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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习性的初步观察
’

浙江省动物碎究窒

张 炯 卢律成
* ‘

显氏无针岛眺在我 国沿海分布很广
,

是我国产量最高的一种头足类
,

在浙江舟山一带
,

形成了一种重要南业
,

关于它的生物学习性
,

特别是关于 它的繁殖习性
,

过去国内还报道不

多
,

’

了解这种习性
,

在制定繁殖保护措施时
,

筱为必耍
,

因此我们在参加浙江省水产资源稠

查工作期尚
,

督在岛贼的主要产卵淤爆
,

舟山 中街山列 岛的青滨
,

进行了这种息贼的饲养及

繁殖习性的观察
, 1 9 6 3年和 1 9 6 4年复赴青滨

,

对于这种岛贼的交配产卵及受精等方面作了进

一步的斌瑜观察
,

现将初步观察拮果
,

作此报道
,

可以在生产上提供一些参考支料
,

同时在

生物学理谕上也似乎有一定惫义
。

关千头足类繁殖生物学的研究
,

国内外有不少文献叙述报道
。

李嘉泳 (1 96 1) 亡’〕对子金

岛贼 (& 州
a 。。威叭掀) 的生殖

、

洞游和发育作了研究 (仅兄 摘要 )
。

魏臻邦 (19 64 ) 仁“二对金

岛贼的生活习性也进行了研究
。

李复雪 (工9 6 2 ) 亡““对于曼氏无针岛绒 (& 州。z础 阴耐二介。耐 )

作了繁殖生物学的研究 (仅兄摘要 )
。

朱元鼎 (19 5 9 ) 〔“3 在 “
中国主要 海 洋嫩业生物学墓句}l

资料
”

一文 ,卜亦甘筒略地韶述了扁贼的繁殖 习性
。

滨部 基次 (19 舰) 对于 太平洋 斯氏柔焦

(O 。。 , 恤帅
“;
滋(,a 俪 凡而方。召) 的交配

、

产卯
、

胚胎发育与幼仔形态
、

习性作了系抚的研

究
。

D r e w
,

G
·

A
.

(2 9 2 2 ) 〔“〕
、

M e g o w o n ,

J。五。 A
,

(29 5 4 ) C g 〕 和 A r n o ld
,

J
o h o M

甲

(2 9 6 2 ) 〔7〕

等对千抬岛贼 (石汉‘g() ) 灼生随行为
,

均右不少研究
。

本文着重对曼氏无针
j

乌贼的繁殖习性几

个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甜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试瑜观察工作大部分在室内例养条件下进行的
。

所用岛贼系取白青滨海区的岛贼拖网
、

岛贼能及艘网所捕获的个体
,

雌雄均有
,

胭长 7
.

1一王1
.

5厘 米
。

俐 养容器是用能容 12 担水的

陶质大水缸及 7 o x 哇5 x 5 5立方厘米的玻璃水族缸
。

侮天更换新解海水一部分或全部
,

井用虹

吸管翰送海水和空气
。

海水温度 19 一 25 ℃, 盐度 2 3
.

9 5一 33
.

12 筋
。

恐常 喂例 一些长豹 1 厘

米的活小焦
、

小虾
。

侗养五天至一个 月
。

同时
,

亦在岸边海水洼 中旬养岛贼
,

观察生殖行为

及产卵数量
。

为敲实所产卵子卵膜黑色的原因
,

进行了雌体墨囊导管扎桔手术
。

为氯实钠精

此项 〔作是在导师董幸茂教授指导下进行的
; 当时参加浙江省海洋水产资源调杳的浙江医科大 学 林秀玉 同

志
、

浙江 省水产厅荧建助同志及杭州大学生物系三 年极部分同学
,

在 1 9 6。年参加过部分工作
,

卫96 4 年本室陈

毓山同志亦参加过本项工作
。

本室俞登化同志在饲养岛娥方面出力不少
,

瑾致榭 ,]’k
。

19 6 3 年参加本嘎工作
,

王9 64 年溯至浙江医科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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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的作用
,

进行 了雌体钠精囊
一

切除手术
。

手术后的个体伺养于 8 。、 6 5 义 6 5 立方 厘米 的网箱

肚
,

网箱置于海边宽豹 1
.

