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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群成熟带鱼卵巢变化

的细胞学观察
’

龚启样 郊国生 王尤初塑工 杜立勤
(浙江水产学院养殖系 )

提 要

木文根据成熟带鱼卵巢变化的细胞学观察资料
,

对带鱼卵膜结构
、

卵母细胞发生及退化
、

核仁排出物的排出时机及排卵后滤泡上皮细胞去向等方面作了描述与探讨
。

并对东海群带 鱼

的卵巢发育
、

产卵类型问题进行了阐述
。

带鱼 T 而叭伽二 h

~
协 ( F or s

K 引 )是我国主要海产经济鱼类之一
,

它成熟早
、

生长

快
、

种群数量大
,

在我国目前海产鱼类中
,

其产量一直居首位
。

近几年来
,

带鱼的产量似有

下降的趋势
。

为此
,

开展带鱼生物学的研究
,

合理地利用
、

保护带鱼资源是人们所关心 的

课题
。

关于带鱼个体生物学
,

邱望春 ( 1 9 6 5 )
、

洪秀云 ( 1 9 8。》
、

沙学绅等 ( 1 9 8 1 )
、

水户敏 ( 1 9 6 1)

等都作 了些研究 〔 6 18 .1,
1幻 。

H汗。 。 ih ( 1 9 6 1 ) 曾进行了带鱼人工授精的研究 〔 181
。

李 城华

( 1 98 2) 对带鱼卵巢周年变化作 了初步研究 〔 , , 。 但对带鱼卵巢发育中各时相卵母细胞的演

化过程尚未有详尽描述 ,对东海带鱼卵巢周年变化过程的叙述同我们钓观察有些差别
。

为

了充实东海群成熟带鱼卵巢发育及卵母细胞发生的研究资料
,

现将我们的观察结果报道

如下
。

材 料 和 方 法

本工作是在 1 9 8 0一 19 8 1 年间进行的
。

试验用鱼按月采自舟山海洋渔业公司渔轮
。

共

得雌性鱼体标本 1 99 尾
。

测量鱼体形态
,

卵巢用 B ou in 氏液固定
,

石蜡包埋
,

切片厚度为 8

徽米
,

D el 盯拍 ld 氏苏木精—
曙红染色 ,部分卵巢用 10 %福尔马林液固定

,

冰冻切片
,

切

片厚度 15 微米
,

用苏丹 班 染色 以研究卵母细胞中的脂类分布
。

典型切片 都作 显微摄

影
。

在确定卵巢发育分期时
,

采用在卵巢切面中的面积超过 50 终或居最高比例的卵母细

胞的时相来确定卵巢时期 ; 卵母细胞时相的划分
,

基本上采用 M e饭e 且 ( 19 3 9) 的分期标

本文承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旅琼芳教授指导并审阅初稿 ; 浙江水产学院李星领教授曾对木文提过 宝 贵 意

见
,

谨致深切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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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一 )卵 母 细 胞 演 化

带鱼卵巢为被卵巢型
。

左右两侧卵巢愈合在一起
,

但仍有隔膜将其分开
,

整个卵巢呈

一棒状
,

被有一层较厚的卵巢膜
。

从卵巢膜及隔膜上分出许多成束的结缔组织和生殖上

皮
,

伸向卵巢内部
。

各时相卵母细胞正是由这些生殖上皮细胞分生
、

发育而来
。

( 1) 第 1 时相印母细 胞 一般位于生殖上皮附近的卵巢基质中
,

也有的仍附在生殖

上皮上
。

其细胞形态不一
: 多为梨形

,

亦有椭圆形或不规则形
。

卵径约 2 1
.

7一 57
.

8 微米
,

胞质较均匀
,

被染成紫色显嗜碱性
。

整个卵母细胞的外周仅见一薄层质膜
。

胞核较大
,

呈

圆球形
,

其直径可达 14
.

4一 28
.

9 微米
,

着色甚浅而透亮
。

在同一切面上
,

核中有 2一 6 颗

圆球形核仁 ;此外还有呈细粒状的染色体残迹 (图版一 1 )
。

(2 ) 第 2 时相 印母细胞 即处在小生长期的初级卵母细胞
。

其体 积较第 1时 相时

大
,

按其形态变化可分成早
、

中
、

晚三个阶段
,

① 早期
:
其形状仍不规则

,

有梨形
、

椭圆形等
。

卵径为 5 0
.

5一 8 3
.

0 微米
,

胞质呈强嗜

碱性
,

颗粒状分布
,

染色均匀
。

在有些切片中
,

胞质中可见一个染色较深的卵黄核
。

胞核

近圆球形
,

核径约 28
.

9一始
.

