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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鳞副泥鳅卵巢发育的组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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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组织切片方法，对大鳞副泥鳅的卵巢发育进行了组织学研究，系统地描述了卵巢的形态结构、组织学

特征。２个卵巢左右成对，位于体腔中线两侧和消化管的背面，以肠系膜与体壁相连。大鳞副泥鳅卵巢的发育分
为Ⅵ个时期，第Ⅱ期卵巢出现产卵板，卵母细胞明显增多，原生质增长，胞质嗜碱性增强，早期排列紧密，后期排列
疏松；第ＩＩＩ期卵巢体积显著增大，扁圆，浅黄色，卵黄颗粒出现在皮质Ｍ，单层滤泡层形成，放射带出现；第ＩＶ期
卵巢体积更加增大，圆筒形，深黄色，能见许多血管分枝；第 Ｖ期卵巢一般只在繁殖季节达到性成熟的可自然排
卵产出体外的雌鳅体内出现；第ＶＩ期卵巢呈现排空的滤泡。卵母细胞的发育分为５个时相，在第２时相晚期到
第３时相早期，卵母细胞中具有卵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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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鳞副泥鳅（Ｐａｒａ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ｄａｂｒｙａｎｕｓ）属于鱼
纲、鲤形目、鳅科，广泛分布于中国、日本、朝鲜、俄罗

斯和东南亚等地区，常见于在我国长江和珠江水系

的河流、沟渠、水田、池塘、湖泊、水库等天然水域。

有关其形态、分类、细胞及胚胎发育的研究已有不少

报道（郑文彪，１９８５；梁秩遷等，１９８８；常重杰等，
１９９４；陈景生等，１９８４），但关于大鳞副泥鳅卵巢发育
研究，国内相关报道甚少。本实验研究了大鳞副泥

鳅卵巢的显微结构，旨在了解和掌握其卵巢的组织

结构及发育规律，为其性别控制、提高繁殖率，进一

步开发和利用名优品种资源提供基础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大鳞副泥鳅实验样本于２００６年３月至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每月初定时购于永川农贸市场，随机取样３０
条泥鳅。选择体格健康、发育良好的个体用于实验。

１．２　方法
大鳞副泥鳅卵巢样品用 Ｂｏｕｉｎ氏液固定，梯度

酒精脱水，二甲苯透明，石蜡包埋，８μｍ连续切片。
Ｈ．Ｅ染色，中性树胶封片。显微观察，并用
ＳΛＭＳＵ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ｌｏｒＣａｍｅｒａＳＣＣ－１００Ｐ进行显
微摄影。性细胞直径在显微镜下用测微尺测定。性

