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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报道了对厦门郊区封闭的海湾杏林湾普通编鱼性腺的组织学观察结果
。

观察结 果表

明
,

普通鳞鱼成熟系数变化周期和性腺发育情况相一致
,

首次成熟年龄为 3 岁
,

成熟时间在 1 1
、

招 月
。

杏林湾普通鳍鱼生长发育与美国的相似
,

而比地中海
、

黑海的同种鱼要快
。

普通鳍鱼大

生长期卵母细胞吸收过程分三个阶段
,

从 11 月下旬开始
,

延续到翌年 1一 2 月结束
。

大生长期

的卵母细胞吸收过程主要依靠滤泡上皮细胞活性提高
,

产生分泌物质促进透明层
、

胶质层和卵

母细胞内含物的分解
,

滤抱上皮细胞还直接吞噬卵黄颗粒
。

普通鳍鱼 (卫 “娜不哪h哪“ iL 训句是港养鱼类的优 良品种
,

在进行人工繁殖工作中提

出了一些间题
,

如在杏林湾大面积的半封闭水体中放养的普通鳍鱼性腺发育情况怎样 ?能

否生殖或是退化 ? 为了解决这些实际 间题
,

并了解普通鳍鱼性腺发育规律
,

我们进行了本

项研究工作
。

有关绷科鱼类性腺组织学研究
, n 印 ar : ( 1 9 59

、
19 6 0) 汇“ 。 ,

s1] 曾对金鳍邸n `
娜 l a 二忆。”

别二
o )卵巢作过研究

。
S t e n g二 ( 1 9 5 9 ) 〔幻对体长 19 一 4 2

。

5 毫米的普通鳍鱼性腺的结构及

发育进行了研究
。

S饭ilI & L朗ay ( 1 9 6 1 )
「, 〕
在硬骨鱼类的卵子发生一文中

,

对普通鳍鱼

和大头鳍 (卫
“
娜弓。叩`如 ) 卵母细胞卵膜的放射区及其附属物的来源和意义进行了研究

。

拭 u : e朋 B 等人 ( 1 9 7 4 ) 〔
1 . 〕研究了普通鳍鱼 (为瓜夕落乙

已缪无a 沁 s L吐田石)和尖鼻鳍 (刃“ g么乙sa 不艺。贴

R油 o) 的性腺状态及注射垂体后所引起的变化
。

R en 等人 ( 1 9 7 5 ) 〔月对经注射激素后的普

通鳍鱼性腺组织学变化进行了研究
。

材 料 与 方 法

普通姗鱼性腺材料系 1 9 6 1 年 9 月到 1 9 6 2 年 10 月间按月 自集美水产公司收购 站 收

集
,

共采集 1 0 4 尾雌鱼标本
,

现场进行测量记录
,

卵巢用波恩氏 ( B Ou 饭 )液固定
,

另一部分

承蒙张其永
、

杜金瑞
、

吴冲渊
、

李福振同志协助收柔标本
,

年龄鉴定由李福振同志协助完成
,

在此一并致谢
,

现在厦门大学海洋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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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福尔马林固定供研究脂肪之用
。

石腊包埋切片
,

厚度为 6一 8 微米
,

用偶氮— 卡红
,

铁

苏木精和台氏苏木精染色
。

脂肪用冰冻切片
,

苏丹 工H 染色
,

也用石腊切片
,

苏丹黑 B 染

色
。

观 察 结 果

(一 ) 成熟系数的年龄变化

雌鱼性腺发育情况
,

以卵巢占体重的千分比来表示成熟系数
。

从普通绷鱼成熟系数的年龄变化中看到
,

在 n 龄组的系数最低
,

并有随年龄的增加

而逐渐增大的趋势
。

而在 n 工龄组
,

于 10 月和 11 月分别达到第一次高峰
,

它们的成熟系

数为 47
.

5编和 56
.

7编
,

12 月分以后又下降
,

到 7 月份最低
,

仅为 。
。

5编
。

工V 龄组
,

在 11

月份也出现一次高峰
,

最大的个体性腺重达 5 2 5 克
,

成熟系数 21 5
.

1编
,

平均为 1 30
,

1筋
,

到 2 月份又下降为 3
.

6筋
。

V 龄组
,

在 n
、

始 月间也出现一次高峰
,

二个月间平均成熟系

数分别为 9 6
.

6编 与 1 5 1
.

0荡
,

12 月份最高的达 1 8 5
.

8编
,

2
、

3 月间又下降为 8 3
。

1荡 与

6
.

4荡
,

而 以 6 月份最低
,

为 0
.

7编
。

V工龄组
,

在 n 月和 12 月份也出现一次高峰
,

成熟系

数 80
.

2偏与 1 3 8
.

3编
,

到 7 月份下降为 6
.

7编
。

雌鱼成熟系数变化和性腺发育情况相吻合
。

可以看到普通鳍鱼雌鱼首次性成熟时间

是 3 岁
。

在成熟以前
,

卵母细胞处在小生长期的时间很长
,

只有到第 3 年 10 月份以后才

转入大生长期
,

在短期内 (1 一 2 个月 ) 成熟并过渡到生殖状态
。

这时期恰好与平均水温从

10 月份 2 8o C下降到 12 月份 17
“

C 的过程相一致
。

根据成熟系数的变化看到普通 络鱼生

殖季节应在 11 月和 12 月份
。

1 月份成熟系数重新下降
,

这与卵巢内未排出的卵母细胞

被吸收有关
。

下降继续到翌年的 8一 9 月份为止
。

从第四年开始
,

每年 11 月
、

12 月间重

复成熟与生殖一次
,

因此
,

成熟系数的变化周期也每年重复一次
。

(二 ) 卵母细胞各发育时期的特征

1
。

小生长期卵母细胞

(1 ) 小生长初期卵母细胞时相 ( B 时相 )
,

见 图 1
。

卵巢呈叶瓣状
,

内腔型构造
。

空腔

在卵巢中间
,

每瓣上卵母细胞成单行排列在靠内一侧
。

二行卵母细胞之间为血管和结缔

组织
。

卵母细胞体积小
,

形状不规则
,

其卵径 10
.

26 x ll
.

97 一洲
.

0 5 、 8 5
.

50 微米
。

只有

一层卵膜
,

在膜中稀疏分布着细小而长椭圆形的滤泡细胞核
,

滤泡细胞质还不明显
。

卵

母细胞的细胞质染色均匀
,

为细小颗粒状物
。

细胞核大
,

呈卵圆形或圆形
,

占卵母细胞较大

部分
。

核径为 6
.

8 4 又 6
.

84 一 4 6
.

1 7 只 4 2
。

75 微米
,

位于细胞中央
,

核膜界限清楚
,

核内染色

体 已完全消失
,

染色质多数呈网状分布
。

核仁多数分布在核膜内周边
,

少数分布在核中央
。

核仁数目
,

在一个切片上多少不等
,

一般 2一 34 个
。

核仁径 1
.

54 X I
.

54 一 10
奋

78 只 13
·

09

微米
。

(幻 卵母细胞单层 滤泡时相 ( O 时相 )
,

见 图 2 。

卵巢呈叶瓣状排列
,

各瓣有延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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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小生长初期卵母细胞时相一刀 时相 图 2卵母细胞单层滤泡时相一口 时相

弯曲
。

卵母细胞体积逐渐增大
,

形状卵圆形 或 圆形
。

细
_

胞径 7 5
.

24 \ 7 1
.

82 一 1 2 4
.

