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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缘青蟹卵巢发育的组织学观察

上官步敏 刘正综 李少着

(厦门大学)

提 要 根据锯缘青蟹卵巢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组织学特征
,

卵巢发育可以划分为六个

时期 :未发育期
、

发育早期
、

发育期
、

将成熟期
、

成熟期和排卵后期
。

在发育早期
,

多数卵母细胞

胞质中有多个嗜酸性液泡
,

这种结构在其他十足类卵母细胞中较少见
。

少数个体在发育 早期

发生卵母细胞全面退化
,

这种现象可能是缺乏交配或饥饿造成的
。

关键词 卵子发生
,

卵巢发育
,

锯缘青蟹

锯缘青蟹 (S c
如玩 s。二。 ‘的是一种味道鲜美

、

营养丰富的食用蟹
。

尤其是卵巢成熟的

雌蟹 (俗称红蟒 )更是价高味美的海珍上品
,

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其需

求量 日益增大
,

而其资源十分有限
,

早 已供不应求
。

因此
,

近年来福建
、

海南
、

广东
、

广西等

地开始开展起人工育苗的研究
,

以便为扩大人工养殖提供苗种
。

在开展人工育苗研究时
,

对这一种类性腺发育规律的了解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

在我 国
,

有关蟹类性腺发育的系统研究很少 , 有关锯缘青蟹生殖细胞发生和性腺发育

的研究
,

也尚未见到报导
。

1 9 4 9 年
,

菲律宾学者曾描述比较了当地几种青蟹的精
、

卵发生

过程
〔, 习,

但文中对锯缘青蟹卵子发生的描述很不完善
,

且有些观点尚待证实
。

1 9 7 8 年印

度学者也曾对普利克特湖锯缘青蟹的卵子发生作了一些光镜水平的观察
,

遗憾的是这些
·

结果未正式发表
‘”

。

我国的青蟹仅有一种间
,

个体远比普利克特湖的锯缘青蟹小〔明
,

其

性腺发育也可能因地理等因素的差别而不同
。

为了促进我国青蟹人工繁殖研究 的开展
,

作者利用电镜和光镜对厦门海区锯缘青蟹卵巢发育和卵子发生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

这

不仅有助于人工繁殖研究的发展
,

也为我们正在进行的青蟹繁殖的生理
、

生化研究
,

提
_

供了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
。

本文主要报导青蟹卵巢发育过程的研究结果
。

材 料 与 方 法

实验用雌蟹均采捕自厦门附近海区
。

活蟹带回实验室后在水池中暂养 1一2 天
,

不投饵
。

选择健康活蟹
,

由胸肢基部关节膜
,

按 10 一15 m l/ k g 体重的剂量
,

注射 20 男氨基甲酸乙酮
,

随即测

量头胸甲长
、

宽和体王
。

注射后约 拍 分钟
,

待动物附肢基本不活动(进入麻醉状态)后
,

即开始解剖
,

并

在把小块卵巢投入固定液后
,

对性腺的外部形态特征进行观察测最
。

多数供组织学制片的样品在B ou 肠

氏液固定 汉 小时后
,

按常规的石蜡切片程序脱水
,

透明和包埋 ; 成熟和将成熟的卵巢用叔丁醇代替酒精

和二甲苯进行脱水透明
。

切片 即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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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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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一) 卵 子 发 生

锯缘青蟹卵子在卵巢中主要经历 了卵原细胞的增殖和迁移以及初级卵母细胞的分化

和生长两个过程
。

在后一过程中
,

初级卵母细胞可分为卵黄发生前期和卵黄发生期
。

1
.

卵原细胞 胞体一般为卵圆或近圆形
,

核较大
,

占据细胞的大部分 ; 胞质稀少
,

仅

为一薄层围于核周
,

·

呈淡紫色
。

当卵原细胞处在增殖相对静止的状态时
,

胞体较小 (短径

5一7“坦 )
,

核着色较深
,

核仁不易辨认 (图版一2 )
。

在卵原细胞活跃增殖时
,

胞体略大 (6 一
, 朴m )

,

核圆且较大
,

染色质呈颗粒状
,

多数靠核膜内侧分布
,

并可见一个核仁 (图版一4)
。

2
.

