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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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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提 要

木文根据对黄海北部和渤海水域小黄鱼卵巢周年组织学观察的资料
,

对卵巢各发育 期 的

形态特征和卵巢发育周期
、

产卵类型等问题
,

进行了组织学的描述和探讨
。

将小黄鱼卵巢划分

为 : I
,

幼年期
、
万性未成熟或重复发育 n 期

、
l 开始成熟期

、
理 接近成熟期

、
V 临产期或产卵

期
、

皿 产后期
。

本文还分析了小黄鱼卵巢的年周期变化和产卵类型
,

肯定小黄鱼在一个生殖期

中
,

至少产出两批成熟卵子
。

产出每批卵子间隔不长
,

约为 1一 2 周
。

研究鱼类性腺发育和成熟的间题
,

对于渔业实践上有较密切的关系
。

小黄鱼 (乃
。“ d0 韶感ae 、 到勺酬菇 lB ee ker )是渤海

、

黄海和东海产的经济鱼类之一
。

国

内外曾对其生态学和渔业生物学进牙云过不少研究
` 1 ,

匆 〔 , , 鑫 ,

一 “ , “ 〕 ,

但对卵巢的成熟期
、

产卵

类型和生殖周期等间题
,

未进行过详细的组织学的观察
,

因而难 以准确地鉴定卵巢的成熟

度和确定其产卵特性
。 ,

_

本文根据卵巢周年组织学观察的资料
,

对卵巢各成熟期的形态特征与卵巢发育周期

以及产卵类型等问题
,

进行了组织学的描述和探讨
。

本文承张孝威教授生前指导
,

文稿承吴尚勤研究员审阅
。

除作者外
,

李子云
、

初忠藻

两同志协助收集海上活鲜材料
。

显微照相由宋华中同志拍摄
,

作者深表谢意
。

材 料 和 方 法

研究用材料系 1 9 63 年 5 月

—
1 9 6 4 年 6 月

,

在黄海北部和渤海水域
,

逐月随生产船

或调查船出海
,

取自底层拖网渔获的活鲜鱼样品
。

进行组织切片观察的有 2 04 尾
,

其体长

范围为 76 一 3 64 毫米
,

年龄从 l
一

1 5 龄
,

其中以 2
、

3
、

4 龄鱼为主
。

鱼体经生物学测定解剖

观察后
,

自卵巢血管面的中部切取约 4 立方毫米组织小块
,

固定于 卫心u in 氏液中
,

石蜡包

埋切片
,

厚度为 8一 10 微米
,

切片分别用 且 ed i e二五aj n 氏
、

E hr h c h 和 块卫af iel d 氏苏木

今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报告第 4 9 6 号

。

( 1 ) 水产部黄海水产研究所
,
1以沁

。

小黄鱼性腺的研究
。

黄海水产研究所丛刊
。

第 I期
。

(幻 邸望春
.

蒋定和
、

玛能
。

小黄鱼繁殖生物学的初步研究
。

上海水产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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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

伊红以及 M l l aor y氏三色剂染色
。

卵母细胞和卵巢的划分阶段
,

基本上采用 M e舰耳
.

B
,

A
.

( 19 3 9 ) 的原则
。

小黄鱼卵母细

胞发育的形态特征是根据作者 1 9韶 年对小黄鱼性腺成熟度的研究描述的
。

卵巢成 熟期

和产卵类型是根据 1 9 6 2 和 1 9 64 年作者对小黄鱼性腺成熟度和产卵类型的组织学研究描

述的
。

核仁数是指在一切片上可见到的数目
。

各期卵巢中卵母细胞的数量组成
,

是计算

五次不同视野中出现的一层滤泡时相以上各发育阶段卵母细胞参与周年变化 的有 效数

量
。

观 察 结 果

〔一 ) 卵 巢 的 成 熟 期

为研究性腺发育和成熟的规律
,

必须划分性腺成熟的阶段
,

以鉴别鱼的成熟度
。

小黄

鱼性腺成熟度划分的方案甚多
,

松井魁
、

高井微 ( 1 94 9 )闭 将小黄鱼性腺划分为五个时期

(未熟
、

半熟
、

成熟
、

完熟和产后 ) , 池田郁夫 ( 19 5 4) 13[ 划分为三期 (未熟
、

成熟和产后 )
。

我国学者刘效舜 ( 19 6 2 )t
, 〕
将小黄鱼性腺划分为八期 (0 一交fl 期 ) ,邱望春

、

蒋定和 ( 1 9 62 )

