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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菜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中华假嶙虾 (乃。de 帅左洲si a si 瓜ca w an g & c he n) 是不久前建立的新种 [z]
。

它在

我 国东南沿海的浮游生物祖成中是一个优势种
,

也是豁多挫济焦类的重要捕盒对象
。

本

文的 目的是要查明其幼体阶段各发育期的形态
,

作为这种嶙虾生物学研究的第一步
。

本文是在导师郑执中副教授指导下完成的
,

并承刘瑞玉副教授仔袖审圈原稿和提出

宝青意兑
,

均此致榭
。

一
、

前 人 的 工作

有关嶙虾幼体发育的研究历史
,

在某些作者的文章里已径有了比较祥尽的阴述 [7,s ] ,

这里只扼要地靓明一下总的进展情况
。

在早期的工作中
,

应当特别提到 sa r s
(工88 5 )网 对嶙虾发育提出的比较系就的概念

,

指出了嶙虾发育中的主要发育期
,

并对它们进行了命名
。

这一工作成为以后学者在这方

面进行研究的基础
。

现将 Sa rs 对各期幼体的命名和划分 (G
.

0
.

sa rs
,

1 88 5
,

PP
.

149 一
1 5 0 ) 摘录如次

:

1
.

N a u p li u o at ag
e

身体卵圆形
,

不分节
。

不具复眼
。

只有 3 对肢体出现
,

第一对 (第一触角) 简单
,

后两对

(第二触角和大颗肢)双肢型
,

为游泳器官
。

2
.

M吐‘n au 讨iu 。 眺咚
e

体形与 N 。讨i璐 眺a g e
相似

,

只有两对附肢发达 (第一触角和第二触角)
,

大颗肢

(m
a n d ib u la r l

e g s
) 消失

。

大颗
、

小领和颗足仅以雏形出现
。

3
.

C曰y p to Pi 。 吐ag
e

身体分为两个生要部分
。

头胸甲已经分化出来
,

帽状
。

腹部开始分节
。

复眼发育不完

全
,

不能动
,

为头胸甲所覆盖
。

大颗
、

小颗和颗足已经分化出来
,

但没有胸肢和腹肢的迹象
。

尾肤开始发育
。

4
.

Fu r c
讯

a st a g e
复眼发育更完全

,

能动
,

且伸至头胸甲之外
。

第二触角仍保持原来的样子
,

为游泳器官
。

前几对胸肢和腹肤相继发育
。

5
.

C y此。 p认 at a g e 第一触角的鞭开始延长井清楚地分节
。

第二触角变形
,

不再是运动器官
。

后几对JJto 肢和

泌相继发育
。

6
.

P 。。t- la 啊欧 st a g e
所有的胸肢已发育

。

尾节已有确定的形状和附属物
。

从 Sa r s

开始
,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
,

这方面的研究都是单钝从形态上着手的
。

8l]

出现多少不同形态的个体就敲为有多少发育期
。

在早期发育中
,

由于个体简的分化不大
,

又能进行短期的培养
,

所以有关 ca lyPt oP is 阶段及其以前发育的昆载一般是可以相信的
。

但在较后的发育阶段
,

个体简形态变化愈来愈大
,

处于同一发育期的个体往往有着不同的

形态型出现
,

这在当时也都被敲为是种在发育中所必镇理过的发育期 [e, 扫
翎,2l]

。

道到 Fr as e r
(1 9 3 6 ) 以大量材料研究南极种 万uP 人洲si a s

uP
e r

ba 的发育时才正确地

靓明了不同形态型与具正发育期之简的关系 [8, 9] 。 他发现
,

在腹肢发育阶段中
,

相邻的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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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上 占优势的形态型之简有着值接的联系
,

它们才是具正的发育期
,

其他 出现数量少的

形态型不过是某一正常发育期 的个体变异
。

Fr
a se :

’

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了

腹肢发育的可能进程
,

找出了确定腹肢发育阶段各发育期的方法
,

更重要的是宅抬了我们

一个启示
:
第一

,

磷虾幼体在同一发育期的不同个体
,

在形态构造上并不都是相同的 ; 第
·

二
,

在发育过程中大部分个体有着相同的形态变化程式
,

因此我仍有可能用数量分析的

方法来确定它的正常发育期
。

在这以后
,

部多作者 (Jo hn
,

Ei na rss on
,

Bo de n
等 ) 都采用

升as e r 的概念比较正确地阴述了豁多种的幼体发育[4,5 .7, lzJ
。

也豁这种形态变异在腹肢发育阶段表现比较突出
,

后来的作者似乎把注意力主要集

中在腹肢发育的不同形态型的数量分析上
。

实际上
,

考虑到 Fr
ase :

抬我卿的启示
,

不应

当把注意力局限在某些形态型的分析上
,

一些具有速疲性厦的形态差异
,

同样也可以应用

就舒分析来确定它佣的梯度变化
。

最近 M auc hl in e
在尉萧中曾毅想采用体长颁数分布的

方法[z11
,

这种段想是正确的
,

但他没有提出这方面的拮果
。

二
、

材 料 和 方 法

我们这一工作仍以样品分析为基础
。 1 9 5 8 年以来

,

在黄海南部和东海西部采集了大

兹的浮游生物样品
,

这些材料使我俩完全有可能根据样品分析查明中华假嶙虾的幼体形

态变化
。

使用的样品有
: 用大

、

中型浮游生物网「’]从底至表面垂直拖取的样品和 3 7 厘米
口径 Jud ay 网(筋捐规格为 G G 52 ) 水平拖取的样品

。

在确定各发育期的存在时
,

除应用形态比较方法以外
,

还应用体长频数分布的分析来

喻靓用形态方法所确定的桔果
,

或是以此为援索返回去找形态指标
。

这样做是基于以下

几点考虑
:

(功 嶙虾体长的增长和其他甲壳类一样是阶梯式的
,

坚硬的甲壳是生长的障

碍
,

只有在一次蜕皮之后
、

新的甲壳硬化之前才得以增加体长
,

一侠新的 甲壳硬化之后
,

体

长也就固定了下来
,

这样就使幼体的每一发育期有着比较稳定的体长 ; (2 )对于在自然条

件下发育的拿体来靛
,

由于每个个体在获得食物和其他环境因素上的机遇不同
,

各发育期

的体长又必然变动在一个较竟的范围内
,

而且相撇发育期的体长范围很可能是重 迭的 ;

(3 )普遍的规律是
,

大多数个体的体长只变动在这个范围中简一个不大的区简内
,

极大和

极小的个体出现频数较小
,

也就是靓接近正态分布 ; (的如果各发育期的体长范围重迭不

太大 (也就是靓握过一次蜕皮体长的增长足够大 )的活
,

那么在体长硕数分布图上有几个

攀 出现就可靓明有几个发育期
。

本文中的体长是指在标本充分伸展的情况下
,

从额板 (fro
n tal p la te ) 的前椽至尾节末

端的长度
。

三
、

发育阶段的划分和名称

sa r s

提出的划分方法虽为以后作者普遍采用
,

但在后期阶段的划分上也存在一些不

明确的地方
。

后来
,

Fr
a s e r

(19 3 6 ) 对 sa rs 的划分作了部分修改 [8]
。

他款为不应当特别

看重第二触角的改变而取消了 C yrt oP 认
,

把 ca lyP to Pi s
以后

、

尾节具有成体形态以前的

幼体就称为 F ur cil ia
,

而其以后至性成熟前称为性成熟前期 (A do les ce nt sta g e
)
。

由于这

样处理使整个幼体时期有了明确的后界
,

同时在幼体时期桔束以前容易用形态标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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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批的发育期
,