5米
,

长豹 4 米的石隙积水 中
,

石隙 在涨潮时与 外界 相通
。

为了解

产卵过程及发生受精的部位
,

还作了控制产卵时阴
、

人工授精等试瑜
。

二
、

就 敌 与 观 察

(一) 交配

1
.

求偶表现 受氏无针息贼雌雄异形
,

除雄体左侧腹腕茎化外
,

一般雄体稍大于雌体
,

雄体背面 白色的斑点及侧鳍基部白色的来款亦比雌体明显
,

因此雌雄容易区别
。

这种岛贼具

有较高等复杂的性行为
。

雌雄在一起例养
,

一雌一雄
,

自配成对
。

雄体握常紧随雌体游泳
,

雌游亦游
,

雌停亦停
,

雄体并且不断的变换体色
,

背部自色的斑点扩大
,

使整个背部早现灰

白色
,

侧储墓部及各JI$ 侧面的自色条敖亦加竟
,

体色十分解明
。

雄体有以J
一

紧靠雌体
,

采取与

雌体平行的位置游泳
,

头部向雌体倾斜
,

各腕充分舒展
,

并仲得异常长
,

几乎等于胭部的长

度 (而平时只及洞长的 1 / 2 )
,

并不断用腕伸到雌体删部的腹面
,

似有
“

求偶
”

行 为 表示 (图

1
.

1 )
。

’

而雌体往往急速游泳以求摆脱雄体的料渡
。

但雌体有时亦把义部向雄体倾斜
,

仲展了

各腕
,

做出
一

与堆体相似的姿态作为应答
。

这样持艘数分钟或更长一些时尚后
,

就进行交配
。

雄岛贼有剧烈争夺配偶的现象
。

雌雄同养于缸中
,

雄体只按近一个雌体
,

而在雄多于雌的情

况
一

「
, “

对偶
”

情况就不能保持
,

常发生争夺斗争
。

当雄息娥接近了一雌体后
,

它就在这雌体

周围保护
,

如果另一雄体接近敲雌体附
,

则原来的雄体的体色立即变得非常解明
,

并伸长它

的四对碗去遮拦
,

有时甚至向这一雄体进攻
,

而这个 雄体 亦作 相应 的动作
,

企图与雌体接

近
。

较大的雄体争偶一般容易获胜
,

当两个雄体大小相似时
,

一

斗争则非常剧烈
。

观察到这样

一种情况
:

当甲堆先按近了雌体
, ’

色在其四 周护卫
,

不敲乙雄接近
。

有一次甲雄刚离开雌体
,

乙雄 lllj 立即向这雌体靠近
,

并反过来赶走甲堆
,

而且很快 ‘于这个雌体交配
。

在一维多雌的情

况下
,

雄体亦只按近其中一个雌体
,

当与这雌体交配后
,

过了一些口寸候
,

就放弃了
‘

原来的雌

体而与 另外雌体按近
,

并反过来赶走原来的配偶
。

2
.

交配行为 岛贼交配时
,

雄体从雌体的久端方向游向雌体
,

用腕在雌体的背面迅速抱

住它的洞部
,

这 l1,J 雌体亦将各腕张开
,

堆体立娜移抱于雌体头部
,

此时雌堆关部互相对接
,

两体成一道栈状
,

有“,J-雌体位置稍低 (图 1
.

2
、

4 )
。

但更多的情况是雄体揍到雌体前面道接抱

住 雌 体 头 部
,

而雌体这时亦将惋张开准备交配 (图 1
.

3 )
。

交 配 lJll
,

雄体
’

的 第一 对腕从背

面
,

第二
、

第三对从侧面抓住雌体头部 ; 右例第 四腕抓住 雌体 的腹 面
;
左侧 第四惋 (交按

腕
,

纂郎茎化) 的基部斜仲至右方
,

并盖住雌体 的 日 部
,

雄体同1]寸把漏斗伸入 自己左侧第四

惋的暴部
。

雌体这日寸各腕向后方蟀曲
,

任堆体拥饱 (图 1
.

