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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蟋蟀的雌性生殖 系统主要由一对卵巢，一对榆卵管，一个生殖腔和一个受精囊组 

成．卵巢黄 色，由约5O根卵巢管组成．卵巢管属无滋式，主要 由原卵匿和卯黄区组成．卵子 

发生的动态是；一龄期，卵巢管仅具一些卵原细胞；二～四龄期，卵母细胞的体积迅速增 

大，开始逐步沉积卵黄；五龄期，卵母细胞中卵黄沉积结束，胚泡膜破裂，其中的细胞核迭 

成熟分裂期，成熟的卵子冲破卵管塞进入输卵管，残留的卵泡细胞则退化解体，不形成 

黄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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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普 通 蟋蟀 ，又名 斗蟋 (Scapsipedus rni~-ado nM ￡c ) 隶属于 直翅 目(Orthopter) 螽 斯亚 目 

(Ens Lfera)，蟋蟀总科(Grylloidea)，蟋蟀科(ryllidea)．它既是一类农业害虫、又是一种玩赏昆虫，同时 

也是昆虫药材 ．对蟋蟀的饲养、鸣声、行为等的研究 国内外已有不少报道 ，而蟋蟀生殖腺发 

育的研究尚未见有详细报道．本文研究了蟋蟀雌性生殖系统构造和卵子发生的动态过程．为进一步 

了解蟋蚌的生殖生物学理论，以及防治和利用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昆虫卵黄发生的研究提供 

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实验用蟋蟀卵由上师大生物系沈水根老师提供，共600粒．孵化后，每隔10天取材一次，70 酒 

精固定，取出卵巢，分别用目镜测微尺测量其大小后再次固定于 Bouin’s液中，酒精梯度脱水 ，二甲 

苯透明，常规石蜡包埋与切片，切片厚度6f*m，Ehrl[ch氏苏术精一伊红对比染色，日产 Olylllpus PM— 

t0AD显微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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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蟋蟀 的雌性生殖系统 (图1)由成对的卵巢(or)和输 

卵管(od1)以及一个生殖腔(gc)、受精囊(sp)组成．卵巢 

前端有悬韧带跗着于中胸背膈 ，后端连接输 卵管(od1)． 

在第七腹节处二条输卵管分别通人生殖腔(gc)．生殖腔 

的背面有一条受精囊管(spm)，管的末端是一个蚕豆形 

的受精囊(sp)．生殖腔后形成较为狭窄的阴道，终止于 

产卵管的开 口处，其周围为产卵瓣． 

蟋蟀卵巢随着龄期的增加而逐渐增大，颜色也随之 

加深(表1)． 

2 1 卵 巢 

围 1 蟋蚌雌性生殖系坑背 面观 

表 1 备龄期鲫巢的大小(长径×短轻)(单位：[tm 

蟋蟀卵巢(图2)由许 多卵巢小管聚集而成．外被黄 

色结缔组织膜．卵巢小管 间充填着疏松结缔组织．每 

根正在发育的卵巢小管包括最上端细长的端丝(tf)和 

含 有 许 多 正 在 分 裂 的 卵 原 细 胞 (oog)的 原 卵 区 

(germarium，grin)，以及含有不同发育时期的卵母细胞 

(OOC)的卵黄区(vitel[arium，vt1)．每一卵母细胞被包围 

在 个具有显著卵泡细胞(fc1)层的卵室内，随卵母细胞 

的生长发育，卵黄 区延伸成一系列由小而大的卵室(egg 

chamber，eC)．由于卵母 细胞是由卵原细胞不断产生的， 

因此第一个卵母细胞应位于卵巢管最下端的卵室内．也 

就是卵黄区中最先成熟的卵母细胞． 

2．2 卵子发生 

根据各龄期卵巢连续切片的观察： 

一 龄期(图版6)，卵巢小管只包含原卵区．卵原细胞 

呈圆形 ，胞径约5 m．核圆而 大，直径约4．核质比0．8± 

9．1．细胞质少，呈嗜碱性．周围无卵泡细胞包裹． 图2
一 根卵巢小管 

二龄期(图版7)，开始出现卵黄区．由卵原细胞刚分 

化形成的初级卵母细胞，呈圆形，胞径约6tzm．核由于核质增多而膨大成胚泡，直径约5gm，染色浅 

内含颗粒状染色体．核仁一个，圆形，直径约2／*m．细胞质增多，表现为强嗜碱性，有少量卵黄积累 

卵母细胞被单层扁平卵泡细胞所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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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龄期(图版8)，卵巢小管包含原卵区和卵黄区．卵室中的初级卵母细胞体积不断增大．呈圆 