后来大多数作者都采钠了 Fr as er 的作法 [3. 4,5 ,7. 12, 21]
。

但也有不 同意 觅
。

G ur ne y[1Q ,111 在把嶙虾的发育与十足类 (主要是对虾派) 作了祥糊的比较后
,

指出嶙虾与十

足类有着相同的发育途径
,

嶙虾中的 N a u p 一iu s‘) , e a lypt o p is
,

F u r e ilia 和 C y r
to p ia 对应于

+ 足类中的 N
a u p liu s ,

p r ot o z o e a ,

z o e a

和 p o st- la r v a ; 尽管由 F u rc ilia 到 C yrto p ia 的变化

不如十足类中由 zo ea 到 Po st
一

l盯v a 的变化明显
,

而且仅在于第二触角的变化
,

但联系到

腹肢的发育来看
,

它确实构成运动方式的改变
,

因此不应取消 C yrto p ia 。

我佃同意 G ur ne y 的意兑
,

保留 Cyr toP
ia

,

并把它看作幼体后期
。

当发育 由 Fu rc ili a

进入 C yr to p ia 时
,

从形态上看
,

由幼体到成体所必填攫过的一些重要变态已握发生
,

虽然

暂时还保留着某些幼体时期的特征
,

但已樱具备了成体的基本形态特征 ;从与生活习性密

切相关的运动方式上看
,

承担运动职能的肢体由头部褥向腹部的这一过程也初步完成
。

因此
,

不能再把 Cyrt
oPi

a

当作幼体阶段看待
。

也只有这样才能理 解为 什 么 发育进入
C yr toP

ia 以后形态变化多是速擅性的
,

不再有变态发生
。

从幼体阶段桔束到性成熟是一个很长的阶段
,

在这一阶段的初期还要樱历一些形态

变化
,

后期RlJ 主要是性腺和外部性征的发育过程
。

为了区分这两个时期的发育特点
,

我佣

以最后几对胸肢的分节完全和某些幼体特征的拮束 (尾节第二后侧的消失
,

第一小颗外肢

的变化 )作为界限
,

以前称为幼体后期
,

以后称为胜成熟前期
。

在 sa r s 的命名中 C a lyptop
is

,

F u re ilia 和 C yr

top ia 原是 D a n a
最初将嶙虾的幼体羡

作成体而舒的裂足类的三个属名 [8]
,

后来 sa r s
把它们沿用了下来作为相应发育阶段的名

称
。

这些名称是嶙虾特有的
,

考虑到嶙虾的发育与十足类中某些类军的共同性
,

同时 也考

虑到各作者对这些阶段的划分有不同的处理
,

名称舍义不尽相同
,

为了避免混乱
,
本文将

以 P r o to z o e a ,

z o e a

和 Po st
一

la r v a

这些在+ 足类中广泛使用的名称分别代替 C a lyp to p is
,

Fu rc ili a 和 c yrt oP ia 。

这样
,

嶙虾在孵化之后
、

性成熟以前所握过的发育阶段是
:
无节幼

体 (N
a u p liu s

)
,

后期无节幼体 (M
e ta n a u p liu s

)
,

原蚤状幼体 (Pro to z o e a
)

,

蚤状幼体 (z
o e a

)
,

幼体后期 (P
o s t- la r v a

) 和性成熟前期 (A d o le se e n t : ra g e
)
。

四
、

幼 体 变 态

1
.

受精卵

成熟的卵子在受精之后并不离开母体
,

而是钠入一对卵囊内
。

卵囊固着在母体生殖

孔附近(图版 I ,

图 1 )
,

并在前端愈合 ;这时第六胸肢内肢的第一
、

二两节随卵囊底部的形

状向前弯曲成半圆形
,

似有支托卵囊的作用
。

卵子是一次排完的
,

所有带有卵囊的雌性个体卵巢内已趣没有成熟的卵子了
。

每个

雌性个体一次所排出的卵数与个体大小有关
,

一般个体大的排卵多
,

个体小的排卵少
。

表

1 表示了三个样品 (1 9 5 9 年 7 月
, 2 8 “ 4 5 ,N

, 1 2 2 “ 0 0 ,E
,

大型浮游生物网垂直拖取的样品

和 2 9 “00
,

N
,

12 2 “

00 ,E 大
、

中型浮游生物网垂直拖取的样品)中带有卵囊的雌性个体的体

长与卵囊中的卵数和卵径的关系
。

可以看出排卵的数目在不同体长的个体中相差很大
,

最少的只有 20 个
,

最多的可达 14 4 个
。

这只是一个例子
,

实际范围可能还要大
。

虽然个

l) G u r n e y 在此处指的 N a u p li此
,

包括 M e t a n a u p liu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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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小的不一定比个体大的排卵少
,

但总的趋势表明排卵的数目是与体长成正比的
。

表 1 不同体长雌性成体的抱卵数量及平均卵径

T a b le 1
.

N u m b e r o f e g g s e o n ta in e d in e a c h p a ir o f ov is a c s a n d th e ir

~
r

呀
e

d ia m e te r in fp ,
二le s o f 竹

r io u 日 日iz e s

体 长 (毫米 )1) } 卵 平均歹日径 (毫米)
8 )

体 长 (毫米)1) 平均卯径(毫米)s
,

2930292928四292930293030293028292930290.0.年0.0.0.0.0.0.0.0.0.0.0.0.0.0.0.0.
QU乃OQ了02曰八

..

⋯
nnUn�U
, .工一.人1工

月
上
门.儿勺.1

1 1
.

0

1 1
.

0

1 1
.

0

1 1
。

0

1 1
。

1

1 1
。

l

1 1
。

2

1 1
.

3

1 1
。

3

:: :

: :;

.2;碑
�
l
�
子
‘‘Ul矛产门叼�一,2CIJ�尹00了工J月,Un连
‘

闰/,、尹0工J工/月呀月了0200CU�二片/�/02CUO口O了一了,才八己,工门一/�吕n夕11刀’t

IL1
J.上,工司1
1
L

户J024
.

0
11
2223

刁月��l,111
动.

3029292830四292929292929292929292928302929
nUn曰
00n
IJnon
�UC�UCU()�门nUnnUnll�0003228286520465153384446夕5961876170夕550077

�了八曰34
沪O护68sn
�n��UO

,乙,‘2斗4
1,�、ro,护

.. .............

