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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参生殖周期的研究

隋锡林 刘永襄 刘永峰 尚林保 胡庆明

(辽宁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根据大连沿海刺参生殖腺的活体观察
、

分期特征以及生殖腺指数
、

生殖腺主分枝的最

大直径和消化管重量的季节变化
,

研究了刺参的产卵习性及产卵盛期
。

通过对生殖腺组织学的

研究
,

论述了刺参的性腺发育阶段及其生殖周期
。

近几年来
,

随着我国海水增养殖事业的迅速发展
,

作为海珍品之一的刺参 (及`动叩二

为夕姚幼邪 3 S eJ 曲玩 )人工育苗及增
、

养殖的研究
,

已获得较大进展
。

为 了进一步解决刺参人

工育苗过程中的主要技术及工艺问题
,

开展刺参繁殖习性及其生殖周期的研究尤为重要
。

鉴于国内对刺参生殖周期的研究尚无报导
,

本文从生物学的儿个方面就上述问题加以论

述
。

材 料 与 方 法

刺参标本采自大连市黑石礁沿海
,

采捕地点水深为 10 一 20 米
,

每月采集一次
,

个别月

份采集两次
,

每次采集总数为 1 5 头
。

从 1 9 7 9 年 4 月至 1 9 8。 年 3 月
,

共采集刺参标本 14

批
,

计 21 。 头
。

标本规格详见表 1
。

标本取回后
,

立即测量其体长 (为半收缩状态时的长

度 )
,

然后分别测定其皮重
,

肠管内容物的总体积 (包括肠管内饵料及泥沙等
,

用福尔马林

表 1 刺参标本采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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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半收缩状 态时的体长 ;

去掉全部内脏
,

用滤纸吸去水份后的重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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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固定
,

经 48 小时沉淀后测定 )及消化管的总净重
。

仔细检查并取出整个生殖腺
,

作

肉眼观察
、

分期
。

每批生殖腺均用波恩氏液固定
,

石腊包埋
。

切片厚度为 7一 8 微米
,

用

众h f eil d 氏苏木精染色
,

伊红复染
。

结 果

1
.

生殖腺活体观察与生殖腺指数季节变化

A
.

生殖 腺活体观察 生殖腺位于食道悬垂膜的两侧
,

呈多歧分枝状
,

其主枝通常有

11 一 13 条
。

各分枝在围食道环处汇聚成一总管
,

分枝汇集处呈一膨大的结节
,

此后生殖

总管变细并通入生殖孔
。

生殖孔位于头的背部稍向内凹陷
,

生殖季节此凹陷色素加深
,

向

内呈乳突状
。

各分枝随着个体发育成熟而逐渐变粗
,

主分枝直径在成熟时可达 1
.

5一 3
.

0

毫米
,

有的个体可达 3 毫米以上
。

在性腺发育休止期其直径只有 0
.

1 毫米左右
。

通常
,

主

分枝直径为次级分枝直径的 2一 3 倍
。
主分枝的长度在成熟时可达 20 一 30 厘米

,

个别个

体超过 30 厘米
。

在休止期
,

其分枝长度还不足 1 厘米
,

通常很难见到
。

在成熟期
,

雌性生殖腺为桔红色
,

雄性为乳 白色或浅乳黄色
。

根据生殖腺不同发育阶段的活体观察特征
,

将其分为 O
、

工
、

且
、

111 等四期
,

各期的主要

特点如下
。

。 期 : 生殖腺细小或难以见到
。

I 期
:

生殖腺明显可见
,

但肉眼尚难区分性别
。

11 期
;

产前

—
肉眼可分辨雌

、

雄
。

生殖细胞均匀分散于生殖管内
。

产后— 生殖细胞稀疏地分布于生殖管内
,

生殖管呈半透明状
。

111 期
:

产前— 生殖细胞充满整个生殖管内 , 尘殖腺十分饱满
,

分枝肥大
。

刺破管

壁
,

精
1

卵可溢 出
。

产后— 生殖腺仍粗大
,

但生殖管内的生殖细胞稀疏
,

生殖腺体变得松弛
。

生

殖腺周年分期观察结果
,

详见表 2
。

在同一批标本中
,

个体之间的性腺发育和产卵程度是不完全相 同的
,

故我们 把群体的

性腺发育变化用 刀值表示
,

其公式为
:

刀 二 ( 二
, o

`

一。 :
I + 。 a

l l
`

。 、 `
且 I ) /N

N 为观察的总个体数
, 。

:

… … 、 分别表示各期出现的个数
,

O

—
11 1 为活体观察的 生

殖腺分期
。

这里假定 。 = 1八
,

I 二 2 / 4 ,
11 = 3 / 4 ,

H l = 4 / 4
。

其几值的变化见表 2 和图 l
。

生殖腺各期其主分枝直径的季节变化及其与水温的关系见图 1
。

各期主分枝最大 直

径的平均值见表 2
。

从图 1可见
,

7 月初至 8 月 中旬
,

即平均水温为 1 7
.

