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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瓶螺胚胎发育的初步观察

谢 嗣 光

(西南师范大学生物系
,

重庆 63 07 15)

提要 木文对大瓶螺 (通仇娜 2 1。 她 娜 g as ) 的胚胎发育进行了研究
。

由于大瓶螺卵其钙质

卵壳
,

故采用定时取样
,

破壳取胚
,

间断观察的方法
。

在 25 士 lo C气温中
,

胚胎发育从卵产出母

体后至孵化需 274 小时
,

长度增长 22 倍
。

全过程可分为 7 个时期 : 卵裂期
、

囊胚期
、

原肠期
、

担

轮幼虫期
、

面盘幼虫期
、

幼螺形成期和孵化期
。

对各期的外部形态特征进行了描述
,

并绘制了

各期形态图
,

还对卵的结构
,

各期发育时间及胚胎大小变化作了描述
。

关键词 胚胎发育
,

大瓶螺

大瓶螺 (山勿叫乙lar 标 乒夕
“ : S p主x) 又名福寿螺

。

原产亚马逊河流域
,

是一种大型淡水

螺
。

引入我国在人工控制下养殖
,

可增加动物性蛋白
,

改变人们的食物结构
,

也可作为教

学实脸材料
。

我国学者对该螺生物学的研究做了很多工作 〔毛盛贤
,

19 89 ; 袁 振生 等
,

1 9 8 7 ,梁羡圆等
,

1 9 8 6〕
,

而在胚胎发育方面未见报道
。

为了更进一步对该种动物加以利

用
,

为产钙质卵壳的贝类胚胎发育提供资料
。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对大瓶螺胚胎发育进行

了观察
,

报道如下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供胚胎发育观察的卵块来自本系贝类科研室
。

母螺产完卵掉入水中后
,

将卵块整体

取下
,

放自制孵化台上
,

在空气中 25 士 lo C恒温条件下孵化
。

以刚产出的卵块为发育起始

时间
,

早期每隔 2 小时
,

晚期 8小时取下 5一 10 粒卵
,

置解剖镜下用解剖针击碎卵壳
,

取出

胚胎进行观察
。

按比较典型的形态特征出现划分时期
,

用读数 显 微镜测量胚 胎大小
,

B ou 扭、 液固定
,

洋红染色制成永久装片
。

部分时期的胚胎用醋酸溶去卵壳
,

石蜡切片观

察
。

二
、

结 果

(一 ) 卵 的 结 构

大瓶螺虽为水生动物
,

但具两栖性
,

母螺离水面约 15 一 20 厘米处产卵
,

产卵时将卵堆

积成卵块 ( E g g m as s se )
。

卵基本结构 (图 1) 表明〔梁羡圆等
, 1 9 8 6〕为正 圆形 (在孵化过

程中由于连接卵的粘液水份损失
,

相互挤压而变成非正 圆形 )
。

卵径 2
.

65 一 3
.

11 毫米
,

红

色
,

卵细胞位于中央
,

直径 o
.

n 毫米
。

卵细胞外为滤泡细胞发育而成的滤泡膜
,

直径 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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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
,

滤泡膜中充满了液体
,

卵细胞悬浮当中
。

卵白占绝大部分
,

用 D le af i le d, ,
苏木精染

色
,

卵白物质由三层组成
,

中央卵白染色最深
,

外缘染色浅
,

与解剖上发现有三种结构分泌

卵白一致
。

卵白外为钙质卵壳
,

刚产出时很软
,

约 8 小时后变硬
。

同时连接卵的粘液水份

损失滞性增强
,

卵彼此不易分离
。

刚产出的卵为受精卵
,

(二 ) 胚 胎 发 育

细胞未进行分裂 (图版一 1 )
。

因此
,

大瓶螺卵裂从卵产出体外

开始
。

分为 7 个时期
。

_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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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瓶螺卵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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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卵壳 ; 2
.

壳膜 ; 3
.

卵白 ;

4
.

滤泡膜 ; 6
.

卵细胞
。

1
.

卵裂期 卵裂始于卵产出母体后 5 小时
。

第一次分裂为径裂
,

形成大小相等的二分裂球
,

分

裂沟较深
,

横径加长 (图版一 2 )
。

当分裂即将完成

时
,

放出第二极体
。

第二次分裂同样为径裂
,

完全

分裂后的 4 个分裂球大小相等
,

分裂沟表现出向

右倾斜的趋势
。

4 分裂球的特点是细胞变扁平 (图

版
一 3 )

。

第三次分裂为纬裂
,

形成 8 个分裂球
,

动

物极 4 个小分裂球
,

植物极 4 个大分裂球
,

小分裂

球位于两个大分裂球之间
,

体现出螺旋卵裂方式

(图版一 4 )
。

以后随着经裂
、

纬裂的交互进行
,

分裂

球逐渐增多
,

形成囊胚期
。

2
.