⋯⋯
Q口029
�
O护90
202020nUC
�n曰n0
CUn”n00八曰0

1工111.1,11人, .玉,工11川.11工,工t .‘,‘

E x P la n a ti o n :

o V I S a CS ;

1 )
3 )

b o d y le n g t h
,

i n m m ; 2 )
n u m b e r o f e g g s e o n ta in e d in e a e h p a ir o f

a v e r a g e d ia m e t e r o f e

器
s,

i n m m
.

卵子呈姜黄色
,

一般为正图形
,

卵径 0. 2 7一 0
.

咒 毫米
,

艳大多数为 0
.

29 毫米
。

不希个

体大小和怀卵量多少
,

卵子平均值径在个体简的差别很小
。

受精卵的胚胎发育是在卵囊内进行的
,

同一母体卵囊中的卵子都处于相同的发育阶

段
。

我们曾在不同母体的卵囊中找到过 2 相胞
、

4 袖胞
、

8 相胞等不同时期的分割胚
,

其

分割形式似为完全等分
。

在接近孵化时
,

透过卵膜可以看到最初 自由生活幼体的翰廓
,

这时卵囊多已破裂
,

但

卵子仍推系在一起
。

2
.

后期无节幼体 (M
e t a n a u p li 。。)

中华假嶙虾最初孵化的幼体是后期无节幼体
,

我们从郎将孵化的卵中剥 出的幼体
,

除

整个身体紧缩成球形外
,

具有典型的后期无节幼体的一切特征
:
只有两对肢体 (第一触角

和第二触角 )发达
,

大颖肢 ( m an di bu fa r leg ,
) 消失

,

大叛
、

第一小颖
、

第二小髓和第一胸肢

仅以摊形出现
。

嶙虾类中 自由产卵的种类
,

初孵化幼体多为无节幼体 ( N au 述
u s
)

,

一般樱过两次蜕皮

后才变成后期无节幼体
。

在抱卵的种类里
,

(如 尸、。
击即‘邵si 弓和 脚cti 琳邵 es 属 )

·

生



1 期 王 荣 : 中华假嶙虾的幼体形态 39

活史已查明者
,

初孵化的幼体都是后期无节幼体或是假后期无节幼体 (Ps
eu d o m et a

na uP
-

liu
s
)

,

这似乎是一个娓律
。

根据从卵中剥出的后期无节幼体的形态
,
我们在爵多中型浮游生物网的样品中找到

了 自由生活的后期无节幼体
。

二者的形态完全一致
,

不过后者较前者的身体充分伸展
。

值得指 出的是
,

除第一触角和第二触角外
,

其他肢体各包被着一层薄膜
。

这靓明后期无

节幼体虽有 口器发育但还不是职能器官
,

还没有开始摄食
。

后期无节幼体理过一次蜕皮郎进入原蚤状幼体
。

我佣在样品中找到的后期无节幼体

也只有一个类型
。

在样品中
,

后期无节幼体 出现的数量远较原蚤状幼体为少
,

这视明幼体

在这个阶段延擅的时简很短
。

3
.

原蚤状幼体 (Pro toz oe a)

在早期发育史已翘查明的种类里
,

原蚤状幼体阶段都无例外地有三个发育期
。

除了

种的特征以外
,

这三个发育期的区分可归钠如下
:

第一期原蚤状幼体 腹部不分节
。

无尾肢出现
。

尾节上尾刺 6 个
。

第二期原蚤状幼体 腹部分 6 节
。

尾肢开始发育
,

但尚未形成
,

不能动
。

尾节上尾

刺 7 个
。

第三期原蚤状幼体 腹部分 7 节
。

尾肢已握形成
,

能动
。

尾节上尾刺 7 个
。

我们在样品中也只找到三种不同形态的原蚤状幼体
,

按照上述区分
,

分别相当于第

一
、

二
、

三期原蚤状幼体
。

为了硫敲这一形态区分的可靠性
,

我们从一个样品 (1 9 5 9 年 7

月
, 2 9 “ 0 0

’

N
, 1 2 2 “ 0 0 ,E 中型浮游生物网垂直拖取的样品 )中随机地取出了 2 00 个原蚤状

幼体
,

侧量其头胸甲的长度
,

然后作出长度频数分布图 (图 1 )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这些个

体分布在三个互不相莲的山形内
,

这靓明中华假嶙虾在原蚤状幼体阶段的确有三个发育

期
。

随后
,

我们检查了这 2 00 个标本的形态特征
,

发现
:
处于第一个山形分布内的标本全

部属于前述区分中的第一期原蚤状幼体
,

第二个山形分布内的全部属于第二期
,

第三个山

形分布内的全部属于第三期
。

这靓明了前述形态区分可以作为区分中华假嶙虾三个原蚤

状幼体发育期的依据
。

,

2 O

认。日。n口。�岛叭粼戛

矛O 娜5 5 0 5 万 ‘0 6 6 7 0

头胸甲长度 ( 1单位 = 12
.

7 微米)
,
L e n g th o f e a r a p a e e

( 1
u n it = 12

.

7 拜)

图 1 原蚤状幼体的体长频数分布

F i g
.

1
.

L e n g th Fr e q u e n e y h i s to g r a m o f t h e p r o to z o e a s ta g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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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尾节上尾刺数 目的变化上也可以靓明我们找到的三种形态的原蚤状幼体是三个相

批的发育期
。

在第一期原蚤状幼体
,

尾刺为 6 个
,

在将要蜕皮的个体中
,

透过老的外皮可

以看出下一发育期尾刺为 7 个
,

新增的尾刺在中央 (图版 I ,

图 1 0 )
。

在临近蜕皮的第二

期原蚤状幼体中
,

也可以看到下一发育期尾刺仍然是 7 个 (图版 n ,

图 2 )
。

幼体进入原蚤状幼体郎开始摄食
, 口器部分已无薄膜包被

,

开始活动
。

原蚤状幼体理

过三次蜕皮自p进入蚤状幼体
。

4
.

蚤状幼体 (Z oe a)