哇一 6 )
。

挫过 10 一 20 秒斜后
,

可兄

雄体更紧地抱住雌体关部使雌雄两体更为靠挑
,

这时雄体的外套膜剧烈收精 2
、

3 次
,

交接腕

更加压紧雌体 「I部
,

歼氏体在这时排出精荧 (
, Pe ro a Lo Ph o r e )

,

井通过 漏斗
,

I谁J 交 接 腕 递 迭

至雌体 口部附近
。

此后雌体挣股
,

随即完成了交配动作
。

整个过程历时半分钟至一分钟
。

交

配附雌维对握方式很少改变
。

在交配过程中
,

四对腕均参加活动
,

而触腕却始籽未兄从触腕

囊中伸出
。

岛贼交配后
,

雌雄更为接近
,

雄体保卫雌体更为严密
。

这种岛贼的交配活动是非

常频繁的
。

在 20 分钟 内
,

雄体企图交配多达 5 次 (其中 2 次 成功) ; 在 2 4 小时内
,

交配达 2 4

次之多
。

自天和夜晚 (只要有微光) 都能进行交配
。

在交配过程中
,

雌体较为被动
,

时常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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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

有时雄体已握抱住了雌体
,

而常被雌体所挣脱
。

几乎所有交配 活动 均以 雌体 挣脱而
一

告

籽
。

雌体正在产卵时
,

雄体也会突然抱住雌体进行交配
。

3
.

精团的附着 精芡自雄体排出翰送到雌体口 部附近之后
,

即射 出 精团
。

精团的一端

富有粘着性
,

遇到物体后即牢牢粘住
。

交配后检查雌体
,

精团粘附在雌体左侧第二腕
、

第三

腕的基部的吸盘上
、

口球腹而和 门膜 (b u o c
al m e m b r

an c 的 腹叶上
,

常 以 rl 膜 腹 叶 处为最

多
,

一般有数
一

l
一

个
,

其他部位则没有附着 (图 1
.

7)
。

初附着的精团
,

为 自色之袋状物
,

长豹

2一 3毫米
,

外被有薄膜
,

但共游离端不封阴
,

能不断放出活跃的精子
。

随着精子的放散而精

团逐渐箱小
,

并发生糊化
,

以致各精团之周的界限不清了
,

颜色 也从 白色变 为黄 色或黄褐

图 1 曼氏无针岛贼的交配姿势 (1 一的 和精团在雌体上附着部位 ( 7 )

1
,

雄体伸展了各腕
。

头部向雌体倾斜表示
“
求偶

” 。

2
,

雄体从雌体的背面Jfj 腕拥抱雌体
,

雌体亦张开丫腕准各接受交配
J

3
,

雄体从雌体前端方向游向雌沐
,

张开了
.

院准备拥抱雌体
,

雌体亦张开 了腕准备接受交配
。

4
.

交配姿势的例面观
。

5
。

交配姿势的背面观
。

6
.

交配姿势的腹面观
。

可 见维 f仁的左侧第四腕 (交接腕) 的巷部斜仲至右方井盖住雌体的 口部 ;
同附雄体把漏 斗伸

到交接腕的华部
。

7
、

雌体 日部止 而观
。

可兄精团 〔名 ) 粘附于 日球腹面
,

Ll 脱腹叶及左侧第二
、

第三腕基部的吸盘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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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

4 一 5 天后
,

精子即放散完毕
,

精团亦随之沦失
。

因此
,

可以根据精团的形状色泽来推

测其交配活动的久暂
。

因岛贼交配活动是十分硕繁的
,

所以新旧精闭常重迭在一起
。

本种岛

纵精团的附着位置
,

与其 他 岛贼颇为 相似 (滨 部基次 19 6 1 : ““ 、

魏臻邦 1 9 6通 ‘““ 、

M o g o w , n

19 5约 亡‘, “ 。

但本种岛贼把精 [T1 附于雌体左侧第二
、

二腕基 郎 的 于尔兄
,

在其 他
J

彭撇巾肯未见

至11
。 一

也未见到如
‘

L司￡卯 将精闭附着在雌体外套腔 中的情况 (M o g 。 、 ; n 1 9 5 4 ) 〔, “ 。

这可 能
,牙

雄体交接腕茎化的情况反交配的姿势有关
。

这种岛贼交配后精英鞘大多为雌体所吞盒
。

解刹

雌体
,

握常可兄胃中尤涌了精芡鞘
。

在雌体 口膜腹叶有一 对 钠精餐 (, p o r m at h e o

a)
,

形似复

囊状腺
,

分别开 口于 口膜腹叶的外椽
。

囊内充满精子
。

精子在囊内并不活功
,

如将精子取出

并接触海水后
,

即开始活泼运动
。

栖精囊对于受精有重要作用
。

精子进入钠精囊
,

可能由于

袖精囊分泌某些能吸 引精子进入的物质的拮果
。

在产卵派踢所捕获的雌体
,

它们的钠精囊内

毫无例外地充满精子
,

这表 明
,

到达产卵踢约岛贼都已交配过了
。

(二 ) 产卵

1
.

