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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 口及浙江沿海花妒的繁殖生物学

孙帼英朱云云周忠良陈建国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学系
,

上海 2 000 62 )

提 要 本文研究了花妒卵巢的发育
、

产卵类型
、

产卵期
、

繁殖水域及雌雄同休现象等
。

根据长江口及浙江沿海花炉卵巢的周年组织学切片
,

将卵巢划分为 V 工期
,

还有重复发育 的

V l ee VI
,

期 (或 VI
尹

期 )和 V 尸

期
,

属分批非同步型产卵类型
。

在繁殖季节
,

短期内可以产两次

卵
,

产卵期为 n 月至翌年 1 月
,

盛产期约为 n 月中至 12 月中的一个月内
。

性成熟年龄
,

雌鱼

为 vI 龄
,

雄鱼为 11 龄
,

有雌雄同体现象
。

在邻近沿海和长江口盐度较高水域产卵
,

盐汝为

22一 2 6编
。

关键词 花妒
,

繁殖生物学
,

组织学

花妒 La 介 o l a 乙亿
二

J叩。 。
蜘

s (C u v i e r e七V a l e n e in n e “ ) 分布于中国
、

日本和朝鲜
,

为

我国沿海及河 口 的中型经济鱼类
,

在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为名贵鱼类之一
。

由于种种原

因
,

在长江 口及其邻近海域
,

花妒的捕获量日益减少
。

近年来
,

长江 口已捕不到鱼苗
,

因

而
,

花妒自然资源的衰退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间题
。

由于花妒经济价值高
,

人们早己注意到

其渔业的发展
,

已有采集天然鱼苗
,

在淡水池塘中混养或单养及在淡水循环过滤池和海水

网箱养殖的经验和报导 〔李宏宇等
,

19 89 ; 邵贻钧
,

1 9 8 9〕
,

现在鱼苗已成为养殖的首要何

题
。

为此
,

我们对雌鱼性腺的发育
、

产卵类型
、

产卵期
、

产卵水域等繁殖生物学作了研究
,

为保护
、

增殖花妒资源和人工繁殖提供生物学资料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本工作是在 1 9 8 6一 1 9 9 2 年间进行的
,

研究用样本采自上海横沙岛
,

繁殖期的标本主

要采自浙江宁海沿海
。

在野外
,

样本经测定后解剖观察
,

生殖腺用 B ou 恤 氏液固定
,

切片

厚度 6一 8“ nI
,

用苏木精伊红染色
。

少数材料用 10 形福尔马林液固定
,

冰冻切片
,

苏丹 I n

和苏丹 IV 染色
。

鳞片作为鉴定年龄的依据
。

二
、

结 果

(一 ) 卵巢的成熟期

第 I 期 卵巢呈透明细丝状
,

紧贴于缥与体壁交界处
,

肉眼不能分辨雌雄
。

在组织切

片中
,

以稚龄时期的卵母细胞为主要组成部分
,

在较大细胞的细胞膜上
,

可见几个稀琉的

滤泡细胞
。

细胞呈不规则多角形
,

彼此紧密排列
,

细胞质少
,

呈弱嗜碱性
,

随着卵母细胞的

收稿 日期 :1 99 3戒方一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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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
,

嗜碱性增强
,

被苏木精浓染
。

卵经约 8一 30 微米
、

核大
、

圆形
、

核径约 7一 15 微米
,

核

仁 1一 5 个 (图版一 1)
。

卵巢内具卵巢腔
。

卵巢壁薄
,

约 9一 20 微米
。

第 n 期 性未成熟期和重复发育 n 期
。

性未成熟的卵巢透明细带状
,

早期尚看不

出卵粒
。

重复发育的卵巢显著较大
,

呈空囊状
。

在组织切片中
,

以第 2 时相即小生长期的

卵母细胞为主
。

细胞紧密排列于蓄卵板上
,

呈不规则圆形
,

大小不等
,

且一E 染色
,

早期细

胞着色均匀
,

后期小细胞着色深
,

大细胞着色淡
。

细胞外有一层滤泡细胞包围
,

卵径约

3 2一 17 8 微米
,

核大
,

圆形或椭圆形
,

核径 18 一 93 微米
,

约 占卵径之半
,

核仁 1一22 个
,

位

于核周
。

卵巢中还有 1 时相卵母细胞 (图版一2 )
。

卵巢壁约为 20 一 1 15 微米
。

重 复发育

的 11 期卵巢
,

卵母细胞排列琉松
,

有时可见退化卵的残余
,

血管和结缔组织多
。

卵巢壁

厚
.