0一 22
.

5℃时
,

生

殖腺主分枝直径为最大
,

这与丑值及生殖腺指数的变化是一致的
。

B
.

生殖腺指数的季节变化 同生殖腺主分枝直径的季节变化相对应的是生殖 腺重

量的变化
。

用生殖腺指数来表示其生殖腺重量变化的相对值
。

为避免因体内水份及吞食

饵料
、

泥沙的不同
,

而影响净体重的变化
,

我们采用去掉内脏的皮重 (M
、

那
.

)对坐殖腺重

量 (召
甲

不F )的比值 (份几 ) 表示生殖腺指数
, 即二

一

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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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五 值和生殖腺主分枝最大直径的变化及与水温的关系

(a .生殖腺主分枝最大直经 ;乱 水温 ;。 ·

R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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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批标本均为 场 头
,

不足的头数为未见生殖腺的头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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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参生殖腺指数的季节变化见表 3及图 2
。

从表 3及图 2看出
,

生殖腺指数从 11 月

份开始逐渐增大
,

至翌年的 7 月初至 8 月中旬达最高值
,

进入 9 月开始明显下降
,

到 9 月

末
一

卜降至最低值
。

拐 0

搜 6

1沁
又1 5

1 1 0

1 0弓

10 0

图 2 生殖腺指数和消化管净重的季节变北

(小 消化管净重 ; 酥 生殖腺指数 )

表 3 生殖腺指数的变化

采 捕 日 期
(年

、

月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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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消化管重 t 与生殖腺季节变化的关系

消化管净重与消化管内容物总量依季节变化较明显
。

如表 4 及图 2 所示
,

消化管净

重及消化管内容物总量从 8 月下旬起急剧下降
, 9 月末降到最低值

。

消化管净重最低值出

现的时间同生殖腺指数及丑值的最低值出现的时间是一致的
。

10 月末
,

其净重又陆续上

升 , 从 11 月至翌年 7 月末
,

消化管净重变化不大
,

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

只是因个体大小

及采捕地点的不同而略有不同
。

消化管净重最低值出现的时间
,

正是刺参的夏眠时期
。

在

此期间因其不摄食
,

消化管极度萎缩
。

表 4 消化管净重及消化管内容物总 t 的变化

采捕日期 (年
、

月
、

日 ) 标本数 (头 ) 肠管净重 ( g ) } 消化管内育物总最 (m )l

1 5

萎缩
,

刘: 以称重

1加

加 6

1印

13 6

10石

12 0

邓

甚少
,

难以称重

甚少
,

难以称重

50
1拐

1加

1 4幻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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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6邪75邸能拐

15场场场巧拐15那坏拓场巧拓

括e跳器6212714a0。9加招J 23

80

3
.

生殖腺 的组织学观察及其生殖周期
` ·

生殖腺各分枝呈管状
。

生殖管表面覆盖一层上皮细胞
,

这种上皮细胞在未成熟时呈

立方形乃至圆栩珍
,

随着性腺成熟逐渐变为扁平状
。

表皮下 为一层极薄的肌肉层
,

随着成

熟此层稍变厚
。

肌肉层内侧为基底膜所镶嵌
。

生殖上皮细胞沿基底膜向内侧发育
。

开始

发育的生殖腺
,

生殖上皮向内侧凹陷
,

呈褶沟迁回往复
,

其皱褶清晰
。

随着其逐渐发育成

熟
,

精巢内部 出现较大的空腔
,

其皱褶仅存在于管壁
。

随着卵巢逐渐成熟
,

生殖上皮细胞

变得稀疏
,

且近于透明
。

根据组织学观察
,

生殖腺的发育阶段
,

可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

(l ) 休止期 雄 : 生殖腺细小
,

生殖上皮沿管壁分布
,

为 1一 3层精原细胞乃至精母

细胞所组成
,

生殖上皮尚未出现皱褶 ( 图 3一 1 )
。

雌
;