划分为七期
,

都仅限于宏观特征的描述
。

作者 ( 19 62 的未刊稿 )将小黄鱼的成熟度划分为

六期
,

文中还作了组织学的初步观察描述
。

基于此
,

又观察分析了 1 9 6 3一 19 6 4 卵巢周年

组织学变化的资料
,

而划分出下列卵巢的成熟期
,

期能适合于该鱼的生殖习性及其变化规

律
。

各期外观图见图版 I一 1
。

第 I 期 幼年期
。

本期为当年生幼鱼的卵巢
。

呈无色透明的丝状或线状
,

紧贴于缥

的腹面
,

肉眼不能分辨雌雄
。

组织学特征
:

蓄卵片开始形成
,

明显或不十分明显
,

在后期组织切片上可见 5一 9片
。

其上以不规则多角形的稚龄时相的卵母细胞为主要组成部分 ( 图版 I一 2 )
,

`

它们彼此紧密
』

相连
,

卵径为 3 3
.

1一 99
.

9 微米
,

核很大
,

呈圆形
,

核径为 16
.

7一邪
.

3微米
,

核仁可见 3一

18 粒分布在核的周边
,

细胞质少
,

被苏木精浓染
。

此外
,

还见卵原细胞及成束的染色体交

会期的卵母细胞
,

分布于结缔组织周围
,

结缔组织纤维和血管发育很细微
,

卵巢内有明显

而不大的卵巢腔
,

卵巢壁极薄
,

约为 1 7
.

2 微米
。

第 11 期 性未成熟期和重复发育 11 期
。

卵巢已显著
,

肉眼能辨别雌雄
,

但不能看出

卵粒
。

卵巢为透明肉红色
,

其长约占体腔的 1 / 2
,

呈细圆棍状
,

可见细的分支血管
。

成熟系

数为 0
.

2。一 1
.

00 %
,

平均为 0
.

47 %
。

重复发育 11 期 (以 n’ 表之 )
:

卵巢颜色较未产过者为深
,

常呈深肉红色
,

有时色不均

匀
,

尤以基部色深暗
。

卵巢壁较厚
。

成熟系数为 。
.

20 一 1
.

90 %
,

平均为 0
.

49 拓
。

组织学特征
:

有显著的卵巢腔
,

蓄卵片清晰且大
,

数目比上期为多
,

大型的卵母细胞发

育整齐
,

为不规则圆形
,

其上有一层扁平的滤泡细胞包围
,

紧密地排列在蓄卵片上
,

核大
,

圆形
,

约 占卵径之半
,

其中有多达 2 2粒的核仁
,

多沿核膜的内缘排列
,

卵径为 1 1 6
,

6一 243
.

。

微米
,

核径为 7 6
.

6一 1 13
.

2 微米
。

细胞质疏松
,

其中常见一深染的
“

卵黄核
”

出现
。

此外
,

还具有稚龄时相以下的各级卵母细胞
。

卵巢壁不厚 尹变动于 49
.

6一 148
。

9 微米之间
,

平均

1 0 4
,

7 微米
。

(图版 I一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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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发育 『 期
:

蓄卵片比未产过的 江期为多
,

卵巢上的大型卵母细胞不象未产过那

样发育整齐
,

有少数卵母细胞已发育到初积脂肪时相的 D
:

阶段
,

卵巢有 n一 111 期过渡的

特征
。

在蓄卵片上还能见到未吸收完的退化卵的残余
,

被 M al l or y 氏液染成黄绿色
。

血

管和结缔组织纤维较多
,

卵巢壁上环肌和纵肌都较发达
,

其厚度为 1 65
.

4一 3 3 9
.

3 微米
,

平

均 232
.

0 微米
。

此外还具有 I 期卵巢所具有的各级卵母细胞 ( 图版 n一 12 )
。

第 111 期 开始性成熟期
。

卵巢比上期发达
,

宽 0
.

5一 1
.