产卵踢所的选择 岛贼对于产卵踢所是有所选择的
。

在 白然情况下
, j

鸟撇在海水澄清

的岛屿附近水流蛟援处
,

自低潮带至20 一 30 米深的海底产卵
。

卵子一般附着在海底的海藻
、

柳珊瑚等杆状物体上
,

井级石隙中之柳珊瑚及
.

玛尾藻等海藻基部为多
,

大潮低潮 l[xJ-
,

有日寸会

露出水面
。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

亦只在柳珊瑚
、

海藻或小竹条上附卵
,

而决不附着于石块
、

具

壳或缸壁等平滑的物体上
。

岛贼常弃将卵附着在已有卵附着的物体上或道按附于卵群上
,

因

此常集成大群
,

状似一 串串黑色的葡萄
。

岛贼在产卯 前
,

先对 已附着的卵群不断地喷水
,

并

用惋攘摸
,

豹题 4
、

5 分钟后
,

就开始产卵
。

如果把已 有卵附着的物体拿去
,

再放入相同而

无卵群附着的物体
,

则正在产卵的个体就停止产卵
,

若放人 有卵群的物体后
,

则 又 催 镇 产

卵
。

似乎已附着的卵群是引起其产卵行为的刺激物
。

我们常用这种办法来挫制它 的 产 卵 时

阴
。

但 当
‘

白急于产卵时
,

8lJ 会把卵附于汉有卵附着 的物体上
。

这种岛贼 自天和 明亮的晚上均

能产卵
,

但在中午强光道射时具]J常伏于水底不产卵
。

在完全黑暗时也不产卵
,

并不安地乱游

乱撞
,

有 !lzl
一

会帘 出缸外
。

2
.

产卵的姿态 岛贼卵是拯个产出
,

逐个附着的
。

当它产卵时
,

兴奋地在附卵物体四

周游泳
,

按着关部
’

卜俯
,

并将各腕合挑而垂向腹面
,

漏斗
·

伸入第四对腕之固
,

外套膜剧烈收

箱
,

不久
,

义部恢复原状
,

并用各腕捧 了卵子游至附卵物体
,

川漏斗向附卵物喷水一次
,

然

后非常迅速地把卵系搏于附卵物上
。

此阴
一

的卵子
,

已被 七了黑色的卵膜
。

在整个 产 卵 过 程

中
,

触腕始胳粉在触腕囊内
,

未参加任何动作
。

附卵完毕后即离开附卯物
,

在水体中周或缸

底静止豹半分钟后
,

又开始垂腕产卵
,

如此反复进行
。

产一卵需时一分钟至一分半钟
。

正在

产卵的个体
,

释常将它的主要游泳器官
—

漏斗伸入腕固翰送卵子
,

哲时停止了射水活动
,

仅算侧鳍的波动平衡其体
,

因此这 111
一

动物体早静 ,L状态
,

往往会下沉到水底
。

这就
一

,

丁以理解

在 自然情况下它所以要选择潮援水箭的海区作为产卵踢的原因了
。

正在产卵的雌体
,

对于雄

体的
“求偶 ” 行为

,

似乎不再理会
。

如无雄体作件
,

雌体产卵 亦照常进行
。

3
.

卵膜的形成 岛贼卵子外面包有多层的卵膜 (三极 D[J 膜 )
,

吴黑色或黑褐色
,

各有一柄

附于物体上
。

初产出的卵子很柔软
,

尖端略透明
,

卵膜的长径 〔不连柄 ) 为 15 毫米
,

短径为

9 毫米 (以后迅速棺小
, 8 天后仅为 7 、 S

J

老米
,

至孵化盯又膨大至 9 丫 6
.

