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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胚胎发育阶段中幼虫的变态过程等生物 

学问题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但生殖细胞和 

胚胎发育的趣微结构，国内、外未见报道，为了 

给育珠河蚌的蚌苗繁殖提供一些参考资料，怍 

者于 1 988年 5月至 1992年 7月对分布极为广 

泛、可用来人工育珠的背角无齿蚌的精、卵及钩 

介幼虫，用扫描电镜井结合相差显微镜观察了 

其外形和一些表面构造的超微结构特征，现报 

告 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实验 使用背角无齿蚌 [Anodonta woodiana 

elli~ica]，采 自成都郊区大面铺。 

卵子的扫描电镜标本制作，是在蚌生殖的 

旺季(4—5月)，甩开口钳将蚌壳启开，观察并 

选取外鳃略膨大、鳃间隔细密的雌性个体，用水 

洗净，切开闭壳肌，剪开斧足，用吸管吸取位于 

斧足内的生殖腺流 出来的台有卵子 的 白 色 液 

体，放人盛有生理盐水 的小瓶中，让其自然沉 

降，去掉上清液，再用生理盐水洗二次后，立即 

用 2徭 戊二醛预固定(4℃)。 

精子是在生殖季节，选取外鳃薄而均匀、鳃 

丝间隔较宽的雄性个体 ，剪开斧足，从生殖腺流 

出物中，吸取少量置离心管中，加生理盐水稀 

释，离心洗涤 3次 (1 000转，分)后，移入小瓶 

中，立即用 2％ 戊二醛预 固定(4℃)。 

钩介幼虫的取材，是先甩开口钳启开贝壳， 

选取外鳃肥厚、膨大、呈棕褐色的雌性个体 ， 

用水洗净，切开闭壳肌 ，剪开外鳃，此时可见到 

有足丝的钩介幼虫，用吸管或镊子取少许置小 

瓶中，用生理盐水分散，洗涤后也用 2徭 戊二醛 

预固定(4℃)。 

精、卵、钩介幼虫预固定 24小时后，用生理 

盐水洗涤，再用 1字刍镊酸固定 1小时，生理盐水 

洗，以 2啄单宁酸浸泡 1小时，生理盐水洗，1％ 

镊酸再后固定半小时，生理盐水洗后，逐级浓度 

丙酮脱水，逐级醋酸异戊酯置换后，临界点干 

燥，镀金后怍扫描电镜观察及摄影。 

2 结 果 

2．1 精子 

在扫描电镜下观察到精子有椭圆形的头和 

细长的尾(图 1，见图版 I，下同)。头的直径约 

为 1．6×3．3锻米。头部由顶体帽、顶体后区、 

核区和颈部组成。顶体帽(图 2：A)圆突、光滑； 

顶体后区有不规则的褶皱 (图 2：B)，多数精子 

在顶体后区有一突起(图 l、2：督)；核区比顶体 

后区小，外形呈扁金瓜状(图 2：c)；颈部短而 

窄，呈环状(图 2：十)。 尾部细长为线状 ，分为 

中段、主殷、终段 (参考哺乳类精子模式表示 

法)，河蚌精子多数情况下观察到在中段有一弓 

形结构(图 1：午)，此构造易折断(图 2：午)。 

2．2 卵子 

卵子呈圆形、卵原细胞直径约为 5微米，初 

级卵母细胞直径为 20—50微米，次级卵母细胞 

直径为 50—1 50微米。初级和次级卵母细胞在 

扫描电镜下均可见到圆形的卵黄粒。成熟的卵 

母细胞直径为 1 50—2OO微米，有大量小球状卵 

黄粒积累。在一个个体的生殖腺中，同时可见 

到由卵原细胞发育成不同程度的初 级 卵 母 细 

胞、次级卵母细胞、成熟的卵母细胞。成熟的卵 

母细胞表面不太光滑，略有皱褶，有的能观察到 

受精孔，孔的开口是斜向的，整个孔呈鱼篓状 

(图 3：n)。 

2．3 受精卵及钧介幼虫 

雌性河蚌的卵在内脏团生殖腺中发育成熟 

后，从生殖孔排出，经鳃上腔进入外鳃瓣的鳃水 