83 x

1 17
。

99 微米
。

开始出现一层滤泡膜和一层透明层
,

用 台氏苏木精染色
,

滤泡膜无色透明
,

透明层着桃红色
,

这是本时相的主要特征
。

在滤泡膜中稀疏排列着长椭圆形的滤泡细胞

核
。

卵膜界限清楚
,

细胞质均匀分布
。

用苏丹 11 工染色
,

尚无脂肪的颜色反应
。

核位于细

胞中央
,

核膜界限清楚
,

核大
,

呈卵圆形或圆形
,

核径 2 3
.

9 4 狱 3 0
.

78 一 7 1
,

82 x 6 8
.

40 微米
。

染色质还呈网状分布
,

有的 已不明显
。

核仁多数分布在核膜内周边
,

少数分布在核中央
。

核仁数目
,

在一个切片上多少不等
,

一般 3一24 个
,

核仁径 1
.

5 4 火 1
.

5 4一 8
.

4 7 x 8
.

47 微

米
。

2
,

大生长期卵母细胞 ( D 时相 )

(1 ) 出现 1一 2 层液泡时相 (lD 时相 )
,

见 图 3 卵母细胞排列开始疏松
,

形状卵圆形

或圆形
,

体积进一步增大
,

卵径 109
,

4 4 x 9 0
.

63 一1 4 1
.

93 x 124
.

83 微米
。

除具有滤泡膜和

透明层之外
,

在透明层外周出现一层着色较深的胶质层
。

用偶氮
一
卡红法染色

,

滤泡膜无

色透明
,

透明层染成浅蓝色
,

胶质层着深蓝色
。

滤泡膜内已具有相间排列的二层滤泡细

胞
,

外层较薄
,
并与卵巢结缔组织交错在一起

,

外层的滤泡细胞核较内层的滤泡细胞核来

得细长
。

卵膜界限清楚
,

膜厚 0
.

7 7一 1
.

16 微米
。

此外
,

在核膜外周边开始出现 1一 2 层的

液抱
,

用苏丹 1 11 染色
,

在核周边出现 l 一 2 层染成橙黄色的脂肪粒
,

脂肪粒径约 1
,

。 x

l
·

0一 3
·

。8 X 3
·

08 微米
。

这些都是本时相的主要特征
。

除液饱出现的位置外
,

细胞质均

匀分布
。

核呈卵圆形或圆形
,

位于细胞中央
。

核膜界限开始不清楚
,

核内出现小球状颗

粒
,

用偶氮一卡红法染色
,

染成玫瑰红
。

核径 3 4
.

20 x 3 5
.

91 一 63
.

27 x 44
.

46 微米
。

核仁多

数分布在核膜内周 边
,

少数分布在核中央
。

核仁数目
,

在一个切片上多少不等
,

一般 5一

2 1个
,

核仁径 2
.

s i x Z , 1一连
.

6 2 x 3
,

8 5 微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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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出现 1一 2层液泡时相一刀
卫

时相 图 4 液泡占细胞质一半时相一几 时相

(幻 液泡占细胞质一半时相 (几 时相 )
,

见 图 4 卵母细胞排列较松
,

形状卵圆形或圆

形
,

卵径 1 19
·

70 x n 6
·

28 一 15 0
.

48 x 12 3
.

1 2 微米
。

胶质层和透明层明显
,

卵膜界限清楚
,

膜厚 1
.

13 一 1
,

6 4 微米
。

滤泡膜内的滤泡细胞核呈二层排列整齐而相互靠近
。

液 泡 已 逐

渐向外扩散
,

占从核周边至卵膜内边缘的一半
,

液泡体积逐渐增大
。

用苏丹 111 染色
,

脂

肪粒已逐渐向外扩散占细胞质一半
,

脂肪粒径 1
.

。 只 1
.

0一 3
.

0 8 x 3
.

85 微米
,

这是本时相

的主要特征
。

细胞质随着液泡的逐步增多而减少
。

核呈 卵 圆 形或 圆 形
,

核 径 37
,

62 x

54
·

72 一 6 8
·

40 X 5 1
·

30 微米
,

位于细胞中央
。

核膜界限不清楚
,

核内具有小球状颗粒
。

核

仁多数分布在核膜内周边
,

少数分布在核中央
,

核仁数目
,

在一个切片上多少不等
,

一般

6一 23 个
,

核仁径 2
.

3 1 丫 2
.

3 1一 4
.

6 2 又 3
.

0 8 微米
。

(3 ) 液泡充满细 胞质时相 (D
。
时相 )

,
见 图 5 卵母细胞排列较松

,

形状卵圆形或圆

形
,

卵径 1 3 3
.

3 8 冰 1 1 2
.

8 6一 i 6 7
.

5 8 x i 6 4
.

1 6 微米
。

卵膜界限清楚
,

膜厚 1
.

5 4一 1
.

9 3 微米
。

胶质层和透明层明显
。

滤泡膜内的滤泡细胞核呈二层排列整齐而相互靠近
。

液泡已充满

整个卵母细胞
,

靠近卵膜内边缘 1一2 层的液泡较大
,

此阶段
,

脂肪粒已充满整个细胞
,

脂

肪粒径 3
,

0 8 “ 3
·

。8一 5
,

39 x s
·

39 微米
,

这是本时相的主要特征
。

细胞质只在卵膜附近分

布一小层
。

核呈卵圆形或圆形
,

核径 3 0
.

78 又 5 6
.

43 一63
.

27 火 49
.

59 微米
,

位于细胞中央
。

核膜界限不清楚
,

核内具有小球状颗粒
,

核仁多数分布在核膜内周边
,

核仁数目
,

在一个切

片上多少不等
,

一般 8一 13 个
,

核仁径 3
.

08 只 3
、

08 一 6
.

16 x 3
.

85 微米
。

(4 ) 出现 1一 2 层 印黄粒时相 (几 时相 )
,

见图 6 卵母细胞排列琉松
,

形状卵圆形或

圆形
。

细胞体积再进一步增大
,

卵径 1 52
,

2 4 x 138
.

40 一2 0 7
.

60 x 193
.

7 6 微米
,

卵膜界限

清楚
,

膜厚 1
.

5 4一 2
.

31 微米
。

胶质层明显
,

透明层逐渐加宽
,

其宽度 。
.

77 一 1
,

5 4 微米
。

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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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液泡充满细胞质时相一 D
:

时相 图 6 出现 1一 2层卵黄粒时相一 D。

时相

泡膜仍具有二层滤泡细胞核
。

液泡已充满整个卵母细胞
,

卵黄粒开始在靠卵膜的细胞质

处出现
,

呈 i一2 层排列
,

这是本时相的主要特征
。

用偶氮一卡红法染色
,

卵黄粒被染成玫

瑰红
。

卵黄粒径 2
.

3工只 3
.

08 一 6
.

1 6 又 4
.

62 微米
,

细胞质在卵膜附近分布较多
。

核呈卵圆

形或圆形
,

核径 邵
`

貂 x 20
`

犯一邪
,

6 9 % 5 6
.

始 微米
,

位于细胞中央
。

核膜界限不清楚
,

核

内具有小球状颗粒
。

核仁多数分布在核膜内周边
,

核仁数目
,

在一个切片土多少不等
,

一

般 5一1 1 个
,

核仁径 2
、

3 1 火 2
.

3 1一 3
.

8 5 x 5
.

3 9 微米
。

(豹 卵黄拉 占细 胞质一半时相 (刀
。
时相 )

,
见 图 7 卵母细胞排列疏松

,

形状呈卵圆形

或圆形
。

细胞体积继续增大
,

卵径 i叻
`

30 又 1 7 3
.