5毫米)
。

这种卵

膜是 由雌体樱卵腺及翰卵管腺等所分泌的粘液所形成的
。

但这些粘液如何包在卵子外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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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精致的卵膜呢 ? 如在产卵过程的不同阶段甩惊扰雌体
,

强迫使它游泳
,

从而使已排入惋

凹的粗成卵膜的
“材料

”
放出

,

根据这些
“ 材料

”

的形态就可推知其卵膜形成的过程
。

书它

腕垂向腹面
,

漏斗仲入腹腕之周 3 一 4 秒钟后
,

用小竹棒拨动雌体胭部
,

被迫从腕里放出一

些不成形的
、

但已染成黑色的粘液 ; 如释 6 一 8 秒钟后惊扰雌体
,

l]J 被迫从腕里放出的是内

部没有卵子的空卵膜
,

卵膜的后端 (在腕里 11=1 近口 部的一端 ) 尚未封 l
一

l ,

状如一个小 口袋
,

同时亦从漏斗排出卵子
,

而卵外被有少量粘液 ; 翘 15 一 20 秒钟后惊扰雌体
,

刻从腕里被迫放

出的
,

是卵子已进人卵膜内的完整的卵了
。

这时的卵
,

在卵膜的一端有一不分叉的富有粘性

的柄
。

从上述观察
,

可知产卵和卵膜形成过程的大概
:

首先各腕合携
一

「垂
,

其内形成一腔
,

作为形成卵膜的楷模
,

然后漏斗从第四腕之周伸入敲腔
,

将已掺有墨社
一

的灌卵腺及愉卵管腺

图 2 曼氏无针岛触的产卵及那膜形成过程
1

,

豁贼开始把碗垂向腹面并合撒在一起
,

中朋形成一腔

(刃
,

作为形成卵膜的楷模
。

2
,

岛贼 的漏斗从第四对碗之阴 tJl 入孩胜
:

楹卵脓及 堪囊

的分泌物通过漏斗注入胜内
,

形成一后端开口的 黑色

(:勺琴以膜外壁
。

3
.

1

除卯管服的分泌物和卵子亦耗漏斗通过卵膜后端的开
口扫卜入卵膜

。

4
,

卵子 已进入卵膜
,

卵膜的后 端已剑
·

阴
,

此时一个包有

黑色卵膜的卵已形成 了
。

5
.

篇贼 用lIff 捧了卵
,

准备系搏到附卵物体J汤

。
.

各腕所合成的腔 ; e
.

卵子
; f

,

漏斗
; 1

.

墨粪
;

二9
.

耀卵服
, 。d

.

枪卵泞 ; o
d

、

;
‘

愉卵管腺
。

分泌物通过漏斗注入其 中而 形 成 卵 膜 ;

最后幸 自愉卵管中排出卵子
,

通过卵膜后

面的开 [l 而进入卵膜内
,

辉腕的挤少1{将卵

膜上的开 1 1封朋
。

这样
,

一个完整的已被

有黑色卵膜的梦阴彤成了
。

卵膜上的柄
,

是

领卵腺等的分泌物进入 各腕所形成的腔 中

日寸
,

有
,

一郎分流入了腕前端所形成的一条

狡徒中
,

因而成了卵膜上的柄状突起
。

当

岛贼系搏卵子时
,

它的第二
、

三对腕把此

柄分成两叉
,

迅速地旋校于附卵物上
,

并

在物体的另一面相按触而互相粘合
,

接触

海水后
,

即凝拮而牢固地固着在物体上了

(图 2
.

1一 5 )
。

为了征实卵膜黑色的原因
,

我们将雌

体的墨囊导怜于L拮
,

桔果产出的卵子的卵

膜均为白色
,

而对照机则仍为黑色
,

征明

卵膜的黑色是雌体产卵时自己分泌墨汁染

成灼
。

当地群众所孟雌岛贼先产自卵
,

而

后雄岛贼喷摧染黑的挽法是不确实的
。

4
.