0 厘米左右
,

其长约占体腔的

刁 3
。

为桔黄色
,

肉眼清楚地见黄色小圆卵粒
,

其间杂有更小的白色卵粒
。

血管发达
,

分支

较多
。

卵子紧密地连于蓄卵片上不易分离
。

成熟系数为 0
.

70 一 3
.

50 拓
,

平均为 2
.

49 形
.

组织学特征
:

卵母细胞为不规则圆形
,

核相对变小
,

呈 圆形或边缘为小的波浪形
,

核仁

早期多在核膜内缘分布
。

本期之初 ( 图版 I一 4 )
,

在很多卵母细胞内沿核周出现由少到多

的脂肪小滴 (油泡 )
,

以初积脂肪时相 ( 1D
、

几 或 D
.
) 的卵母细胞为主体

。

期末 (图版 I一

5 )具有各种不 同程度的开始积累卵黄时相 ( D
. 、

D
。

或 玩 ) 的卵母细胞为主体
,

在它们卵

膜附近的细胞质中出现被 M幼 lor y 氏液染成鲜红色的卵黄颗粒
,

开始时层次少而颗粒细
,

后来逐渐长大
,

由卵膜边缘向核周分布
。

滤泡膜变为两层
,

放射带 已出现
。

期初 几
、

几
、

D
:

的卵径范围从 2 8 8
.

3一 4 7 4
.

4 微米
,

核径为 7 2
.

。一 2 3 7
.

0 微米
,

核仁数多达 80 粒左右 。

期末 D
` 、

D
。 、

.D’ 的初积卵黄时相的卵母细胞卵径为 44 ;
.

6一 74 `
,

。微米
,

核径为 ”
.

3一

26 5
.

0微米
,

核仁数亦较多
,

可达 40 粒左右
,

它们大都离核膜散列于核中
,

此外
,

还可见到

早期的各级卵母细胞
。

卵巢壁一般为 86
.

0一2 7 5
,

0 平均 1 7 2
.

0 微米
。

第 IV 期 接近成熟期
。

卵巢体积增大
,

占体腔的 4 / 5 左右
,

甚至充满整个体腔
。

卵巢

柔软
,

呈桔黄色或桔红色
。

血管很发达
,

分支血管多而显著
。

卵大而密集于卵巢中
,

由于

紧密排列而呈不规则的圆形
。

卵子彼此容易分离
。

卵巢壁薄而透明
,

容易破裂
。

在本期

末的卵巢上能见到具有油球集 中 的半透 明卵
。

成 熟系 数 为 4
.

00 一 21
.

00 %
,

平均 为

1 4
.

3 6娜
。

组织学特征
:

蓄卵片的界 限不显著
。

卵母细胞呈圆形或卵圆形
,

卵巢中以充满卵黄时

想( lE
、

凡
、

aE ) 的卵母细胞为主要组成部分
,

卵径为 8 60
·

。一 1 0 9 9
·

7 微米
,

早期核为不规

则圆形
,

后期核呈弯月形
,

核径为 14 9
.

3一 30 3
.

0 微米
。

其它还有不同程度的初积卵黄时

相和少数初积脂肪时相的卵母细胞以及小生长期以下的各级卵母细胞 (图版 I一 6 )
。

卵巢

中结缔组织纤维较少
,

卵巢壁的组织较薄而均匀一般厚度为 5 1
,

6一 86
.

0 微米
。

本期中根

据卵母细胞完成脂肪和卵黄营养物质积累的程度
,

以及卵巢中占优势的卵母细胞的情况

是
:

E
:

—
卵黄球充满

,

油滴分散
,

核中位 , E
,

— 卵黄球充满
、

油滴集中成几粒大型油

球
,

核中位 ;或 E 。

— 卵黄球充满
,

油滴集中成一个大的油球
,

核
“

极化
”

移向动物极 ( 图版

叮一 7)
,

可再将卵巢分为 I又期初
、

I又期中和 亚 期末三个亚阶段
。

第 v 期 临产期或产卵期
。

卵巢的发育达最大体积
,

充满整个体腔
,

松软而膨大
,

血

管极发达
。

透明卵具有一明亮而大的油球
。

前期 (几 ) 时
,

尚未排卵
,

透明卵夹杂于卵片

中 ,后期 (V砂卵巢
,

游离卵大量储集于卵巢腔中 (排卵 )
,

此时轻压鱼腹游离的成熟卵则由

生殖孔中溢出
。

成熟系数为 2 6
.

