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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扇贝性腺发育的初步研究
*

沈决奋 杨爱国 燕敬平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

青岛 双沼刀3 )

提要 于 1卯 2 年 7 月 一 H 月在青岛胶州湾五号码头养殖海区采集海湾扇贝
,

定期取

样
,

测壳长
、

水温
,

并对性腺进行切片观察
,

以研究其性腺发育
。

观察表明
,

海湾扇贝

性腺由 3部分构成 : 滤泡
、

生殖管和生殖输送管
。

其发育期可分为五个 : 增殖期
、

生长

期
、

成熟期
、

排放期和休止期
。

增殖期在 7月中旬一 8月中旬
,

水温在 21
.

8一 23
.

8 ℃
,

小

苗平均壳高 18
.

lm m
,

大苗平均壳 高23
.

1 m m ;

生长期在 8 月中下旬
,

水温约在 23
.

5 ℃
,

小苗壳高为 24
.

lm m
,

大苗壳高为 43
.

3m m ;

成熟期在 8月下旬
,

一

水温在 23
.

5一 .24 5℃
,

壳高

25 一 4 5m m
,

大小个体生殖腺卵巢均呈暗红色 ; 排放期在 8 月末 一 9 月中旬
,

水温在

23
.

5一 从 6 ℃
,

凡壳高25m m 以上的个体均有不同程度的排放; 休止期在 9 月中旬一 11 月

初
,

此期水温逐渐下降
,

从 24 .6 ℃ 降至 .15 4 ℃
,

雌
、

雄滤泡不易区分
。

关键词 海湾扇贝 性腺发育

海湾扇贝为雌雄同体
,

一年中有春
、

秋两个繁殖季节 ( 张福绥等
,

1986)
。

春季生殖

期为 5 月中旬一 7 月中旬
,

秋季主要为 9 月 (张福绥等
,

199 1)
。

目前人工育苗是在

春季生殖腺成熟前移人室内进行升温培育
,

以达到当年养成的 目的
。

自 1990 年以

来
,

海湾扇贝大面积死亡现象时有发生
,

多出现在 8一 10 月
,

一般认为与其产卵活动

有关 (因产卵后体质较弱
,

在高温季节易大量死亡 )
。

但至今尚未见有关海湾扇贝性腺发

育周期的报道
。

本文为人工养殖条件下海湾扇贝性腺的发育周期及生殖腺的组织切片

观察报告
,

以期了解海湾扇贝性腺发育与死亡的关系
。

1 材料和方法

于 1992 年 7 月 fl 日一 11 月 3 日在青岛胶州湾五号码头养殖海区
,

定期定点采集

海湾扇贝( A gr op ec t en ln’a 而sn )
,

共 7 次
。

每次测水温并选取较大和较小的个体分为

大
、

小苗 (表 l) 两组
,

每组随机取样 50 只
,

测壳高
,

称总重
。

然后各组选 5 只
,

取其

生殖腺
,

用波恩氏( oB
u in s) 液固定

,

采用爱氏苏木精与 H
·

E 染色法染色
。

切片厚度为

8户m
,

供电光显微镜观察
。

该批海湾扇贝是当年 3 月 24 日采卵
、

稚贝 4 月 20 日出池
、

用 30 目网袋暂养的 ; 6 月 11 日分人 18 目网笼
,

每笼 500 只 ; 7 月 8 日开始分人暂养笼
,

每笼 7一 9 层
,

每层 200 只 ; 8 月 10 日开始分入养成笼
,

每笼 9 一 10 层
,

每层 30

只
。

*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资助项 目
,

91 一 02 一 05 号
。

沈决奋
,

女
,

出生于 1938 年 7月
,

副研究员
。

郭弓斌 同志帮助切片
,

深表谢意
。

收稿 日期
: l卯5 年 3月 24 日

,

接受日期
: 1望润i 年 5月 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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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
.

1性腺形态

海湾扇贝大
、

小苗的7 次测量结果见表 1
。

海湾扇贝为雌雄同体
,

生殖腺仅局限于

足的腹脊部
,

为一新月形器官
。

精巢位于腹峙外周缘
,

成熟时为乳白色 ; 卵巢位于精巢

内侧
,

成熟时为桔红色
。

通常性腺表面具一层黑膜
,

在性腺成熟过程中逐渐消失
,

可区

分精巢 与卵巢
。

7 月初 一 8 月中旬水温在 21 名一 23 .8 ℃ 时
,

大苗平均壳高在

巧
.

5一 26
.

8m m
,

小苗的在 10
.

5一 .18 2 n ll n ;
外观性腺较小

,

黑膜色深
,

无法区分雌雄

部
,

小苗未见性腺
。

8 月中下旬
,

水温在 23
.

8一 23
.

5 ℃
,

扇贝生长较快 ; 小苗平均壳

高在 18 2 一 24
.

1

~
,

可见性腺
,

并且发育很快 ; 大苗平均壳高在 26
.

8一 43
.

