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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短吻银鱼秋季人工授精
、

孵化和早期发育的研究

王文滨 朱成德
’

锤暄世., 陈素芝 张玉玲

提 要

太湖短吻银鱼 N 。时 ` ~
t a ” g无。 h胶成 亡成加阴璐。 C如。 是太湖中的重要经济鱼类之一 为

了探索这一银鱼秋季能否产卵和孵出仔鱼
,

作者曾于 19 75 年秋季在太湖进行人工授精和孵化

实验研究
。

结果共孵出仔鱼区 3 尾 ;此外
,

还固定了各胚胎时期的发育卵 4 65粒
。

通过孵化材料
,

联系到亲鱼在生殖时期需要得到保护
,

因而建议每年 10 月 8 日至 汉 日限

制或禁止使用银鱼渔具捕捞
,

使之能够正常产卵
,

以达到天然鱼类的增殖和合理利用银鱼资源

的目的
.

前
飞里罗

曰

生活在太湖中的太湖短吻银鱼 (刃初物协二 协外夕而。几吞召“ 亿玄入秘。铭耘 C h en ) 为太湖渔业
`

中的重要经济鱼类之一
。

渔产量较大
,

以往最高年产量超过 10 0 万斤 ( 5 0 0 吨
, 1 9 5 5 年 )

。

为了探索这一银鱼秋季能否产卵和孵出仔鱼
,

以及与之有关未来保护亲鱼产卵
、

采取合理

捕捞和增加鱼类资源的重要意义
。

为此
,

作者曾于 19 7 5 年秋季前往太湖
,

在江苏省太湖

渔业生产管理委员会等单位的协助下
,

在江苏吴县东山附近的湖区进行了太湖短吻银鱼

秋季人工授精和胚胎发育的研究
。

实验方法和过程

实验是在野外进行
,

用人工授精和孵化的方法
,

观察受精卵的发育和孵化过程
。

第一次实验是在 10 月 14 日用银鱼网捕捞
,

一小时后从捕出的太湖短吻银鱼中挑选

较成熟的亲体进行人工授精实验
。

先取雄鱼用镊子挑开腹部
,

取出精巢
,

放于玻璃皿中
,

立即予以研散
,

然后将雌鱼的成熟卵挤于皿内与精液拌和 ( 早
: x 尹

。
)

,

随 即加入过滤湖水

少量
,

稍予晃动
,

并静置 3一4 分钟后
,

用新水冲换 4一 5 次
,

以清除玻璃皿中的剩余精液
、

精巢组织和未成熟的鱼卵等
。

最后留于皿底的是待观察的鱼卵
。

此刻即可用弯头吸管从

皿中取出 3一 5 粒放入单凹直 口载玻片内
,

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

记录和显微照相
。

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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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系列的实验
,

发现这次受精卵的发育十分正常
,

受精卵经过各个发育阶段之后
,

终

于在 10 月 打 日成功地孵出了第一批太湖短吻银鱼的仔鱼
,

次日 ( 18 日 )又孵出了第二批

仔鱼
。

为了充分取得可靠的科学实验资料
,

我们再次进行了人工授精孵化实验
。

第二次实

验于 1Q 月 20 日一 23 日在同一湖区用上述方法进行
。

对这次实验又进行了受精卵的发育

观察和活体显微照相
。

实 验 结 果

太湖短吻银鱼秋季人工授精和孵化的第一次实验结果得到的两批仔鱼计 有 3 4 5 尾
,

同时在实验过程中还固定了正在发育的各个时期的活卵 2 10 粒
。

第二次实验结果再次成

功地孵出了第三批仔鱼 198 尾
,

同时也还固定了各个发育时期的活卵 2 5 5 粒 (参看表 l )
。

表 飞 受惰卵的孵化惰况

切月 1 4日 1 4 时 3 0 分 16
.

3一2 2
.

石

10 月 妞 日拓 时沁 分
1 0 月 2 0 日 1 1 时 沁 分

1 6
甲

3一2 1
.

0

加
.