产卵的数量 这种岛贼的产 卵 是

分批迸行的
。

在室内旬养条件下
,

如表 1

的 6卜 1号雌体倒养后第十二天产 8 卵
,

第

十四天产 275 卯
。

6卜 2号雌体例养后第五

天产 4 卵
,

第十四天产 1 5 6 卵
,

第十七天

产H g[J
,

第二
一

1
·

天
,

二十一天各产 5 卵
,

第二十二天又产 3 卵
。

产卵期拉得很长
,

最长可达 2 0余天
。

产卵量为 2 7 2一 1 0 1 4个
,

平均为 4 26 个
。

产卵一般有一个高峰
,

在

高峰时的产卵量可达所产全部卵子的80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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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

高峰后
,

虽还有卵子陆擅产出
,

但为数甚少 (表 1 )
。

岛触在大
一

最产梦刚云
,

积聚在翰

卵管中的成熟卵已基本排空
,

而卵菜内还合有很多大小不等的未成熟的卵子
。

以后虽右卵子

陆糟成熟脱离卵巢进入翰卵管
,

但数量很少 (表 2 )
。

此时岛贼身体已十分价瘦
,

且比重减

袒
,

耙常起浮于水表层
,

不易
一

『沉
。

这时如惊扰岛贼
,

则
‘

臼必须努 力喷水
,

才得哲 旧,J-
一

两冗
,

但不久 又上浮至水表层
。

在伺养条件下
,

茧然保征盒料供拾 (在产卵期周仍然积极摄盒的 )

及水质的新鲜
,

但息贼在产口[J高峰 10 天之内郡陆擅死亡
,

用 网箱在海中侗养的 也是如此 (表

1
、

2 )
。

着来此种岛贼虽属多次产卵类型
,

但大量产卵 的过程似 乎只有一次 (
一

叮连镇 1 。余

天)
。

从大址产卵后不久即告死亡 的事实看来
,

似乎寿命也只有一 乍
。

表 1 扁贼在人工阂养条件下的产卵情况

\ 编
\

* 冷 l 味

(个 )

玻
-

6 0一 1
. 6 0一 2 一 6吃)

}
一 3

1
6 “一‘⋯

6 3
6 3一2

水 ,

6 4一 1

; * * * * 亲
:

*

6 4一 2 G 4一 3 6 雀一理 同一石 6理一 G 别一7

\ }
一

丫

数从
卯天

产
卜

养

口廿�勺1一刀
JqL昆丹肖l4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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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n自, t门而

|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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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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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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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乙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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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死亡

01.23
J叹
568972Z 0n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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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用网箱在海中俐养
* .
产梦口时」邵受入为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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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在人工阂养条件下产卵扁贼的洞长
,

铜养夭数
,

产卵数与残剩卵量批醉表

铜 关

实 膝 橱 号
伺养天数

(天 )

产 卵 数

(个)

残 剩 卵 旱

备 注
(厘米 ) 对日巢习日(克)*

6麦J一 1

CO一2

6()一3

6 仃一 4

6 J一 l

6 3一 2

6 4 一 l

6 4一 2

6 4一 3

6 4一 4

6李一 5

6 球一 6

6 迁
一

7

, : 6

}
3

。

〔) 23

l乃
甲

{)

7
+

}

了
.

5

1之)
+

3

q
,

3

7 2

1今 4卜

1 1
+

5

吕 5

8
.

5

2 8 3

1 8 7

找1 3

3 6 1

2 7 0

工7」

1 0 1 叹

4 2 9

2 6 0

4 R 0

9 0 1

1 9 2

5 7 4

3 7 日(个 )

{;吕泊(个 )

石7洲个 )

!
。

刁

} 翰卯管卯
} (个 )

! 1 3

} 3

1
.

召 0

3
,

0 1 22

2
.

0 7选

l
。

4 3

4
.

6 2 1

7
。

5 9

3
.

7 5

5
.

0 1 5

室内水征闹养

室内水缸侗养

室内水缸 闹养

室 !呵水缸闹养

室内水缸阔养

I#J 箱海中细养

宝 内水缸酮养

室内水缸阂养

室内水缸阔养

删裕海中阔养

例箱海中阂养

网裕海中倒养

网箱海中剑养

992760939
-丹,子

弓自叮土n自1.八乙

.

平均每克为 1 2 8个卵球

(三) 受精

关于头足类的受精作用
,

一般花为是通过交配
,

雄体以交接腕翰送精荧至雌体内
,

进行

体内受精
。

有些教科书则甜为岛贼类是在雌体产卵后
,

雄体再将精荧产出置于 9日堆上
,

精荚

放出精子进行受精
。

李嘉泳 (1 9 6 1) 亡1 〕韶为 尽
.

