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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银鳍卵巢周年变化的组织学观察

龚启祥 倪海儿 李伦平 郑春静

(浙江水产学院 )

提 要 木文对东海银鳗的卵巢周年变化
、

卵母细胞发育等作了研究
。

结果表明
,

东海

银绍的繁殖期在 5一 6 月
。

繁殖期过后
,

其卵巢发育长期处在重复发育的 工I, 期
,

并在此期过

冬
,

至翌年 3 月下旬卵巢再次发育
。

在卵母细胞发育早期
,

胞质内便出现油球结构
,

胞质有分

层现象
。

卵母细胞发育至大生长期晚期后
,

其放射带减薄且渐消失
。

待卵母细胞充分发育时
,

仅存单层的胶质膜结构
。

银绍为短期分批产卵类型
。

关键词 银铝
,

卵巢
,

周年
,

组织学

银给广泛分布在中国南海
、

东海
、

黄海及渤海等水域
。

是我国一种较名贵的近海中下

层鱼类
。

在东海区近海渔业中
,

是底层拖网的重要渔获物之一
。

关于银娟个体生物学的研究
,

国内仅见零星报道 (邓思明等
,
198 1a

、
b )

。

近年来
,

国外

对有关孟加拉湾银鳗的饵料
、

摄食习性
、

年龄与生长
、

生长变化与食性关系等方面作了一

些很有意义的探讨 (Pa t i
,

5
.

19 8 0
,
19 8 2

, 1 9 8 3 )
。

H i沙
: 址 k a w 执 ,

S
甲

( 1 9 8 1 ) 曾把 银 鳍 从

D a

、 yo 岛的西南海域运到中国东海
,

然后对其胃内的食物组成及其出现频率等作 了 分

析
。

最近 A b u-- H a k im a ,

R a n d 。
( 19 8 4) 对科威特海域 的 银 绍 和 银 石 妒 (Po o

a
面缨

·

” 少时 , “ )
、

银牙域 (。 ot “ t阮 “ a 犷岁耐 。
哪 )的生殖生物学

、

性腺分期和个体生殖力等作了较

为详尽的比较研究
。

日本学者 S时 o s h iM i七。 和 T e t s u : h i S e n t a
( 1 9 6 7 )在 日本獭户内海

成功地做了银鳍人工授精
,

并观察了银蛤卵和仔鱼的发育
。

但关于我国银鳍卵巢周年变

化
、

卵母细胞发育和产卵类型等
,

至今还未见报道
。

本文研究了东海银鳍生殖生物学有关

郡巢的周年组织学变化
,

以求深入了解银鳍的生殖特性
,

为渔业资源的繁殖保护
、

合理利

用等提供科学依据
。

材 料 和 方 法

木工作是在 19 84 ~ 1 98 5 年间进行的
。

试验用鱼按月取自舟山海洋渔业公司的拖网渔获物 (扮S4 年

7 月一 1 9肠 年 2 月 ) 和浙江普陀地区群众渔业 ( 1 98 5年 3 月~ 6 月 )
。

一共采集成熟银绍 15 4 尾的卵巢

标本
,

鱼体体长范围为 157
.

。~ 习15
。

。 毫米
,

体重范围约 2 92
.

。~ 1 1肠
.

。克
。

鱼体经测量后
,

从卵巢中部

取几块组织分别固定于布安氏液和 10 男甲醛溶液中
,

行石蜡切片
,

切片厚度 8
.

。 微米
。

用德氏苏米精
-

曙红染色
,

典型结构作显微摄影
。

卵母细胞时相的划分
,

基本上采用 B
.

A
.

M e妨e H
(1 洲 9) 的分期标准 ; 卵巢发育分期

,

根据卵巢切面

上的面积比例超过 6。露或居最高比例的卵母细胞的时相确定
。

本文承施涤芳教授审阅
,

并提出修改意见
,

深致谢忱
。

收稿年月
: 1 987 年 9 月 ; 均88 年 11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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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结 果

银绍卵巢为被卵巢型
,

分左右两叶
。

其卵巢壁由结缔组织
、

平滑肌纤维和微血管等所

构成
。

从卵巢壁上分出许多成束的结缔组织纤维和生殖上皮
,

伸向卵巢内部
,

形成长短不

等的产卵板
,

其上有不同发育时相的卵母细胞
。

一
、

卵母细胞发育的形态特征

1
.