0一2 3
。

5

10 月炸 日 2 1 时 8 0分

1 0 月 1 7 日 2 3 时
1

4 5 分
1 0 月 1 8 日 2 1 石于oo 分

1 0 月 2 3 日 1 0 时 的分

孵 化 时 数

7 9小时 oo 分
-

8生小时 1 5 分
100 小时 3 0 分

7 0小时 1 0 分

’

受精卵的发育和孵化
1

.

受精

人工授精程序按上述方法进行
。

成熟卵为圆形
,

卵径 0
.

叨一0
.

7 0 毫米
,

卵粒分散
。

有

卵孔和卵膜丝
,

卵质分布均匀
,

一

无油 点
。

受精卵沉于皿底
,

无粘性
,

洁晶透明
。

卵孔周围

的卵膜丝附于卵膜上
,

有时散开
。

卵子受精后不久
,

卵膜因吸水作用
,

在卵膜与质膜之间开始出现卵周隙
。

经过半小时

左右
,

卵周隙最宽
。

随后
,

卵黄粒沉于植物极
,

原生质逐渐向卵孔所在的动物极集中
,

以后

开始隆起
,

继续向上发育
,

渐渐形成胚盘
。

( 经历 1小时 )

2
.

卵裂至蕊胚

胚盘继续发育
,

开始进行细胞分裂过程
。

第一次卵裂是在卵子受精 1小时后
,

在胚盘

顶部出现第一次分裂构
,

分为 2个细胞
。

第二次卵裂垂直于第一次分裂沟
,

分为 4个细

胞
。

第三次卵裂有二条分裂沟平行于第一次分裂沟
,

分为 8 个细胞
。

第四次卵裂是有二

条分裂沟平行于第二次分裂沟
,

分为 16 个细胞
。

第五次卵裂有四条分裂沟相间平行于第

三次分裂沟
,

分为 32 个细胞
,

其排列不很规则
,

而且细胞的大小也各不相同
。

以上各次分

裂均沿经线分裂
,

细胞排列在一个平面上
。

此洁细胞越分越小
,

经过儿次分裂之后
,

形成

多细胞时期
。

此刻从卵的侧面看去
,

卵裂细胞排列为半圆形
。

在卵裂和胚胎发育的过程中
,

受精卵的卵孔在相对位置上由动物极向植物极移动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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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卵孔约出现于两极交界处
。

由此可见胚胎在卵周隙内有转动现象
。

随着卵裂的继续进行
,

细胞数目渐渐增多
,

细胞也越来越小
。

内层细胞出现腔隙
,

是

为囊胚
。

囊胚初期的细胞界线尚可分辨
,

囊胚也较高
,

此时称为高囊胚
。

以后囊胚继续

发育
,

细胞愈见细小
,

外层细胞界线 已趋于模糊
,

这时囊胚减低
,

称为低囊胚
。

( 经历 9 小

时 )

3
.

原肠形成

受精后 10 小时
,

囊胚开始下包
。

继续发育
,

则下包的边缘增厚
,

有如帽状
,

罩在卵黄

囊上
。

下包 2 / 5 左右时
,

下缘周边愈见增厚
,

形成透亮的胚环
,

此时为原肠早期
。

下包 3 / 5

时
,

大部分卵黄被包入原肠内
,

未被包入的卵黄
,

形如栓塞
,

称为大卵黄栓时期
,

又属原肠

中期
。

下包 4 / 5 以上时
,

胚环增宽并向下移动
,

这时只有少量卵黄未被包入
,

称为小卵黄

栓时期
,

又为原肠晚期
。

此时胚孔已缩为小圆圈
。

(经历 5 小时 30 分 )

4
.