00

一 2的
.

5 8 火 2 6 6
.

04 微米
。

卵膜界 限清 楚
,

膜厚

2
.

31 一 3
,

85 微米
。

胶质层明显
,

透明层进一步加

宽
,

其宽度 1
.

叔一 3
.

08 微米
。

滤泡膜内的二层滤

泡细胞核排列紧密
。

细胞质在卵膜附近分布较多
。

掖泡充满整个卵母细胞
。

卵黄粒已逐渐向内扩散
,

占从卵膜内边缘至核周边的一半
,

卵黄粒径 4
.

6 2

汉 3
.

8 5一 12
.

32 x ll
.

“ 微米
。

核形状 开 始不 规

则
,

这些是本时相的主要特征
。

核膜模糊不清
,

核

径 4 2
.

了5 x 8 0
.

37一 7 1
,

8 2 x 7 6
.

9 5 微米
。

核位 于

细胞中央
,

核内具有明显的小球状颗粒
。

核仁多

数分布在核膜内周边
,

核仁数目
,

在一个切片上多

少不等
,

一般 8一 13 个
,

核仁径 3
.

8 5 x 3
.

8 5一 8
.

魂7

只 7
`

7 0 微米
。

(动 卵黄粗占细胞质 2/ 3 或将近 充满细胞 质

0
.

01仍顶

图 7 卵黄粒占细胞质一半时相
一~ 力牢

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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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相 (几 时相 ) 卵母细胞排列进一步疏松
,

形状呈卵圆形或圆形
。

细胞体积更 进一步

增大
,

卵径 2 3 0
.

6 4 火 2 1 5
.

7 6一 3 8 0
.

6 0 x 3 5 6
.

3 8 微米
。

卵膜界限清楚
,

膜厚 3
.

8 5一 6
.

1 6微

米
。

胶质层明显并加宽
,

透明层宽度 2
.

31 一 4
.

62 微米
,

并具有明显放射条纹
。

滤泡膜内

的滤泡细胞核形状变短而粗
,

滤泡膜厚 1
.

54 一 3
.

85 微米
,

卵黄粒的体积增大
,

粒径 3
.

08 “

4
.

62 一 14
.

6 3 x 1 4
.

63 微米
。

卵黄粒尚未布满到核周边
,

在核外周还留有一些液泡
,

这是

本时相的主要特征
。

核位于细胞中央
,

形状不规则
。

核膜模糊不清
,

核径 5 3
.

0 1 又 5 ,
.

8 5一

6 4
甲

9 8 x %
.

76 微米
,

核内具有不少的小球状颗粒
。

核仁多数分布在核膜内周边
,

核仁数

目
,

在一个切片上多少不等
,

一般 2一 13 个
,

核仁径 3
.

8 5 火 3
.

8 5一 8
.

47 义 7
·

70 微米
。

3
,

卵黄粒充满细胞质卵母细胞生长最大时相 ( E 时相 )( 图 8)

卵母细胞形状呈卵圆形或圆形
。

卵径 3 5 6
,

5 5 只 3 3 4
,

5 4一4 2 4
,

o s x 连0 9
.

2 0 微米
。

卵

膜界限清楚
,

膜厚 4
.

6 2一 8
.

47 微米
。

透明层
、

胶质层及滤泡膜厚度均相继加宽
,

其中滤泡

膜厚 2
.

31 一 4
.

62 微米
。

透明层宽 3
.

08 一 7
.

70 微米
。

卵黄粒的体积增大
,

颗粒径 6
.

16 x

6
.

16 一 1 5
.

4 x 1 3
.

86 微米
。

卵黄粒并 已均匀充满细胞质
,

这是本时相的主要特征
。

核位于

细胞中央
,

形状多数呈扁梭形
,

核变小
,

核径 2 3
.

9 4 又 47
.

88 一 3 4
.

2 o x 80
.

37 微米
。

核仁多

数分布在核内周边
,

核仁数目减少
,

在一个切片上多少不等
,

一般 3一 7 个
,

核仁径 4
,

62 x

3
.

8 5一 9
.

2连 x 8
.

4 7 微米
。

图 S 卵黄粒充满细胞质时相一E 时相

(兰 ) 普通鳍鱼卵巢发育分期特征

根据我们收集到的普通细鱼雌性性腺包括 11
、

11 工
、

I V
、

I V 一 11 各期
,

特征如下
:

11 期卵巢
:

外观— 卵巢呈圆带状
,

肉红色
,

半透明
,

肉眼看不到卵粒
,

表面有血管分布
。

组织学观察— 卵巢呈叶瓣状
,

包括有 B 时相和 O 时相的卵母细胞
。

细胞体积小
,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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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不规则
。

11 工期卵巢
:

外观— 卵巢呈圆筒状
,

淡黄色
,

表面的血管清晰
,

卵巢体积增大
,

约 占腹腔的 12/ 至

2 / 3
。

肉眼可见到卵粒
,

切下卵巢小块
,

卵粒不易脱落
。

组织学观察— 卵巢包括早期的 lD 时相和较后期的 刀
。
时相的卵母细胞

。

细胞 体

积增大
,

排列较松
,

形状呈卵圆形或圆形
。

I V 期卵巢
:

外观—
卵巢呈圆筒状

,

橙黄色
,

表面血管加粗明显
,

卵巢约 占腹腔 2 / 3 甚至满腔
。

卵

粒大且分离
,

切下卵巢小块
,

卵粒易脱落
。

组织学观察—
卵巢包括 几 和 E 时相的卵母细胞

,

细胞体积进一步增大
。

工V一 11 期卵巢
:

外观—
卵巢松弛

,

具厚膜
,

呈淡黄色
,

不透明
,

肉眼看不到卵粒
,

表面血管清晰
,

卵巢

体积显著变小
。

组织学观察— 卵巢呈叶瓣状
,

剩下被吸收后的卵母细胞空腔痕迹
。

(四 ) 卵母细胞被吸收各不同阶段特征

1
.

大生长期卵母细胞吸收第 I 阶段 (图 9)

整个切片上分布着大量的血管和结缔 组织细胞
,

卵母细胞排列疏松
,

体积增大
,

卵径

37 9
.

44 x 37 2
,

00 一5 1 3
.

56 x 5 0 5
.

92 微米
,

形状呈卵圆形或圆形
。

卵膜界限开始模糊不清
,

透明层显著加宽
,

其宽度从 3
.

08 一 7
.

70

微米增宽到 7
.

7 0一26
.

18 微米
。

透明层

内的放射条纹排列开始不规则且变 粗
。

胶质层外周
,

透明层内侧开始溶解而出

现缺刻或断裂现象
。

滤泡膜内出现小空

腔
,

滤泡膜逐渐加宽
,

宽度 2
·

31 一 6
.

16

微米
,

其膜内的二层滤泡细胞核排列紊

乱
,

形状变短而圆
,

滤饱细胞径 2
.

31 x

5
.

39 一 4
.

62 x 5
.

39 微米
,

并开始侵入透

明层边缘
。

除了卵膜起变化之外
,

卵黄粒开始
图 9 大生长期卵母细胞吸收第 工阶段

分解
,

首先靠近卵膜附近的卵黄粒 (卵黄粒径为 8
.

47 冰 8
.

打一2 3
.

10 x 1 6
·

17 微米 ) 以不 同

形式逐渐分解为小颗粒 (卵黄粒径 。
.

