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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海区皱纹盘鲍生殖周期的研究

刘水峰 刘永襄 隋锡林 高绪生

(辽宁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对大连海区皱纹盘鲍性腺指数的季节变化及生殖周期进行了初步研究
。

对精巢 和卵

巢的发育过程分别从组织学作了分期
。

对各发育时期的基木特征作了较详细描述
。

并民讨 论

了准确掌握鲍的繁殖期应注意的有关问题等
。

皱纹盘鲍 (五哪命“ s 而 s翻 5 h a
耽 “ 玩 。

,

) 产于我国黄渤海区
,

是我国鲍属中经济价值

最高的种类
,

为名贵的海产珍品
,

其产量约占我国鲍总产量的 70 多以上
。

为了积极增殖鲍的资源
,

近年来辽宁和山东等省
,

先后开展了鲍的人工育苗
。

在人工

育苗过程中
,

必须准确掌握产卵期
,

但至今对黄渤海区皱纹盘鲍生殖周期的研究不多
,

本

文的目的是为此研究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

材 料 和 方 法

研究用的亲鲍采 自大连黑石礁附近海区
。

自 1 9 7 9年 4 月至 1 9 8 0 年 3 月
,

共采集 14

批 幻
.

2个标本
,

即每个月一批
,

每批 15 个左右
,

个别月份采二批
。

所有标本均在采捕当天及时测定性腺指数 (角状部重量 + 软体部重量 x 1 00 % )
。

每批

标本取 10 个以上个体的性腺
,

用 oB iu n 氏液固定
,

固定部位分角状部尖端和 中央部两段
。

固定后用 70 %酒精洗涤
,

保存于 80 形酒精中
。

切片用石蜡包埋
,

切片厚度 即
,

用 D el o

ife ld 氏苏木精染色
,

伊红复染
。

结 果

(一 ) 性腺指数的季节变化

根据周年测定的 21 2 个亲体标本统计
,

性腺指数的季节变化如表 1 和图 1 所示
。

它的

高峰俏出现在 6月下旬
,

与组织学观察到的生殖腺最丰满的成熟期结果不相吻合
。

(二 ) 生殖腺发育的组织学观察

1
.

精巢的发育及其季节变化

通过对全年 99 个雄性切片标本的观察
,

精巢的发育过程分为如下五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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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性腺指数侧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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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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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性腺指数变化与水温的关系

(— 性腺指数 ; ·

… 水温 )

( l) 休止期 精巢极度萎缩
,

其平均最大厚度仅为 。
.

3一 0
.

5 毫米
,

下降到全年最低

值 (参见表 2 )
。

精巢内间隙很大
,

生殖上皮退化为零散的云块状
,

着色极淡
,

其上虽仍有

少量的精原细胞和精母细胞
,

但基本处于不活动的休止状态
。

到达本期时残留的精子完

全消失
,

这是与放精末期的重要区别 (见图 2一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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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恢 复期 本期的特点是精巢内生殖上皮组织明显扩展和增厚
,

其基部连接于生

殖腺表皮上
,

向内排列成粗大的分枝
。

在整个生殖上皮上
,

由于年轻的生殖细胞活泼地增

殖
,

精原和精母细胞开始大量出现
,

伴随精母细胞的增加
,

精巢内间隙变小
,

着色能力增强

(见图 2一 2
、
s )

。

(3 ) 成熟前期 到达本期时精巢明显增厚
,

平均最大厚度约达 1
.

3 毫米
。

精巢内被大

量精母细胞所充满
,

几乎无间隙
,

对苏木精着色极浓
。

到本期末
,

局部可见到个体比精母

细胞小的精细胞出现
。

生殖腺外观呈乳黄色
,

性别肉眼可区分 (见图 2一 4
、
5 )

。

(4 ) 成熟期 本期精巢达到全年最半满阶段
,

平均最大厚度达到 2
.