神经胚至胚体抽动

随着原肠下包和内卷的继续进行
,

下包接近完成
,

但胚孔还未封闭
。

这时背侧的神经

物质聚集增厚
,

形成神经板
。

以后逐渐开始下陷
,

出现神经沟
,

待发育至神经胚后期
,

胚体

已超过卵周之半
,

胚体雏形初步形成
,

头
、

尾已能分辨
。

受精后 19 小时
,

胚孔完全封闭
。

头
、

尾分化愈趋明显
。

神经管前端分化为前脑
、

中脑

和菱脑三部
。

不久
,

在前脑的两侧隐约出现视泡
。

受精后 2 3 小时
,

胚体中部出现 1一 2 对

肌节
,

至 3一 4 对肌节时
,

视泡 已很明显
。

此后
,

由于胚体不断发育延伸
,

肌节于体背中部

向前
、

后两端增加
。

受精后 27 小时 50 分
,

头
、

尾之间的卵黄囊逐渐内缩凹入
。

受糟后 32 小时 35 分
,

视泡中部出现一窄隙
,

以后扩大为空腔
。

脑 已分化为端脑
、

间

脑
、

中脑
、

后脑和延脑
。

尾部升高变圆
。

尾芽开始出现
,

其前方处形成一个尾泡
。

不久在

延脑后部的两侧出现听泡
。

视杯已开始形成
。

受精后 3 7 小时 15 分
,

第三脑室形成
。

嗅

囊开始出现
。

晶状体开始形成
。

受精后 38 小时 35 分
,

心脏原基在听泡的下方和卵黄囊的上方出现
,

呈浅绿色
。

嗅囊

这时已经清楚
。

尾鳍膜明显
。

胚体环卵恰恰一周
,

其头端和尾端刚相接触
。

胚体中部开

始缓慢抽动
,

每分钟 2一3 次
。

心脏发育已渐明显
,

还未开始眺动
。

第四脑室出现
。

背鳍

膜己可看见
。

(经历 26 小时 )

以受

5
.

心脏跳动至仔鱼孵出

受精后 41 小时 3 5 分
,

胚体抽动增加
。

心脏发育 已经十分明显并开始缓慢的跳动
,

后每分钟 2一3 次
。

受精后 46 小时 35 分
,

心跳增至每分钟 18一 19 次
,

跳动趋于节奏
。

精后 49 小时 5 分
,

听泡内出现 2 个细小的耳面
,

并逐渐增大清晰
。

此后心包腔明显
,

心跳

每分钟可达 36一“ 次
,

这时胚体抽动频繁
,

并开始出现转动和扭动现象
。

此后胚体充满卵内
,

盘曲将及二卵周
,

胚体抽动加剧
,

有时急剧抽动
,

使胚体扭呈蛇形

盘曲
。

卵黄囊由圆形缩至矮梨形
。

心室擎加厚
,

心脏跳动有力
。

背鳍膜和尾部鳍膜连成

一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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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前在头部和背部出颗粒状的孵化腺
。

接近孵化时
,

心脏跳动 98 一 1 10 次
。

视网膜

由淡黄色逐渐加深为棕黄色
。

胚体抽动十分剧烈
。

孵化时尾部不断摆动
,

冲击卵膜
,

使之最

早弹出膜外
,

不久
,

头部也脱出卵膜
,

仔鱼完全孵 出
,

孵化至此完成
。

(经历 28 小时 40 分 )

孵出的仔鱼全长 2
.

43 一 2
.

62 毫米
,

平均 2
.

56 毫米
。

4一 5 天后卵黄囊完全吸收
,

仔鱼

发育良好
,

体质健壮
。

结 论

1
.

太湖短吻银鱼秋季人工授精孵化实验成功
。

2
.

孵出仔鱼 5 43 尾
,

并固定了各胚胎时期的发育卵 4 65 粒
。

仔鱼活泼健壮
,

并能继

续发育生长
。

3
.

通过孵化材料
,

联系到亲鱼在生殖时期需要得到保护
,

因而建议每年 10 月 8 日至

24 日限制或禁止使用银鱼渔具进行捕捞 (在实行这一措施的同时
,

还应做好对其它鱼的

捕捞安排 )
,

使之能够正常产卵
,

以达到天然鱼类增殖的目的
,

为今后合理利用银鱼资源提

出一条新的途径
。

〔 1 ]

[ 2 1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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