3
~

,

性

腺逐渐增大
,

可区分雌雄部
,

雌区为淡红色
,

雄区为半透明状乳白色
。

8 月底
,

水温在

23
.

5一 24
.

5 ℃
,

小苗平均壳高 24
.

1

~
,

大苗平均壳高为 43
.

3
~

;
性腺均饱满

,

精巢

与卵巢界限分明 ; 雌区呈暗红色
,

雄区为乳白色
,

黑膜变淡或消失
。

9 月初 一 9 月中

旬
,

水温在 2 .4 0 一 24
.

6 ℃
,

小苗平均壳高 32
.

3〔 n r n
,

大苗为 47
.

4 n u n ;
性腺均较瘪

。

9

月中旬一 H 月初
,

水温从 24
.

6 ℃ 下降至 15 .4 ℃
,

性腺体积变小
,

呈半透明状
,

但壳

高与体重仍在增长
。

11 月 3 日
,

大苗平均壳高 55
.

0m m
,

小苗为 48
.

伽m m ;
平均个体

重分别为 34
.

49 和 20
.

29
。

11 月中旬开始收获
。

从 s as t yr (19 63) 的试验观察
,

海湾扇贝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福兰克林海区的性腺发育与水温变化有关
,

在 14 ℃ 的条件下性腺

停止发育
,

在 23 ℃ 条件下
,

性腺能发育到成熟期
,

该海区的海湾扇贝产卵盛期在 8
,

9

月
,

本研究的观察情况与之相似
。

表 1 海湾扇贝取样测 t 结果

aT b
.

l 刀 l e s

am P il gn m e
as uer m e n t o f 加 y s e

all o P A誉 )P e` l印 。 ida
n s

取样日期 } 水温 } 取样数量

平均体重 备 注

八以l月,ùnù,úg(一.0’峨中凡(月
.

日 )

07
.

11

0’7
.

扮

能
.

13

呢
.

28

鲁汗号
印印劣25 0

23
.

8

23
.

5

大

平均壳高

( m m )

15
.

5

23
.

1

26
.

8

4 3
.

3

刁
、

平均壳高

( m m )

10
.

5

18
.

1

18
.

2

24
.

1

苗

平均体重

( g )

0
.

3

1
.

2

1
.

5

2
.

9

取 自 18 目网袋

田
.

17

大 苗 壳 高 39

~
,

性腺内侧

呈暗红色

8月 3() 一 3 1 日

16 号热风暴
,

扇贝已排放

9月下旬水温

在 24
.

4一 23
.

2 ℃

11 月中旬
,

扇贝

开始收获

0̀4艾弧
ǐ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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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性腺观察结果
2

.

2
.

1 生殖腺 海湾扇贝的生殖腺通过显微镜观察的结果与其它双壳类一样
,

可分为

滤泡
、

生殖管和生殖输送管
。

滤泡 滤泡是生殖腺的最重要部分
,

呈囊状
,

由生殖腺枝管末端膨大而成
。

滤泡

是产生生殖细胞的器官
,

生殖原细胞由滤泡壁上的滤泡细胞分化而成
,

并且不断增殖发

育成生殖母细胞
,

最后经减数分裂形成精细胞或卵细胞
。

在繁殖季节
,

滤泡数量多
,

分

布广
。

它是性腺分期的重要依据之一
。

海湾扇贝春季生殖腺中滤泡数量比秋季生殖腺中

的多 ( H ar yr et al
. ,

1960)
。

因此滤泡数量的多寡与性腺发育的成熟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

滤泡数量多
,

怀卵量就大
,

则产卵量多
。

生殖管 生殖管在产卵之前由于滤泡分布浓密难以看到 ; 在排放期后
,

性腺表面

可见到网状分枝
,

这就是生殖管
,

它的末端与滤泡相连
。

生殖输送管 由许多生殖管汇合而成的较大导管
,

此为生殖输送管
。

2
.

2
.

2 生殖腺发育分期 根据生殖细胞发育规律及切片观察
,

海湾扇贝的生殖腺发

育可分为增殖期
、

生长期
、

成熟期
、

排放期和休止期
。

增殖期 滤泡稀疏
,

数量较少
。

滤泡为一空腔
,

滤泡壁内生殖细胞开始增多
。

雌

性的滤泡壁一般为单层卵原细胞
,

并在卵原细胞之间开始出现卵黄
,

由前期的卵母细胞

和卵黄形成后期的卵母细胞
。

雄性滤泡内出现初级精母细胞
。

此期在 7 月中旬一 8 月

中旬
,

水温在 21
.

8一 23
.

8 ℃
。

7 月 29 日
,

小苗平均壳高 18
.