约为 2 12 一42 0 微米
。

第 n l 期 卵巢增大
,

呈扁带状
。

后期呈淡黄色
,

在淡黄色卵粒间夹有小的透明卵粒
。

在组织切片中
,

以第 3 时相即大生长早期的卵母细胞为主
,

早期的卵母细胞从核周开始出

现空泡
,

并逐渐向外周分布 (图版一 3)
。

此后
,

从卵母细胞周围开始积累卵黄 (图版一 4 )
,

并逐渐向核周分布
,

随着卵母细胞的增长
,

卵黄球之间及核的周围
,

可以看到大小不等的

内含物未被着色的空泡
,

这是油球
。

在后期的卵巢中
,

卵母细胞不同程度地积累卵黄
,

以

卵黄球约占大于细胞体积 2 a/ 的细胞为主体
,

还有卵黄球约占细胞体积 1/ 2 ,

以及刚开始

积累卵黄的细胞 (图版
- 5 )

。

早期的细胞放射带甚窄
,

二层滤泡膜的细胞核均为扁平状
,

随着卵母细胞的发育
,

放射带增宽
,

约达 6一 10 微米
,

内层的滤泡细胞略呈方形
,

核呈圆形

或椭圆形
,

外层仍为扁平状
。

细胞圆形
、

椭圆形或不规则形
,

卵径 1 48 一4 68 微米
,

核圆形

或椭圆形
,

核径 42 一 1 39 微米
,

后期核膜呈波浪形
,

核仁 3一 23 个
。

第 IV 期 卵巢呈长囊状
,

桔黄色
,

几乎充满整个体腔
,

血管发达
。

在组织切片中
,

以

第 4 时相即大生长后期的初级卵母细胞为主要组成部分
。

早期的 4 时相卵母细胞
,

核周

围的卵黄球稀少
,

随着发育
,

卵黄球迅速增加
,

从而充满整个核外空间
,

仅在细胞周围及核

周留有薄层的细胞质
。

在卵黄球之间夹杂有许多大小不等的油球
,

被苏丹 工11 和苏丹 IV

染成红色
。

卵圆形
、

椭圆形
、

多边形以及被挤压为不规则形
,

卵径 3 43 一 6 22 微米
,

核径

7 3一128 微米
,

核仁 4一25 个
,

位于核周
。

放射膜增宽
,

约 7一 12 微米 (图版一 6)
。

早期卵巢尚有相当数量处于卵黄积累阶段的第 3 时相卵母细胞
,

以及第 1
、
2 时相卵

母细胞
。

第 V 期 卵巢发育达最大体积
,

充满整个体腔
。

后期卵巢
,

游离卵贮积于卵巢腔中
,

轻压鱼腹
,

成熟卵即从尿殖孔流出
。

在组织切片中
,

第 5 时相卵母细胞的卵黄球逐渐融

合
, ,

核仁已消失
,

将从滤泡膜释放出来时
,

油球 己开始融合 ( 图版一 7 )
。

游离卵具 1一4 个

油球
,

卵径约为 77 3一 s n 微米 (图版一 8 )
。

第 V l一 IV
`

期 为产过卵后重复到 IV
产

期卵巢
。

外观仍然丰满
,

看不出与 IV 期卵巢

的区别
。

在组织切片中
,

卵母细胞处于大生长早期
,

在核周卵黄球稀少
,

卵母细胞疏松的

分散于蓄卵片上
,

在细胞间有许多空滤泡
。

此外
,

尚有极少数第 3 时相和大量的第 1 、 2 时

相卵母细胞 (图版一 9 )
。

第 V l 期 产完卵后的卵巢
。

卵巢显然萎缩
,

体积缩小
,

呈厚囊状
。

在组织切片中
,

有

许多琉稀不规则排列的小生长期的卵母细胞
,

它们之间有许多空滤泡
,

还有正在被吸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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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留卵
。

结缔组织和血管较多 (图版一 0 1 )
。

随着空滤泡和残留卵的被吸收
,

卵巢转入重复

发育的 11 期
。

(二 ) 产 卵 类 型

卵巢发育进入大生长期的初期
,

即显示出积累卵黄的非同步性 ( 图版
一 5 )

,

在 IV 期早

期的卵巢中
,

除去第 4 时相的卵母细胞外
,

还有正在积累卵黄的第 3 时相卵母细胞
。

产过

一次卵后
,

雌鱼的泄殖孔明显红肿
,

可卵巢内仍有大量积有卵黄的卵母细胞
,

组织切片显

示
,

卵巢中有许多空滤泡及大量早期的第 4 时相卵母细胞 (图版一 9)
,

这是重复发育 的

V l一 IV
`

(或 IV
`
)期卵巢

,

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
,

细胞迅速积累卵黄
,

很快转入 V
`

期
,

进

行第二次产卵
。

花妒属分批非同步型产卵鱼类
,

在短时间内产二次卵 〔吴佩秋
, 1 98 1 ;龚启

祥等
, 1 9 5 4 ; 孙帼英

, 19 5 5〕
。

(三 ) 产 卵 期

参加繁殖的个体
,

在 10 拥 以前
,

卵巢基本上处于小生长期
,

成熟系数为 0
.