。哪l叨翻 是在漏斗 口外或外套腔 内 受 精
。

张

塑
、

齐钟彦 (1 9 6 1 ) 〔
魂“甜为

j

岛贼受精作 用是在外套腔的水中进行的
。

滨部基次 (19 6 1 ) 〔
““韶

为 0
.

就o a耐 夕。。

访
。* 是在雌体 口膜处受精的

。

本种岛贼在何处受精
,

尚未兑有报道
。

袖精囊

在十腕类软体动物
, {, ,

是普遍存在的
,

但关于
‘

已的作用
,

也未兄有谕述
。

为了征实它的受精

作用发生的部位和钠精囊在受精过程中的作用
,

霄作了下列一些观察与实骇
。

1
.

受精部位的探察

( 1) 岛贼卵子是逐个分批产出的
,

月吐卵子是否也是逐个受精呢 : 为了解这个 阴 题
,

我

们在同
‘

一雌体同一次产卵过程巾
,

利用附卵物体取出或放入的办法
,

拴制其产卵时周
,

BIi 每

隔一定时固 (一小时或若干小附) 产出一 定数量的卵子
,

井在相 Ifi] 的菜件下培养
,

短过 2 2 小

阴
一

后
,

同 ]11- 剥开卵膜检查各祖卵子的发育情况
,

发现各祖卵子的发育阶段各右不同
:

早产出

的卵子捆胞分裂得多
,

迟产出的分裂得少 (表 3 )
。

这征明岛贼卵子逐个产出
、

逐个受精是无

疑的
。

这亦即蔽明 了
, ’

它的受精作用是在卵子排出后的过程
.扣进行的

。

窦 3

产卵王检查时相隔时」邵
(小时 )

扁贼卵子发育情况与产卵至检查时相隔时尚对照表 (2 飞一 22
O

C )

4 } 5 6 8 1 1 1 2

细 胞 分 裂 数 32 6 遭
胚盘应径
钓 2 仔芫田胞

胚盘直径
豹 40 翻胞

( 2 〕从愉卵管中取出的卵子单独培养
,

卵子均不分裂 和发育
,

而以这 种卵子人工授精

作对照的卵子
,

受精率为 5
.

4一 1 4
.

7 另
。

这搅明岛贼受精作用不是在输卵管中进行的
。

( 3 ) 用竹棒等物去惊扰正在排卵 (漏斗伸入腕 尚 6一 8 秒钟以J
一

) 的雌体
,

获得丫由漏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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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卵子单独培养
,

受 精率为 。一20 烬 ; 而同一个体 同时

产出的被有卵膜的 正常卵子 (刹去卵膜
,

在与上述卵子相同的条件下培养 ) 的受精 率 8l] 为

1 00 %
。

这视明外套腔或漏斗内
,

似乎不是共受 精的主要 踢所
。

前者卵子的受精
,

也可能是

卵子被追从漏斗排出到达水中的时候与水中的精子 〔附于雌体腕部和 ll部的精团是不断地放

出活动的精子的 ) 相遇所造成
; 也有可能有些卵子

,

因刺激时尚稍晚而已进入脆 中
,

与腕反

口部的精团释出的精子受精
。

在
J

嘟贼产珍}婚上
,

卵子 由翰卵管排出
,

怒漏
.

斗到达腕腔内
,

进入

已成了囊状的卵膜中形成一个包有卵膜的卵
,

这个过程应敲在封朋的录件下进行的
。

因此卵

子在外套腔内或漏斗内的水中受精的可能性是少的
。

从以上的一些观察与实额米看
,

我们泥为本种扁贼很大的可能是在卵子被送到腕胜
, }‘

,

挺过 口膜附近时受精
。

因为这里有着大童的精团附着
,

它佣不断放出精子 ; 更有一对钠精囊

开 口在 口膜腹 l冲
,

亦不断放出精子
。

当卵子径过这里 U寸
,

必然右极大的机会与精子相遇而得

以受精了
。

看来滨部墓次 (19 6 1) 对于 o. 汉口。瓜 尹二访
。。 在 口膜处受精的看法

,

是可以置

信的
。

这样看来
,

岛贼类进行所谓
“

体内受精
” 的提法似乎不太确 切

,

而 “
体外受精

”

似乎

更为恰当些
。

以上仅是初步的观察
,

还须进行卵子的规胞学检查来进一步证实
。

2
.