00 一 40
.

00 %
,

平均为 33
.

钻%
。

组织学特征
:

在前期 (V劝 的切片上可见被滤泡膜所包的透明卵
,

它们夹杂于充满卵

黄时相及以前各种卵母细胞之间
,

石蜡切片的结果使得透明卵收缩而改变成阿米 巴形
,

用



水 产 学 报 6卷

铁苏木精
、

伊红染色
,

卵呈粉红色
。

在冰冻切片上见卵的内含物为均一的一片
,

此时核消

融
,

油球集中
,

卵径为 12 0 7
.

4一 1 3 5 6
.

3 微米
。

在后期 (几 )卵巢的切片上 (图版 n一 8) 由于

成熟卵全部游离地储集于卵巢腔中
,

因此切片上就看不见它们的出现
。

此时蓄卵片的介

限不清
,

并有不少空滤泡分布于其间
,

呈皱缩的凹凸状
。

结缔组织和血管亦较多
。

此外
,

还有为数甚多的不同发育程度的充满卵黄时相的卵母细胞以及部分初积卵黄时相的卵母

细胞与小生长期以下的卵母细胞
。

切片上除具有许多空滤泡和结缔组织外
,

其它情况与

理 期中和 vI 期末卵巢的图象甚为相似
。

卵巢壁的平滑肌纤维的排列极为松驰
,

其厚度一

般为 5 1
一 6一 6 8

.

8微米
。

皿一皿
`
期 为产过卵而重复到 I犷 期的卵巢

。

此种卵巢除具有 I又期卵巢所具有的

外观特征外
,

在体积上要比 攻 期卵巢稍小
,

在颜色上或不甚均匀
,

或有卵巢壁稍厚一些的

特征
,

卵径也较未产过的小些
,

但有的卵巢肉眼看不出与 IV 期有什么区别
。

成熟系数为

4 4
.

5一 9
.

59 %
,

平均为 7
.

10 %
。

组织学特征
:
蓄卵片上卵母细胞的排列稍疏松一些

,

其上具有许多充满卵黄时相的

( E
:

和 E
。
)卵母细胞

,

特征与 I卫期卵巢所见的相似 ( 图版 丑一 9 )
,

其差别是卵径较 皿 期

为小
,

(见表 l )
,

在蓄卵片之间有不少空滤泡
,

还有较多的结缔组织细胞和血管卵巢壁厚

一般为 15 4
.

8一 2 58
.

0微米
。

此外
,

小生长期的卵母细胞比 叹 期的比例较多 (见表 2 )
。

第 皿 期 产后期
。

是产完最后一份卵的卵巢
。

卵巢萎缩而松驰
,

呈皱缩的厚囊状
,

充血
,

呈紫红色
,

尤以基部为甚
。

透过卵巢囊壁可见有少量的成熟卵残留于卵巢中
,

其中

还有一些紫色粘浆液
。

成熟系数为 0
.

3 0一2
.

7 0环
,

平均为 2
.

50 终
。

组织学特征
: 卵巢壁上的平滑肌纤维伸张而松驰

,

其厚度明显增长
,

一般为 298 微米
,

最厚可达 480 微米
。

卵巢中具有较多粗大的结缔组织纤维和血管
。

此外
,

还见有充满卵

黄时相的卵母细胞 (图版 n一 1 1 )
,

有时可见残留的透明卵和空滤泡
,

还有较多排列不规则

的小生长期的各级卵母细胞
,

它们多位于蓄卵片的边缘
。

此后
,

卵巢随着吸收空滤泡和残留卵而转入 皿一 n’ 的过渡期
,

吸收了残留物质之后
,

又进 入卵母细胞新的发育阶段
,

而转入重复发育的 『 期 ( 图版 n一 1 2 )
。

(二 ) 卵巢成熟期的年周期变化和生殖周期

性成熟的卵巢才具有周年变化
,

因此 1
、

且期的卵巢将不在下文中述及
。

随着卵巢中卵母细胞的季节变化
,

卵巢的成熟期也在相应地改变着
。

6 月下旬以后到

7 月
,

多处于 皿 期的产后阶段
,

此时卵巢基质中血管和结缔组织纤维十分发达
,

残留的卵

母细胞和空滤泡处于积极退化和吸收的过程
,

可见到不同程度的退化卵
。

6月份卵巢 壁

最厚
,

平均达 36 6
.