卵黄发生前期卵母细胞 此期相当于小生长期
。

经过减数分裂前期
,

卵母细胞核

显著膨大
,

形成胚泡
;
核仁明显

,

染色体兰色丝状和颗粒状
,

散布于核内 (图版一6)
。

胞质

由少而多
,

且越来越致密
,

出现一些嗜碱性颗粒
,

从而使胞质变为兰色
。

与此同时
,

多数细

胞胞质中出现一至数个大的嗜酸性液泡 (直径一至数 样二 ) ;
液泡内多可见红色物质 (见图

版一 6
、

7 ,

液泡内可见深色团块 )
。

这种液泡状结构在其他十足类动物的卵母细胞很少见
。

此期细胞直径 巧一 6 0林m
。

3
.

卵黄发生期卵母细胞 此期相当于大生长期
。

卵母细胞在此期中体积迅 速 增大

(65 一 2 6邻In )
,

胞质内开始积累卵黄粒
,

并且迅速增多
。

此期可分为卵黄发生初期和卵黄

发生后期
。

在卵黄发生初期
,

滤饱细胞迁移到卵母细胞之间
,

但仍未完全包围每个卵母细

胞
。

卵母细胞核内染色体明显
,

核仁大而显著
,

呈深紫色
。

胞质中液泡消失
,

出现一些较

小的红色颗粒 <卵黄粒 ) ,胞质变为紫红或深红色 (图版一7 )
。

在卵黄发生后期
,

滤泡细胞在每个卵母细胞周 围形成单层的滤泡层
,

卵母细胞体积显

著增大
,

胞质内卵黄粒大而密集 (图版一8
,

9 )
。

(二 ) 卵巢发育和分期

根据卵巢内外特征的变化
,

卵巢发育可分为六期 (见表 1 )
。

在未发育期
,

卵巢为扁 圆中空的细管
,

其内腔表面为单层柱状上皮 (图版一1》
。

一些

卵原细胞分布在上皮细胞之间
,

有时则游离出内皮细胞
,

分布在卵巢腔中
,

或三五成群集

中 在内皮细胞 内陷而成的小穴中 (图版一 1 , 2 )
。

在发育早期
,

当卵巢外观仍十分细小
,

皱褶不 明显
、

呈白浊略透明状时
,

卵巢内主要是

大量处在活跃增殖期的卵原细胞
。

卵原细胞随着分裂向卵巢中央迁移
,

并在卵巢中央形

成许多 由处在分裂期的卵原细胞聚集而成的
“

增殖中心
”
(图版一3

,

4 )
。

这是卵巢发育早

期的初期 (早 11 期 )
。

随着卵原细胞的迅速增殖
,

卵巢壁的滤泡组织也向腔内迁移
,

并把生殖细胞逐步分隔

开
,

形成许多卵巢小管 (o va ri ol e s )
。

这种小管相当于初级滤泡
,

故其形成过程可称为
“

初

级滤抱作用
”
(Pr i
二

r y fo lli cu 10g
e

ne 抓幻
。

在小管中
,

部分卵原细胞继续增殖
,

仍可见增

殖中心
,

另一些细胞则分化形成初级卵母细胞
,

并开始其早期生长
。

因此
,

此时卵巢中同

时可见到卵原细胞和不同大小的卵黄发生前期的卵母细胞 <图版一5 ,

6 )
。

这时
,

由于卵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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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锯缘青姐卵梁发育期

A tt a o h ed ta b le

伽盯 i叭 d ev e loPm e n t sta p of s e , 1 1“ s 仑护 r “亡“

头 胸 甲
发育期 卵巢外部特征 卵巢组织学特征 发 育 特 点

(c xn )

I未发育期 2
.

9一4
.

4 4
,

3 to 右
.

3 极 细 (0
‘

2 一 0. 5

功m )
,

透明
、

管状
、

无

皱褶
、

肉眼难于辨认
。

卵巢发育和卵子发

生相对静止期
。

n 发育早期 3
.

7一 7
.