45 一 0
.

75
,

口 日
一

叭期

口 W
`

期

. \ 1期

斤|J叶|月花月下叮|外

ǎ水à权嗒嵘暖

7 9

日士 !司 (月 )

图1 卵巢成熟系数的周年变化

F i g
.

A n

una
l v a r i a t io n o f m a t u r a t i

o n

e o e f f i o ie n t o f o v a r y

10 月卵巢向 1 11 期过 渡
,

据 1 9 8 6 年材

料
,

n 月下旬 IV 期卵巢的平均成熟系

数已达 1 0
.

7 5 ( 4
.

8 8一 1 3
.

8 2 )
, 1 9 8 7 年 1 2

月初 工V 期卵巢 的 最 大 成 熟 系 数 为

19
.

95
。

在 12 月初
,

除去 IV 期卵巢的

个体外
,

己出现产过一次卵
,

甚至少数产

完卵的个体
。

1 9 8 9 年 12 月初的 n 尾雌

鱼中
,

工V 期和 IH 期卵巢各占雌鱼总数

的 18
.

2%
,

而产过一次卵的则高达 45
.

5

%
,

产完卵的亦达 18
.

2% ;
而 1 9 8 7 年 12

月初的 5尾雌鱼中
,
IV 期卵巢占总数的

8 0%
,

产过一次卵的为 20 %
。

历年 12 月

底和翌年 1 月的样本
,

绝大部 分 为 V l

期卵巢
,

只有极个别的尚留有正在发育 的 工V
`

期卵巢
,

而 1 月 已有恢复到 11 期的卵巢
。

产过一次卵及产完卵卵巢的成熟系数显著降低
。

各月卵巢平均成熟系数见 图 1
。

2 月 份

卵巢基本上恢复到 n 期
。

在花妒繁殖季节
,

浙江沿海的渔民以丝网捕捞生殖个体
,

但均要到 n 月下旬
,

气温转

寒以后方开始捕捞
,

在这以前我们得不到样本
。

但 1 9 9 2 年有渔民从 n 月中旬即开始捕

捞
,

此外
,

我们也曾在 10 月下旬得到过一尾卵巢为 IV 期早期的个体
。

因此
,

在 n 月中

旬
,

花妒 即可开始产卵
,

产过一次卵后
,

约经半个月的发育
,

又可第二次产卵
,

因而 12 月初

即可得到产完卵的样本
,

产卵期可延续到翌年 1月
,

而盛产期应在 n 月中至 12 月中
。

(四 ) 繁 殖 水 域

本文的研究样本主要采自横沙岛以东的咸淡水水域
,

在该水域
,

滚钩网具捕获的渔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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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洋中捕到的产过一次卵的亲鱼
,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

时相卵母细胞则很快被吸收
,

而不

能继续发育
,

这可能是由于环境条件的骤然改变所致
,

在进行人工繁殖时必须注意
。

2
.

花妒的产卵时间为 n 月至翌年 1月
,

盛产期约为 U 月中到 12 月中
,

这与黄渤海

等水域产卵时间有较大的差异
。

在黄渤海有 5 月
、 9一 n 月

、
8一 10 月 ,在日本则有 12 月一

翌年 1月
、

10 一 n 月和 n 一 4 月产卵的报道〔毕庶万等
,

1 9 8 3 , 烟中和阴野
,
1 9 6 2〕

。

不同

水域间产卵时间差异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

3
.

产卵水域的盐度为 22 一 26 荡
,

而黄渤海则有在 27 一31 编水域中得到鱼卵的报导
,

这说明花妒能在更高盐度的水域繁殖
,

适盐范围较广
。

4
.

长江口是花妒的育肥场所
,

在未性成熟以前
,

其均能在长江 口育肥
、

生长
,

而参加

繁殖的亲鱼在较高盐度水域繁殖后
,

仍要回到长江 口育肥
。

每年按此周期往复
,

因而可以

利用这一习性
,

进行鱼种放流
,

这对提高长江 口花妒的资源量
,

改善长江 口鱼类的种群结

构
,

均具有重要意义
。

此外
,

上海市郊曾有池塘混养花妒的经验 ,浙江沿海亦有网箱养殖的

报导
。

因而如何通过各种养殖途径
,

增加渔产量
,

从而满足人们经济生活 日益增长的需要
,

是一个应引起注意的向题
。

我们认为在该鱼资源状况 日益不佳的情况下
,

开展花妒的人

工繁殖和幼鱼培育的研究
,

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
,

应加以重视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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