7 7 帐 0
.

77 一4
.

6 2 x 4
.

62 微米 )
。

在此阶段
,

这种小

卵黄粒多数分布在卵膜附近
。

随着卵黄粒逐渐分解
,

卵母细胞内出现 了蜂窝状的空腔
。

核膨大呈不规则形状
,

位于细胞中央
。

核径 3 4
,

20 x 66
.

69 一 14 5
.

35 x l3 6
,

80 微米
。

核膜边缘呈放射状
,

界限模糊
,

核内小球状颗粒增多
。

核仁多数分布在核膜内周边
,

核

仁数目多少不等
,

在一个切片上
,

一般 2一 17 个
,

核仁径 2
,

31 x 2
.

31 一11
.

5 5 X 10
.

78 微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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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大生长期卵母细胞吸收第 11 阶段 (图 10 )

图 10 大生长期卵母细胞吸收第 H 阶段

切片上分布着大量的血管和结缔组织细

胞
。

卵母细胞之间的排列
,

有的已相互靠近
,

其滤泡膜相连一起
。

细胞体积进一 步 增大
,

卵径 4 0 9
.

2 0 x 4 0 9
.

2 0一 5 2 0
.

8 0 x 谨8 3
.

6 0 微

米
,

形状呈卵圆形或圆形
。

卵膜界限模糊不

清
,

胶质层和透明层 已 断裂
,

透 明 层 宽度

1 0
.

78 一 23
.

10 微米
,

并逐渐溶解和消失
,

放射

条纹也模糊逐渐消失
。

滤泡膜显著加宽
,

宽度

4
.

62 一 1 1
,

5 5 微米
。

有的滤泡膜与胶质层分

离而形成一个空腔
。

滤泡细胞核体积扩大
,

逐

渐呈方形
,

核径为 3
.

8 5 丫 5
,

3 9一 6
.

9 3 x 6
·

16

微米
,

排列极不规则
,

多数 已侵入透明层内
。

由于滤泡细胞的吞噬作用
,

越靠近卵膜

的卵黄粒越小
,

有的已移向透明层断裂处
,

有的已整批进入透明层内
,

卵黄粒径 0
.

38 x

。
4

3 8一 3
,

08 X 3
.

08 微米
。

同时在滤泡层内可以看到许多被它吞噬的细小红色的卵黄粒 (颗

粒径 1 5
.

4 0 又 1 6
.

1 7一2 0
.

0 2 火 1 6
.

9 4 微米 ) 剩

下不多
,

绝大多数 已分解为小颗粒了 (颗粒径

0
.

3 8 x 0
.

3 8一2
.

3 1 只 2
.

3 1 微米 )
。

液泡也逐

渐溶解消失
,

随着营养质进一步被吸收
,

蜂窝

状的空腔越来越大
,

核及核仁也消失
。

3
.

大生长期卵母细胞吸收第 In 阶段 (图 1 1)

整个切片上布满着大量的血管和结缔组

织细胞
。

卵母细胞之间的排列已连成一片
,

体

积 缩小
,

卵径 2 9 7
.

6 0 火 2 6 0
.

4 0一 4 0 1
.

7 6 x

3 72
.

00 微米
。

胶质层和透明层完全消失
,

在

透 明层的痕迹上布满着大量的滤泡细 胞 核
、

图 11 大生长期卵母细胞吸收第 工11 阶段

结缔组织细胞和红血球
。

卵母细胞内的营养物质已完全被吸收完
,

剩下空腔痕迹
。

(五 ) 性腺年周期变化

I 龄鱼自 1 9 6 1 年 12 月至翌年 4 月
,

平均体长为 33
.

7 厘米
,

平均体重 63 1
.

7 克
,

平均

性腺重 1
.

4克
,

平均成熟系数 2
.

0编
,

卵巢 U期
,

卵母细胞发育处于 刀和 C 时相阶段
。

n 龄鱼自 1 9 6 1 年 10 月至翌年 9月
,

平均体长为 40
.

9 厘米
,

平均体重 1 10 9
.

1 克
,

平

均性腺重 3
.

4 克
,

平均成熟系数为 2
.

8偏
。

卵巢 n 期
,

卵母细胞发育处于 B 和 C 时相阶段
,

19 6 2 年 10 月
,

编号为 巧 5
、
1 56

、

15 7 的三尾鱼
,

平均体长 4 4
.

1厘米
,

平均体重 14 92
.

4 克
,

平均性腺重 7
.

1 克
,

平均成熟系数 4
.

7荡
,

卵母细胞只发育到 B
、

C 和 几 时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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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龄鱼
,

〕 9 6 1 年 11 月的编号 12 的鱼
,

体长 53
.

4 厘米
,

体重 27 7 5
.

。克
,

性腺重 1 5 6
.

8

克
,

成熟系数 56
.

7编
,

卵巢 I V 期
,

卵母细胞发育到 E 时相
。

19召2 年 10 月
,

平均体长 5 2
.

6

厘米
,

平均体重 24 盯
.

7 克
,

平均性腺重 10 5
.

8 克
.

平均成熟系数 43
.

1筋
,

卵巢 I V 期
,

卵母

细胞 发育到 E 时相
。

丁V 龄鱼
, 1 9 6 1 年 10 月至 11 月初

,

平均体长 5 6
.

0 厘米
.

平均体重 30 12
.

5 克
,

平均性

腺重 I 0D 克
,

平均成熟系数 33
.

1编
,

卵巢 工V 期
,

卵母细胞发育到 D
。
和 E 时相

。

1 9 6 1 年 n 月中旬开始到下旬
,

平均体长为 54
.

2 厘米
,

平均体重 2了加
,

7 克
,

平均性

腺重 4 0 5
.

8克
,

平均成熟系数 15 1
.

8荡
,

卵母细胞处于大生长期吸收第 l 阶段
。

1 9 6 2 年 2 月和 8 月
,

平均体长 5 4
.

3 厘米
,

平均体重 2 7 8 4
.

2 克
,

平均性腺重 11
,

6 克
,

平均成熟系数 4
.

1荡
,

卵母细胞发育又恢复到 B 和 C 时相
。

在同年 10 月
,

编号 16 7 的鱼
,

体长 叙
,

3 厘米
,

体重2 79 9
.

。克
,

性腺重 托 。克
,

成熟系数 57
,

2筋
,

卵巢 I V 期
,

卵母细胞第

二次发育到 D
。

和 E 时相
。

V 龄鱼
,

1 9 6 1 年 1 2 月上旬
, 1 6 号鱼

,

体长 6 0
.

0 厘米
,

体重 3 80 0 克
,

性腺重 2 5 2
.

6 克
,

成熟系数 66 筋
,

卵巢 I V 期
,

卵母细胞发育到 E 时相
。

1 9 6 1 年 n 月下旬开始到 12 月
,

平均体长 5 8
.

9 厘米
,

平均体重 3 4 13
.

2 克
,

平均性腺

重 4 6 9 4 克
,

平均成熟系数 13 8
.

6偏
,

卵母细胞处于大生长期吸收第 l 阶段
。

1 9 6 2 年 1 月开

始到 2 月
,

平均体长 57
.

6 厘米
,

平均体重 2 8 6 8
.

3 克
,

平均性腺重 3 24
,

8 克
,

平均成熟系数

12 。
,

6 筋
,

卵母细胞处于大生长期吸收第 11 和第 111 阶段
。

1 9 6 2 年 3 月至 6 月
,

卵母细胞又恢复到 B 和 口时相
。

同年 10 月编号 1 6 4号兔
,

体长

58
,

3 厘米
,

体重 名8 0 4
.