腺分期参考施蠳芳等（１９９１）报道的分期方法。

性腺成熟系数＝性腺重／空壳重×１００％。

２　结果

２．１　卵巢的形态特征
解剖观察发现，大鳞副泥鳅的２个卵巢左右成

对，位于体腔中线两侧和消化管的背面，以肠系膜与

体壁相连。卵巢由卵巢壁、卵巢腔组成。卵巢壁分

为３层，最外层是体腔膜，三色法中染为紫红色。体
腔膜内为白膜，由染成蓝色的胶原纤维、红色的成纤

维细胞、橘黄色的血管以及其它结缔组织组成。胶

原纤维相互交织，成纤维细胞呈梭形、圆形，细胞核

在Ｈ．Ｅ中呈蓝色。最内层为生殖上皮。
由于取材时期的选择局限，解剖实验没有取得

第Ｉ期。大鳞副泥鳅其它各时相卵巢发育的显微结
构如图１所示。

第Ⅱ期卵巢出现产卵板，卵母细胞明显增多，原
生质增长，胞质嗜碱性增强，卵母细胞呈椭圆形、梨

形，大小悬殊，早期排列紧密，后期排列疏松。根据

产卵板的形成、卵母细胞形态、大小、核仁数目及大

小核仁的区分，核仁开始外排，生长环、卵黄核出现，

细胞质染色、卵母细胞形成结缔组织膜等。

第ＩＩＩ期卵巢体积显著增大，扁圆，浅黄色，透过
卵膜可见到微细的卵粒和背面纵向血管，横断面可

见片状产卵板和卵巢腔。大小核仁数目增多，出现

核仁外排，核膜开始呈波曲状，卵黄泡形成多层排

布，卵黄颗粒出现在皮质 Ｍ，单层滤泡层形成，放射
带出现。

第ＩＶ期卵巢体积更加增大，圆筒形，深黄色，能



见许多血管分枝。液泡逐渐退化形成皮层泡，卵黄

颗粒迅速积累，其数目增多、体积增大，核膜逐渐消

失，核仁数目增多，但体积减小，放射膜均匀，放射纹

明显，滤泡细胞形成多层扁平滤泡层。

第Ｖ期卵巢一般只在达到性成熟的可自然排
卵的雌鳅体内出现。因此，样本难以取得。

第ＶＩ期卵巢是由于成熟的鱼因自然产卵条件
不够，体内还剩有未产完的卵，这些卵会退化并被吸

收。排过卵的卵巢呈现排空的滤泡。

２．２　各时相卵细胞的形态学和细胞学特征
图２显示大鳞副泥鳅各时相卵细胞的形态特

性。第２时相卵母细胞外滤泡细胞数目增多，细胞
核形状不规则，有Ｚ、Ｍ、Ｓ形，异染色质少，细胞器发
达，有线粒体、内质网、溶酶体等分布，卵母细胞和滤

泡细胞的质膜形成紧密的连接。有时还可观察到残

余的成熟卵粒和第３时相卵母细胞。如果发育到第
ＩＶ期的卵巢，因产卵条件不具备，卵巢趋于退化，其
体积比ＩＶ期稍有缩小，颜色暗淡，透过卵巢膜能见
到少量灰白斑点。

第３时相是初级卵母细胞由小生长期进入大生
长期，卵径１９１～３８０μｍ。形状呈椭圆，核仁分布以
核中心按２个同心圆排列。在细胞膜内缘的细胞质
中出现１～３层液胞，开始出现沉积的卵黄颗粒，细
胞质嗜碱性减退，染色稍浅，卵黄颗粒呈淡红色。

第４时相是初级卵母细胞大生长的晚期。卵母
细胞由于卵黄的急剧增长，体积便加速增大，卵径为

４８５～８７０μｍ，卵膜为３层结构，放射带很清楚。核
膜界限不如以前分明，核为圆饼形，最后移到卵的一

端，核的四周充满大量的卵黄颗粒，染成红色。产出

体外的卵粒，淡黄色，具微粘性，吸水后稍膨胀。

　　ａ－Ⅱ期卵巢早期，示产卵板（×１００）；ｂ－Ⅲ期卵巢（×４０）；ｃ－Ⅳ期卵巢，主要存在第４时相的卵母细胞（×４０）；ｄ－Ⅵ期卵巢，示正在被
吸收的卵母细胞（×４０）；ｅ－Ⅵ期卵巢，示空滤泡（×４００）；Ｙ－卵黄；ＲＯ－吸收的卵母细胞；ＤＦ－空滤泡。

图１　大鳞副泥鳅卵巢的显微观察
ａ－Ｏｖａｒｙ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Ⅱ，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ｈａｍｅｌｌａｅ（×１００）；ｂ－Ｏｖａｒｙ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Ⅲ（×４０）；ｃ－Ｏｖａｒｙ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ｇｅⅥ，ｈａｖｅＯｏｃｙｔｅｏｆ

ｐｈａｓｅ４（×４０）；ｄ－Ｏｖａｒｙ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ｇｅⅥ，ｓｈｏｗｉｎｇ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４０）；ｅ－Ｏｖａｒｙ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ｇｅⅥ，ｓｈｏｗｉｎｇ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ｄ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Ｙ－Ｙｏｌｋ；ＲＯ
－Ｒｅｓｏｒｂｉｎｇｏｏｃｙｔｅ；ＤＦ－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ｄ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

Ｆｉｇ．１　ＯｖａｒｙｏｆＰａｒａ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ｄａｂｒｙａｎｕｓ

　　１－第２时相卵母细胞，示细胞核中的靠近核膜内侧分布的核仁
（×４００）；２－第２时相卵母细胞，示单层滤泡膜（×１０００）；３－第３
时相卵母细胞，示由多层细胞组成的增厚的滤泡膜（×１０００）；４－第
４时相卵母细胞，示放射带增厚（×１０００）；ＮＩ－核仁；ＦＭ－滤泡膜；
ＺＲ－放射带。