囊胚期 囊胚期在外形上不易区分
。

胚体呈桑堪状
,

分裂沟较深
,

细胞均向外凸
,

植物极细胞明显大于动物极细胞 (图版一 5 )
。

3
.

原肠期 分为早中晚 3 个时期
。

①原肠早期
。

囊胚末期
,

动物极小分裂球分裂速

度快于植物极大分裂球
,

并向植物极延伸
,

形成外包方式
,

同时植物极缓慢内陷
。

胚体形

状改变不大 (图版一 6 )
。

②原肠中期
。

以原 口形成为标志
。

由于外包和内陷
,

在植物极中

央形成原 口
,

胚体变化较大
,

侧观由馒头形变为低圆锥形 (图版
- 7 )

。

③原肠晚期
。

由于原

口周围的外胚层细胞增长迅速
,

向内陷形成 口凹
。

同时略向下延伸
,

胚胎侧观中间大
,
口

凹部分突出
,

动物极也变低矮
,

近似驼螺形
。

从卵裂开始至原肠末期
,

均在滤泡膜内完成
,

胚胎略有增大
,

但不显著
。

4
.

担轮幼虫期 有 口前纤毛束 (端纤毛束 )和 口后纤毛束
。

顶板极为明显
,

具纤毛
,

无粗大或长纤毛 (图版一8 )
。

胚体明显增大
,
口上

、

下方
,

后端和顶板处
,

各有 5一6 个凸出的

大型细胞
,

不被洋红染色
,

活体时透明
。

从后来的变化看
,

这 4 团大型细胞可能分别发育

成 口球神经节
、

足神经节
、

内脏神经节和脑神经节
。

头部
、

足
、

内脏和壳腺原基在此时期形

成
。

从担轮幼虫开始
,

胚胎依靠纤毛的摆动开始转动
,

突出滤泡膜
。

通过 口前纤毛的作用

将卵 白吸入体内
,

在中央的幼虫肝脏细胞中行胞内消化
。

幼虫肝脏细胞体积较大
,

呈红

色
,

与卵白颜色一致
。

5
.

面盘幼虫期 此期以面盘
、

壳腺和足的出现为标志
。

分为两个阶段
。

①面盘幼虫

早期
。

进入面盘幼虫早期胚胎体积迅速增大
。

头部原基突出更明显
,

在其背面形成面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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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盘细胞从两侧向后延伸达到顶板的前方
。

着生纤毛的细胞向外凸出
,

形成略呈长方形

的面盘区 (图版一 9 )
。

足原基向腹面伸展
,

最初 圆柱状
。

随着足的长大
,
口腹面两侧形成两

条具有纤毛的带状隆起
,

中间形成足沟
。

内脏囊原基 向后延伸
,

背面形成壳腺
,

壳腺的发育

不是向外突而是向内凹
。

内脏囊原基开始左右对称
,

在发育中右侧发达
,

左侧不发育呈非

对称性 (图版
- 1 0 , 1 1 )

。

胚胎扭转随着内脏囊发育开始
,

外形上表现在壳腺由位于内脏囊

背面转向左侧
,

并向右侧进一步凹入
。

胚壳薄而透明
,

是在壳腺的凹入进程 中分泌形成

的
。

外套膜出现于胚体右侧
,

迅速发育
,

右侧增大
,

胚胎出现螺转
,

螺转加速了胚胎扭转
。

这时
,

胚胎的进一步扭转与螺转同步进行
。

②面盘幼虫晚期
。

随着顶板消失
,

头部延伸
,

面盘也消失
。

足的发育是 口下面两条隆起带迅速增长
,

逐渐扁平
,

在中央两条带相连
,

足沟

消失
,

形成足的踉面
,

前观呈心形
,

尖端指向腹面
。

真正足原基的腹面在发育中后移
,

由

足的踱面取代
。

庵腺位于足后端背面
,

一经形成即向外分泌庵
,

初白色透明
,

后变圆增厚
。

外套膜细胞 由内脏囊后端边缘细胞分化形成
,

功能分泌贝壳
,

与壳腺分泌的胚壳连在一

起
,

壳腺消失
,

外套膜向前包住身体
,

外形似蘑菇状
,

中间形成外套腔
。

至此
,

完成了胚胎

的扭转
,

而螺转仍继续进行 ( 图版一 1 2 , 1 3 )
。

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其它器官
:

心脏初位于

内脏囊背面
,

在扭转中向左移动
,

在外套膜出现后心脏开始搏动
。

触角在头部两侧呈馒头

状突起
,

后逐渐伸长
,

左右对称
。

平衡囊位足与内脏囊交界处
,

像一个透明的小圆环
,

向足

内伸长过程中
,

分泌细胞 向囊内分泌耳石
。

`
.