1
~

,

雌雄滤泡不能区分

(图版 I : l)
,

大苗平均壳高 23
.

l m m
,

能区分雌雄滤泡 (图片 I : 2)
。

生长期 雌性滤泡内卵原细胞不断分裂
,

滤泡组织层明显加厚
,

滤泡变密集
。

此期最明显的特征是卵母细胞生长迅速
,

在短期内达到最厚的体积
,

卵母细胞逐渐充满整

个滤泡腔
,

并有少数卵母细胞已脱离滤泡壁进人滤泡腔
,

卵母细胞核区透明
。

雄性滤泡

中精原细胞不断分裂增殖
,

使得滤泡壁上精原细胞排列密集
,

较早进人滤泡腔的精原细

胞发育成精母细胞生长期
,

很快分裂产生精细胞
。

滤泡内仍可见到自精原细胞到精细胞

的各个不同发育时期的雄性生殖细胞
,

同时滤泡内的生殖细胞已从原来的单层成为多层

排列
,

呈旋涡状或放射状
。

此时滤泡间隙格外明显 (图片 I 二 3
,

4)
。

该期大小苗均如

此
。

此期在 8 月中下 旬
,

水温为 23
.

5 ℃
,

小苗平均壳高 24
.

l r n r n
,

大苗平均壳高为

43
.

3m m
。

此期及以后
,

不论个体大小
,

性腺发育已一致
。

成熟期 此期与生长后期不易区分
,

雌雄性腺均很发达
,

整个滤泡腔内充满生殖

细胞 (图片 I : 5
,

6)
。

雌性滤泡内成熟卵占 60 % 一 80 %
,

由于互相挤压
,

卵细胞呈不

规则的椭圆形
、

圆形
、

梨形和多边形等
,

能明显见到卵子细胞核 (图版 I : 7N )
。

在雄

性滤泡内
,

成熟的精子占 50 % 以上
,

精子密集呈辐射状排列 ( 图片 I :
8)

。

此期在 8月

底
,

壳高 25
.

0一 4 5
.

0m m
,

水温在 2 3
.

5一 24
.

5 ℃
。

排放期 由于成熟的卵子和精子逐渐排放
,

使滤泡腔中空隙明显
,

同时滤泡逐渐

缩小
,

滤泡之间的结缔组织厚度增加
。

在雌性滤泡壁上仍有卵黄形成的前期和后期的卵

细胞
,

滤泡腔内有少数成熟卵 ( 图版 l : 9)
。

在雄性生殖腺中
,

滤泡腔中出现大小不等

的空腔
,

在滤泡壁可见到精母细胞
,

腔内有精子
,

但精子的数量显著减少
,

精子的排列

变得较疏松
。

经多次排放之后
,

精子的排列现象不复存在
,

使滤泡间隙增大 (图版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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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

此期出现在8 月底 一9 月中旬
,

水温在 23
.

5一 24
.

6 ℃
。

休止期 雌雄滤泡均变为一大空腔
,

滤泡稀疏
,

形状不规则
,

滤泡腔或破裂
、

或

空虚
、

或残留几个未排出的精卵细胞
。

消失的滤泡被结缔组织代替
,

性腺活动处于休止

状态 ( 图版 I : 11
,

12 )
。

此期在 9 月 17 日一 11月 3 日
,

水温从 24
.

6 ℃ 降至 15
.

4 aC
。

讨论与结语

海湾扇贝的秋季繁殖期在青岛为 8 月底至 9 月中旬
,

水温为 23
.

5一 24
.

6 ℃
。

生

飞à飞ù

殖细胞为多次排放
,

即成熟一部分
,

排放一部分
,

这与春季室内升温人工育苗情况基本

相同
。

从切片观察卵子 比精子排放较彻底
。

3
.

2 海湾扇贝性腺发育可分为增殖期
、

生长期
、

成熟期
、

排放期和休止期
。

3
.

3 海湾扇贝性腺发育需要个体生长到一定大小
。

至 8 月中旬
,

壳高 18
.

2m m 的小苗

未见性腺
,

而壳高 26
.

8
~ 的大苗已见性腺 : 这表明大苗较小苗性腺早发育

。

8 月

底一 9 月中旬
,

大
、

小苗 ( 47
.

4m n l
,

犯
.

3
~ )

,

均见排放精卵
,

说明精卵的成熟又需要

一定的水温和外界条件的变化 ( 16 号热风暴 )
,

尽管大苗性腺较小苗发育早
,

也不能提

早排放
,

小苗性腺发育虽晚
,

但只要达到生物学最小型 22 ~ ( 张福绥等
,

19 86)
,

同样

能够成熟排放精卵
。

从生产角度看
,

海湾扇贝的优势是当年能达到商品规格
,

因此春季

提早升温育苗是主要的技术措施之一
。

若为了使其在秋季繁殖期达不到性成熟
,

来避免

因生殖活动而引起休质下降造成大面积死亡
,

而不进行升温育苗是不切实际的
。

若 9 月

份壳高达不到 30 m m
,

到年底也很难达到商品规格
,

因此无生产意义
。

在本研究过程中
,

在 8 月底既是产卵盛期
,

又遇上 16 号热风暴
,

但该海区的海湾扇贝未见死亡现象
。

因

此
,

海湾扇贝大面积死亡是否 与产卵活动有关尚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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