第 1 时相 卵母细胞 该类细胞一般位于卵巢内生殖上皮附近
,

形态不规则
:

有三角

形
、

梨形 以及椭圆形等 ,卵径约 18
.

。~ 3 6
.

。 微米
,

胞质颗粒均匀分布
,

被染成深紫色而显

示强嗜碱性 (图版
,

13 ) ,胞核近 圆球形
,

大而透明
,

核径为 10
.

0~ 18
,

。 微米
。

在同一切面

上
,

核内有 4~ 9 个大小不等的核仁
,

在核内分散存在
。

2
.

第 2 时相 卵母细胞 即处在小生长期的初级卵母细胞
。

在其早期
,

卵母细胞形态仍

不规则
,

形状多变 ; 卵径约 36
.

0一 54
,

4 微米
。

胞质呈均质分布
,

被染成紫色
。

核呈近圆球

形
,

核质稀
、

染色浅而稍透明
。

在同一切面上核内有 7一 14 个核仁
,

沿核膜内缘分布
。

滤

抱膜仅一层
,

滤泡细胞呈扁平状
。

在其发育中期
,

卵母细胞呈近圆球形
,

卵径可增大到

73
.

8 ~ 1 4吐
.

0 微米
。

细胞质明显分层
,

形成呈同心圆式排列的生长环结构 (图版
, 1 ) ; 靠近

胞核的胞质颗粒粗且着色深
,

其中还出现许多透亮的小油滴
,

油滴直径约 1
,

8一 7
.

2 微米 ;

靠近质膜的胞质颗粒细而分布均匀且着色浅
。

核径为 30
.

6一 7 2
.

0 微米
。

在同一切面上
,

沿核膜内缘分布着 13 一 14 颗核仁
。

在晚期
,

卵母细胞的内生长环迅速扩大
,

胞质呈网状

分布
,

胞质内的油滴渐增多
。

在有的切面上
,

胞质中可见一染色深的块状卵黄核结构 (图

版
, 1 4 )

。

这时卵母细胞的直径可达 1 2 6
.

。~ 18 0
.

5微米
。

3
.

第 3 时相 卵母细胞 即处在大生长期早期的初级卵母细胞
。

在银鳍卵母细胞 发 育

中
,

处在 3 时相阶段历时很短
。

卵母细胞呈近圆球形
,

卵径约 1 08
.

0一 2 88
.

6 微米 ;核径为

药
.

。一 1 1 5
.

2 微米
,

核膜凹凸不平
,

显波纹状
。

在同一切面上
,

有 14 一 29 个沿核膜分布的

核仁
。

在第 3 时相早期卵母细胞内
,

油球渐增大且其数量 明显地增多
。

在卵母细胞外周
,

开始出现两层滤泡膜
,

滤抱细胞皆成扁平状
。

在滤泡膜的内缘
、

质膜外周出现一薄层染色

深的放射带 ( 图版
, 6 )

,

其厚度仅 1
.

8 微米
。

随着卵母细胞发育
,

放射带逐渐加宽到 5
.

4一

9
.

1 微米
,

并可见放射条纹
。

之后
,

在滤泡膜与放射带之间
,

出现一薄层被染成浅火黄色

的胶质膜结构
,

其厚度为 0
.

9 微米左右
。

在第 3 时相卵母细胞晚期
,

胶质膜增厚到 1
.

8~

3
.

6 微米 ( 图版
,

7)
。

外层胞质内出现一些细小的卵黄颗粒 ( 图版
,

7 )
。

此时两层滤泡膜的

形态发生变化
:

内层滤泡细胞呈立方形
,

外层仍为扁平状
。

4
.

第 4 时相 卵母细胞 即处在大生长期晚期的初级卵母细胞
。

由于卵黄物质不 断 积

累
,

卵母细胞的休积迅速增大
。

根据卵径大小和形态结构的不同
,

可再分为早
、

中
、

晚三个

阶段
:

1) 早期
:

卵母细胞呈圆球形
,

卵径约 266
.

4~ 4 3 2
.