形，直径约]1～d0 棱圆而大且中位，直径约6～22~Lm，染色体颗粒状．胞质囡卵黄物质的积累而 

增大 ，嗜碱性较强． 

四龄期(图版9)，卵巢小管包含原卵区和卵黄区．卵室中的初级卵母细胞囡卵黄继续积累而进 

一 步增大．呈卵圆形，胞径约50～53 m．胞质嗜碱性有所减弱．核由于卵黄的挤压移至细胞边缘．直 

径约28～35gm，卵母细胞周围的卵泡细胞圈更加明显，每一卵室的末端由卵泡细胞组成的卵管塞 

封闭，所有 的卵巢小管最后都通人输卵管． 

五龄期(图版10)，卵巢小管包含原卵区和卵黄区．原卵区的卵原细胞(图版1)排列密集，正处于 

有丝分裂期 ，圆形或不规则形 ．直径约5～6#m，核径约4～5／zm，核质 比为0 8=0．1．卵黄区由一系 

列由小而大的卵室组成，其中的卵母细胞处于不同的发育程度 初级卵母细胞(图版2)由卵原细胞 

刚刚分化形成，呈圆形，胞径约7~fiS#m，核膨大且居中，直径约5~38gm，内含颗粒状染色体．胞质 

中有少量卵黄颗粒，表现为强嗜碱性．周围是单层扁平卵泡细胞圈．发育后期的初级卵母细胞(图版 

3)呈卵圆形，或略不规则形一细胞长径约93～100~*m，短径约63～6 【nl卵黄颗粒变大，分布于胞质 

周缘部位，近胞桉的卵黄颗粒仍细小而均匀，胞质嗜碱性减弱．核移至细胞边缘，直径约30～38 

卵泡细胞变为柱状．成熟期卵母细胞(图版4)卵圆形 或由于相互挤压而呈不规则的多边形 ，长径约 

98～113gm，短径约80～100tim，胚泡膜(即桉膜)已破裂 ．胞质中大颗粒卵黄物质增多，胞 质表现为 

嗜酸性 其周围的卵泡细胞柱状，且具分泌作用 成熟后期卵母细胞(图版5)横切面近 圆形，胞径约 

163gm，胞质中卵黄颗粒大、白色空泡多，胞质强嗜酸性．卵泡细胞被撑压成扁平细胞层，此时卵细 

胞与卵泡细胞互相脱离，以便前者排出．最后成熟的卵子冲破卵管塞进入输卵管，而残留的卵泡细 

胞则退化解体，不形成黄体(图版3)． 

3 讨 论 

蟋蟀的原卵区内没有卵原细胞分化出来的特殊滋养细胞，所以属于无滋式卵巢管．据报道一 ， 

这种类型的卵巢管较原始，但目前许多昆虫仍保持着这种型式．如直翅目的蝗虫． 

卵细胞发育早期，胞质嗜碱性很强，以后逐渐减弱，到成熟期卵母细胞向嗜酸性转变，至成熟后 

期则成为强嗜酸性．Mahowald曾提出，胞质的强嗜碱性可能是由于胞质 中富含 RNA，而嗜碱 陛减 

弱则可能 由于嗜酸性卵黄物质增多后引起 RNA稀释所致u ．我们也这样认为，由于 RNA 在卵黄 

物质形成和积累中起重要作用，因此在卵黄物质台成前有一个 RNA在胞质中大量积蒙的过程 

当卵黄发生时，卵母细胞核开始膨胀 ，转变为胚泡(即卵细胞核)，卵黄沉积阶段结束时，胚泡膜 

破裂(图4)．RAVEN 也观察卵母细胞核在卵黄发生时增大，并在卵母细胞生长期中出现有节律的 

振荡活动，认为在进行生物合成和分泌活动．我们则推测卵母细胞核参与了卵黄的形成． 

伴随着卵母细胞的不断发育增大，包围在卵母细胞外的卵泡细胞由最初的扁平上皮细胞(图版 

2)转变成具分泌能力的柱状上皮细胞(图版3，4)，最后又被撑压成扁平形(图版5)，故推测卵泡细胞 

为卵母细胞的发育提供营养，并参与分泌形成卵壳． 

黄体 是产卵后遗留在每一卵巢小管末端的一群退化的空卵泡，已证明黄体的出现和卵的成 

熟有直接的关系．蟋蟀的卵子冲破卵管塞进入输卵管，残留的卵泡细胞则退化解体，不形成黄体c图 

版3)．这种现象可能与该虫经济利用养料、避免大量黄体堵塞卵管有关，有利于排出成熟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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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与说明 

i五龄卵巢横切，示处于有丝分裂期的卵原细胞(×250) 

3五龄卵巢横切．示发育后期的初级卵母细胞(×Z50)； 

5五龄卵巢横切 ，示成熟后 期卵母细胞(×Z50)； 

7二龄卵巢横切 ，示卵原细胞、初级卵母细胞 (×250)； 

9．四龄卵巢纵切 ，示卵黄区、卵管塞、输卵营 (×125)； 

2五特卵巢横切．示初级卵母细胞 (×2 50)； 

4．五特卵巢横切．示成熟期卵母细胞 (×2 5O)； 

B一特卵巢横切，示卵原细胞(×500)； 

B三特卵巢纵切，示原 卵区、卵黄区、端 丝(×i2 5)i 

i0．五龄卵巢纵 切 示 卵原细胞 、初级卵母 细胞 (×i2j 

G 原卵区 v：卵黄区 P：卵管塞 O：输卵管 T：端墼 g：卵原细胞 c 卵母细胞 

f：一群正在退化解体的卵泡细胞 n：卵细胞柱 Y：卵黄颗粒 v：白色空泡 一：卵泡细胞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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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e of the femal e Reproductive System and 

oogenesis in Scapsipedus micado saussure 

W U W ei 一ZHAO Yun long 

(1 Co rtege nf Life and Enviroment Science．Shanghai Teachers Univer~ty，Shanghai 200234，China 

2．Department of Bio[ogy，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na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 The m ~tare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is composed of overies I[alera[oviduets， genita[chamber and 

spermathca The panoistic ovarioIe maln[y consists of germarium and vitellarium．The oogenesis of the Scapsipedus 

micado saossure is as fol Lows：In the first instar，the ovarie only consists of~,(irue oogonia During the second to the 

fou rtB[nstart the oogonias continue in mitotic and the oocytes increa~ their volume when vitel[ogenesis Begins．In the 

fifth instar·the oocytes~tore in lower egg chambers are fully developed by the end of the vitellogenesis At htst．the 

raft'[ure eggs rush off the p Lug into the oviducts． 

Key words：Scapsipedum micado saussure~F'emaIe reproducfive system ；oogenes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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