3 微米
。

在同一切片中
,

核膜内缘可看到有 8一 27 个圆球形

核仁
。

核质透亮
,

染色体基本消失但仍可见其少量残迹
。

整个卵母细胞外周包有一薄层

滤泡膜
,

滤泡细胞核瘦小细长 ( 图版
一 2 )

。

② 中期
:
细胞外形呈椭圆形

,

排列松散
,

体积明显增大
,

卵径可达 7 5
.

8一 1 15
.

5 微米
。

胞质 出现分层现象
:

靠核的内层
,

胞质成块状分布
,
被染成深紫色 , 靠近细胞膜的外层

,

胞

质较均匀被染成浅紫色
,

即形成圆环状的生长环结构
。

( 图版
一 3 》

。

胞质分层
,

是划分第 2

时相早期和中期的标志之一
。

核成圆球形
,

核径约 2 8
.

9一幼
.

4 微米
,

核膜内缘有 11 一 2G

个大小不等的核仁
。

卵母细胞外周的单层滤泡膜较前明显
。

③ 晚期
:

随着卵母细胞内生长环 的不断扩大
,

细胞的体积明显增大
,

卵径为 1 18
.

8一
1 4 4

.

4 微米
,

整个胞质在切片中成网状
,

网眼中有许多被苏木精染成深紫色的颖粒状 物

质
。

核膜内缘的核仁数约 13 一 34 个 ( 图版一 5 )
。

第 1 和第 2时相的卵母细胞在性成熟的带鱼卵巢中
,

终年大量存在
,

尤以在产后卵巢

及退化卵巢中数量最多
,

且分散排列 ;在 皿
、

I v
、

V 期卵巢中也有相当数量
,

因受各期卵

巢中主要卵母细胞的挤压
,

第 1
、

第 2 时相卵母细胞成群地分布在卵巢基质中的生殖上皮

附近
,

形态大多不规则
。

<3) 第 3 时相印母细胞 即处在大生长期早期的初级卵母细胞
。

细 胞大多 呈 圆球

形
,

排列松散
,

直径为 145
.

6一4。了
.

7 微米
。

在其早期
,

近细胞膜的胞质皮质部分出现一层

大小不等的液泡 ( 图版一 6 )
,

液泡的直径约 2
.

8一 1 1
,

4 微米
,

其内含物被染成浅紫色
。

在整

个卵母细胞的外周
,

包有一层被染成紫色的放射带
。

早期的放射带很薄
,

其厚度仅 1
.

4一

2
.

8 微米
,

放射条纹不易分清
。

与此同时
,

在放射带的外周 出现一薄层被染成浅火黄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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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质膜 (次级卵膜 ) (图版
一 2。 )

,

其厚度只 1
.

4 微米左右
。

卵核一般呈圆球形
,

核 径约

72
.

8一8 7
.

4 微米
。

少数核膜呈波纹状
,

核膜与胞质界线不清
,

核仁排出物随着核膜的变

形
,

通过核膜破裂 日排入核周 围的胞质中 (图版一2 1 )
。

第 3 时相卵母细胞发育至中期时
,

胞质中的液泡从胞质外层向内渐增至数层
,

它的直径也增加到 5
.

7一 17
.

2微米
。

当胞质

中的液泡增多后
,

在卵核周围的胞质内出现许多小油滴
。

用苏丹 m 染色
,

这 些小 油滴

被染成桔黄色
。

以后小油滴体积加大成为小油球
,

且渐形成核周 围的油球层 (图版一 )
。

这时卵母细胞放射带的厚度达 4
.

3一 5
.

7 微米
,

其放射纹 已显示出来 , 淡火黄色的胶质膜

也很明显 (图版
一 2 3 )

,

其厚度约 2
.

1一 2
.

9微米
。

在第 3 时相卵母细胞晚期
,

整个卵母细胞

都被液泡与油球所充满 ( 图版一 8 )
。

在油球与液饱之间的胞质中出现一些被染成浅黄色的

卵黄颗粒
。

放射带的厚度增至 5
.

7一 7
.

2 微米
,

放射条纹清晰可见 ,胶质膜的厚度仍为 2
.

9

微米左右
,

其上未见有条纹结构
。

核膜波纹状
,

核中粗大核仁少见
。

卵母细胞外周的两层

滤泡膜很明显
,

但其形态不一
:

内层滤泡细胞呈立方形
,

外层滤泡细胞扁平状 ( 图版
一 2 3 )

。

(4 ) 第 4 时相卵母细 胞 即大生长期晚期的初级卵母细胞
。

由于卵黄物质的不断积

聚
,

卵母细胞的体积迅速增大
,

以其形态变化及卵径大小
,

可分早
、

中
、

晚三个阶段
:

① 早期
:

卵母细胞为圆球形
,

卵径约 3 49
.

4一 43 6
.

8 微米
。

卵黄颗粒在核周围油球层

之外的胞质中出现后
,

数量不断增加
,

且迅速向胞质的外周部分扩散
。

但在此早期
,

质膜

内缘及核周围的油球层内未见卵黄颗粒存在 ( 图版
一 9 )

,

而且卵黄颗粒细小
,

其直径 仅

2
.