0 微米
。

在卵黄物质积累过程 中
,

卵黄颗粒明显增大
,

最大卵黄颗粒的直径可达 14
.

4 微米
,

并在外层胞质 内成层排列
。

此

时
,

卵母细胞胞质可明显地分为外层的卵黄颗粒层和内层的油球层 (图版
, 3 )

。

核膜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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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

核径为 7 2
.

。~ 14 4
.

。 微米
。

随着卵母细胞内卵黄物质的继续增多
,

卵黄颗粒逐渐 由卵

母细胞质的外层向中央扩散
,

而油球则从靠近核的内层胞质中向胞质的其他部位推进
,

这

样油球与卵黄颗粒逐渐相混 (图版
,

4 )
。

这时放射带开始减薄到 3
.

6一 7
.

2 微米
,

而胶质膜

增厚到 1
.

8~ 6
.

3 微米 (图版
,

8 )
。

2 》 中期
:

卵母细胞的直径增至 3 81
.

6~ 6 .51
.

0 微米
,

整个卵母细胞质被油球和卵黄

颗粒所充满
。

这时最大的卵黄颗粒立径增至 18
.

0 微米左右
,

油球直径达 32
.

4一杨
.

。 微

米
,

胶质膜厚度增加到 4
.

5~ 9
.

1 微米
,

而放射带减薄到 1
.

8一 5
.

4 微米
。

随着卵母细胞发

育
,

其内层滤泡细胞从立方形又变成扁平状
。

表 1 银绍各时相卵母细胞概况

T a b l e 1 0的y t韶 o f 难拍
r
OP m f r e t i n d计 f e r e nt 户as

e ,

卵卵母细胞时相相 卵径 (微米 ))) 核径 (微米 ))) 同一切面上核仁数 (个 ))) }}}
放放放放放放射带厚度 L微米 )胶质膜厚度 (微米〕〕

1111111111111

第第 1 时相相 1 8
,

0 一君6
.

000 1 0
甲

0一土8
.

口口 4 一9999999

222224
,

333 12
.

999999999

第第 2 时相相 早 期期 尹6
.

0一64
甲

444 1 4
.

4一韶
,

888 7一拯拯拯拯

似似似似
,

222 19
,

888888888

中中中 期期 粉
.

8一 144
.

000 尹0 6一7 2
.

000 1 3一1 4444444

]]]]]]] O分
.

000 4 3
,

666666666

晚晚晚 期期 1 2 6
甲

0一1 8 0
甲

555 6 3
`

O一伽〕
.

000 1 3一2 3333333

]]]]]]] 5 2
`

333 劝
`

555555555

第第 3 时相相 1 6月
.

0一28 8
.

666 4 5
.

0一 1 ] 5
甲

222 1 4一2 999 1
.

8一 g
`

111 0
.

9一3
`

666

22222 1 4
.

777 9 1
`

333333333

第第 4 时相相 早 期期 2朋
,

4一4 3 2
.

000 7 2
.

公 一 1 44
.

000 万

一 ………
3

·

6一7
.

222 1
甲

8一6
.

333

料料料料1
.

666 盯
。

222222222

中中中 期期 3 8 1
,

6一朗4
,

000 7 7
,

1一1 4 7
`

000 4一1 111 工
.

8一5
,

444 4 6一0
.

111

石石石石触
。

888 1叱
,

999999999

晚晚晚 期期 朋2
.

0一兜O
,

OOO 7 9
甲

2一1 2 2
.

444 核仁少见见 基本消失失 宁
.

2一1 0
.

888

6666666 1 0
.

石石 1 0 2
.

555555555

第第 6 时相相 , o4
,

8一。
.

司司 核膜消失失 消 散散 消 失失 12
.

6一 18
`

000

777775 0
.

44444444444

3) 晚期
:

卵母细胞呈圆球形
,

卵径达 720
.

0 微米
。

胞质中的油球 已渐融 合成一个较

大 的油球和一些小油球 (图版
,

5 )
,

最大油球的直径为 l昭
.

。一 3 6 0
.