4 5
一

2一1 1
.

8 宽约0 汤- 4
‘

o m 地
,

初期为白浊
,

略透明
,

皱褶不明显导晚期为

乳白
,

不透明
,

皱褶明

显
。

卵原细胞活跃增殖

期
,

卵母细胞形成井

进行减数分裂和卵黄

发生前的准备
。

In 发有期 6
.

7一9
‘

2 9
.

5一工3
.

0 体积明显增大 (宽

由 石m m 增至 ZO m m

左右)
,

皱褶显著
,

呈

淡黄或橙黄色
。

IV 将成熟期 7
.

3一1 0
.

0 1 0
.

石一1 4
.

0 体积接近最大 (宽

约 2 5 m m )
,

呈桔 红

色
。

卵母细胞生长和卵

黄发生近结束
。

V 成熟期 7
甲

7一 ,
.

2 u
,

2一 12
.

9 体积最大 (最宽者

可达 2 8 m m )
,

呈亮

桔红色
,

卵粒可辨
。

卵母细胞生长和卵

黄发生基本结束 ; 卵

核继续分裂
。

V I排卵后期 7
.

8一 8
.

0 11
.

6一1 2
.

5 萎绪
,

呈灰浊叶片

状
。

横切面为中空 细管
,

腔内或管壁上分布少量

卵原细胞 ; 无明显增殖

迹象(圈版
一i

,
2 )

。

初期出现大最卵原细

胞
,

处在活跃增殖状态

(图版一
,
4 ); 晚期卵巢

小管形成
,

其内含卵黄

发生前期卵母细胞和增

殖的卵原细胞(图版韦
,

6 )
。

卵原细胞增殖极少或

无 ;次级滤泡形成 ; 卵巢

内主要为卵黄发生期卵

母细胞 ; 卵母细胞增大

显著
,

内含大且卵黄粒;

核内染色体丝状 (图版
-

7
,
8 )

。

卵母细胞直径近最大

(平均 24D 件m )
,

其内充

满卵黄粒
,

核膜尚清晰
、

核内无明显染色体
、

核

质均匀浅兰(图版一 )
。

卵母细胞 直 径 最 大

(平均 加0协功 )
,

卵核皱

绪
,

核仁
、

核膜模糊
,

核

质淡紫色〔图版一o)
。

滤泡萎缩
,

泡内残存

少量退化的大卵母细胞

及早期卵母细胞
、

泡壁

增厚 (图版
一 1 1 )

。

卵母细胞迅速生 长

和卵黄发生旺盛期
。

排卵后
,

残存卵母

细胞退化和重吸收
。

到了发育期
,

卵巢小管壁上的滤泡细胞进一步向管腔内迁移
,

逐渐包围卵母细胞 (图

版一了)
,

最终在每个卵母细胞周围形成单层滤泡细胞层
,

包裹住卵母细胞 (图版一8 ) ;
这一

过程称为
“

次级滤泡作用
”

(s e eo o da r y f o llie u lo g e 立e : 15 )〔
. ] 。 滤泡细胞在包住卵母细 胞

后
,

随着卵母细胞的生长增大
,

其形状逐渐由卵圆变为细长 (图版一8 )
。

随着次级滤泡作用
,

卵母细胞进入卵黄发生期
,

卵巢迅速增大 (主要是由于大量卵黄

积累
,

促使卵母细胞体积迅速增大 )直至成熟期达到最大体积
。

(三) 卵巢发育早期的退化

除上述正常发育过程外
,

还观察到一种异常现象
—

在发育早期的卵巢中出现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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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全面退化现象
。

出现这种退化的个体很少
,

在所观察的个体中仅见到两个
。

退化个

体一般较大 (头胸甲长分别为 7
。

。和 8
.