进入蚤状幼体以后
,

体现发育进展最明显的形态变化是腹肢的相雄出现和发育
。

过

去的作者也是以腹肢的发育程度来确定发育期的
。

腹肢发育的一般顺序是
:
先在前几个

腹节上出现无刚毛的芽状腹肢 ; 樱过一次蜕皮
,

这些无刚毛的腹肢进一步发育并生出刚

毛
,

原来无腹肢的后几个腹节再生出无刚毛的芽状腹肢 ; 再理过一次蜕皮
,

后几对无刚毛

的腹肢再进一步发育和生出刚毛
。

不同的种类
,

各发育期有刚毛和无刚毛腹肢的出现形

式不同
,

但顺序大体是一致的
。

由于个体简的差异
,

同一种类同一发育期的个体
,

其腹

肢出现形式也不尽相同
。

早期的学者
,

遇到多少类型就敲为有多少发育期
。

Le bou r
欲

为 Fu re ili
a

最多可以有 1 4 个发育期
,

它们的腹肢发育形式是
: p

, 1 , 2 , 3 , 4 , 5 , 1
‘

2 , 1
‘

3 ,

1
‘
4 , 2

‘

2 , 2
‘

3 , 3
‘

2 , 4
‘

1 , 5
’2 )。 实际上

,

可能出现的形式不业这 1 4 种
。

从已有的青料看
,

近岸

种类个体变异大
,

出现的不同发育形式多 ;外海种类变异小
,

出现的形式也少
。

但对某一种

类而言
,

不渝出现多少形式
,

其中少数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才代表具正的发育期
,

其他的不过

是某一发育期的不同形态型(这一点是 Fr as e r
首先阐明的)[8,9 〕。 Fr as er 通过比较相桃的

、

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形态型之简的关系
,

发现它们之简有着某种值接联系
。

郎前一个优势

型如果出现了几对无刚毛腹肢
,

那么在下一个优势型里这几对无刚毛腹肢便成为有刚毛
,

并生出后几对无刚毛腹肢
。

因此
,

他推侧优势型才代表正常的发育期
。

Fr as er 的概念虽然

是合理的
,

但并不十分严格
。

我们在确定中华假嶙虾蚤状幼体各发育期的存在时
,

除了应

用 Fr
a se r 的概念以外

,

还参考了其他可靠的形态标志
,

并用体长频数分布做了输靓
。

我 f叮在一个样品 (1 9 6 0 年 s 月
, 2 9 “ 0 0

‘

N
, 12 1 “ 4 5 ,E

,

水平拖网 )中找到了 3
,

7 1 2 个蚤

状幼体
,

共出现 14 种不 同的腹肢发育形式
,

它们的数量兑表 2 。

其中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形

表 2 蚤状幼体不 同腹肢发育形式的出现数量

T a b le 2
.

F r

叫u e n cy of , a r io u s
fo rm

a ju d g e d fr o m th e
讨

e o p o d

d叮el叩口
e n t in Z o e a

腹肤发育形式1) } 频 数” 腹肢发育形式1) 频 数幻

l8

�了1三竹了左
.户J飞

1.一llA
月月,J‘U

4呼
一�夕

,乙内J
,.二
2
八曰11工,,,,,,,�2

门jZ�44
工Jd

. .

弓一J,1nl人11�了声自,J气jn一6
月,

,
n11,�内jd
.

内‘d
.

,‘一.人,.人

七x Pl a n a t 10 n : l ) fo r m s ; 2 ) fr e q u e n e y
.

2) 右上角有,c,
”

号的数字代表有刚毛腹肢的对数
,

无 “ , ”
号者代表无刚毛腹肤的对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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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有
: o , 3 , 4 ,

3’2 ,

4’1 ,

5’
。

根据它们之简的联系推mlJ
, 0 型代表第一个发育期

, 3 型和
4 型代表第二个发育期

,

3’2 型和 4’1 型代表第三个发育期
,
5’ 型代表第 四个发育期

。

它

们的腹肢发育顺序可以用下面的图解表示
:

~
一

)牙军
一

遥缪
一 Q::具翻

尺尺尺又司
!

嘴长仗汉尺

第 一 期

蚤状幼体
Z o e a l

第 二 期

蚤状幼体
Z o e a 11

第 三 期

蚤状幼体
Z o e a 111

第 四 期

蚤状幼体
Z o e a IV

为了进一步阶靓这四个腹肢发育阶段是否相当于四个发育期
,

我们作出了这 3, 7 12 个

标本的体长频数分布图(图 2 )
。

可以看出
,

图中只有四个山形分布
,

靓明有四个发育期存

在
。

再把这 3, 7 12 个标本按照上述图解所表示的原RlJ 区分开
,

并箱出各 自的频数分布曲核
.

(图 2 中的曲枝 )
,

这四条曲核分别与总频数分布中的四个山形相吻合
。

这就靓明了中华

假嶙虾的上述四个腹肢发育阶段对应于四个发育期
。

夕

一
‘

一
’

一
·

一
·

3

·⋯ ~ ·

一
~

一 ⋯ 4

l
“比曰月

J“门日d曰

OO刃即认。口。n口。z妈
叭

概壕

体长(毫米)
,

T o t al le n g t h in m m

图 2 蚤状幼体的体长频数分布

1
.

第一期蚤状幼体
,

2
.

第二期蚤状幼体
,

3
.

第三期蚤状幼体
,

斗
.

第四期蚤状幼体
。

F ig
.

2
.

L e n gt h fr eq u e n c y h is to g r a m o f th e Z o e a s ta g e s

1
.

Z o e a l ; 2
.

Z o e a 11 ; 3
.

Z o e a 111 ; 4
.

Z o e a IV
.

另外
,

尾节上尾刺数 目的变化也可以靓明
_

上述四个发育期的确是四个相撇的发育期
。

它俐尾刺数 目的变化是
: 7”5‘ 3、 1 。 第一期尾刺为 7 个

,

在临近蜕皮的标本中透过老

的外皮可以看到下一发育期尾刺将减为 5 个 (图版 m
,

图 3 )
。

同样
,

在临近蜕皮的第二

期个体也可以看到在下一个发育期尾刺将诚为 3 个 (图版 Iv ,

图 1 ) ; 在临近蜕皮的第三

期个体可以看到下一发育期尾刺将减为 1 个(图版 Iv
,

图 3 )
。

中华假嶙虾蚤状幼体四个发育期的主要鉴别特征可归钠如下
:

第一期 无腹肢出现
。

尾节上尾刺 7 个
。

第二期 只有无刚毛的芽状腹肢出现
。

尾节上尾刺 5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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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前几对腹肢具刚毛
,

后几对无刚毛或尚未出现
。

尾节上尾刺 3 个
。

第四期 5 对腹肢均具刚毛
。

尾节上尾刺 1 个
。

第四期蚤状幼体再翘过一次蜕皮郎进入幼体后期
。

5
.

幼体后期 (P o s t
一

!arv a )

这里指的幼体后期相当于 Sa rs 的 Cyr t叩 iao

中华假嶙虾尾节附刺的变化很早
,

当第二对后侧刺消失时第六胸肢还远没有发育完

全 (仪为不分节的芽状 )
,

因此我们以胸肢的发育完全和第一小颗外肢的变化作为进入性

成熟前期的标志
。

中华假嶙虾在幼体后期除第二后侧刺的消失外
,

其他形态变化都是速擅性的
,

因此很

难用形态特征确定各发育期的存在
。

我们只能从体长频数分布图上判断发育期的数 目
,

把

相应体长范围 内多数个体具有的形态特征作为各发育期的特征
。

我们在一个样品 (1 9 6 0

年 8 月
, 2 9 0 0 0

‘

N
, 1 2 1 “ 4 5

‘

E ,

水平拖网) 中找到了 1
,

9 5 5 个第二触角内
、

外肢分化为触鞭

和嶙片以后的标本
,

擒出了它们的体长频数分布图 (图 3 )
。

图中从左向右至少可以看出

3一 4个明显的攀
。

在第四个攀所处的体长上
,

第六胸肢内肢分节完全 ; 这时第一小颗出现

假外肢
,

而外肢仍保持原有形态不变
。

这靓明中华假嶙虾在幼体后期可能有四个发育期
。

一
。

0050认。u。n口。�山
叭

舔瞩

三5 峨O 峨S 东O 蕊叹 叹O 五5 2 0 2 5 S D 己泞

体长(毫米)
,
T o t a l le n 廖h i n

, n m

图 3 幼体后期及其以后一些发育期的体长频数分布 (图中曲线为第一期幼体后期 )

F 19
.