0 微米
,

一般位于卵母

细胞中央
。

卵黄颗粒也开始融合
。

细胞核极化而移向卵母细胞的一侧丈图版
,

5)
。

此时
,

放射带基本消失 , 除滤泡膜外
,

卵母细胞仅有一层胶质膜的卵膜结构戈图版
,

9 )
,

其厚度达

7
.

2一 10
.

8 微米
。

5
.

第 5 时相卵母细 胞 卵母细胞 已充分发育
,

呈圆球形
,

卵径为 7例
,

8一 8 6 4
、

。 微米
。

油球 己融合成单一大油球
,

偏于卵母细胞一侧 ( 图版
,

1 5 )
,

其直径可达 2 66
.

4 ~ 39 6
.

0 微

米
。

卵黄颗粒相互融合
。

此时核膜消失
,

胶质膜厚度增至 犯
.

6 ~ 18
.

。微米
。

至此
,

卵母

细胞 已经成熟
,

以后便脱离滤饱膜而排入卵巢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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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卵巢周年变化

从银鳍卵巢周年变化的组织学观察可知
,

东海银鳗的繁殖期 为 5~ 6 月 (主 要 在 5

月 )
。

繁殖期过后
, 7~ 8 月产后卵巢进行修整

、

恢复
, 9 月进入重复发育的 II’ 期

,

并在此

发育阶段越冬
。

经过冬季直到翌年 3 月下旬
,

卵巢重新开始发育进入 11 1 期
。

4 月大多数

卵巢进入产卵前期
,

已发育到 IV 期阶段
。

从 5 月开始
,

如水温等环境条件适宜
,

银蝎卵

巢发育到 V 期而进入繁殖期
口

1
.

卵巢成熟 系数周年 变化 从表 2 可知
,

在一年中
,

银给卵巢平均成熟系数一般变化

在 。
.

60 ~ 11
.

01 % 之 间
。

其中 5 月的卵巢大多为 W 期
、

V 期
,

故其成熟系数达最高值
。

5 月后成熟系数值开始下黔
。

由于 6 月仍有少量雌鱼产卵
,

故其月平均成熟系数值仍 维

持在 5
.

13 %左右水平上
。

从 7 月开始
,

成熟系数值迅速下降
,

整个秋季
、

冬季直至翌年 3

月中旬
,

银鳃卵巢一直处在重复 II’ 期
,

其月平均成熟系数值变化不大
,

仅波动在 0
.

的 ~

。
.

86 环之间
。

至 4 月
,

卵巢发育到 IV 期
,

故平均成熟系数值迅速上升到 8
.

47 一 9
.

10 %左

右
。

表 2 东海成然银鳍体长
、

纯重
、

卵嫩周年变化
了 , a b一e 2 A n n ua 一

e h a n妙 s诚 m砧 u

间 sl 一
vet , m f: et in E aa t伪 nI

a s ea i立
咖

y

妈 n g恤
, 立姚 b时了 w从 g M 幼d stl

o v翻印

月月 份份 平均体长〔毫米 ))) 平均纯重 (克 ))) 卵巢平均童 t (克 ))) 平均成熟系数 (男 )))

11111 2呢
.

555 习e o
`

222 2
.

3 000 0
一

6 333

22222 2 6 7
`

000 的 0
.

000 5
.

1 888 O
。

拓拓

33333 2 2 3
.

222 承〕】8
。

000 巧
。

9 111 0
.

8 666

44444 上 旬旬 2 1 1
`

666 3 6 3
。

888 3 0
。

3 000 8
.

盯盯

下下下 旬旬 2 1 8
甲

555 只9 2
`

111 3日
.

4 666 g
。

1 000

石石石 2 0 6
,

444 咫6
甲

888 朋
.

8888 1 1
.

0111

66666 即3
`

999 2 8 3
。

666 1 5
.

3 222 6
.

1 333

77777 1石7
`

111 1朋
,

111 1
.

的的 1
.

6 111

88888 18 0 333 2竹
.

888 1
.

8 222 O
。

6888

99999 1 9 9
.

222 3 2 7
,

999 2
`

胎胎 0
.

7 333

111 000 欲琏 111 召4 8
`

888 2
.

0 999 0
。

6 000

111 ]]] 2 2 3
,

555 4 7 5
,

333 3
.

4 333 0
.

6 666

111 222 2 08
。

888 3 6 9
.