5 克
,

性腺重 23 0 克
,

成熟系数 60
.

5溉
,

卵母细胞又发育到 E 时相
。

在同年 10 月编号 1 6 5 号的 V l 龄鱼
,

体长 5 8
.

5 厘米
,

体重 4 16。 克
,

性腺重 2 2。 克
,

成熟

系数 5 2
.

9荡
,

卵母细胞又发育到忍 时相
。

通过卵巢和卵母细胞的年周期变化
,

看出它和成熟系数年周期变化是一致 的
。

讨 论

1
,

普通鳍鱼成熟系数变化周期与性腺发育情况相一致
,

并可推测雌鱼第一次性成熟

是在 3 龄
,

生殖季节由于封闭的杏林湾环境条件不适
,

大生长期的卵母细胞遭到退化吸

收
,

以后每年重复成熟一次
。

在 2 龄鱼中
,

10 月份出现二尾例外
,

即 15 9号鱼 (性腺重 拍
.

2 克
,

成熟系数 23
.

3编 )

和 16 1号鱼 (性腺重 6 6
.

5 克
,

成熟系数 37
.

3编 )都出现大生长期 D
。

时相 的卵母细胞
。

分

析其原因
,

由于其生长与年龄不一致所引起
。

它们的年龄是 2 岁
,

而它们的体重分别为

1 7 2 2
.

5 克和 1 7 7 0
.

4 克
,

超过本年龄组的平均体重 ( 1 152
.

了克 )
,

结果引起了它们性腺的提

早成熟
,

但是
,

整个卵巢还是很小
,

无法达到成熟的最后阶段
,

结果将退化与吸收
。

此外
,

在 3 龄色中
,

第 53 号鱼
,

性腺重仅 7
.

8 克
,

成熟系数 5
.

1练
,

卵母细胞处于小生长期 口 时

相
。

推测共原因
,

由寸
:

生长落后于年龄的要求
,

一般 3 龄鱼平均体重为 1 9 9 9
.

7 克
,

而 53 号

鱼只有 1 5 43
甲

8 克
,

因此
,

推迟了性腺的发育
。

在这方面 u印 I二二eB 之
践早在 19 4 7 年研 究

梭隆察湖野鲤 2
、

3 岁雌鱼性产物与年龄
,

鱼体大小及成熟程度之间不相适应性时指出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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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生长有利的条件
,

并非一定对性成熟有利 ;反之
,

对性成熟有利的条件
,

可能对生长是

不利的
。

2
.

根据成熟系数变化周期与性腺发育情况一致
,

断定普通鳍鱼生殖季节是在 1 1
、

12

月间
。

当秋冬季水温下降到 20
O

C以下时
,

性腺迅速发育成熟
。

与其他海区比较
,

黑海普

通蟠鱼性成熟年龄为 6一8 岁 (玩 6姗助卿二 ,

雄鱼 6一7 岁
,

雌鱼 7一 8 岁 ( r
.

B
.

尼科里斯

基 ) 川
。

杏林湾普通细鱼雌鱼性成熟年龄较黑海要早 4一 5 年
,

一方面
,

水温显著影响生

长
,

黑海年平均水温较杏林湾低
,

夏季黑海表层水温 2 7一幼
。

C
,

最高达 29
,

O
,

冬季在黑海

北方下降到 1
.

4
,

。 ,

甚至结冰
,

其外海水温夏季 2 2
.

1 1
0

0
,

冬季 7
,

1 5
0

C ( 3姚
e B且 : )

〔t ` 〕 。

而

杏林湾每月平均水温夏季 ( 7
、

8 月份 ) 最高为 3 1
`

C
,

而 1
、

2 月份最低
,

分别是 1 3
,

C和 12
’

C
。

除了水温影响生长发育外
,

杏林湾丰富的饵料基础
,

也是加速其生长发育的主要原因
。

黑

海首次性成熟年龄 6一 8 岁时
,

雌鱼体长 3 4厘米
,

雄鱼 80 厘米
,

而杏林湾在 3岁时
,

雌鱼

体长已达到 4 9
.

1 厘米
。

将杏林湾
、

黑海
、

地中海 1一 6岁鱼体长
、

体重关系比较如下表
:

杏林湾
、

黑海
、

地中海鳃鱼生长比较表

杏杏林湾 ( 1邪 1一书 2 ))) 黑 海 (互娜任一 3 7 ))) 地中海
,

意大利 ( 1朗幻幻

平平 均 全 长长 平 均体 皿皿 平 均 全 长长 平 均 体 重重 平 均 全 长长 平 均 体 重重
(((厘米 ))) (克 ))) (厘米 ))) (克 ))) (厘米 ))) (克 )))

115410卿oo3溯柳18邪s9姆44肠18业112卿
3 3

。

7

公
。

3

韶 1
。

7

1 1石2
。

7

4 9
。

1 』 1 9 9 9
`

7

血
.

8 1 2 7 9 6
.

9

石8
.

7 1 3习3 3
.

7

6 1
.

3 1 4的 7
,

0

1 0
。

8

1 8
`

3

2 0
。

8

24
.

8

邓
.

1

3 1
.

2

3 2 0

42 9

注
:
黑海

、

地中海材料根据 卫
.

G
.

B o p r ( 1触 9 ) ` ,名加

从上表看到
,

杏林湾的普通鳍鱼 比黑海和地中海相同年龄的生长都要快
。

r
.

B
.

尼 科

里斯基
〔i 〕
提出

“

鳍鱼的性成熟同生长速度有关
,

而鳍鱼在不同水域中的生长速度是同的
。

我们的上述材料也证明
,

食物丰富水温较高能影响发育
,

使其提早成熟生殖
。

美国的普通

鳍鱼首次性成熟年龄
:

雄鱼 2 岁
,

雌鱼 3 岁 ( Set 嗯 er )
〔旬 ,

则与厦门地区相似
。

普通鳍鱼的生殖季节
,

根据对杏林湾普通鳍鱼性腺发育材料和我们在福建沿海调查

来看
,

是在 11 一 12 月间
,

分儿批进行产卵
,

日本沿海则与厦门相近或稍迟
,

为 10 一 1 月 ( 田

村正 ) 〔们
。

香港 比厦门更迟
,

为 n 一 3 月 (R p r ) 〔周
,

但根据 价om ha n 〔 . 习的研究
,

普通鳍

鱼生殖在 11 月底和 12 月底分二次短期内进行
,

并与月相和涨潮有关
,

这个材料与厦门地

区近似
。

美国普通鳍鱼在佛罗里达州西岸生殖时间为 12 一 2 月间
,

产卵场是硬砂海底的

内湾 (价
e d er ) 〔

’ 1 ,

较厦门稍迟
。

澳洲普通鳍鱼全年在淡水河 口均可发现
,

夏末
,

秋天入海

生殖
,

成熟个体并非每年生殖 (T ho 功
”
叭 )

〔
1o3

,

根据 玩 p r , . 〕
的研究

,

时间更长
,

从 5
、

6 月到

9 月
。

从厦门
、

澳洲
、

日本
、

香港
、

美国的普通鳍鱼生殖均与水温的下降相联系
,

在冬季较

低水温中进行
,

而黑海普通维鱼则在夏季水温上升达最高峰时进行
,

黄渤海则是在春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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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开始回升时进行
,

表明了同一种鱼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有不同的生殖习性
。

3
.