3
.

L e n g t h fr e q u e n c y h is t o g r a m o f Po s t ·la r v a l a n d s u b s e q u
e 一I t s ta g e s

中华假嶙虾发育到幼体后期阶段
,

尾刺已减至 1 个
,

但较小的个体中仍保留有第二后

侧刺
。

我们将上述 1
,

9 58 个标本中有第二后侧刺的挑 出来 ( 4 04 个 )
,

单独侧量它们的体

长
,

井把它们的频数分布曲梭糟在 图 3 中
,

可以清楚地看到
,

这条曲拔与总频数分布中的

第一个塞相吻合
。

这需明第二后侧刺是在进入第二期幼体后期时消失的
,

也就是靓有第

二后侧 刺可以作为第一期幼体后期的鉴别特征
。

在相当于第四期幼体后期体长上的个体
,

第一小叛出现假外肢 ( Ps
e
ud oe xo p od )

,

而

外肢仍保持整个幼体时期的形态不变
。

这一点可以作为第四期幼体后期的鉴别特征
。

在

体长比第四期再大一些的个体中
,

第一小髓外肢将失去外侧的一根长大而弯 曲的弱状刚

毛
,

且在以后不再发生变化
。

必填指出
,

中华假嶙虾第一小叛的外肢 (或称幼体外肢 la rva l

ex 叩od ) 籽生保留
,

这是与其他嶙虾显著不同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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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幼体形态描述

1
.

后期无节幼体 (M
e ta n a u p liu s

) (图版 I ,

图 2一 s )

体长 0
.

36 一 0
.

41 毫米
,

平均 0. 38 毫米
。 ,

身体接近球形
,

大部分身躯为头胸 甲所覆盖
。

头胸甲帽状
,

无刺或其他附属物 ; 前沿

稍突出 ;两侧大领以后的部分向腹面伸展
,

恰似两个帽耳
。

头部近腹面中央有一中眼
,

近

背面两侧可以看到一对复眼的摊形
。

腹部短小
,

卷曲在身体的腹面
。

腹部背面近后椽有

一对半圆形的突起
,

其上各有 5一6 根刺
。

附肢只有第一触角和第二触角发达
,

伸向两侧
,

为游泳器官
。

第一触角单肢不分节
,

末端有 3 根刚毛
。

第二触角双肢
,

基肢不分节 ; 内肢亦不分节
,

末端具刚毛 4 根 ;外肢末端

分为多节
,

具刚毛 6 根
。

大叛
、

第一小叛
、

第二小叛和第一胸肢雕形
,

速同刚毛在内均包被

着一层薄膜
。

大叛无触髦
。

第一小额和第二小额基本上具有了整个幼体时期所具有的蝙

廓
,

但刚毛短小而柔软
。

第一胸肢双肢
,

分节尚不清楚
,

仅末端有刚毛
。

第一胸肢以后肢体尚未出现
。

2
.

原蚤状幼体 (Pr ot oz oe a)

第一期 (图版 I,

图 9一 1 3 )

体长 0
.

80 一 0
.

82 毫米
,

平均 0
.

8 1 毫米
。

头胸甲帽状
,

无任何附属物 ; 两侧椽在第二触角伸出的部位略略凹进
。

透过头胸 甲可

以清楚地看到复眼的摊形
。

仍有中眼 出现
。

腹部伸长
,

直伸向后方
,

尚未分节
。

在尾部
,

近后端的腹面两侧有 1 对短刺 ;末端有 3 对后侧刺
,

内侧者最长
,

外侧者最短 ; 尾刺 6 个
,

中简者短
,

两侧者长
。

第一触角和第二触角发达
,

为游泳器官
。

第一触角与后期无节幼体者相似
,

无明显变

化
。

第二触角
,

基肢两节 ; 内肢不分节
,

近末端 1 / 3 处的内侧有刚毛 1 根
,

末端具刚毛 4

根 ;外肢分 6 节
,

末 5 节短小
,

各节的内末角上有 1 根刚毛
。

大叛
、

第一小叛
、

第二小叛和

第一胸肢已无薄膜包被
。

大叛明显地分为切齿部和臼齿部
,

触鬃尚未出现或仅出现一乳

头状突起
。

第一小颗
,

基肢外椽无突起
,

内椽有两个突起(自p咀嚼叶 m as ti ca t

ory lob e s
)

,

第

一个突起的形状和附属物与整个幼体时期者相似
,

第二个突起远较成体或较后期的幼体

为小
,

内椽具棘状刺 2 个 ; 内肢分两节 ; 外肢甚小
,

不分节
,

其上有 4 根弱状刚毛
。

第二小

叛各部分的分化与成体相似
,

只是内肢和基肢各叶上的刚毛远较成体为少 ; 另外基肢第二

节外椽有一小突起
,

其上着生着 1 根羽状刚毛
,

这一突起在蚤状幼体尤其明显
。

第一胸

肢
,

基肢两节
,

内椽具刚毛 ; 内肢两节
,

第一节内椽具刚毛两根
,

第二节末端具刚毛 4 根 ; 外

肢不分节
,

末端具刚毛 4 根
。

第一胸肢以后的肢体尚未出现
。

第二期 (图版 11 ,

图 1一的

体长 1
.

05 一 1
.

14 毫米
,

平均 1
.

08 毫米
。

体形与第一期相似
。

头胸甲除进一步伸长外没有重大变化
。

腹部也相应伸长
,

并清

楚地分为 6 节
,

最后两节肯未分开
。

尾部有侧刺 1 对
、

后侧刺 3 对
、

尾刺 7 个
,

新增的尾刺

在中央
。

尾肢开始发育
,

但仅具摊形
,

不能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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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触角已挫分出柄部和上
、

下鞭
,

柄部 3 节
,

上
、

下鞭短小不分节
,

顶端具刚毛
。

第

二触角无重大变化
。

大髓触鬃出现
,

短指状
。

第一小额基肢第二突起上的棘状刺增至 斗

个
,

前排 3 个后排 1 个 ; 内肢不分节
。

第二小颖和第一胸肢无重大改变
。

第一胸肢以后的肢体尚未出现
。

第三期 (图版 H ,

图 6一9 )

体长 1
.

38 一1
.

70 毫米
,

平均 1
.