444 2
.

拐拐 O
甲

哪哪

2
.

各期卵巢的卵母细胞组成 在银绍生殖周期内
,

各不同发育时期卵巢中的卵母细胞

组成是有显著区别的
。

1) 5一 6 月卵巢
: 即产卵季节卵巢

。

银蝎卵巢类型除 V 期外
,

还有 I V 期
, .

V l一 IV

期及 V l一且 期等
。

I V 期卵巢
:

本期卵巢中的主要卵母细胞群为 4 时相 卵母细胞 ; 此外
,

还有 3 时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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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时相卵母细胞 (图版
,

1 1 )
。

其中 4 时相卵母细胞的个数比例 (指在卵巢切面中所占

的个数比例
,

下同 )为 54
.

60 邓
、

面积比例 (指在卵巢切面中所占的面积比例
,

下同 ) 约

邪
.

90 拓 , 而 3时相卵母细胞的个数比例
、

面积比例分别为 9
.

30 男和 2
.

98 拓 ; 1
、
2 时相卵

母细胞的个数比例为 36
.

10 %
、

面积比例约 3
.

12 络
。

V 期卵巢
: 即成熟卵巢

。
5 时相卵母细胞为该期卵巢中的主要细胞群

,

它的个数比

例为 19
.

81 那
,

而面积比例可达 77
.

5 6拓
。

4 时相卵母细胞的个数比例为 18
.

94 拓
、

面积比

例约 14
.

87 形
。

3 时相卵母细胞的个数占 12
.

03 男
、

面积比例仅 3
.

97 环
。

1
、

2 时相卵母细

胞的个数比例虽达 49
.

21 拓
,

但其面积比例只有 3
.

54 终
。

从上可见
,

在 V 期卵巢中
,

卵母

细胞的发育显示不同步性
,

存在着明显的时相差异 (图版
,
1 5 )

。

万1一W 期卵巢
: 即产卵后的恢复卵巢

。

在这种卵巢中可见空滤泡
,

表明该鱼不 久

前产过卵
。

同时还可见到大量的 4 时相
、

3 时相
、

及 1
、
2 时相等卵母细胞 (图版

,
1 2 )

。

除卵

巢中有空滤泡外
,

V l一 I V 期卵巢中各时相卵母细胞的组成与产前 yI 期卵巢基本 相 似

(见表 3 )
。

表 3 银鳗各期卵粱中的卵母细胞组成

T a b .l 3 Oo
c了加日 脚 r o . n饭水 of ail

, 时加 . f r et 认 . a o h st a卯 o f o 7 a r y

各时相卵母细胞组成 (烙 )

月 份 l 卵巢时期 个 数 比 例 在卵巢切面上的面职比例

一口塑到
墨巴隆圈逻逻

_
_ _ _ 1 U l } 6.7 胃 } 朋 .2 3 } 一 ! 一 !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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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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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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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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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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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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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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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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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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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0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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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月 退化卵巢

v1 一 n 期卵巢
。
在 6月 中

、

下旬
,

一些产卵早的雌鱼在本次繁殖期内
,

卵巢中所有发

育到大生长期的卵母细胞
,

都发育成熟而全部产至体外
,

故呈现 V l一 n 期的卵巢形态 (图

版
,

18 )
。

在此期卵巢中
,

除 l
、 2 时相卵母细胞外

,

可见大量的空滤泡或滤泡残迹
。

2) 7~ 8 月卵巢
:
为产后退化卵巢

。

在产卵活动中
,

卵巢中的成熟卵被分批产至 休

外后
,

在 7~ 8 月由于外界条件不宜
,

产后卵巢中少数已进入大生长期的卵母细胞渐退化
,

并被吸收
。

在退化过程中
,

卵母细胞明显萎缩
,

放射带上的放射纹排列紊乱
,

_

风模糊不清 ;

胶质膜很快减薄且与放射带不易分清 ,进而胶质膜与滤泡膜分离且渐 向内回缩
、

推移 (图

版
,
1 7 )

。

此时
,

卵母细胞内的油球
、

卵黄颗粒明显缩小
,

一些被均质化的胞质渗透到质膜

外边
,

甚至进入滤泡膜与卵母细胞之间的空隙
。

外渗的细胞质可能会被滤泡细胞所吸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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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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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
。