0微米
。

7一 10 月卵巢处于恢复 阶段
,

其中 7一 8 月多处于 皿一『 的过

渡期 , 9一 10 月多处于重复发育 『 期
,

此时
,

卵巢中一边吸收退化卵的残余
,

一边在一层

滤泡时相的卵母细胞中开始积累脂肪
。

11 月一 1
一

月 (尤其是 12 月一 1 月 )卵巢多处于第 111

期
,

此时卯巢中卵母细胞进入营养物质储备的大生长期
,

已开始积累卵黄
,

鱼群处于越冬

时期
,

更加速了卵黄的生长
。

从 1 月起已有个别卵巢达第理 期
,

3一 5 月 <多出现在 4 月 )
,

卵巢迅速生长
、

发育多处于第 I艾期
,

此时卵巢中有大量积累了脂肪和卵黄的充满卵黄时

相的卵母细胞
,

卵巢的体积和重量都急剧增长而进入产前阶段
。

5 月中旬一 6 月中旬 (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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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 月 )
,

可见到 y 期卵巢
,

此时为产卵阶段
,

里 期停留的时间极短
,

产完一份卵后卵巢处

于 皿一 I扩 期
,

时间不长
,

再转入第 r 期
,

又进行产卵
。

产完卵后卵巢才进入第 皿 期
,

如

此循环下去
。

经组织学观察查明
,

小黄鱼各连续年龄组 (从 2
十

一1+5 )的性成熟卵巢上
,

在产卵期中

都见有空滤泡 (
“

排卵痕
”
) 出现

,

证明小黄鱼的生殖周期系属于多周期类型
,

即一生中产卵

多次
,

它们性成熟后每年参与生殖
,

而性腺也随着性细胞的发育成熟起着周期性的变化
。

随着卵巢发育的周期变化
,

而反映在成熟系数上也有着相应的变化
,

从图 1 可以看

出
,

卵母细胞发育到最大时的月份
,

成熟系数也最高
,

此时卵巢璧也最薄
,

而 了一 10 月份卵

巢处于恢复阶段
,

此时卵径较小
,

成熟系数也低
,

卵巢壁亦较厚
。

1300 (户 >

2口+ 1 (X幻

_
. 成熟系效

一
』

一一 b 卵径
一 一 一 。 卵巢璧厚度

` 5

1
』

叫
}肖 一

`

一一
`

一一目30 1 V V

tV

. . . . . .

! 0 + 5 00

V l _ r V户

. .

. . v i

V r一 Ty’

. .

60

以拓喊簇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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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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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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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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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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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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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以年

图 1 小黄鱼最大卵径与卵巢壁和成

熟系数的相关图
r

图 2 小黄鱼卵巢的发育周期图
a

.

产卵阶段
,

b
`

产卵后阶段
, 。 恢复

阶段 d
.

产卵前的生长阶段

(三 ) 产 卵 类 型

准确确定经济鱼类的产卵特性
,

对于鱼类的产卵生态
,

种群结构和资源增殖等重要问

题
,

均能提供必要的生物学依据
。

关于小黄鱼的产卵类型
,

过去国内外曾有过一些报导
, 工̀
城幻但多根据一般生物学和生

态学的资料来推测系属于一次产卵的类型
,

也有提到属于分批产卵的 (为 。

作者根据对小黄

鱼卵母细胞生长
、

发育的特性以及产卵前后卵巢中卵母细胞出现和消长来进一步分析
、

探

讨其产卵类型
。

111 期初的卵巢在它们开始进入大生长的初期
,

在积累脂肪和卵黄上就显示出非同时

(封 邱望春
、

蒋定和
,
1 9泊旧

。

小黄渔繁殖生物学的初步研究
。

上海水产研究所
。

( 2 ) 丁耕芜
、

贺先钦
,
1 9右4

,

辽东湾小黄鱼繁殖力的研究
,

辽宁省海洋水产研究所调杳研究报告 2 1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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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期

0

2 O

,
貂

性发育 (图版 I一 6)

在 玫 期末的卵巢上除了充满 卵黄

时相 (几
、

E , 和 E 刃 的卵母细胞 (占

82
.