3一 5
.

7微米 , 核周 围的油球仍比较小
,

尚未发生合并现象
。

开始时卵黄颖粒与液泡在

胞质中混杂排列
,

以后随着卵黄颗粒数量增多
、

体积加大
,

液泡渐被挤向胞质的外围部分
,

其体积也迅速变小
,

构成质膜内缘的皮质液泡层
。

在此过程中
,

液泡中的代谢产物可能被

排至胞外
。

细胞核位于卵母细胞中央
,

核膜波纹状
,

核径约 工1 6
.

5一 1 6 0
.

0 微米
,

核质显弱

嗜碱性
,

核中仅见数十个细小核仁 , 在有的切面上
,

甚至未见粗大核仁存在
。

令人感兴趣

的是
,

随着卵径扩大
,

质膜外周的放射带渐减薄
,

其厚度从第 3 时相时的 6浮 ;一 7
.

2 微米
,

减到第 4 时相早期时的 2
.

9一 4
.

3 微米
。

与此同时
,

在放射带的外周又 出现了第二层胶质

膜结构 (图版一 2 4 )
。

两层胶质膜的染色情况明显不同
。

这第二层胶质膜是由第一层胶质

膜分化而来还是仍由滤泡细胞分泌物形成的目前尚未明了
,

但从这时内层滤泡细胞从立

方形变成扁平状等现象分析
,

这第二层胶质膜似仍由滤泡细胞的分泌物所形成的
。

两层

胶质膜形成后
,

其厚度迅速增加
:

内层达 5
.

7一 8
.

6 微米
、

外层达 7
.

1一 8
.

6 微米
。

随着胶

质膜加厚
,

放射带的厚度进一步减薄
。

② 中期
:

卵母细胞的体积继续增长
,

卵径达 4 8 0
.

5一 6 5 5
.

2 微米
。

胞质中的卵黄颗粒

明显增大
,

其直径为 5
.

7一 1 8
,

6 微米
,

而且不断向核周围油球层内扩散
,

最终布满整个胞

质
。

与此同时
,

原位于核周围的油球也渐渐从核周围移向胞质的其他部分 (图版一 1 0 )
,

部

分油球的直径 已增至 2
.

9一 1 4
.

3微米
,

这时油球仍处在分散状态未见合并
。

卵核位于卵

母细胞中央
,

核质显弱嗜碱性
,

核膜波纹状
。

放射带已很薄
,

其厚度仅 1
.

4一 2
.

1 微米 (图

版
一 2 5 )

。

内
、

外两层胶质膜的厚度基本相等
,

约 7
.

1一 8
.

6 微米
。

在内层胶质膜上出现许

多与质膜相平行
、

明暗相间排列的环纹结构〔图版一2 6 ) , 外层胶质膜仍为均质结构
。

卵母

细胞外周的两层滤泡膜细胞皆成扁平状
。

③ 晚期
:

卵母细胞 已基本长足
,

卵径达 7 2 8
.

0一8 5 9
.

。 微米
。

胞质中的卵黄颗粒已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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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板块状 ,无数小油球合并成几个大油球 ( 图版
一 1 1 )

,

其中较大油球的直径可达 2 5
.

3一

1 98
.

5 微米
,

一般位于卵母细胞的中央
。

质膜内缘尚可见到少量小液泡
,

其直径仅 5
。

7一

11
。

4 微米
。

卵核形态不规则
,

并开始移向卵母细胞一侧
,

即整个卵母细胞出现极性
。

质

膜外周的放射带 已基本消失
。

内外两层胶质膜已增厚至最终大小
:

其外层为 17
.

2一 2 0
.

0

微米
、

内层约 17
.

2一 18
.

6 微米
,

内层胶质膜上明暗相间的环纹
,

这时已明显增厚
,

形成呈

同心圆式排列的明暗相间带 (图版一 2 7 )
。

两层滤抱膜很薄
,

胞核小
。

( 5 ) 第 5 时相卵毋细胞 即 已达成熟阶段的卵细胞
。

卵径约 786
.

2一 9 7 5
.

5 微米
。

由

于切片处理
,

卵母细胞常发生变形
。

胞质内的卵黄颗粒因水合化而相互隔合 , 油球合并成

一个特大油球
,

其直径可达 2 3 3
.

0一 3 7 8
.