3 )9 月 ~翌年 3月中旬卵巢
:

皆为重复发育的 n
`

期卵巢 (图版
,

1 6 )
。

卵巢中的 基

本细胞群为 1
、
2 时相卵母细胞

,

无论个数比例还是面积比例都达 100
、

0%
。

4 ) 3 月下旬~ 4 月卵巢
:
即产前卵巢

。

在 3 月中旬
,

银鳗卵巢发育基本 仍 处 在 且产

期
,

但到 3月下旬之后
,

卵巢迅速从 m 期发育到 IV 期
,

历时仅 10 一 1 5 天左右
。

在这段

时期内
,

银绍卵巢形态主要为 班 期和 Vr 期等
。

m 期卵巢
:
在银绍卵集周年变化中

,

处在 m 期阶段的时间很短
。

在本期卵巢中
,

3

时粗卵母细胞的个数比例和面积比例分别为 32
.

23 多和 “
.

68 % , 1
、
2 时相卵母细胞的个

数比例为 67
.

77 拓
,

切面面积比例约 4 1
.

32 另
。

VI 期卵果
:

本期卵巢 中卵母细胞组成的细胞学图象与产卵季节的 IV 期卵巢相 似
。

其各时相卵母细胞组成的个数比例和面积比例等见表 3o

讨 论 与 小 结

一
、

关于银鳃卵母细胞发育的特点

在真骨渔类卵子发生中
,

除都必须经历增殖期
、

生长期和成熟期这儿个阶段外
,

在其

滤泡膜形成
、

放射带出现以及卵黄获粒等营养物质积累等方面
,

都有一定的共同性
。

但在

不同鱼类也还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同点
,

显示出鱼类卵子发生具有物种的特点
。

银鳗卵母

细胞发育的特点是
:

1
.

油球
、

卵黄顺粒出现的时间和位置
:
在鱼类卵母细胞发育中

,

一般在进入大生长

期时才在卵母细胞冉出 现油球
、

卵黄颗粒等结构 , 此时卵母细胞的放射带已形成
,

而且两

层滤泡膜结构已很明显
。

而银绢卵母细胞中的油球
,

在第 2 时相中期
,

即处在小生长期时

就在内层胞质中出现了 ; 这时卵母细胞的外周仅有一层扁平状的滤泡膜
,

放射带尚未形

成
。

可见
,

在银绍卵母细胞发育早期就出现油球结构 , 这一特性显著不同于小黄鱼 (吴佩

秋
, 1 980 )

、

带鱼 吸龚启祥等
,

19 8 4)
、

青嘴鱼 ( Y 岛m a

mo Ot
,

K
·
,

19 5了)
,

这些鱼类的油球在卵

母细胞的大生长期才出现
。

就油球出现的位置来说
,

银绍与上述鱼类极相似
,

即都在靠近

核的细胞质中首先出现
。
银鳍卵母细胞中的卵黄颗粒

,

在大生长期早期
,

在靠近质膜的胞

质内首先出现
,

然后逐步向中央扩散 。而油球则自内层胞质向外缘填充
。

这些现象与小黄

鱼
、

带鱼等很相似
。

2
.

胞质分层现象
:
在银组卵母细胞发育早期

,

胞质出现分层现象
,

即靠近细胞核的

内层胞质
,

其细胞质颗粒粗
、

成堆分布且染色很深
,

而外层细胞质颖粒细
、

排列均匀又染色

较浅
。

这样呈现出成同心 圆排列的胞质分层现象
,

一般称之谓生长环结构
,

这在白链 (中

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发生生理研究室
, 1 9 6 2 )

、

带鱼
、

香鱼 (龚启祥等
, 1 9 8 2) 也见到过

类似现象
,

而在其他海洋鱼类尚未见提及
。

3
.