在杏林湾封闭水体中
,

普通细鱼性腺发育无法成熟和生殖
,

卵母细胞发育到大生

长期后
,

即开始退化吸收
。

普通鳍鱼与其他鳍科鱼类不同
。

W汕 p e加W 〔均研究埃 及 叼嘛r ·

u坦 湖 (盐度为 20 筋 )大头鳍 (别瓜夕“ 。叩 fot )能在其中生殖
。

根据我们的观察和调查
,

没有

在杏林湾内发现产过卵的普通鳍鱼
。

主要原因是各种鲤科鱼类生 殖要 求 的 条件不 同
。

n ep邝: ` ’ 。〕
对金鳃协 n够哪 。 “ 忆姗 R坛的 )研究

,

发现金姻在马洛奇河湾中肥育
,

冬天离开

近海浅水池
,

在黑海诺沃罗西斯克近海可捕到金姻亲鱼
,

对卵巢组织学研究看到在河 口水

池秋冬季卵巢仅处在 1
、

H 期阶段性未成熟的个体
,

而在外海捕到的则包括 I
、

11
、

111
、

IV

及 V 工一 11 各期卵巢
,

普通鳗鱼在生殖 习性上与金蛾相 似
。

我们看到杏林湾普通鳍鱼卵巢

中卵母细胞发育到刀时相后便不能再进一步发育与成熟
。

这与杏林湾在春
、

夏
、

秋季是普

通鳍鱼良好的肥育场所
,

冬季水温下降
,

大批瑙鱼
,

离开浅水肥育区
,

游向海堤边的深水

区
,

企图到外海适宜的场所去
,

由于海堤拦断了往产卵场去的通道
,

结果卵母细胞被吸收
,

卵巢退化
。

普通鳍鱼的产卵场
,

B r o d o r “ , ,指出佛罗里达西岸有较宽的红树林
,

维鱼即游到这一

带砂滩产卵
。

如。 昭 汇川提出普通蝴鱼在比较远的海区中产卵
。

苏联 3呱甲 B汇工` 了综 合过去

对纸科鱼类产卵场分布的意见有三种
,

即 :
( 1) 既能在河 口水池

,

也能在海中生殖
。

(2 )仅

在沿海生殖
。

( 3) 在远离海岸的外海
。

他对卵和仔鱼分布的研究而确定产卵场在远 离海

岸的外海
,

而他在关闭水体中试养鳍鱼亲鱼也未能生殖
,

并引证 P er l。 优 ee 研究工作
,

卫劫娜子哪阮沁
s 在海湾中不能成熟的例子

,

进一步提出鳍鱼在近岸水池 (无论开或闭 )中

均不能生殖
,

在这种水池中无法培育亲鱼
,

但可通过各种方法来促进性腺成熟 (如垂体注

射 )
,

他还认为要解决苗种问题
,

必须研究产卵场
,

并从该处得到亲鱼
,

鱼卵和仔鱼
。

根据

我们在福建沿海的调查研究
,

认为 a a艺双eB 在产卵场方面的意见是正确的
,

但是
,

不是全部

胡科鱼类
,

而仅仅限于普通灿鱼的产卵场是位于离海岸较远的外海
。

例如
,

我们在福建平

潭的调查
,

在生殖前
,

沿海可捕到性腺发育 良好的亲鱼
,

到了生殖季节
,

它们都到外海产卵

场去了
,

而生殖季节过后
,

在海边又可捕到产过卵的亲鱼
。

我们的研究也证明在封闭的杏林湾中普通鳍鱼性腺无法成熟而在产卵季节过后被吸

收退化
。

A
甲

H
甲

忍二 e lle B 等
「二们 1 9 7 4 年在基席尔塔什鳍鱼养殖场检查了普通胡鱼 (撇够“

亡印几以“ L )和尖鼻绷 (皿“ 娜不
s娜命蚌 R仑拍0 ) 的性腺状态

,

以及垂体注射后所引起的变化

时指出
,

成熟度为 I V 期的卵母细胞按照它的形态和生理状态可分为三个阶段
。

垂体注射

只对成熟度处于 I V ,
期的亲鱼引起完全的成熟与排卵

,

而对 IV
.

及 工V
。
期的亲鱼则 引

起卵母细胞的吸收
。

4
.

根据普通纸鱼卵母细胞发育的同时性
,

确定它是一次产卵类型
,

而不是分批产卵
。

但在生殖季节
,

亲鱼的成熟和生殖则在先后之分
,

先成熟的亲鱼早生殖
,

后成熟的亲鱼后

生殖
。

5
.

卵黄粒充满细胞质时相的大生长期卵母细胞退化吸收过程有一定的顺序性
,

并在

这一过程中
,

看到滤泡上皮细胞起了很大的变化
,

滤泡层的厚度逐步加宽
,

从 E 时相的

2
.

3 1一4
.

62 微米到吸收第 I 阶段的 2
.

31 一 6
.

16 微米
,

吸收第 11 阶段 4
.

6 2一 1 1
.

弱 微米
。

滤泡细胞核径也有变化
,

吸收第 工阶段 2
.

3 1 x 5
.

39 —
4

.

6 2 x 5
.

39 微米
,

吸收第 11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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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8 5 X S
·

39

—
6

·

9 3荞 6
·

I G微米
。

在吸收过程
,

滤泡层内细胞核从二层排列过渡到排列

素乱
,

并开始侵入透明层边缘
,

接着胶质层和透 明层断裂
。

我们认为在吸收过程中
,

起主

要作用的是滤泡土皮细胞
,

这时
,

一方面由于滤泡细胞分泌机能加强
,

表现在滤泡细胞和

核的加大
,

并在细胞内出现液泡
,

其分泌物促使胶质层和放射层的溶解
,

并且
,

能通过放射

层进入卵母细胞内
,

促使卵黄粒的分解
.

。

在卵母细胞内看到卵黄粒从边缘往中心逐渐分

解
,

卵黄粒径
,

靠细胞核附近的颗粒 8
.

4了 x 8
.

47

— 23
,

oI x l 6
.

1了微米
,

而靠卵膜周围的

小颗粒 o
·

7 7 X O
·

77—
4

·

62
“ 4

.

62 微米
。

分解的小颗粒往 边缘移动
,

有的移向透明层断

裂处
,

甚至整批进入透明层内
。

卵黄物质及其他物质分解后
,

逐步被吸收
。

另一方面
,

滤

泡上皮细胞直接具有吞噬细小卵黄粒的作用
。

在吸收第 H 阶段可看到滤泡细胞层内包含

了许多细小的卵黄粒
,

而在吸收第 111 阶段则完全被分解吸收而告消失
。

K幼洲 c胭位 〔
理在

研究分批产卵鱼卵巢内未产出的卵被吸收过程提到
: “

卵母细胞生长过程
,

滤饱」二皮细胞

具营养机能
,

而在吸收过程
,

改变了 自己的机能
,

这时
,

它的靠内端突出
,

并能吞噬卵黄粒
,

大概也能吞噬卵母细胞质
,

而另一端能把内端吞噬的物质消化变形而把 它 转 移 到 周 围

去
” 。

他在吞噬过程无法找到有其他有形成份直接参加
,

并提出
,

无疑吸收过程起主导作

用的是滤泡上皮细胞
。

C叭 y “ 〔 , 2几对通过克古姆斯基鱼道的文蝙性腺状况分 析一文 中 指

出
: “
由于大生长期卵母细胞对不利的外界条件敏感

,

极易遭受破坏
,

卵母细胞的吸收最早

从放射膜破坏开始
,

可能 由滤抱细胞分泌物质作用的结果
,

使放射膜呈
“

被侵蚀
”