图２　大鳞副泥鳅各时相卵细胞的特征
１－Ｏｏｃｙｔｅｏｆｔｈｅｐｈａｓｅ２，ｓｈｏｗｉｎｇｎｕｃｌｅｏｌｉｎｅａｒ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４００）；２－Ｏｏｃｙｔｅｏｆｔｈｅｐｈａｓｅ２，ｓｈｏｗｉｎｇｓｉｎｇｌｅ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１０００）；３－Ｏｏｃｙｔｅｏｆｔｈｅｐｈａｓｅ３，ｓｈｏｗｉｎｇ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４－
１３１Ｏｏｃｙｔｅｏｆｐｈａｓｅ４，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ｚｏｎａｒａｄｉａｔｅ（×１０００）；ＮＩ
－Ｎｕｃｌｅｏｌｕｓ；ＦＭ－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ＺＲ－Ｚｏｎａｒａｄｉａｔａ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ｏｏｃｙｔｅｆｏｒｅａｃｈｐｈａｓｅｏｆ
Ｐａｒａ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ｄａｂｒｙａｎｕｓ

３　讨论

３．１　卵巢发育的分期
研究鱼类性腺发育的变化规律，必须划分性腺

成熟阶段，以鉴别鱼的成熟度，但目前尚无统一的划

分标准。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１９８７）将 Ｈｙｐｏｓｔｏｍｕｓａｎｃｉｓｔｒｏｉｄｓ
卵母细胞的发育分为初始生长期、卵黄沉积期和成

熟期３个阶段；Ｕｐａｄｈｙａｙａ＆Ｈａｉｄｅｒ（１９８５）把Ｍｙｓｔｕｓ
ｖｉｌｌａｔｕｓ卵巢的发育分成静止期、卵黄积累前期、卵黄
积累期和成熟期共 ４个时期；Ｎａｗａｄｉａｒｏ（１９８６）将
Ｃｈｒｙｓｉｃｈｔｈｙｓ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ｓｕｓ的卵巢发育分为未成熟期、
正在成熟期、成熟期和产后；Ｄａｖｉｓ（１９７７）从卵巢发
育的组织学特点把 Ｔａｎｄａｎｕｓｔａｎｄａｎｕｓ的性腺发育
划分为染色质区核仁期、早期周边核仁期、晚期周边

核仁期、卵黄泡期、初级卵黄期、次级卵黄期、二级卵

黄期、完全成熟期和退化萎缩期共９个时期，特别注
意了卵母细胞发育中核仁的变化和卵黄物质的积累

过程。我国学者自１９５９年以来，基本采用了原苏联
学者ＭｅǚｅＨ（１９３９）的分期标准，将硬骨鱼类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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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发育分为６个时期。张耀光等（１９９４）在对长吻
鎨卵巢发育的分期时，既参考了 Ｄａｖｉｓ的标准，又结
合了我国已有的方法，将长吻鎨的性腺划分为６个
时期。本文对卵巢进行分期的依据，主要是通过卵

巢的形状、颜色以及卵母细胞中卵黄的积累、细胞核

的偏移等来划分的，这里更接近 ＭｅǚｅＨ的划分标
准。所以我们采用了 ＭｅǚｅＨ的方法，将大鳞副泥
鳅的卵巢发育划分为６个时期。
３．２　卵母细胞发育的差异和非同步性发育的关系

本文所研究的卵母细胞是指在同步性发育中其

发育速度上的差异，它体现了卵母细胞间发育的差

异性、卵母细胞生长中所出现的某些不均等情况，但

这些差异还不足以导致泥鳅分批产卵。引起大鳞副

泥鳅卵巢内不同部位卵母细胞发育差异性的可能原

因有惯性挤压作用和产卵板２种。
３．２．１　惯性挤压作用　鱼类在游动的时候，突然的
加速游动和突然的停止或减速，会使卵巢内的卵母

细胞发生突然的向尾部挤压和向头部挤压的作用，

按物理力学分析，处于最边缘的两端分别受到的压

力最大或最小，而中间部位总是受到中等强度的力。

这对于卵巢内的卵母细胞而言，就是在鱼类的各种

应激游动中，位于边缘的卵母细胞要经常受到突如

其来的压力，而位于卵巢中间的卵母细胞受到的影

响就不如两端的明显，长期下去就有可能造成卵母

细胞发育及个体大小的差异。

３．２．２　产卵板　产卵板也就是产生卵母细胞的地
方，它是指卵巢表面被膜的内层结缔组织 －白膜向
卵巢内部伸出的结缔组织纤维、毛细血管和生殖上

皮组成的板层状结构。刚产生的卵母细胞个体小、

发育程度差，而又往往集中在靠近卵巢膜的位置，从

而造成各部位卵母细胞卵径大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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