母细胞内吞噬
‘

卵黄颗粒
。

以往文献

[施琅芳等 (1964)〔
. ,

1
吴佩秋 (1950)

〔. 〕
、

张其永等(2993)
『1 1 ,

、

E

a o t i
n

g
s

( 1 9 8 1 )
t
i , 习

、

E b i
。
,

a

( 199。)丁川 已有报道颖粒细胞或滤泡细胞肥大增殖后吞噬卵黄物质
,

但未明确指出鞘膜

细胞也能分裂增殖变成吞喊细胞
。

3

.

福建沿海斑鳃的生殖季节 陈大刚(1975) 报道福建沿海斑鳃产卵期为 2~ 4 月闺
。

张仁斋等 (1985) 认为斑缭的产卵期较长
,

各个海区的产卵时间基本一致
,

从 4 月上 旬至 G

月下旬
,

盛期在 5 月中旬至 6 月上旬〔.〕
。

《福建鱼类志》(1‘8约记载福建省九龙江 口的斑

缘产卵期为 7一8 月 〔, 生〕。

本文作者根据周年采样
,

确认东 山岛西埔湾港养斑螺的生殖季节

从 12 月下旬至翌年 3 月下旬
,

盛期 2 月
。

1 9 9 1 年 3~ 5 月作者还采集到九龙江 口 的斑缭
,

其性腺发育程度 与同期西埔湾斑缭相同
。

4

.

西埔湾斑鳃资源的繁殖保护问题 斑螺应属于 r 型选择的生活史类型
,

个体小
,

生长较快
,

I 龄鱼即达性成熟
,

生命周期短
,

成熟系数较大
,

而且食物链短
,

以浮游生物和

有机碎屑为主食
。

其资源特点是种群结构简单
,

世代交替快
,

更新能力强
,

增殖能力较高
,

能承受较大的捕捞压力
,

但易受环境因子影响
,

资源稳定性较差
。

1 9 81 一 199 1年间西 埔

湾斑缭年产量波动于 朽 ~ 15 0 吨 (表 3)
。

1 9 8 1
~

1 9 8 3 年间
,

斑缥年产量高 达 130 ~ 13 7

吨 ;19 85 ~ 19 88 年春季未开闸纳苗
,

斑螺年产量逐年下降
,

1 9 8 7 年低达 45 吨 , 1 9 8 9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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