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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牡蛎卵子体外发育的研究

任素莲 绳秀珍 王如才 冯 鹏 许 红

青岛海洋大学水产学院养殖系

提要 研究了太平洋牡蛎 Χρασσοστρεα γιγασ × ∏ 卵子体外发育的过程 ∀解剖性腺获取的

卵子大多发育至第 次减数分裂前期 ∀在海水 !氨海水中浸泡能促使生发泡破裂 促进卵子的

继续发育 而且卵子在氨海水中的发育速度要快于在纯海水中的发育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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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子的成熟度是受精作用和胚胎发育能否顺利

进行的关键因素之一 ∀不成熟或过分成熟的卵子即使

能够受精 胚胎发育也不能正常进行 ∀在太平洋牡蛎

的苗种生产和科研中 解剖获卵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但面临的问题是卵子发育的不同步以及卵子成熟度

的问题 ∀已有实验证明 海水浸泡能促进卵子的成熟

提高卵子发育的同步性 从而提高了卵子的受精率

降低了多精入卵的比率 ≈ ∀但对于卵子体外发育的

过程尚不清楚 ∀为此 作者对卵子在海水 !氨海水中的

发育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观察 ∀

材料与方法

本实验于 年 ∗ 月间进行 ∀实验用太平洋

牡蛎取自山东省荣成市俚岛镇海水养殖场 平均壳长

∀选择性腺外观丰满的亲贝 解剖法获取卵子

分别放入海水和 的氨海水中处理 ∗

海水温度为 ε 比重为 ∀用 ≤ 氏

液 甲醇 Β冰醋酸 Β 进行固定 固定时间为未浸

泡时及浸泡后 内 以前每隔 取样

次 以后改为每隔 取样 次 ∀待卵沉淀

后要连续更换 ∗ 次固定液 以消除海水中的盐类

结晶及其他杂质 ∀用铁 苏木精染色 醋酸分

色 整体封片进行观察 !记录等 ∀

实验结果

卵子体外发育的细胞学变化过程

解剖获取的卵子 多处于第 次成熟分裂的前

期 在海水或氨海水中浸泡后 可以继续发育到第

次成熟分裂中期 其发育过程大致为以下 个阶段

阶段 卵子呈倒梨形 细胞核圆形或卵圆形 呈空泡

状 又称生发泡 着色浅 ∀核仁一个 又大又圆 ∀光镜

下 核仁的一部分比较致密 染色深 另一部分则比较

疏松 染色浅 称为双质核仁 直径约 ∗ Λ 最大

为 Λ ∀此时卵子处于第 次减数分裂前期的细线

期 图 ∀阶段 卵子呈圆球形 生发泡着色稍深

但尚未破裂 ∀核仁形态明显 结构致密 ∀卵子处在第

次减数分裂前期 图 ∀阶段 核膜模糊 生发泡

开始破裂 ∀核仁致密 体积逐渐变小 直径约为 ∗

Λ ∀此时卵子处于第 次成熟分裂前期的终变期 图

∀阶段 卵子为圆球形 生发泡已模糊不清 核 !

质界限不清 相互混合 ∀核仁尚存 在核仁周围 染色

体开始出现 形态逐渐明显 ∀卵子此时处于第 次成

熟分裂前中期 图 ∀阶段 ∏ 卵子圆球形 ∀纺锤体

形成 染色体形态更加明显 整齐地排列于赤道板

上 ∀核仁存在 形态致密 直径为 ∗ Λ ∀卵子处于

第 次成熟分裂中期 图 ∀

在纯海水和氨海水处理下不同发育阶

段卵子的比例变化情况

尽管在纯海水和氨海水中 卵子体外发育的细

胞学变化过程是一致的 但卵子的发育速度以及同一

时间内不同阶段的卵子所占的比例是不同的 ∀通过以

下各图 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变化过程 ∀

图 显示 在纯海水或氨海水的作用下 阶段

卵子的比例随浸泡时间的增加而逐步下降 到

后其比例处于较低水平 约占卵子总数的 氨

海水为 在处理 的情况下仍有少部分

处于阶段 的卵子 在纯海水中约占 氨海水

中为 ∀这部分卵子以后无论在氨海水中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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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卵子体外发育的细胞学变化过程