卵膜结构
:
在银鳍卵母细胞发育过程中

,

在大生长期早期
,

质膜外周出现放射带

结构
。

随着卵母细胞发育
,

在放射带外周又形成一层胶质膜结构
,

这层胶质膜迅速增厚
。

随着卵母细胞内卵黄物质不断积累
、

卵径扩大
,

其放射带逐渐减薄 , 至卵母细胞基本长足

时
,

放射带便消失了
。

与此同时
,

胶质膜长到其最终厚度
。

综上所述
,

在银鳍卵母细胞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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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中
,

共有两层染色不同的卵膜结构 , 当卵母细胞发育到基本成熟时
,

由于放射带的消失

而仅存一层卵膜 (胶质膜 )结构
。

事实上
,

在光学显微镜下所看到的放射带
,

如用 电镜观

察
,

则仅仅是卵母细胞表面所产生的微绒毛与滤泡细胞伸出的微绒毛交叉在一起而形成

的放射层
。

在有的鱼类上还发现
,

在将近排卵时
,

这些微绒毛要相互从卵膜上缩回 ( R 乡

r o 。 e ,

K
.
, 19 7 2

,

wI 翅
容 t o u ,

T
,

和 T
.

C h t a , 19 7 7
,

P e二 d
e r g r a 。 。 ,

P
甲

和 P
.

S e h r o 、

d铆
, 1 9 7 6 ,

Y a功 a m ot 。 ,

K
·

和 E T a 二二 a幻
,

19 6 7 )
。

从银鳍可见
,

在其卵母细胞大生
一

长期的晚期
,

放射带的厚度逐渐减薄
,

最终会消失 ,这可能就是在其卵母细胞发育晚期
,

滤

抱细胞
、

卵母细胞表面的微绒毛 回缩之故
。

二
、

银鳍卵巢发育的特点

对春季产卵的鱼类来说
,

繁殖期过后
,

卵巢发育便进入休整阶段
;
在秋末

、

冬季进入 111

期 (少数种类为 VI 期 ) ;翌年春季
,

卵巢继续发育成熟
,

再次进行新的产卵活动
。

银鳗为

春季产卵鱼类
,

产卵活动完成
、

卵巢休整后
,

长期处在屯复发育的 11 尹 期卵巢阶段
,

并在此

期越冬
; 一直 到明年 3 月下旬至 4 月 初

,

其卵巢迅速从 11 期经 m 期而发育到 JV 期
。

可

见银鳃卵巢在繁殖季节之前
,

处在 且
尹

期阶段的时间长达 7 个月
,

这可能与银锡结构有关
。

同其他鱼类相比
,

银鹉的体腔很小
,

而 IV 期
、

V 期卵巢的体积较大
,

鱼体的其他 内脏器官

往往受此挤压
。

:

可以设想
,

如果在银绍较小的休腔内长期存在一对饱满的卵巢
,

则将影响

鱼体的其他生命活动
。

应指出的是
,

在繁殖季节
,

银鳗卵巢发育的进程十分迅速
,

从 n l 期

进入 I V 期历时仅 1。一 1 5 天
。

这可能是鱼体受潮汐刺激
,

卵巢能迅速发育
,

这种现象在

大黄鱼等海洋鱼类中也常见到 ; 另外
,

在科威特海域中的银鳍产卵季节
,

从 3月一直延长

到 8 月 ( A bo H a k i。 。 ,

兔 n面
, 1 9 8 4) , 而我国东海银鳗的产卵期为 5~ 6 月

。

同种鱼 产

卵期的差异
,

可能与不同的地理环境有关
。

三
、

银鳍的产卵类型

A bu
一
H ka ml

。 ,

R o n d 。 ( 1 9 8 4) 指 出
,

银鳗卵巢中卵母细胞的直径是多样的
,

并且具有

大批产卵的特性
。

据对银鳍卵巢切片观察
,

在 V 期卵巢中
,

除主要细胞群一一 5 时相卵

母细胞外
,

还有 4
、
3 等不同时相的卵母细胞群 . 这些卵母细胞形态正常

,

无论在数量上
,

还

是在所 占卵巢切面的面积 比例上都有一定的比值
。

在产过一批 卵 子 的 V l一工V 欺 卵 巢

中
,

除空滤泡外
,

还有不同发育阶段的 4
、

3 时相等卵母细胞
。

这些充分说明
,

银仪涵子母细

胞的发育显示了非同步性
; 这同科威特海域银鳍卵母细胞的发育状况是同样的

。

综上所

述
,

银擎的产卵类型应为短期分批产卵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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