6 微米
,

约 占整个卵细胞体积的 1/ 4一 1 / 5 左右

(图版
一 12 )

。

卵母细胞从 4 时相末到 5 时相时
,

卵膜中的内层胶质膜已发育完善
:

整个内

层胶质膜
,

各有 7一 10 条明暗相间排列
、

与质膜相平行的明带与暗带结构
。

如用高倍镜观

察
,

则可见到在暗带内有许多细长的
、

与质膜相平行的纤维状结构 ;在明带内
,

则有许多粗

而短
、

与质膜相垂直的纤维状结构 ( 图版一 2 8 )
。

这些纤维状结构是何物? 尚需再作研究
。

核膜消失
。

卵母细胞已从滤泡膜中脱出
,

成游离状态
。

表 1 带鱼各时相卵母细胞概况

卵卵母细胞时相相 卵径 (微米 ))) 核径 (微米 ))) 核仁数〔个 ))) 放射带厚度度 胶质膜厚度度 备 注注
(((((((((((微米 ))) (微米 )))))

第第 1 时相相 2 1
,

7一 盯
.

888 翅
。

4一 男8
甲

999 2一 666666666

第第 2 时相相 早期期 功
。

5一 日3
,

OOO 幼
。

牙一 拐
.

333 S一 2 7777777 出现单层滤泡膜膜

中中中期期 7 5
.

8一 1 1 5
.

石石
.

2 8
.

9
一一 目)

,

444 1 1一 2 6666666 形成生长环环

晚晚晚期期
丫 , 口 二

-
乍」 汀 ,,

沈
。

2一 胎
甲

OOO 1 3
一

摊摊摊摊 胞质成网状分布布1111111么 0
.

0
` L勺 r l .

么么么么么么么

第第 3 时相相 早期期 14 6
。

6一 2 0 3
.

888 7 2
.

8一 87
.

444粗大核仁少见见 1
.

4一 2
甲

888 1
.

4左右右 出现单层液泡泡

11111118 9
。

3一3即
`

OOO
.

盯
`

4
~ 一拐1

.

000 数十个小核仁仁 4
`

3一 5
甲

77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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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卵巢中各时相卵母细胞的组成及退化卵巢中卵母细胞的退化

东海群带鱼的繁殖期为每年的 5一8 月 (在 19 8 0 年 5 月 1 日我们 曾采到过少量产后

卵巢
,

说明在 4 月下旬 已有少部分成熟带鱼产卵 )
。

经繁殖期后
,

带鱼卵巢经过较长时间

的退化
、

修整
,

进入越冬期卵巢发育阶段
。

到翌年春季
,

卵巢再次发育
。

在其生殖周期中
,

卵巢中各时相卵母细胞的组成发生了明显的周期性变化
。

(1 ) 捻 月一至年 2 月印巢 即冬季卵巢
,

皆为 n l 期
。

卵巢中的主要细胞是第 3 时

相卵母细胞 (图版一1 3 )
,

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第 1
、

第 2 时相卵母细胞
。

从数量上看
,

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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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相卵母细胞占 23
.

1拓
,

第 1
、

第 2 时相卵母细胞 占 71
.

7形
,

萎缩卵占 4
.

2环左右
。

从切

面上所占面积比例来分析
,

第 3 时相卵母细胞就占 81
.

8形
,

而第 工
、

第 2 时相卵母细胞只

占 1 8
.

2多左右 (计算面积比例时萎缩卵未计入
,

下同 )
。

在 12 月一翌年 2 月的冬季三个月

内
,

带鱼卵巢中各时相卵母细胞的数量组成
、

所占体积比例等变化都不大
。

(2 ) 3 一 4 月印巢 即产卵前卵巢
,

基本为 IV 期 (图版 一 1 4 )
。

在此卵巢中
,

第 4 时

相卵母细胞的个数占 2 7
.

5形
,

切面上所占面积比例为 75
.

7环 , 第 3 时相卵母细胞的个数

占 17
。

9肠
,

切面上占有面积比例约 20
.

8拓 , 第 i
、

第 2 时相卵母细胞的个数可占 52
.

5拓
,

但在切面上所占面积仅 3
.

5%
。

从上述可见
,

卵巢中的第 4 时相卵母细胞在各时相卵母

细胞的所占体积比例上占有大多数
,

成为本期卵巢中的主要细胞
。

在 工V期卵巢同一切面

上
,

各 4 时相卵母细胞的发育是同步的
,

未见其发育早晚之差别
。

至于第 1
、

第 2 时相卵

母细胞的数量虽超过 50 %
,

但在卵巢中所占体积比例很小
。

( 3) 5 一 8 月卵巢 即产卵季节卵巢
,

在这期间就群体来说
,

带鱼卵巢的形态比较复

杂
。
有 VI 期

、

V 期
、

产后 vi 一 n l 期
、

重复 VI
`
期及重复 V

产

期等等
。

① V 期卵巢
,

卵巢中卵母细胞的组成
,

有第 5 时相
、

第 3 时相及第 1
、

第 2 时相等
。

其

中第 5 时相卵母细胞为基本细胞群
,
其个数占 3 0

.

0形左右
,

切面上占有面积可达 88
.

1% ,

第 3时相卵母细胞的个数也有 2 7
.

5拓
,

切面上占有面积约 10
.