53 毫米
。

体形与前两个发育期相似
,

头胸 甲形状无明显变化
。

复眼的发育已进入后期
,

但仍为

头胸 甲所覆盖
,

头部前端的大部分空简为其占据
。

腹部进一步伸长
,

末两节已分开
。

尾部

附属物无变化
,

尾刺仍为 7 个
。

尾肢已分化出来
,

可以分清基肢和内
、

外肢
,

能活动
。

第一触角柄部第一节加大
,

长度为柄部全长的 1/2
,

并在外末角上生出一长刺
,

郎触

角刺 (
ant en n ul a r : p in c

)
,

其前端略超过柄部第三节的前椽 ;两鞭短小
,

不分节
。

第二触角

无显著变化
。

大叛触髦比前一发育期略长
,

不分节亦无任何附属物
。

第一小颗基肢第二

突起上的棘状刺增至 6 个
,

前排 4 个后排 2 个
。

第二小叛和第一胸肢仍无明显变化
。

在第一胸肢之后有一对极不明显的突起
,

可能是第二胸肢的摊形
。

3
.

蚤状幼体 (Z
o e

a)

第一期 (图版 Ilx ,

图 i一1 0 )

体长 1
.

85 一2
.

20 毫米
,

平均 2
.

02 毫米
。

头胸 甲不再是帽状
,

已初步具有了成体的样子
。

额板 (fro
n ta l p lat

e
) 远较成体为宽

,

两外角突出成刺状
,

前椽略弓 出
。

头胸甲的两侧椽近后部各有一钩状刺
。

复眼已挫形成

并伸 出头胸甲之外
,

在眼柄的侧后面各有一发光器
。

腹部长度为头胸 甲的 1
.

3一 1
.

4 倍
,

肛

阴前刺 (Pr
c a
na l sP ine ) 出现

。

尾节伸长
,

有 1 对侧刺
、

3 对后侧刺和 7 个尾刺
。

尾肢发

达
,

其末端可达尾节的中部
。

第一触角
,

柄部第一节比第三期原蚤状幼体时更加长大
,

触角刺伸至柄部第三节的前

椽 ; 两鞭略略增长
,

仍不分节
。

第二触角
,

基肢两节
,

成弧状弯向外侧 ; 内肢仍不分节
,

长度

为外肢的 1
.

5 倍 ; 外肢的分 6一 7 节
。

大颖触鬃呈长棘状
。

第一小颗基肢内侧第二突起加

宽
,

具棘状刺 8 个
,

前排 5 个后排 3 个
。

第二小颗基肢第二节外椽的突起非常明显
,

外椽

有相毛
。

第一胸肢仍保持原蚤状幼体时期的样子不变
。

在这一发育期
,

第二和第三胸肢已理出现
。

在不同体长的个体中其发育程度不同
。

在较小的个体 (L 90 毫米) 中
,

第二胸肢为分枝的芽状
,

不分节也没有刚毛 ;较长的一枝为

内肢
,

较短的一枝为外肢
,

基肢内侧的半圆形突起是鳃的摊形
。

第三胸肢仅为一乳头状突

起
。

在较大的个体 (2
.

10 毫米 )中
,

第二胸肢已明显地分出基肢
、

内肢和外肢 ;基肢不分节
,

内侧有一乳头状的鳃 ; 内肢 5 节
,

外肢不分节
,

内外肢均无刚毛
。

第三胸肢短指状
,

虽无明

显的构造但可以看出分肢的趋势
。

随着体长的不同
,

中简还有爵多过渡类型
。

无腹肢出现
。

第二期 (图版 111 ,

图 1 1一 17 : 图版 Iv
,

图 1 )

体长 2
.

0 5一 2
.

70 毫米
,

平均 2
.

46 毫米 d

幼体在这一发育期出现无刚毛的芽状腹肢
,

从出现的对数看共有四个类型
,

它们的平

均体长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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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肢发育形式

平均体长(毫米 ) 2
.

2 7 2
.

3 5 2
.

4 4 2
。

5 0

头胸甲的形状与前一发育期相似
,

仅略有增长
。

腹部和尾节也相应伸长
。

尾节具侧

刺 1 对
、

后侧刺 3 对
、

尾刺 5 个
。

尾肢增长
,
达尾节长的 3 / 5o

第一触角
,

触角刺精短
,

其前端伸至柄部第三节的 2 / 3 处 ;两鞭加长
,

但仍不分节
。

第

二触角无明显变化
。

大颗触鬃略有增长
,

仍为长棘状
。

第一小叛基肢第二突起上的棘状

刺增至 10 个
,

前排 6 个后排 斗个
。

第二小额和第一胸肢无明显变化
。

第一胸肢以后的胸肢发育程度
,

和腹肢一样
,

也是与体长成正比的
。

对多数个体来

靓
,

第二胸肢的内肢已清楚地分节并具刚毛
,

外肢不分节顶端具 1 根刚毛
,

鳃已分为两枝 ;

第三胸肢为分枝的芽状 ; 第四胸肢长乳头状
,

但已有分枝的迹象
。

其他胸肢尚朱出现
。

在

腹肢发育相同的个体中
,

胸肢的发育也不尽相同
,

主要与体长有关
。

所有出现的腹肢构造相同
,

无刚毛
,

仅能分出基肢和外肢
。

第三期 (图版 Iv
,

图 2一 1 1)

体长 2
.

45 一3. 巧 毫米
,

平均 2
.

92 毫米
。

从有刚毛和无刚毛腹肢的配置形式看
,

共出现八个类型的个体
,

它们的平均体长是
:

腹肢发育形式

平均体长(毫米 )

1
‘

2

2
。

5 5 2
。

7 0

2
‘

2

2
。

6 3

2
‘

3

2
.

8 1

3
,

1

2
.

8 0

3
‘

2

2
。

8 9

4
,

0

2
.

9 0

4
,

1

2
.