4形
,

见图 3) 和初积卵黄时相的卵母

细胞外
,

还有部分初积脂肪的卯母细胞

同时出现
,

也可看出它们积累营养物质

的非同时性 (图版 n一 7 )
。

更明显的是
,

在即将产卵的几 期

卵巢上
,

除了一份游离卵集中储存于卵

巢腔内
,

并在蓄卵片上留下许多空滤泡

外
,

还有 31
.

9那的充满卵黄时相的 E
: 、

E 。
的卵母细胞存在

,

从它们的发育来看
,

无论是卵膜
、

细胞质
、

细胞核等的情况都

很正常
,

显示出 E
:

的油球开始汇集
、

E
:

的细胞核由中心 向动物极一端偏 移

(
“

极化
”
)和油球集中等看来

,

这些卵母

细胞在不久 以后还能发育成熟和产出
。

此外
,

还具有少量初积脂肪和初积卵黄

的卵母细胞存在 (图版 I一 8 )
。

有兴趣的是
,

作者遇到一些肉眼鉴

定为 双 期的卵巢 ( 1 9 6 3年 5
.

6 月和 1 9 6 4

年 6 月采集的 )
,

外观桔黄色
,

甚为饱满
,

但卵巢壁稍有些松弛
。

经组织切片观察

发现不少所谓
“

排卵痕
”

的空滤泡
,

还有

少数退化呈饱沫状 (末期 ) 的卵存在
。

而

这一批充满卵黄时相的大型卵的发育也

很正常 ( 占 78
.

6环
,

见图 3
、

表 2)
,

没显示

出任何退化迹象
,

它们 已达
“

极化
”
阶段

,

仅仅卵径要比未产过的 I又期为小
,

见表 .1

由于空滤泡和退化卵的出现
,

就标

明该卵巢不久前曾产过卵
,

又重复发育

到 皿一几
,

期 (或 I萝 期 ( 图版 且一 g )
,

这

份 已
“

极化
”

的卵
,

在正常条件下看来也

能进一步成熟产出
。

此外
,

由于切片上结

缔组织纤维和血管分布甚多
,

以及卵巢

图 3 小黄鱼成熟卵巢中卵母细胞的组成图

卵母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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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第 Iv 期卵举和 v 卜 lv’ 期卵拱卵径的比较

礁礁盛哭哭
第 仅 期期 皿 -双户

期期

卵卵卵径范围 /平均数数 卯径范围 /平均数数
(((((微米 ))) (微米 )))

EEElll 860
甲

0 -- g 26
.

/ 2’ 韶 8
.

999 7 7 7
甲

4一 g万 9 3厂 85 5
,

111

EEE ,, 1 0帕
.

--9 1 0巧8
.

6 / 1时2
.

000 歇 6
甲

6一 g阳
.

3 / 9 1 3
.

000

EEE 含含 1 0 08
.

9一 l佣 9
.

7 / 104 7
.

000 84 3
甲

6一 1〔. 2石
.

6 / 9 4 1
.

000

表 2 小黄鱼成熟卵巢中卵母细胞的数 t
绍

组成

数 受 组 成 (络》
尾数 } 备 注

〔C ) ( D一 D `
) (卫 : -

432冲̀42221

oo运76良4勺
.

18

即朋犯oo那别121812311
,

111〔初 )

111 (末 )

I里 (初 )

I丫〔中 )

工y (末 )

V (末 )

飞1一 1罗

V
’

(D
,一 D :

)

1 5
.

1 6

8 7
.

7 2

6 哭

妈
甲

29

5 7
.

8 9 石
甲

习6

8 1
.

4 8

6 4
.

吐均

咬8
.

2 1

5
.

韶
3 1

.

9 1

7
。

14

5
。

2 6

5 3
`

2 2

7 8
.

石7

3 1
.

石8

游离卵切片上没有而未计数

游离卵切片上没有而未计数

有空滤泡

有空滤泡和退化卵

有空滤泡

参与明显周年变化的 C 卵以上的百分比数

壁平滑肌纤维增厚和松弛等情况
,

都证实了该卵巢在本季确已产过一次卵
。

还有一种外观是几 期的卵巢 ( 1 9 6 3 年 6 月采集 )
,

而切片的图禅却是完全两样的
,

除

具一般 V
,
期所应有的卵母细胞外

,

最明显的特点是小生长期的卵母细胞为数甚多 (占

5 7
.