ƒ ≤ χ

分别为阶段 ∏的卵子

∏

图 各发育阶段卵子在海水和氨海水中的比例变化情况的比较

ƒ ≤

分别为阶段 ∏

∏

在纯海水中浸泡多长时间 生发泡都不

能破裂 这表明处于阶段 的卵子有

一小部分不能在体外促熟发育 ∀另外

从图 可以看出 因为牡蛎性腺成熟

度较好 所以阶段 的卵子在一开始

所占比例就相对较低 约占 而大

部分卵子在体内已经发育到阶段 !

所占比例分别为 和

图 图 因此纯海水和氨海水对

这一阶段卵子的作用相对较小 ∀

图 示处于阶段 的卵子在海

水和氨海水中的发育情况 ∀数据表明

卵子在氨海水中发育速度较在纯海水

中的速度快 ∀在氨海水中浸泡 后

阶段 的卵子就明显减少 到

时此阶段卵子的比例仅占 而在

纯海水中直到 后阶段 的卵子

才开始下降 到 时其比例才降

到较低水平 约为 ∀与阶段 卵

子一样 浸泡 以后 仍有少部分

阶段 的卵子处于停滞状态而不能继

续发育 ∀

图 示阶段 卵子的发育状

况 ∀随着浸泡时间的增加 阶段 的卵

子开始呈递增的趋势 以后又下降 说明阶段 的卵

子开始向 ∏阶段转化 曲线同样表明卵子在氨海

水中的发育速度要快于在纯海水中的发育速度 ∀

图 示阶段 !阶段 ∏卵子的发育情况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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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在氨海水中浸泡 后便有阶段 和阶段 ∏