9 6

这些不同腹肢发育形式的个体
,

除胸肢的发育有差别外
,

其他特征基本相同
。

头胸甲与前一发育期相似
,

额板稍有变窄
。

腹部侧 甲板已很明显
。

尾节伸长
,

末端逐

渐变瘦 ;第三对后侧刺加竟
,

尾刺减为 3 个
。

尾肢已相当发达
,

长达尾节的 2 / 3
。

第一触角
,

触角刺缩短至柄部第三节的 3 /5 处 ;上
、

下鞭显著加长
,

各分 3 节
。

第二触

角仍无变化
。

大叛触鬃仍为长棘状
。

第一小叛基肢第二突起上的棘状刺增至 12 个
,

前排
7 个后排 5 个

。

第二小颖和第一胸肢无明显变化
。

第二胸肢已初步具有了成体的样子
,

内肢伸长并在第二
、

三节之简弯曲 ; 外肢琪端具

刚毛 5 根 ;鳃已相当发达
,

双枝 ; 基部的发光器有未形成
。

第三胸肢的发育情况与前一发

育期的第二胸肢相似
。

第四胸肢
,

内肢刚刚开始分节
,

界限尚不+ 分清楚
,

顶端具刚毛 1

根 ; 外肢短小
,

无刚毛 ; 鳃已开始分为两枝
。

第五胸肢刚刚出现
,

芽状
。

第六胸肢尚未出

现
。

第三至第五胸肢的发育程度随体长不 同而有差别
。

腹肢的发育类型前已述及
。

前几对有刚毛的腹肢
,

外肢比较发达
,

顶端多具刚毛 6

根 ; 内肢非常短小
,

与基肢简的界限不清楚
,

末端具刚毛 1 根
,

在未来出现内附肢的部位有

两个小钩
。

后几对无刚毛的腹肢
,

仅能分出基肢和外肢
。

在少数个体中尾刺的数目是有变异的
。

表 3 表示表 2 中相当于第三期蚤状幼体的各

不 同腹肢发育形式里
,

尾刺数 目不同的个体所占的数量
。

有 2 或 4 个尾刺可以看做是一

种偶然变异
。

有 1 或 5 个尾刺就不能一概归因于变异
,

参考了其他特征看
,

其中多数应当

是属于前一个或后一个发育期的个体 ;只有少数可以看做是变异或不正常发育
,

俘如
,

3’2

型中有一标本尾刺是 5 个
,

但透过外皮可以看出下一发育期尾刺将直接变为 1 个 (图版

Iv
,

图 4 )
。

上述材料除税明尾刺数 目的变异外
,

还靓明腹肢的发育虽然有一条为大多数

个体所遵循的路校
,

但从整个拿体看
,

是非常复杂的
,

发育状况相同的个体并不都是沿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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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拔发育而来的
,

所挫过的蜕皮次数也有可能不同
。

表 3 相当于第三期蚤状幼体的各腹肢发育形式里
,

尾刺数目不同的侗体的频数

T a
U

e 3
.

F代q u e n e y of v a r iou
s
fo rm

s in Z o e a IEI a r r a n g ed
a e

co
r d i雌 to

th e

nu m b e r o f 沈他in d s P in e o o n t e lo o n

nU1.1尹0QU,乙‘Ul上d
月

,j

一1一3
4 3 7

4

E x p la o a tio n : l) fo r , n o f p le o p o d d e v e lo p m e n t ; 2 )
n u m b e r o f t e r m in al s p in e s

·

第四期 (图版 Iv ,

图 1 2一1 9 )

体长 3
.

0一3
.

7 毫米
,

平均 3. 4 毫米
。

头胸 甲形状无明显变化
。

腹部进一步增长
,

的为头胸甲全长的两倍
。

尾节显著加长
,

由基部向末端逐渐变瘦 ;侧刺 1 对 ;后侧刺 3 对
,

第三对后侧刺竟大 ; 尾刺 1个 (实际上已

成为尾节末端的延伸部分)
。

尾肢发达
,

长达尾节的 3 / 4o

第一触角
,

触角刺精短至柄部第三节的 2 /5 一 1 / 2 处 ; 两鞭伸长
,

长度的与柄部相等
,

各分 5 节
。

第二触角仍无明显变化
。

大颗触鬃仍为长棘状
。

第一小颗基肢第二突起上的

棘状刺多为 12 个
,

前排 7 个后排 5 个 ; 少数个体为 13 个
,

前排 8 个后排 5 个
。

第二小叛

基肢第二节外侧的突起已不明显
,

其下方另外出现 1一 2 根羽状刚毛
。

第一胸肢在多数个

体中无明显变化 ;在较大的个体里
,

内肢已有进一步分节的迹象
,

整个肢体仍弯向前方
。

第二和第三胸肢已接近成体样子
,

鳃二分枝
。

第二胸肢基部的发光器已初步形成
。

第 四胸肢已接近前两对胸肢的样子
,

但短小
,

内肢第二
、

三节之简的弯曲程度也不如前两

对胸肢明显
。

第五胸肢与前一发育期的第 四胸肢相似
,

长芽状
,

内肢已有分节的迹象
,

末

端具刚毛 1 根
。

第六胸肢刚出现
,

乳头状
。

第四胸肢以后几对胸肢的发育程度随体长大

小稍有不同
。

5 对腹肢全部具刚毛
,

但发育程度前后有所不同
。

一般前一发育期有刚毛的腹肢
,

外

肢具刚毛 7 根 ; 内肢已明显分出
,

顶端具刚毛 2 根
。

前一发育期无刚毛的腹肢
,

外肢具刚

毛 6 根 ; 内肢短小
,

顶端具刚毛 1 根
。

所有腹肢的内附肢均未分化出来
,

仅在将来 出现内

附肢的部位有两个小钩
。

第一对腹肢简的发光器已握在发育
。

4
.

幼体后期 (P o st
一

la r

va )

第一期 (图版 v
,

图 1一约

体长 3
.

5一 4乃 毫米
,

平均 4
.

0 毫米
。

.

体形与成体相似
。

头胸甲额板仍很竟
,

侧钩大而明显
。

腹部侧 甲板非常发达
。

尾节

的形状已接近成体
,

具侧刺 1 对
,

后侧刺 3 对 ;第一后侧刺最小
,

第二后侧刺长大
,

第三后

侧刺叶片状 ;尾节末端延伸成刺状
。

尾肢发达
。

发光器
,

眼柄上和第二胸肢基部上的两对

相当明显
,

第一对腹肢简的 1 个刚刚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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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触角
,

触角刺已精短至柄部第三节的 2 /5 处 ; 两鞭进一步加长
,

上鞭的为柄部的

1
.

3 倍
,

下鞭豹为柄部的 1
.

8 倍
,

各分十数节
。

第二触角
,

内
、

外肢已分化为触鞭和鳞片 ;触

鞭由柄和鞭两部分祖成
,

柄部 2 节
,

鞭部分为多节 ;嶙片内椽呈弧状
,

具刚毛
,

外椽平道无

刚毛 ; 基肢第一节的外末角突出成长刺状
。

第二触角的分化程度在不同体长的个体中有

些不同
,

特别是鞭部的长度和节数
。

大教触髦消失
。

第一小颖基肢第二突起上的棘状刺

有 14 个
,

前排 8 个后排 6 个 ; 少数个体为 13 个
,

前排 8 个后排 5 个
。

第二小教基肢第二

节外椽的突起已极不明显
,

整个外椽形成一个隆起
,

其上除原有的 1 根羽状刚毛外另外有

3 根较短的弱状刚毛
。

第一胸肢已由辅助 口器变为正常的胸肢
,

内肢分 5 节
,

末 3 节略弯向后方
,

无鳃
。

第二至第四胸肢已初具成体的样子
,

腮仍为二分枝
。

第五胸肢内肢已挫分节
,

具刚

毛
,

但远较第四胸肢为小
,

第二
、

三节之简的弯 曲也不明显
,

鳃二分枝 ;在较小的个体里
,

内

肢仅为棒状
,

末 3 节分节尚不清楚
。

第六胸肢一般为乳头状
,

在较大的个体里为略有分肢

趋势的长乳头状 ;鳃发达
,

已有第三分枝出现
。

第七和第八胸肢的位置上只有乳头状的鳃

出现
。

前几对腹肢较为发达
,

外肢具刚毛 7一 9 根
,

内肢具刚毛 2 根
,

内附肢尚未出现
,

或仪

为一低的隆起
。

后两对腹肢较小
,

外肢具刚毛 5一 7 根
,

内肢具刚毛 1 根
,

无内附肢出现
。

第二期 (图版 v
,

图 6 , 7 )

体长 4
.