7% ;第 1 、 第 2 时相卵母细

胞的个数可占 40
.

2环
,

但切面面积只 占 1
.

2%
。

此外
,

萎缩卵的个数约占 2
.

4拓 (图版
一

15 )
。

② V l一刀区期卵巢
,

即产后卵巢
。

在卵巢切面上可见到许多空滤泡存在
。

除空滤泡

外
,

还有大量第 3 时相
、

第 1
、

第 2 时相等不同发育阶段的卵母细胞 (图版一 16 )
。

其中第 3

时相卵母细胞的个数 占 30
.

0%
,

而切面面积占 87
.

7那 ,第 1
、

第 2 时相卵母细胞的个数可

达 66
.

4%
,

但在切面上所占面积只有 12
,

3 %左右
。

此外
,

卵巢中尚有 3
.

6%萎缩卵
。

③ 重复 工v ` 期卵巢
,

即产后重新发育的 I v 期卵巢
。

在卵巢切面上
,

,

可邓察到空滤
泡残迹

,

同时还可见到 4
、

3
、

2
、
1 等不同时相的卵母细胞 ( 图版一1 7 )

。

在产后 、可一111 期卵

巢向重复 I V
`
期卵巢发育过程中

,

V l一 L口期卵巢中的第 3 时相卵母细胞发育成为 重 复

VI
尹

期卵巢中的第 4 时相卵母细胞 ,而重复 工v’ 期卵巢中的第 3
、

第 2 时相卵母细胞即由

vl 一111 期卵巢中的第 2 、

第 1时相卵母细胞发育而来
。

在重复 VI
,
期卵巢中

,

第 4 时相

卵母细胞的个数占 2 3
.

6%
,

占切面面积 74
.

1% ; 第 3 时相卵母细胞的个数占 17
、

8拓
,

占

切面面积约 2 1
.

0% ;第 l
、

第 2 时相卵母细胞的个数可占 5 6
.

3%
,

在切面上所占面积只有

4
.

9%
。

④ 重复V
产

期卵巢
,

即由重复 I V
产

期卵巢进一步发育而成重复V
产

期卵巢
。

无论 重 复

Iv
`

期还是重复 V
`

期
,

都与 W 期或 V 期卵巢是有区别的
:
后者卵巢处在第一次产卵活

动中 ; 而前者卵巢处在第二次产卵活动中
。

重复V
,
期卵巢的细胞学图象

,

与 V 期卵巢相

似
,

在此不多述
。

两者的区别在于
,

重复 v’ 期卵巢出现在产卵季节的后期
,

卵巢切面上有

时尚可见到空滤泡的残迹 (图版一 1 8 )
。

(4 ) 9一 n 月卵巢 即退化修整阶段卵巢
。

成熟带鱼经 5一 8 月的繁殖期后
,

从 8 月

下旬开始
,

由于外界环境不宜
,

其卵巢发育进入退化
、

修整阶段
。

在这过程中
,

主要是产

后 W一刀以 期卵巢中的第 3 时相卵母细胞及 I V 期卵巢中的第 4
、

第 3 时相卵母 细胞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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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
、

被吸收
。

这一过程结束后
,

带鱼卵巢便进入 n 期
,

随后发育至 m 期
,

成为冬季卵

巢
。

① 万压一卫区期卵巢中的第 3 时相卵母细胞的退化
、

被吸收
:

在此早期
,

卵膜界 线模

糊
,

放射带加宽
,

其厚度有时可增至 7
.

2一 1 4
.

4 微米
,

放射带上的放射条纹排列混乱且加

粗
。

放射带与其外周的胶质膜逐渐分离
,

胶质膜以内的整个卵母细胞明显 萎 缩 (图 版
一

29 )
,

部分成颗粒状的胞质渗入到放射带与胶质膜之间的空隙内 (图版
一
32 )

。

卵核膨大
,

且

形态不规则
。

进而胶质膜破裂且渐减薄
、

消失 ,放射纹被破坏并模糊不清
。

外周的两层滤

泡膜显著增厚
,

其胞核肥大呈椭圆形
,

内层滤泡膜 凹 凸不平
,

伸出许多突起 ( 图版
一 3 1 )

,

即

以这种内层滤泡膜的突起来吞噬
、

吸收外渗的卵母细胞质
。

以后液泡边界不清
,

逐渐被吸

收
,

核膜消失
。

随着卵母细胞的进一步萎缩
,

卵母细胞内含物不断溶解
,

且渐被内层滤泡

层吞噬
、

吸收后转移至周围组织内
。

这种一方面卵母细胞萎缩
,

同时胞质被吸收的过程
,

一直持续到整个卵母细胞全部退化为止
。

② VI 期卵巢中第 4 时相卵母细胞的退化
、

被吸收
:

开始时
,

卵膜界线不清
,

卵母细胞

外周的胶质膜厚度显著减薄
。

滤饱细胞迅速分生
、

肥大
,

形成大量的形态不规则的吞噬细

胞
,

侵入到胶质层内 (图版一3 3 )
。

也许由于滤泡细胞分泌物的作用
,

卵母细胞内的卵黄颗

粒被分解
,

体积缩小
,

其直径仅 1
.