状
。

并进

一步看到滤泡上皮细胞对卵黄粒活泼的吞噬作用
。

滤泡上皮细胞从扁平变成立方形或柱

形
,

滤泡细胞质中出现液泡
,

后来滤泡
一

细胞加大体积并在其中发现被吞噬的卵黄粒
,

同时
·

看到包围被吸收的卵母细胞集聚了各种组织细胞 (组织细胞
、

肥胖细胞
、

淋巴细胞 )进入卵

母细胞内
,

直接参加吸收过程
,

尤其在卵黄开始积累时期起的作用最大
。

她最后提到
:

吸

收过程首先发生在大生长期末的卵母细胞 ( 即生殖时产生第一批的卵 )
,

这些吸收完后
,

破

坏才扩展到
’ 一

下一批
,

即卵黄开始积累时相的卵母细胞
。

吸收基本上依靠滤泡上皮细胞对

被破坏的卵母细胞的吞噬作用
。

但对卵黄开始积累时相的卵母细胞吸收作用中
,

组织细

胞 也起了很大的作川
。

吸收过程的这种差异
,

大概由于滤泡发育程度不同所引起
。

根据

我们对普通鳅鱼卵母细胞退化吸收过程观察研究
,

看到大生长期末期的卵母细胞吸收过

程主要依靠滤泡土皮 细胞的作用
,

基本作用与 K韶即 I。川谁 和 Ca盯。 提出的相似
,

似是
,

没

有看到 伽幼
H
提出的组织细胞直接参加吞噬作用

。

而且
,

滤泡上皮细胞除 了 吞 噬作 用

外
,

还能产生分泌物促使卵母细胞 内含物的分解与被吸收过程
。

在杏林湾半封闭水体中
,

到 了 n 月份 卵母细胞开始被吸收
,

处在吸收第 主阶段
,

翌年 1 和 2 月份即转入吸收第 H
、

11 1 阶段
.

基本过程在 2 月份告结束
。

吸收完成之后
,

卵巢又过渡到第 H 期
,

似是
,

从 2 月

份以后
,

甚至到第二次新一代卵母细胞重新发育之前一段长时间内均可看到被吸收的卵

母细胞残余和滤泡
,

_

血管及结缔组织的特殊团状物
。

.6 且 B翻or B 〔l , 〕
对鱼类卵膜构造的研究

,

提出表层和次表层鱼 卵仅有 放射 带 (Z
o。

。 d认协 )
,

单层滤抱
_

L皮直接复盖上面
,

并认为多数海洋和黑海— 伏尔加河徊游性鱼类

产这种卵
。

而在放射带与滤泡上皮之问有厚的无结构的胶质膜的卵子
,

系沉性卵
,

卵于依

此牢固地韦il在水底物体上
。

但是
,

我们在次表层的普通鳞鱼浮性卵的卵膜中
,

在大生长期

D
,

时相就可以看到透明层外层出现一层着包较深的胶质层
.

到万 时相
,

明显 加宽
.

当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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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及沉性卵胶质层那么发达
。

普通鳍鱼胶质层厚度只有放射层的 1了
.

6一 3 7
.

3%
。

至于

胶质膜起源间题
,

我们 尚没有看到像 且孤那 B 在贴 <从乙枷韶 g玩耐 。 L
.

) 身上看到那样
,

由

滤泡层经核退化后本身加厚发展来
。

推测可能象 介邓0B 铆」对梭妒 ( L瞬`叩。

姗 Z姗`卿卿
L

,

)提出胶质膜由滤抱上皮局部分泌的结果
,

也有可能从透明层本身所分泌产生
,

尚待进

一步研究证实
。

此外
,

普通鳍鱼的透明层在 .D 时相很清楚出现放射条纹
,

正如 且B
挑 O B 所称的

,

放射

带系具放射管系统
,

它和滤泡上皮
、

结缔组织等均系营养
“

器官
” ,

保证供给卵母细胞生长

时的营养物质
,

因此
,

在大生长期 刀时相
,

卵黄大量沉积时期
,

放射带显得特别发达
。

结 语

1
.

普通蟠鱼成熟系数变化周期与性腺发育情况相一致
,

首次成熟年龄为 3 岁
。

性成

熟时间是在 1 1
、

1 2 月间水温下降到 20
O

C以下的时候
。

人工催产最好在这一段时 间 内进

行
。

由于半封闭的杏林湾对它的成熟和生殖不利
,

无法离开水池到外海产卵
,

捻 月份后
,

性腺即受到吸收
,

l一 2 月份以后又恢复到第 11 期阶段
,

每年重复一次
。

2
.

杏林湾普通鳍鱼生长发育与美国的相似
,

而比地中海
、

黑海同种鱼要快
。

黑海普

通蝴鱼雌鱼性成熟年龄为 7一 8 岁
,

而杏林湾才 3 岁
,

除了平均水温较高加速生长外
,

丰富

的饵料基础也是促进生长发育的重要条件
,

杏林湾是普通鳍鱼 良好的肥育场所
。

3
.

鳍科不 同种类生殖要求的条件不同
,

例如梭鱼在低盐份半咸淡水区域内
,

雌雄鱼

的性腺能发育至成熟
,

大头鳍在半咸淡水湖中能生殖
,

在半封闭的杏林湾内普通鳍鱼还需

要依靠垂体人工催产的方法促使成熟
。

4
.

1 9 6 1
、

1 9 6 2 年从杏林湾采集 10 4 尾 。 到 6 龄的普通鳍鱼雌性个体中
,

看到工I
、

111
、

I V 及 I V一11 各期的卵巢
。

5
.

普通鳍鱼大生长期卵母细胞吸收过程分成三阶段
,

从 11 月份下旬开始
,

延续到翌

年 1一 2 月份结束
。

卵母细胞吸收过程主要依靠滤泡上皮细胞活性提高
,

细胞和细胞核体

积增大
,

细胞质内出现液泡
,

提高分泌作用
,

产生分泌物质促进透明层
、

胶质层和卵母细胞

内含物的分解
,

此外
,

滤泡上皮细胞还直接吞噬卵黄颗粒
。

6
.

根据普通鳍鱼卵母细胞发育的同时性
,

确定它是一次产卵类型
。

7
.

普通绷鱼卵母细胞透明层在 D
。

时相出现明显的放射条纹
。

几 时相在透明层外

层出现薄的胶质层
,

并到 E 时相更明显
。

而 n B
加。 B 〔川认为产表层和次表层卵的鱼类没

有胶质层
。

总的说来
,

普通鳍鱼胶质层很薄
,

不象 且 Ba劝 B 在鱿身上看到的超过放射层好

几倍
。

胶质层起源未详
。

参 考 文 献

L 6 〕

尼科里斯基 r
,

+B
,

分门鱼类学 (缪学祖等译 )
,
3器一 3 2垂

,

1 9熨
.

何大仁
、

肖金华
、

石燕飞
、

杜金瑞
、

李福振
,

海洋与湖沼
,
4

,
1一佗

,

103
,

1 9 62
.

张春霖
、

成庆泰
、

郑藻珊
`

李思忠
、

郑文莲
、

王文滨
,

黄勃侮鱼类调查报告
,

8 9
,

1 9砧

田村正
,
1 9 6 1

。

浅海增殖学
,
8匀

。

恒星社厚生阁版
。

B r e d e r C
.

M
.

,

C o p旧 1. 压n n
.