2 c m )
,

退化卵巢在外观上 与正常的发育早期卵巢

无明显差别
,

其内部特征略似排卵后期卵巢的特征
,

细胞和细胞核也皱缩变形
,

其胞质严

重空化
,

很少有嗜色颗粒 (图版一1 2 )
。

除了这些特征外
,

这种早期退化的卵巢还可见到大

量增殖的滤泡细胞和卵原细胞 (增殖中心 )( 图版一1 2
, 1 3 )

,

据此很容易与排卵后期区分开

来
。

讨 论

(一) 卵巢发育的分期

一些甲壳动物卵巢发育的分期
,

主要根据卵巢外部特征的变化
,

这给人们提供了直观

迅速地了解性腺发育的可能性俩
7 注。 然而仅根据外部特征有时不易做到准确地分 期

。

在

确定分期界限时
,

应以卵巢内部发育特征为主
,

否则分期的意义就不大
。

通过对锯缘青蟹

卵巢内外特征的对 比观察
,

作者以卵巢发育特点为主
,

把卵巢发育分为六期
。

这种分期法

与中国对虾 (P。。a eu s o : ‘。二毖a 不衍)仁
1 1和墨吉时虾 (P

。

。。r尹‘。
。对s)‘

1 ’
的划分相似

。

未发育期 (T 期 ) 是指卵巢在迅速发育之前 (也即生殖细胞开始活跃地增殖和迅速地

分化生长之前 ) 的一段相对静止的发育过程
。

卵子发生经历起 源
、

增 殖
、

分化三 个 阶

段
t , 1〕。 第一阶段一般指原始生殖细胞的形成并迁移到性腺生殖表皮中的过 程

。

这 一 过

程始于胚胎早期〔息I J ,

并可能在胚胎期结束时就完成了〔, 习。 根据作者的观察
,

青蟹卵原细

胞开始活跃的增殖要到个体头胸甲长接近 4 甚至 sc m 时才开始
,

因此从胚胎期结束 (即

幼蟹形成之时
,

此时头胸甲长约数 m m )到 4一5 。扭 之间
,

卵巢的生殖细胞可能处在一种

相对静止的发育状态中
,

这时卵巢中仅见到很少量的卵原细胞
,

没有卵原细胞明显增殖的

迹象
,

其特征与随后的发育早期显然有明显不同
,

故作者把这一阶段的卵巢发育定为
“

未

发育期
” 。

在中国对虾中
,

曾把卵原细胞旺盛的增殖时期定为未发育期川
,

这是值得商榷的
。

他

们所观察到的特征应属于第 n 期的初期
,

而且这种特征与
“

未发育期
”

这一名称也不相

符
。

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是 由于他们所观察的对虾个体还不够小的缘故
,

此外也可能由于

n 期初期与 I 期之间在外观上是难于区分的
。

在外观上
,

近成熟和成熟期卵巢也是不易区分的
。

从组织学的角度
,

除了成熟期平均

卵径略大于近成熟期外
,

核的变化是卵子成熟的重要特征
。

在成熟期
,

核明显皱缩
,

核膜

及核仁模糊不清
,

表明核即将解体进入分裂中期
。

在中国对虾 t生,和墨吉对虾‘, ’
中

,

成熟卵

母细胞的核也有类似的变化
。

W ou r ln s
也认为卵母细胞的成熟

“

是由胚抱破裂而始
” 〔, 1 , 。

显然 以核的这种变化作为 甲壳类卵母细胞成熟的标志 已得到较普遍的证实和接受
。

由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
,

要做到准确
、

科学地对卵巢发育进行分期
,

最好的方法是

以卵巢内部的发育特征为主
,

把内外特征结合起来作为分期的依据
。

(J ) 冯玉爱等
;
1 98 。

。

甲壳动物学论文集
,

砚气

(幻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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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卵巢发育早期的退化

个别卵母细胞的退化是普遍的现象
,

但在发育早期几乎全部卵母细胞都发生退化的

现象则很少
,

仅在个别较大的个体中发现
。

在这些全面退化卵巢中仍有大量正在分裂的

卵原细胞
,

由这一点可以确定这些大个体的性腺尚处发育早期
。

通常大多数个体在头胸

甲长 5一6 c m 时
,

卵巢即已发育到晚 11 期 ;许多个体在 7一 8二 时
,

即进入 工11 期
,

甚至

IV 或 V 期
。

而这些退化个体在 7一sc m 时
,

仍停留在 11 期而未进一步发育
。

这暗示
,

可能有什么因素阻止了卵母细胞合成卵黄和卵巢的进一步发育
。

究竟是何原因造成这种退化? 一是可能与缺乏交配有关
。

在实验中
,

作者曾解剖部

分雌体的生殖系统
,

发现在发育早期
、

较小的个体中均未见到交配迹象
,

而在发育期 (卵黄

合成从此期开始 )至成熟期的雌体中
,

都观察到交配过的特征
:

受精囊明显膨大
,

呈乳白

色
,

并可镜检到精子
。

这表明交配与卵黄发生有某种联系
。

交配导致卵巢迅速发育和卵

黄合成在许多虾
、

蟹都有报导
汇, , 7 , 。 在中华绒鳌蟹 (肠初ch 。加 丽。丽

“)
,

雌蟹如不能入海

交配
,

卵巢即行退化闺
。

交配可使虾站 (习q沥“a
ho 沁涵诩a) 血浆和卵巢出现新合成的

卵黄蛋白原〔们
。

在青蟹养殖中
,

通常认为未交配的雌蟹 (俗称 白蟹 )是不能育成性腺成熟

的
“

红熔
” ; 而卵巢为乳白色 (相当晚 n 期 )的大个体 (有母 ) 是初交配的

,

可 以 达到性

成熟川
。

这除了证实交配促使性腺成熟外
,

还说明交配是在晚 11 期的大个体中进行的
。

印度学者的系列解剖观察也证实头胸甲长 8
.

。咖 以 上 的晚 11 期雌 性 青 蟹 均 已交 配

过仁, 刃
。

很可能雌蟹无需交配即可发育到卵巢 11 期
。

当个体生长到一定大小 (例如 6一

7 c m )时进行交配 ;而作为一种生物刺激因素
,

此时的交配启动 了体内有关的调控系统
,

使

后者通过一定的途径 《如神经内分泌途径 )作用于卵巢
,

促使卵母细胞卵黄发生启动
,

使卵

巢由 11 期发育到 工11 期
。

当雌体达到一定大小却没有交配的机会时
,

卵巢不能进一步发

育
,

相反则发生退化
。

当然
,

本实验观察到的大个体青蟹的退化是否确由于未获交配的机

会而致
,

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才能确定
。

除了交配外
,

其他因素 (如饥饿等 )也可能是导致退化的原因
。

饥饿造成甲壳类卵的

重吸收也曾有报导〔们 。

当饵料缺乏时
,

为了保证身体的生长则可能抑制卵巢发育
,

甚至通

过卵巢的退化和重吸收来补充生长之需
。

此外还可能有其他造成退化的原因
。

显然通过

进一步研究造成卵巢退化的真正原因将有助于促进青蟹养殖生产
,

还可使其繁殖的理论

研究更加深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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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机动渔船图集》

《中国海洋机动渔船图集》(群众渔业 )是农业部水产司委托全国水产节能协作组

办 公室负责组织沿海各省市自治区水产厅 (局 )共同协作谨慎选择编辑成集的
。

所选

船型都是由各省市自治区水产局和地区水产局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反复讨论 确 定 的
,

有先进性和代表性
。

《图集》共收集船型 5 5 艘
。

每艘船型有彩照
、

线型图
、

总布置图
、

中剖面图
、

机舱

布置图
、

静水力 曲体
、

各种装载情况稳性计算等
。

选集为八开本
,

3 50 页
。

这是一项全国海洋群众渔业机动渔船选优定型工作
,

是一项渔船技术改造的基

础工作
。

图集内容丰富
、

全面
.

可供修造船工厂
、

研究设计部门
、

船检
、

学校
、

用户等单位研

究应用
。

《图集》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

过去预订的单位
,

已分别寄发
。

《图集》目前尚有少量存书
,

欲购单位或个人
,

请来函订购
。

每册收费 80 元 (外加

邮费 6 元 )
。

书款请邮寄
:

上海市军工路 3 34 号 (邮政编码 2 0 0 0 9 0) 全国水产节能协作

组办公室伍稠芳
。

(全 国水产节能协作组办公室 )

一九九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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