9%
,

见图 6
、

表 2)
,

占未产过 V
。
期卵巢该卵数的 9 倍 (仅为 6

.

4多 )
,

从卵巢周年组织

学变化来看
,

只有产后卵巢出现该种卵母细胞较多
,

因此从 图版 兀一 1 0) 可以认为
,

这种卵

巢不是在该季未曾产过的卵巢
,

而是至少 已产过一次而又重复发育到又具有游离透明卵

的 r 期的卵巢
,

这份透明卵子如环境条件适合是该产出来的
。

它的卵巢壁也 比 第一次

V
:
期厚

,

一般为 1 0 3
.

2一 2 2 3
.

6 微米
。

皿 期的卵巢
,

在切片上除有时能见到透明卵外
,

只能见到少数 E
,

卵及少数初积卵黄

时相的卵母细胞和一些空溥泡
,

它们今后要逐渐退化和被吸收掉 (图版 11一 1 1 )
。

经比较观察产卵前后各期卵巢卵母细胞的消长过程可 以看出
,

卵母细胞具有非同时

发育的特性
,

特别在 V 期卵巢上具有大小和结构上都能明显区别出来的有 3一 4 份卵 子

的全部组成 (图 3)
。

当产出第一份卵子后
,

卵巢处于 x l一 Ir 期
,

接着再发育到 v `
期

,

再

产出第二批卵子
,

以下的有卵黄的卵母细胞则不一定能成熟和产出
,

将会逐步地加 以退化

和吸收
。

由上述情况分析可以确定小黄鱼是属于短期分批产卵的类型
,

在一个生殖期中
,

荃少
可以产出两批成熟卵子

,

每批卵之间
,

间隔时间不长
,

约 1一 2 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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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基于宏观和组织学特征的描述
,

将小黄鱼卵巢划分 为 下 列六 个 成熟 期
:

第 I

期— 幼年期 , 第 n 期— 性未成熟期或重复发育 五期 ,第 111 期— 开始成熟期 ; 第 玫

期— 接近成熟期 ;第 v 期—
临产期或产卵期 , 第 I又期— 产后期

。

此外还有重复成

熟的 n 一理
`

期 `或 攻
,

期 )与 V’ 期
。

(2 ) 卵巢成熟期的年周期变化
:
6一7 月卵巢处于 皿 期为产后阶段 ; 了一 10 月处于 皿

一 n `
和 『 期的恢复阶段 (7 一 8 月 vI 一『 期多见

,
9一 10 月 『 期较多 ) ; n 月

—
1 月 <多

在 12 月一 1月 )卵巢处于 111 期
,

鱼群在此期越冬 , 3一 5 月 (多在 4 月 )卵巢处于迅速生长
、

.

发育的 Iy 期
,

属产前阶肆 ; 5 月中旬—
6 月中旬 (多在 5 月 ) 出现 v 期卵巢

,

而进入产卵

阶段
,

产完第一份卵后卵巢转入 皿一攻
`

期
,

再发育到 V’ 期又产出第二份卵子
,

6 月份产

卵完毕后又进入产后的 致 期
。

卵巢的发育是有规律变化的
,

也即是随着性细胞的生长
、

发育和成熟
,

卵巢的成熟系数也起着相应的周期变化
,

最大卵径与最高成熟系数的增大成

正相关
,

与卵巢壁的厚度成反相关关系
。

( 3) 生殖周期
:

从生殖期中各连续年龄组 ( 2
+

一 1 5
十

)卵巢切片上都见有空滤泡出现
,

证明小黄鱼的生殖属于多周期类型
,

当年龄 2一 3 岁时达到性成熟后
,

每年都参与生殖
。

( 4 ) 产卵类型
:

根据卵巢外观特征以及产卵前后各期卵巢卵母细胞的组成和消长情

况的观察查明
,

小黄鱼在一个生殖期中至少产出两批成熟卵子
,

第一批卵产出后
,

卵巢处

于 n 一 Ir 期
,

因而它是属于短期分批产卵的鱼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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