A
r
b o 了

.
,

1 38 一 1 39
.

1驭0
卜

B 了

她
h a l l J

.

D
, ,

H o n g K o n g U n 主v
.

F i 吕h
.

J
.

,

1
.

1 9一斜
.

1 9湃
,

IJIJ,
.J1.
`ó ..J

1423石
r.Lr.Lùl.LresLrL



4 3 2水 产 学 报 石卷

〔7 〕i Pe 且
,

卫
.

C
、

a 八d L 至a o ,

1
.

C
.

,

人q u a e让王tU
r e s

,

3 1一韵
.

1盯6
,

〔8 丁 S加 n g e r 人
.

王b e r 七只
. ,

Z o o l o g i o a ( U
,

5
.

A
.

)
,

44
,

石3一7 0
.

王弱 9
,

[ 马〕 S t a h l 人
.

e t L
o r a y C

. ,

人 r c
·

D
a n 台七

·

血 l e r o吕
.

e 七 d o
M o r P h

.

e 义 P
.

5 0
,

2 6 1一2 68
.

[功」 T h o 工Q s o n J
.

M
, ,

A u s t r a l
甲

J
,

M a r i n 。 反 F r e 日h w a 七。 r
R

e 3
. ,

6
,

韶 8一 3 4 7
.

1浙6
,

〔1 1〕 W i m p e n n y R
.

S 二 A n n
,

a n d M a g
.

N a 七
甲

H 元日七
.

,

99
,

4筋一 4 10
,

1洲0
,

上工2 〕 B a 6 a 万 n K
甲

卫
. ,

P H 6 o B o从c T 归0
z p从 6。西 o B o , B o ,

2
,

3 1一器
.

1 9 6 1
.

〔13〕 B即 r 刀
.

C
.

,

n p o M u 。 万。 妇瓦 e p垃6曰 C GC夕
.

6 4 6一547
.

1 9 4 9
甲

[ 14〕 万e 工 E 且鱿 T
,

B
.

,

T p
.

B H n P O
. , 2 5

,

日奎一 48
,

i 弱 4
,

〔1 5 1 3 a 直只 e 刀 刃
,

n
. ,

3 0 0孟
甲

班 y p 牙
` ,

38
,

1 4 2 6一 1 4 2 8
.

1弱 9
.

[ 1 6丁 s e a 义。 ,且互 卫
,

A
, ,

M o p 且 C C C F
,

。 a y a a 址 圣 J o卫a ,

卜巧 e蔑r n 宫
·

汇17 ] H . a a o习 M
甲

蚕
.

B e 。 , 日且民 卫 r y 2 1
,

7 9一 9 0
.

1 9 5 6
,

王18三 孔a 习a 丑e R皿仑万
.

五
. ,

T夕
.

J a 6
.

o 。 且 .

卫班 6
.

丁 。万 ,
1盆砚一 1 1 7

.

1照 9
.

[ 1 9〕 不万 T e a e , A
.

H
.

,

R a 西只 n 欲互 及
.

C
,

A 6 a e B
幻

,

硕
. ,

B o n p o 。从 河万 了么。 : o r 且且 T
.

14
.

B匀
n

r

[2 0 1 I J e , r a T ll
·

3
甲 ,

且l p a取几 万 u e T
.

r 从两p o 6 z o J
.

悲
,
1 5 9一 I C3

.

1% 9

[2 1〕 lI e p r a T 且
甲

3
.

n a y 宜
,

只。万诃
.

B H o 皿
.

m K o J H
,
B E o J

.

a a y E
· ,

3 1 9 60

[2 2〕 C a ` 了E
.

0
,

协
. ,

翔。日 a 从。 a a n 玄。 兀习 卫r y o e p且 a B 且。 孟
.

H a y R B 址 n
.

妞
,

18 5 一 z 9()
.

1 9 5 7
.

[ 2 3三 T p了e o B
.

B
,

3
.

,

T p
.

J a 6
甲

o e “
.

p 习石
.

1 1 12 1es 1 47
.

1 94 9
.

[形〕 q o p 且 H坦 e 〕
0

.

B
. ,

T p
,

J a 6
.

o 。 “ .

p H 6 T o M I
,

1 68一 1 7 6 1 047
甲

1 9 6 1

2 ( 8 5 ) 2 6 4一 2 7 2
,

1盯4
.

A H I S T O L O G I C A L S T U D Y O N T H E G O N A D O F G R E Y

M U L L E T S I N X I N G L I N W A N
,

X I A M E N

H
e D a r e n

(刀即
a 犷才饥翻 oj o 。 。 0 注。口; 。 , h鲜

,

X l’a 跳 e n

确`” 己犷s “ 夕)

X i a o J丘hL u a a l l d S h i Y
e
可 ie

( T几落, d l 二 s玄以二它。 oj o e

哪
。云。夕y

,

万 a 亡公。” “ 忑刀“ 犷。 a 二 oJ o e o a o o了。夕梦)

A b s tr a e t

T h e p r e o e n t P a p o r d e a l s w j t il 七h e 就 u d y 时 伍
e 9 0加 d a l d o v o lo P m

e n t o f g r o y 功 u F

l e t o
.

lt 她 a

恤
e d a t 知飞o w ing w h e七h e r t五e g r

灯 mu
l l e切 e a n 印 a w n o r

助 t i且 g i v e n e o nd i
-

t i
哪

.

T h e e h 执比 e t e r i s it e s o f o o e y俪 hj d淤er e nt s七阻邵 o f d e v
elo p m

e武 、 、
·

e r e
no 七i e e d

.

1
.

T h e o y o l e o f t h e s e

二
。王功a t u r

iyt
o f 七h e g r e y m u l l o t o 10 i n a o e o r d a

批
。 w i伍

七h e d e v e l o pm e n t o f 七h e g姗d
.

iF
r 日t 坦就u r a t左o n 时 毛h e f i s h 15 a t t h e t h i r d 少e 几 r o

nd

ht e 印易w 力 J n g it m
e 招 b就 w

~ N
o v e l b份 a刀 d D ec

e m b er
甲

2
.

T h e g r o w 伍 a n d d叮
e l o P m

e n t o f g r e y “ 11曲 运 恤
e
X吨 l in W

a n a r 。 “

如枷
r
ot

ht 朋 e 血 州 o r id a ,

b u 七七h 。少 a r o f a s七er tha n th o s e 远 th e M e d计沙 r 昌n o a n S
e a a丑d 七h e 丑 l a e k S e 执

.

3
.

T h e g r e y ~ 11眺。 玩 伍
e e l o 日e d X吨l i n W

a n r e q u i r e a r 幼 t i几 e i a l 加 j
e o t i o o w i t h

h y矽P h j s e s t o p r o加 。七e 七h e jr m a沈u r a t i o n
.

4
.

T 五e o v a r i韶 o f t h e 11
,

111
,

IV a n d I V一 11 毗 a g郎
,

w 叮 。 e x a
m i n e d jn 1 0 4 f e

哪l e

, , m P l e s
.

5
.

T h e g o n : d 10 a b o o br
e d a f t er D ce e功b岔

,
b e o auj 。。 th e f拍h a r e i劝协 t e d f or m t旋

。
aP w

mn g g
our dn 诅 t h e o邵 n s e a

,

T 五e
砂。 。
暇

o f 比。o r树 io n 招 ta k e n p h e e fr o功 七ho l a耽

t e n d 3 J s o f N
o v e

m b e r
to J a

nu
肠 r y a 口 d F e b r u

时 y n e 万 t 丁孤 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