的卵子出现 而在纯海水中则需要 浸泡

后 无论是纯海水还是氨海水中 ∏阶段的卵子所

占比例皆达到较大比值 在氨海水中约为 纯

海水中为 ∀

图 为卵子在海水中的发育情况 ∀曲线表明在浸

泡开始初期 各阶段卵子数目变化较大 海水浸泡 ∗

后 各发育阶段的卵子基本处于恒定的数值

所占比例分别约为阶段 阶段 阶

段 阶段 ∏ ∀之后 伴随着浸泡

时间的增加 各阶段卵子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 ∀

从右边数据可以看出 解剖获得的卵子多数处于

阶段 即生发泡尚未破裂时期 少部分处于阶段

∀经海水或氨海水浸泡刺激 卵子开始发育 生发泡

开始破裂 海水浸泡 后 ∏期卵子所占

比例已达 之多 而在氨海水中的比例更大 ∀生发

泡破裂是卵子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海水或氨海水能

较好的促进卵子的成熟 而且无论哪个阶段的卵子

在氨海水中的促熟速度和效果 都比纯海水中好∀

图 不同阶段的卵子在海水中的发育曲线

ƒ × ∏√ √

讨论

太平洋牡蛎的卵子无论是生发泡破裂之前 ! 还

是生发泡破裂之后 精子都可以入卵完成受精作用并

能进行正常的胚胎发育 但在生发泡阶段精子入卵完

成受精的情况下 通常有较高的多精入卵率 ≈ 而海

水浸泡能促进卵子的继续发育 提高受精率 减少多

精入卵的比例 ≈ ∀但卵子在海水浸泡多长时间为最

佳时间 不同的学者具有不同的观点 ∀王昭萍等

年报道卵子在海水中浸泡 ∗ 后受精率明显

增加 浸泡 ∗ 有很好效果 ∀ 等 年认

为 海水浸泡 ∗ 后其多精入卵的机会大大降

低 ∀根据观察结果 作者认为解剖获取的卵子在海水

中浸泡 ∗ 后受精较好 因为此时多数卵子处

于 ! ! ∏发育阶段 生发泡已经破裂 有的

卵子已发育到第 次成熟分裂中期 并且从此时开始

即便再增加浸泡的时间 卵子各阶段的比例基本保持

不变 ∀这一结果与王昭萍的观察结果基本一致 ∀

纯海水和氨海水都能促进生发泡的破裂 使卵子

发育的同步性提高 提高受精率 ∀作者近期的实验也

表明 只有那些经浸泡后生发泡破裂的卵子 才能进

行正常的受精和胚胎发育 而浸泡后生发泡仍未破裂

处于阶段 的卵子 根本不能受精和发育 ∀因此

作者认为 生发泡破裂是卵子成熟的标志 只有在生

发泡破裂后精子入卵才能有较高的受精率 ∀另外 卵

子体外发育的状况也应以卵子在体内的发育状况为

基础 ∀只有那些发育到一定程度的卵子才具有较好的

体外促熟效果 ∀

因亲贝性腺发育的程度不一样以及卵巢内卵子

发育的不同步性 因此解剖获取的卵子的发育程度及

各阶段的卵子所占的比例也有较大的差异 但卵子在

体外发育的基本过程是一致的 ∀

实验结果证明 离体的卵子在海水和氨海水中都

能进一步促熟发育 在氨海水中的发育速度与效果要

明显好于纯海水 ∀这一点与沈亦平等 年对合蒲

珠母贝的观察结果一致 ∀沈亦平认为 氨海水对卵子

的促熟作用 一方面表现在氨提高了卵子周围海水的

值 而 值提高是卵子激活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

一方面氨分子的通透性大 可增大卵子卵膜的通透

性 促进卵子的代谢 从而起到激活卵子的作用 ∀但在

贝类的人工育苗过程中氨海水的激活是否完全有必

要呢 有人认为在贝类的人工育苗过程中 应提早用

氨海水刺激卵子 然后再加入精子 以提高受精率 ∀但

作者认为既然纯海水也能促熟卵子能达到较好的效

果 那么用氨海水促熟卵子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另外

从 离子对卵和胚胎的安全性方面考虑 人工育

苗过程中也应该慎用氨海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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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蛸唾液腺和消化腺的组织学与组织化学研究

崔龙波 赵 华

烟台大学生化系

提要 以组织学和组织化学方法 研究了长蛸的唾液腺和消化腺 ∀前唾液腺腺细胞含团状

糖蛋白性质的分泌颗粒 ∀后唾液腺有两种腺管 型腺管由 型腺细胞和黏液细胞组成 ∀ 型腺

细胞含团状分泌颗粒及丰富的 具脂酶活性 黏液细胞分泌酸性黏多糖 ∀ 型腺管的腺细

胞内含一桃形丝状物 ∀肝细胞含大量的分泌颗粒 呈现强的蛋白酶及弱的非特异性酯酶和脂

酶活性 ∀胰脏腺细胞呈非特异性酯酶和弱的蛋白酶和脂酶活性 ∀

关键词 长蛸 唾液腺 消化腺 组织学 组织化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号 ∀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长蛸 Οχτοπυσ ϖαριαβιλισ ≥ 隶属头足纲 !八腕

目 !蛸科 分布于我国南北近海 以北部近海数量较

多 ∀长蛸为沿岸底栖种类 是肉食性动物 大量捕食蟹

类 ∀其肉味鲜美 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头足类 ∀与软体动

物腹足纲和瓣鳃纲动物 ≈ 比较 对头足纲动物唾液

腺和消化腺的研究报道甚少 缺乏对其组织学 特别

是组织化学的研究 ∀作者对长蛸的唾液腺和消化腺进

行了组织学与组织化学研究 以期为头足纲动物的消

化生理研究提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新鲜长蛸于 年 ∗ 月采自烟台海滨 ∀体长

∗ ∀解剖取出唾液腺和消化腺 ∀

方法

组织学研究 组织块置于 ∏ 氏液

固定 石蜡包埋 连续切片 切片厚 Λ 苏木精 伊

红 ∞ 染色 ∀

组织化学研究 组织块经 ∏ 氏液或

≤ 氏液固定后 石蜡包埋 切片厚约 ∗ Λ ∀另

取新鲜组织块直接置于恒冷冰冻切片机上切片 切片

厚 ∗ Λ ∀研究内容及方法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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