扔精囊的作用

所有洞游至近岸产卵的雌体
,

钠精囊内均己充满了精子
。

袖精囊和附于腕部
、

口 郎的精

团在受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否相同 ? 它在受精过程中的地位如何 了 我们把一部分雌体slJ 除

徊精囊
,

另一部分雌体不 xlJ 除作为对照
。

这些个体均系交配不久
,

在口 部
、

腕 部均附有大量

的精 ]tl
。

这两部分个体分别养于 两个网箱中
,

其 , 卜均不放入雄体
。

从次 日开始
,

每天取下产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0 土 2 3 4 5 6

灭数

图 3 岛触在割除栖精囊后对所产卵子

受精 兰林的影响

的全部卵子杭言「共受精率
。

在开始时
,

两粗

受精率很相按近
,

均在9 0 % 以上
。

之后即发

生显著变化
,

手术粗的受精率fll] 迅速下降
,

5 一 6 天后
,

产出的卵子全部不受精
,

而对

照相
_

受精率仍保持在90 落以上 (图 3 )
: ,

手术

祖起初的受精率蛟高
,

无疑是由附于腕部及

口部附近的精团所释出的精子受精造成的
。

以后精子释完
,

则受精率亦即随着下降连至

消失
。

这蔽明 附于腕反 口部附近的精团与日

膜腹叶的钠精囊
,

在产卵过程中
,

均有精子

供拾
,

使卵子受精的作用 (曹以精团释出的

精子及钠精囊中取出的精子进行人工授精
,

I
Jeseses�1........卜....I
J
J
J

L
�n�nU几钊n0兑�6

月州

�缺)似僻婴

均可使卵一受精和发育
,

二者无异 )
。

附于雌体的精团中的精子
,

豹恕 凌一 5 天即释放完毕
,

失去了供应精子的能力
。

而钠精囊却可在整个生殖肘期供应精子
。

因此
,

在仪有雄体耀常交

配的情况下
,

栖 精囊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丫
。

二
、

小 禾占

1
.

曼氏无针息贼右剧烈争夺配偶的现 象
,

雌雄互配成对
,

雄体只接 近一个雌体
,

并对

这个雌体迸行保护
,

不敲其他岛贼接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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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繁殖习性的初步观察

2
.

交配活动非常频繁
,

一昼夜可达 24 次
。

交配时
,

雄体通 过左侧 第四腕 (交按腕 ) 将

精荚迭至雌体 口部附近
,

精荧射出之精团粘附在雌体的左侧第二腕和第二腕的基部的吸盘
_

L

和 口球腹面及 口膜灼腹叶上
,

而其他部位均无附着
。

交配后精黄外鞘大部 为雌体所吞食
。

3
.

本种岛贼卵子是分批
、

拯个产出
,

逐个受精
,

并分别以卵柄系搏于其他物体上
,

常集

成大群
。 ‘

已对于附卵场所是有所选择的
,

一般喜把卵附于海藻基部
、

柳珊瑚等杆状物体上
。

峨
.

卵膜是在合撒的腕 尚形成的
。

即在产卵时
,

各腕合撒
, 「
卜简形成一个空 腔

,

作为形

成卵膜的楷模
,

灌卵腺和嘛卵管腺的分泌物先注人其
, {, ,

形成有柄的囊状的卵膜
,

然后排入

卵子于其 中而包围卵子
。

卵膜之黑色是 由雌体分泌糠卵腺等的粘液形成卵膜的同困
一

,

自己排

出墨汁而染成的
。

5
.

在室内饲养菜件下
,

产卵期拉得 很长
,

产卵一般有一高峰
,

在高 峰叶
,

产卵量可达

所产全部卵最的80 %以上
。

在产卵高峰之后 1。天之内所有雌体均陆瘤死亡
。

6
.

本种岛贼的受精
,

很可能大部 是在 口漠附 近进行的
。

附着在雌体惋部及 口部的精团

和 口膜腹叶的袖精囊
,

在产卵过程中
,

均有供拾精子使卵子发生受精的作用
。

而钠精 囊在没

有雄体握常交配沟情况下
,

在整个生殖阴
一

期内也能供应精子
,

而精团lll] 仅在交配后 4一 5天内

有供应精子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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