幼螺形成期 以足能伸缩
,

庵可关闭壳 口 为此期界线
。

胚胎活动不仅依靠纤毛
,

足的伸缩起了很大作用
。

眼是这期出现较早的器官
,

位于触角基部外侧
。

外套腔中水流

更加明显
。

整个胚体已具有成螺的基本形态
。

这期历时较长
,

主要在于内部各器官的发

育和完善
,

最后几乎达到了整个卵壳内的空间 ( 图版
一1 4 )

。

7
.

孵 化 整个卵块孵化时间需 1一2 天
。

表面卵首先裂开
,

而后是中间和底层
。

初

孵幼螺具两个螺层
,

肝脏部分呈红色
,

因有 2 / 3 卵白未被消化而贮存在肝细胞中〔C h ee ,

am
n

, 1 9 5 8〕
。

其余部分淡黄色 (图版一 1 5 )
。

掉入水中后
,

可存活 2一3 天
,

若保持干燥环境

可达一周左右
。

具有独立摄食的能力
。

(三 ) 胚胎发育历期和胚胎大小

受精卵从产出母体开始发育
,

在气温佗5 士 lo C时
,

历时 2 7 4 小时
,

胚胎增长 22 倍 (图

2 )
。

面盘幼虫和幼螺形成期历时最长
,

约为整个历期的 82 拓
。

幼螺形成期约占整个历期

的 60 %
。

胚胎增大以面盘幼虫期最显著
。

三
、

小 结 和 讨 论

1
.

大瓶螺卵具有钙质卵壳
,

与陆生肺螺类一样
,

适于空气中孵化
。

由于卵外有大量

粘液将卵连接成卵块
,

粘液干后可防止卵内水份损失
。

在孵化中
,

若经常保持卵块的潮

湿
,

胚胎会死亡
,

这点与陆生种类不同
。

2
.

卵细胞属间黄卵类型 〔曲漱惠等
, 1 9 8 0〕

。

卵黄比较集中于植物极
,

动物极为细胞

质部分
,

两极之间的界线不明显
,

与其它前鳃亚纲动物卵的型式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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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P la t e

l ee4 (卵裂期 )
:

( 1 )受精卵
,

( 2 ) 2 细胞
,

( 8 ) 4 细胞 (背面观 )
,

( 4 ) 8 细胞 ; 5 囊胚期 ; 6一7 (原肠期 )
:

(6 ) 原肠早期
,

(7) 原肠中期 ; 8 担轮幼虫期 ; 9一 13 (面盘幼虫期 )
:

( 9 ~ 1 1) 早期面盘幼虫
,

( 1 1) 背面观
,

( 1 2一 1 3) 晚期面盘幼虫 ; 14
.

幼螺形成期 ;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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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瓶螺胚胎发育历期和胚胎大小 (气温 25 士 ol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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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大瓶螺属包囊幼虫发生类型
。

有短暂的担轮幼虫期
,

可明显见到顶板
,

端纤毛束

和 口后纤毛束
,

与海产贝类担轮幼虫相比差异极大
,

而更接近肺螺亚纲淡水生活的种类

〔r r e d e ir c 二 , 1 9 8 2二
,

如消化道没有形成肛门
,

以细胞内消化方式吸收营养
。

4
.

面盘幼虫是贝类的一种重要幼虫
。

大瓶螺面盘幼虫在基本结构上与其它种 类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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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大区别 [ M a c b r id e , 1 9 3 0 ; P r a , h a d
, 19 8 2 ; R a n j

a h
, 19 4 2 ]

,

但面盘的发达程度较弱
,

存在的时间也较短
。

5
.

囊胚期不易确定
。

由于螺旋形卵裂
,

在植物极细胞仍在分裂的同时
,

动物极细胞

已开始向下包
,

原肠胚切片上能明显见到囊胚腔的存在
。

因此
,

大瓶螺囊胚可能与原肠的

形成同时发生
。

6
.

大瓶螺卵有钙质卵壳
,

卵白又特别浓稠
,

影响对早期卵裂的细胞谱系追踪
,

在研究

方法上有待进一步探讨
。

本丈承曾和期
、

苏 良陈副教授审阅并提出宝贵意 见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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