8一 7
.

2 微米
。

以后胶质膜破裂
,

大量吞噬细胞侵入卵母

细胞内
,

迅速吞噬卵黄颗粒 ,胞质内的油球
、

液泡等也被分解
,

亦渐被吞噬吸收
。

随着这种

吞噬作用的进行
,

卵母细胞的体积迅速缩小
,

最后被全部吸收
。

在带鱼 Vr 期卵巢退化过程中
,

首先退化的是第 4 时相卵母细胞
。

在其退化过程中
,

未见第 3 时相卵母细胞同时退化
,

第 3 时相卵母细胞的滤抱膜
、

卵膜等形态正常 ( 图版
-

3 0 )
。

似乎卵母细胞的退化按其发育状况不同而分批进行
:
先退化发育早的大生长期晚期

的卵母细胞
,

再退化发育晚的大生长期早期的卵母细胞
。

这种退化过程的先后
,

是受激素

控制
,

还是滤泡膜细胞本身分化程度的不同 ? 尚需进一步研究
。

表 2 带鱼各期卵集的细胞学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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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一 )关于带鱼卵膜结构及其生理机能间题

在带鱼卵母细胞发生过程中
,

从第 3 时相早期开始
,

质膜外周出现一层被染成紫色的

放射带
,

以后放射带加宽
、

放射条纹清晰可见
。

几乎与放射带发生的同时
,

在放射带外周

形成一层被染成淡火黄色的胶质膜
。

卵母细胞发育到大生长期晚期后
,

随着卵黄物质等

内含物不断积累
、

卵径扩大
,

带鱼卵母细胞的卵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
放射带逐渐减薄

,

至

卵黄积累过程结束
、

卵母细胞基本长足时
,

放射带便消失了 ; 与此同时
,

胶质膜不断加厚
,

而且在第一层胶质膜的外周又出现了第二层胶质膜
,

两层胶质膜的染色情况明显不同
,

在

内层胶质膜上可以见到各有 了一 10 条与质膜相平行
、

相间排列的明带与暗带结构
。

目前一般认为
,

对浮性鱼卵来说
,

在其质膜外周仅围有一层放射带
,

而无次级卵膜
。

带

鱼卵为浮性鱼卵
,

其卵膜不但有放射带
,

而且有两层胶质膜结构
。

这种浮性鱼卵出现胶质

膜的现象
,

在普通鲤鱼卵中也曾观察到〔` 习。 至于胶质膜的来源
,

目前尚不甚清楚
。

据在带

鱼卵母细胞上观察
,

随着胶质膜的出现
、

增厚
,

两层滤泡膜中的内层
,

其形态逐渐从立方形

变成扁平状
。

似乎可以推知
,

这两层胶质膜是由滤泡膜上皮细胞分泌而来
,

故也是次级卵

膜
。

当营养物质积累过程结束
、

卵母细胞基本长足时
,

放射带失去其生理作用便消失了
,

它的部分生理作用被胶质膜所代替
。

带鱼成熟卵子的胶质膜具有明显的保护卵子的生理

作用
,

即有效地防止卵内水分丢失以及海水中 N扩
、

1C
一
等盐离子渗入卵内

,

以维持其原

有渗透压
。

至于 内层胶质膜的明带
、

暗带内的纤维状结构的生理作用尚不清楚
,

也有可能

是增加胶质膜保护作用的可靠性
。

(二 ) 带鱼卵巢中卵母细胞的退化

成熟带鱼过繁殖期后
,

由于外界环境不宜
,

已发育至 皿
、
I V 期的卵巢都会退化

,

即卵

巢中的处在大生长期的卵母细胞逐渐地被吸收
。

处在大生长期早期或晚期的卵母细胞的

吸收方式是不 同的
:

第 3 时相卵母细胞的吸收
,

依靠内层滤泡膜伸出突起来吞噬因卵母细

胞萎缩而外渗的胞质 , 第 4 时相卵母细胞的吸收
,

主要依靠滤泡膜细胞转变成吞噬细胞

后
,

侵入到卵母细胞内来吞噬卵黄颗粒等营养物质
。

这种吸收方式的不 同
,

是否是滤泡细

胞分化程度不同所致
,

还是受激素控制的结果
,

尚待研究
。

带鱼 W 期卵巢退化 中
,

首先退化的是第 4 时相卵母细胞
,

等该时相卵母细胞全部退

化结束后
,

再接着退化第 3 时相卵母细胞
。

这种现象与 a0 盯二 ( 19 57) 在文蝙上看 到的

情况极相似 (据何大仁等
,
1 9 8 1) [们 。

应提及的是
,

卵巢中卵母细胞的退化现象是很常见

的
。

但上述这类退化现象与卵巢发育中个别卵母细胞的生理退化是有显著区别的
:

前者

因外界环境不宜
,

繁殖季节过后
,

卵巢中所有进入大生长期的卵母细胞毫不例外的全部退

化 ; 而后者是个别的正常生理退化
。

这种正常的生理退化现象
,

据 B er sc 五址 ed er & D -u

vy en
e d o

w 计 氏 ( 1 9 4 7 )在螃鱿鱼上研究
,

认为是排卵前黄体活动所致 , R叭 r
( 1 9 5 5) 则认

为排卵前黄体在所有硬骨鱼类中都存在的
,

而且能形成卵巢中的主要内分泌组织 (均据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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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芳等
,

1 9 6 4 )
〔 , , 。 深入弄清卵母细胞退化的机理

,

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

(三 ) 关于排卵后滤泡细胞的去向问题

从根本上说
,

围在发育中卵母细胞外周的滤泡细胞是一类体细胞
。

它们 的生理功能

主要是保护性细胞发育
、

供应性细胞营养
。

当卵母细胞发育结束从滤泡腔中排出后
,

滤泡

细胞的生理作用也告结束
。

关于排卵后滤泡细胞的去向问题
,

L 二n g
,

nT g e b 。二 g ( 1 9 8 1) 对

河妒 八
二二 f 沁碗时感坏: 作过研究 .1[ 1 ,

指出在排卵及滤泡体积缩小后
,

滤泡上皮中的一些

细胞分离
,

且 自体吞噬 , 而另一些滤泡细胞则综合地转变成有活力的细胞
,

而且认为这个

过程可以分四个阶段
: 改组阶段 ( er or g叻 iaZ 衍on p h昭 e)

、

空泡阶段 ( va o uo l时 p五昭 e)
、

球

状阶段 ( gl ob ul ar 汕酩
e )和退化阶段 ( er g r粥滋。 n P h昭。

)
。

据对带鱼的观察
,

由于卵母细

胞的充分发育
,

第 5 时相卵母细胞外周的滤泡膜很薄
,

细胞皆呈扁平状
。

当成熟卵排出

后
,

随着滤泡体积的缩小
,

滤泡细胞重新肥大
、

形态不规则
。

以后细胞逐渐分离
、

细胞边界

不清
,

常仅见其细胞核
,

最后只见其滤泡残迹
。

是否也存在着 L公刀 g
,

1
.

所述的一部分滤

泡细胞自体吞噬
,

另一部分细胞变成有活力细胞的现象
,

尚需再作研究
。

(四 ) 关于核仁排出物的排出时机问题

在卵母细胞发生过程中
,

胞核与胞质进行频繁的物质交换
。

核仁物质被排入胞 质
,

这是用光学显微镜就能看到的这类物质交换中的一 种形式
。

例如在 椎实 螺 ( N时 h 和

M曲二
, 19 2 9 )

、

萤火虫 ( N
a t h

,

M e h t h
, 1 9 2 9 )

、

长臂虾 ( B h o it a ,

N 毗h
, 1 9 3 1 )

、

各种真骨

鱼类 ( N va 动n ,

1 93 7一 V
a k a e t 1 9 5 5 ; Y am

:
m o t o , 1 9 5 6 )