生殖腺细小
,

生殖上皮沿管壁分布
,

多数为 1层
,

有时为 2 层
,

由卵母细胞组成
,

卵径为 10 微米左右
,

生殖上皮尚无凹凸皱褶
。

(图 3一 5 )
。

(2 ) 增殖期 雄
:

生殖上皮显著生长
。

在生殖管内有多数大小不一的凹凸皱褶
,

并

向管腔内伸延
,

生殖腺上皮由 1一 2 层精母细胞所组成
,

精子 尚未形成 (图 3一 2
、

3 )
。

雌 :
生殖上皮进一步成长

。

在生殖管内有大小不一的凹 凸皱褶
,

整个生殖腺的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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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仍有多数的精母细胞 (图 3一 1。 )
。

雌
:

卵母细胞直径达 1 1 0一 1 0 3微米
,

大小几乎相同的卵母细胞充满于整个卵 巢 内

(图 3一 1 4 )
。

(5 ) 放 出期 雄
:

精巢腔内的精子由于放精而明显地出现空腔
,

但生殖上皮依然具

有一定厚度
,

由许多精母细胞组成
。

在排精后的精巢腔内散存有直径 6一 7 微米的吞噬细

胞
,

这是一种具有多数颗粒的大型细胞 (图 3一 1 1 , 1 2)
。

雌
:

在排卵后的卵巢腔内残存着仍未产出的卵细胞
,

在产卵期过后其残留卵在继续

崩坏
。

(图 3一 15 )
。

放出后的生殖腺内
,

有的还有残留的大型块状物
,

为性细胞的崩坏产物
。

刺参的生殖周期为一个周年
。

从 9 月末开始
,

即放出期结束后
,

则转入休止期
,

此期

持续到 11 月末
,

生殖腺细小难以见到
。

从 12 月起
,

生殖腺逐渐发育进入增殖期
;
但部份

个体生殖腺仍细小
,

处于休止期
。

自 4 月中旬起
,

生殖腺逐渐变粗
,

发育到生长期
, 肉眼尚

难 以分辨其雌
、

雄
。

自 6 月起
,

肉眼可辨别其雌
、

雄
,

大部个体已发育至成熟期
。

7 月初至

8 月中旬
,

生殖腺极发达
,
各分枝肥大饱满

。
8月中旬以后

,

生殖腺因排出性产物而萎缩变

细
。

讨 论

从测定结果着
,

生殖腺指数偏低
,

可能与某些标本个体较小有关
。

生殖腺指数变化曲线
, 7 月初迅速上升

,

但 7 月末曾一度下降
,

8 月中旬又上升至最

高值
。

这可能因为在 了月末
,

部分个体已产卵或排精
,

故生殖腺指数下降
,

而 8 月中旬的

标本采自深水区
,

部分个体生殖腺十分饱满
,
故生殖腺指数复又上升

。

由此可见
,

生殖腺

指数的变化往往也受到采集地点及个体差异的影响
。

个体产卵量依其本身大小而异
。

1 9 7 7年 8 月对 32 头雌参的产卵量作了统计
,

平均产

卵量为 6 60 万粒 /头
。

据崔相氏的报告
:
具有 1 00 克卵巢的雌参

,

其推算产卵量为 1 8 3 0一
2 6 3 0 万粒阂

。

实际上
,

人工蓄养亲参的 自然产卵量通常难以达到上述推算值
。

结 论

对大连沿海刺参生殖腺的活体观察及组织学研究
,

获得以下结果
。

1
,

生殖腺指数
、

丑值及生殖腺主分枝的最大直径的最高值均出现在 7 月初至 8 月中

旬
,

说明这一段时间为刺参的产卵高峰即产卵盛期
。

室内蓄养的亲参产卵高峰出现的时

间与上述时间颇为一致
。

历年室 内蓄养亲参此期间的产卵量通常占全年总产卵量的 85 一

1 0 0%
。

2
.

根据生殖腺在不同发育阶段的组织学特征
,

可将其分为休止期
、

增殖期
、

生长期
、

成熟期
、

放出期
。

其活体观察的分期与上述组织学分期基本吻合
。

刺参每年只有一个产

卵高峰期
,

即每周年为一个周期
。

产卵高峰出现的时间因个体大小及地域不同而有差异
。

个体较大或栖息海区较浅的
,

似有较早产卵的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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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刺参消化管净重及其内容物总量的变化表明
,

大连沿海刺参的夏眠时间集中在 8

一 10 月
。

此期间刺参停止摄食且肠管极度萎缩
,

一直持续到 11 月初
,
才恢复摄食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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