4 毫米
。

精巢内除

遍布有密集的精母细胞和精细胞外
,

精子已大量出现
,

其头部为圆柱形
,

长约 3微米
。

大量

成熟精子沿着一定方向有规律地排列
,

使切片上呈现出大的云朵状花纹 (见图 2一 6
、

7 )
。

(5) 放精末期 精子已大量放出
,

精巢明显萎缩
,

其厚度 由最丰满时的 2
·

4 毫米 , 下

降到 。
.

7毫米左右
。

精巢内生殖上皮开始萎缩
,

着色极淡
,

并有结缔组织拥入
。

但本
.

期精

巢中
,

除尚存少量精原
、

精母细胞外
,

还可见到少量的残余精子 (见图 2一 8 )
。

依据上述分期标准
,

精巢发育的季节变化及其同水温的关系如图 3所示
。

即休止期

为 10 月初到翌年 1 月
。

恢复期为 2 月初到 5 月
,

与休止期一样
,

各历时四个月之久
。

成熟

前期出现于 6 月
。

成熟期 自 7 月初到 8 月上旬
,

并以 8 月上旬达最丰满
。

放精末期在进

入 8 月下句的切片上已全部到达
。

说明在此以前即 8 月中旬前后为精子大量放出时间
,

从

水温看正值全年的高谧期 ( 23
O

C )
。

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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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精巢各发育阶段的时间及水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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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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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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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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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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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卵巢的发育及其季节变化

根据对全年 81 个雌体切片标本的观察
,

皱纹盘鲍卵巢的发育分为如下五期
。

(1 ) 休止期 卵巢极度萎缩
,

平均最大厚度为 。
.

4一0
.

5 毫米
。

卵巢内除可见到少量

的 3一 5 微米的卵原细胞外
,

也能见到一定数量的卵母细胞
,

并多数用卵柄附着于卵泡上

皮上
,

体部直径 30 微米左右
。

本期内这些卵母细胞的数量无明显增减
,

大小也基本无变

化
,

处于相对休止状态
。

本期卵巢内残余的卵完全消失 (
_

见图 4一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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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
。

卵巢内间隙变小
,

厚度增厚
,

变得越来越丰满
。

卵巢外观开始呈褐色
,

性别肉眼可

辨别
。

伴随着卵母细胞的生长
,

细胞质内开始出现油球蓄积
。

大的油球顺粒可达 5微米

以上
,

由于它儿乎不能被苏木精着色
,

故呈空泡状
,

使卵母细胞着色变差
。

随着卵母细胞的

进一步生长
,

细胞质内
、

油球之间
,

卵黄球也开始蓄积
,

小的卵黄球对苏木精着色很浓
,

数

量不断增加
。

到本期末
,

在卵母细胞外面包有一层厚的胶质膜 (见图 奋 4
、

5 )
。

(4 ) 成熟期 本期卵巢达到全年最丰满阶段
,

平均最大厚度近 3 毫米
,

外观呈灰绿

色
。

本期的特征是有大量卵母细胞 已失掉卵柄而落入卵巢腔内
,

或者仅以较细短的原生

质带连接于卵泡上皮上
。

最大卵母细胞体部卵黄径为 1 62 微米
,

但多数为 1 10 微米左右

(参见丧 3 )
。

卵的形状成圆形或由于相互挤压而成多边形 (见图 4一 6
、

7)
。

表 3 卵母细胞体部卵黄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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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放卵末期 大量的成熟卵子已放出
,

卵桌明显萎缩
,

平均最大厚度下降到 0
.

8 毫

米左右
。

但本期的特点是卵巢内仍可见到少量的崩溃中的残余卵子
。

此外
,

也可见到一

定数量的呈葡萄状分枝的卵母细胞
,

其体部直径在 30 一 50 微米之间 (见图 4一 8 》
。

依据上述分期
,

卵巢发育各期的出现时间及其同水温的关系见图 5 。

休止期 自 10 月

上句开始到 1 月
。

恢复期为 2 月初到 4 月
。

生长期为 5 月上旬到 了月
。
了月下旬到 8 月

上旬为成熟期
,

同精巢发育相比
,

本期到来偏晚
,

历时较短
。

进入 8 月下旬的切片标本全

部转入放卵末期
。

说明在此以前 即 8 月 中旬前后
,

为成熟卵大量排放时期
,

其间水温为

2 o3 C
,

与精巢的发育相吻合
。

3
.