、

两栖类 ( W i t t e k
, 1 9 5 2 ) 等动物

的卵母细胞发生中都观察到这类现象〔l1]
。

而且对核仁排出物的排放方式及其作 用 等 曾

作过不少研究
,

但对核仁排出物的排出时机问题研究尚不多
。

我们 曾在香鱼上观察到
,

在

卵母细胞的小生长期
,

其核仁物质便脱离卵核进入胞质 仁, “ 〕。 在带鱼中勺第 2 时相 卵母细胞

中
,

未见上述现象发生
,

但在第 3 时相卵母细胞 (大生长期早期 ) 中同样可以见到核仁物质

进入胞质
。

这似乎表明
,

在各种鱼类 (动物 ) 核仁物质进入胞质存在着先后不同的时机间

题
。

也就是说
,

在卵母细胞发育过程中
,

核仁物质进入胞质的时机在不同动物 中是有差异

的
。

目前一般认为
,

核仁物质进入胞质后便失去可染性
,

以后转变成蛋白质卵黄
,

分布于

卵核周围的胞质中
。

(五 ) 关于我国东海群带鱼卵巢发育问题

带鱼卵巢周年变化的研究资料尚不多
。

据我们对成熟带鱼卵巢周年变化的细胞学观

察
,

每年的 1 2 月一翌年 2 月
,

为冬季卵巢
,

其发育处在 工11 期 ; 3一 4 月带鱼卵巢处在产卵

前期
,

基本为 VI 期 , 5一 8 月为东海群带鱼的繁殖期
; 9一 11 月为卵巢退化修整期

。

在 n

月下旬
,

带鱼卵巢基本退化修整完毕
,

卵巢大多进入 工I 期
,

这表明本年度的生殖活动已结

束
。

紧接着又开始下一年度的生殖活动
,

卵巢即开始发育进入 n l 期
,

并在此期越冬
。

从

上述可知
,

我们的观察与有些作者的意见显著不同点在于
,

带鱼卵巢发育存在着一个明显

的产卵前期 ( IV 期 )
,

我们在 3一 4 月所采的样品中
,

见其卵巢发育基本为 IV 期
。

这说明

从冬季卵巢发育到产卵前期卵巢基本上是一致的
。 5一 8 月产卵期中

,

其产卵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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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一 6月
,

以首批产卵为主
。

从采样中可知
,

我们所采样品为东海群带鱼
。

但有的作者在

3一 4 月所采带鱼卵巢标本中
,

其 VI 期卵巢频数不高
,

主要是 1IT 期卵巢
〔们

。

究其原因
,

可能由于东海海况复杂
,

南北纬度相差较大
,

生态环境多样
,

在整个东海群带鱼中其卵巢

发育会有差异的
。

(六 ) 带鱼产卵类型

带鱼产卵类型
,

三栖宽 ( 1 9 5 9 )
、

邱望春 ( 1 9 6 5 )等认为是一次产卵类型 ;李城华 ( 1 9 8 2 )
、

张镜海 ( 1 9 6 6 )则认为是多次产卵类型
。

据前所述
,

在 VI 期卵巢中
,

主要细胞群为第 4 时相卵母细胞
,

此外尚有第 3
、

第 2 等

不同时相的卵母细胞
。

在 V 期卵巢中
,

除第 5 时相卵母细胞外
,

还有相当数量的第 3
、

第

2 时相卵母细胞
。

在产后卵巢切面上
,

可见到许多空滤泡的存在
,

这表明该鱼不久前产过

卵
,

但同时存在着大量发育良好的第 3 时相卵母细胞
。

在重复 W
广

期卵巢中
,

除留有许多

空滤泡残迹外
,

还有大量第 4 时相卵母细胞
,

这些卵母细胞正是从 vi 一〔区期卵巢中的第

3 时相卵母细胞发育而来的
,

它们的卵膜
、

胞质
、

胞核等都很正常
,

估计在产卵季节可以发

育成熟而产至体外
。

这些充分说明
,

带鱼卵巢中卵母细胞的发育是非同步性的
,

即除主要

卵母细胞外
,

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过渡类型的卵母细胞
。

这里要指出的是
,

在带鱼产前 V

期卵巢中
,

未见有第 4 时相卵母细胞
。

在产后卵巢中
, 主要细胞为第 3 时相卵母细胞

。

从

第 3 时相卵母细胞发育到第 5 时相卵母细胞
,

要经历卵黄物质积累过程
。

即使带鱼是凶

猛鱼类
,

有较强的摄食能力
,

营养物质的供应是没有间题的
,

但卵黄物质的积累进程较慢
。

故在带鱼产卵活动中
,

两次产卵的间隔时间较长
,

这正是带鱼产卵期比较长的一个原因
。

此外
,

重复 VI
`

期
、

重复 V
`

期的卵巢
,

在产卵季节皆可采到 , 产卵期过后
,

不少卵巢是在

IV 期时退化的
,

说明在生殖周期中
,

卵巢发育只要环境适宜是不断进行的
。

综合上述
,

带

鱼为分批产卵类型
,

一般分两批产出
,
每批间隔时间约 1

.

5一 2 个月
,

繁殖季节早期产卵的

个体有可能产 3 批卵
。

结 论

( 1) 在东海群成熟带鱼生殖周期中
, 1 2 月一翌年 2 月为冬季 DT 期卵巢 ; 3一4 月为

产前 工V 期卵巢 , 5一 8 月为繁殖期
,

卵巢有 VI 期
、

V 期
、

产后 V l一扭 期
、

重复 工丫期
、

重

复 V
产

期等形态 ; 9一 n 月卵巢进入退化修整期
。

( 2) 卵母细胞进入大生长期晚期后
,

放射带逐渐退化消失 ,成熟卵子质膜外围有两层

胶质膜
。

( 3) 在卵母细胞大生长期早期
,

核仁排出物离开卵核进入胞质
。

( 4) 带鱼为分批产卵类型
。

在其生殖周期 内
,

一般产两批卵
,

第 2 批成熟卵是由产后

V l一 11 1 期卵巢中的第 3 时相卵母细胞发育而来的
。

( 5) 在 工V 期卵巢退化中
,

按先退化第 4 时相卯母细胞
,

后退化第 3 时相卵母细胞的

顺序进行
,

两者的退化方式是不 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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