6 毫米左右
。

体形与前一期相似
。

头胸甲额板由于逐渐变窄而显得伸长
。

尾节瘦长
,

具侧刺 1 对

或 2 对
,

第二后侧刺消失
,

第三后侧刺叶片状
。

尾肢已相当发达
,

长达尾节的 4 /5
。

所有发

光器均已出现
。

第一触角
,

触角刺已精短至柄部第二节的前椽 ;柄部第一节的背面前椽有一帽椽状的

突出物 (在成体将形成齿脊)
,

平滑无齿 ;上
、

下鞭进一步伸长和分节
,

上鞭的为柄长的 1
.

8

倍
,

下鞭豹为柄长的 2
.

2 倍
。

第二触角触鞭进一步伸长和分节
,

其长度豹为嶙片的 3
.

8 倍
。

大颖触鬃不复 出现
。

第一小颗和第二小颗无明显变化
。

第一胸肢已具有正常胸肢的形态
,

但较第二胸肢为短
,

内肢第二
、

三节之简的弯曲程

度也不如后几对胸肢明显
,

无鳃
。

第二至第 四胸肢更加接近成体
,

鳃已有第三分枝出现
。

第五胸肢形态已与前几对相

似
,

但显著为短
。

第六胸肢长芽状
,

已明显地分出内
、

外肢
,

不分节亦无刚毛 (有的个体内

股顶端有一短小的刚毛)
,

鳃四分枝
。

在相当于第七胸肢基部的部位只有鳃出现
,

较小
,

四

分枝
,

腮的基部后侧有发光器
。

在相当于第八胸肢基部的部位也只有鳃 出现
,

鳃短小分为

多枝
。

腹肢进一步发育
。

前几对腹肢
,

外肢刚毛多为 10 根
,

内肢刚毛多为 4 根 ;内附肢已明
_

显地分化出来
,

姆指状
。

值得指出的是
,

在一部分个体中
,

第一对腹肢内肢刚毛的数 目和

内附肢的发育程度常落后于第二对腹肢
。

这可能是雄性个体外部性征发育的前兆
。

后两

对腹肢
,

外肢多具刚毛 9 根
,

内肢具刚毛 2 根
,

内附肢仅为一低的隆起
。

第三期 (图版 v
,

图 s , 9 )

体长 多
.

2 毫米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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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胸甲额板进一步变窄
。

尾节瘦长
,

侧刺 2 或 3 对(有的个体一侧 2 个一侧 3 个 )
,

后

侧刺 1 对
,

片状刺 (郎第三后侧刺 ) 1 对
。

尾肢发达
,

内肢可伸至片状刺的基部
。

第一触角
,

触角刺已缩短至柄部第二节的 4 /5 处 ;柄部第一节背前椽的帽椽状突起上

具齿 1一 3 个 (其中只有 1 个较长
,

其他 1 个或 2 个较短 ) ;柄部第二节的背前椽亦有 1一 3

个刺状突起 ; 两鞭进一步伸长并分节
。

第二触角鞭部也相应增长
。

大额无触髦
。

第一小

颗基肢第二突起上的棘状刺多为 巧 个
,

前排 9 个后排 6 个
。

第二小颗无明显变化
。

第一胸肢形态与后几对胸肢相似
,

无鳃
。

第二至第五胸肢接近成体
,

鳃三分枝
。

第六胸肢内肢棒状
,

具刚毛
,

末 3 节短小不分

节
,

或分节不清楚
,

其与第二节之简的弯曲极不明显 ; 外肢短小
,

无刚毛 ; 鳃四分枝
。

第七

胸肢处的鳃四分枝
。

第八胸肢处的鳃分为多枝
。

腹肢进一步发育
。

前几对腹肢
,

外肢多具刚毛 10 一12 根
,

内肢多具刚毛 5一 6 根
,

内

附肢指状
。

后一两对腹肢
,

外肢多具刚毛 10 一 11 根
,

内肢多具刚毛 4 根
,

内附肢乳头状
。

第 四期 (图版 v
,

图 10 一1 6 )

体长 5 .6 毫米左右
。

头胸甲额板进一步变窄和伸长
,

表面中央略凹
。

尾节仍具侧刺 2 或 3 对
。

尾肢发达
,

内肢伸至片状刺的基部
。

第一触角
,

触角刺精短至柄部第二节的 1 / 2 处 ; 柄部第一节背前椽的突起上具长齿

3一 4 个 ; 柄部第二节的背前椽有一弧形凹陷
,

其中有 3一斗个长刺 ; 两鞭进一步伸长并分

节
。

第二触角触鞭进一步加长
。

大颗无触髦
。

第一小额基肢第二突起上的棘状刺为 16

个
,

前排 9 个后排 7 个 ;假外肢出现
,

无刚毛
,

其顶端不超过外肢的基部 ;外肢形态无变化
。

第一胸肢与后几对胸肢相似
,

无鳃
。

第二胸肢至第五胸肢接近成体
,

鳃已有第四分枝 出现
。

第六胸肢内肢已分节完全
,

末

3 节短小
,

第二
、

三节之简略微弯 曲 ; 外肢具刚毛 ; 鳃四分枝
。

第七胸肢处的鳃仍为四分

枝
。

第八胸肢处的鳃复杂
,

分为多枝
。

腹肢进一步发育
。

前几对腹肢
,

外肢多具刚毛 12 一14 根
,

内肢多具刚毛 6 根
,

内附肢

指状
。

后几对腹肢
,

外肢多具刚毛 10 一12 根
,

内肢多具刚毛 4一 6 根
,

内附肢短指状
。

桔 藉

1
.

中华假嶙虾没有自由生活的无节幼体阶段
,

初孵化的幼体郎为后期无节幼体
。

后

期无节幼体阶段极为短暂
,

在样品中出现的数量很少
。

幼体在这一阶段还不能 自行摄盒
。

2
.

后期无节幼体翘过一次蜕皮进入原蚤状幼体阶段
,

并开始摄食
。

原蚤状幼体阶段

共有三个发育期
。

3
.

蚤状幼体阶段有四个发育期
。

从腹肢发育上看
,

出现的形态型有 14 种之多
。

但其

中只有 。, 3 , 4 ,

3’1 ,

4’ 1 和 5’ 型在数量上占优势
。

因此
,

腹肢发育的主要程式为
:

3 3
,

2

0

一 一 一
5’

4 4
,

1

4
.

第 四期蚤状幼体再趣过一次蜕皮郎进入幼体后期
。

这时第二触角已从运动器官变

为咸觉器官
,

在形态上和习性上已与成体接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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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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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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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a a n d the Y ello w Se a d u r in g the ye a r s 1 9 5 8一1 9 6 0
.

Th
e d e v elo Pm e n ta l s ta g e s a re d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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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o n s a m Ple s a n d by a n alys is o f its le n g th fre q u e n c y d is tri b u t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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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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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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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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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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