关于雌雄同体

鲍的两性体
,

在以往的资料中尚未见过报导
。

19 8 2 年 7月 2 7 日我们在人工采卵时
,

发现一壳长 7 厘米的个体
,

在紫外线照射海水作用下先是排卵
,

不久又大量放精
,

表现出

典型的雌雄同体现象
。

标本固定后经组织学观察
,

在生殖巢的较大部位上
,

普遍可以见到

精母和卵母细胞同时并存的现象
。

其分布特征是
,

卵母细胞占据的空间较大
,

并多集中在





水 产 学 报 g卷

法
,

即以 肉眼能否辨别雌雄性别以及用包被着生殖腺的角状部同壳缘高度相比梦法分期
。

它的特点是不用杀死亲体
。

W比b y 和 o ie由 (1 9 6幻则采用生殖腺重量与软体部重之比的

指数法表示
·

现在看来这些方法都很难笋确地反映生殖腺发育的真实变化
·

从本次测定

的性腺指数看
,

其高峰值出现的时间
,

与组织学观察到的生殖巢最丰满时间相差一个月以

上
。

就是说在组织学观察到的成熟期
,

性腺指数反而明显下降
。

相反
,

进入生殖巢极度萎

缩的休止期
,

指数值却略见上升
。

导致这种用重量法测定的性腺指数出现假高峰值的原

因
,

是由于角状部的重量和丰满程度
,

受摄食量的季节变化干扰很大的缘故
。

人工采卵的

实践也表明
,

进入成熟期的亲鲍
,

尽管外观看角状部并不十分膨起
,

但多数能获得满意的

产卵结果
。

因此
,

在选择采卵用亲鲍时
,

不应完全凭角状部的膨起程度确定
,

今后有必要

探索更科学的表示方法
。

2
.

无论在自然产卵或人工诱导产卵的情况下
,

皱纹盘鲍体内排出的卵子
,

.

其卵黄径

一般均为 180 微米左右
。

但从本文组织学观察到的结果
,

尽管进入成熟期的卵巢内
,

有大

量失去卵柄的卵子落入卵巢腔中
,

然而所能找到的最大卵母细胞的卵黄径平均仅为 1 6 2

微米
,

多数为 1 10 微米左右
,

只能找到为数不多的形态上的成熟卵
。

富田 ( 1 9 6 4 )在研究 日

本礼文岛产虾夷盘鲍时
,

未见到从卵泡上皮游离下来的卵子
。

据洪田观察
,

鲍的卵成熟时

从卵泡上皮脱离要在右肾一度蓄积
,

在这里完成受精准备后放出
。

这一点有待今后进一

步研究
,

这也许是长期以来被认为从鲍的卵巢中取出的卵不能受精的原因所在
。

刁、 结

通过对大连海区皱纹盘鲍性腺指数的周年测定和组织学研究
,

取得了如下结果
。

1
.

用重量法测定的性腺指数高峰值与组织学观察到的成熟期
,

时间不相吻合 ,

2
.

精巢的发育分为休止期
、

恢复期
、

成熟前期
、

成熟期和放精末期五期
。

各期出现的

时间分别为 10 月初到翌年 1月
、

2 月初到 5 月
、

6月
、

7 月初到 8 月上旬和 8 月下旬到 ,

月 ;

3
.

卵巢的发育分为休止期
、

恢复期
、

生长期
、

成熟期和放卵末期五期
。

各期出现的时

间分别为 10 月上旬到翌年 1月
、

2月初到 4月
、

5月上旬到 7月中
、

7月下旬到 8月上旬

和 8月下旬到 9月 ,

4
.

即便在卵巢进入成熟期时
,

最大卵母细胞的卵黄径仅为 162 微米
,

多数为 11 0 微

米左右
,

只能找到为数不多的形态上成熟的卵
。

5
.

鲍的雌雄性别比是比较稳定的
,

但极少数个体有雌雄同体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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