管内。 雄蚌从生殖孔排出的精于经过鳃上腔， 

从 出水管排 出体外，精子随水流而进入雌蚌入 

水管，经鳃小孔再进入外鳃瓣水管中，在此与卵 

子受精。因此河蚌的外鳃称为育儿囊。受精卵 

是陆续发育成熟和排出，因而外鳃随着卵的数 

量增多，胚胎发育的进展，使外鳃逐渐肥厚、瞄 

大。 

从外鳃中同一部位取 出的受精卵，在扫描 

电镜下，观察到一系列的变态过程。精子从受 

精孔穿人卵后，卵外面微微隆起一层薄膜，即受 

精膜，当出现第一极体时，受精卵可见到一小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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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圈 4： )。 卵裂开始时，植物极伸长，使卵 

子成为梨形。第 1、2次卵裂为不均等分裂，以 

后的分裂从细胞大小上看不出明显的差异。在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到胚胎在一端形成纤 毛 盘， 

使胚胎在卵膜内旋转。 

胚胎发育到原肠胚后 ，周围的表皮细胞体 

积变得比其它细胞大得多。 其后胚胎很 快 形 

成。贝壳。从原肠胚到破膜前，胚胎都一直呈 

钟罩形，即腹方椭圆、背方平直，随着胚胎进一 

步发育，体积愈来愈大，并与卵膜靠近，此时在 

胚体中央形成了细长的足丝，附在壳外时呈绳 

索状(图 5： )，最后胚胎破膜，形成在普通光 

镜和相差显微镜下能清楚观察到的两壳一张一 

台的钩介幼虫。 

破膜的钩介幼虫，体积逐渐增大 ，形态结构 

逐渐发生变化。从正面观，背方仍然平直，腹方 

由椭圆变得尖突(图 6)。 尖端逐渐形成小的齿 

状突起。再发育晚些的幼虫，从侧面观察到腹 

缘有较长的锯齿状突起。 腹面观突起呈 犬 齿 

状，排列集中、紧密，一般为 3—4行，大小不等 ， 

中部的大而长，外围的短 而小。齿状突起集中 

分布的位置距头部(钝圆端)近 ，距尾部 (尖圆 

端)远 (图7：午、t)。 贝壳的腹缘从突起集中 

区向两端还分布有小的棘突 (图 7：▲)。 小突 

起从集中区向尾部延伸的距离较头部更长。在 

壳张开的幼虫能看到闭壳肌、足丝等内部器官 

和结构。 

已破膜的钩介幼虫的贝壳上有许多大小不 

等的孔穴，高倍放大后观察到孔穴排列不规则， 

深度不一，在孔中央和周围有一些无定形的 白 

色点状物分布(圈 6、8：十)，在距孔较远处一般 

则少或无。 

3 讨 论 

3．1 河蚌的精于在扫描电镜下观察到，分 头、 

颈、尾三部分。头部呈椭圆形，其形状与低等脊 

椎动物差异较大，而与哺乳类精于较相近，特别 

与人的精于正面观很相似。但头部各部分与人 

的精于相比又有显著的不同，如人的精子靠近 

强部较粗，朝向顶端逐渐变细，顶体帽包绕核约 

2／3 。而河蚌的精子前后端大小较一致，顶体 

帽仅覆盖头部的 1／4。 近年来研究者十分重视 

顶体的研究，已知它是由高尔基体形成的溶酶 

体，含有多种永解酶，其作用是与卵接触时释放 

出其中的酶，为卵子入精打开通道。河蚌精于 

顶体帽小、含酶少，顶体后区又有一形似吸盘的 

突起，它可能在受精时起着吸附卵子的功能，这 

两者是河蚌精子人卵容易，繁殖力强的表现。河 

蚌精子核区呈金瓜形，这可能与细胞核多呈分 

叶状 有一定关系。 

河蚌的精子尾部，从前到后粗细都较均匀， 

中段不象人的精子中段集中许多线 粒 体 而 粗 

大，这可能与河蚌精子是顺水流进入外鳃，而与 

早已排到此处的卵子相遇而受精，因此精子不 

需要更多能量提供就能完成受精作用，鼠而勿 

需许多线粒体去完成这一生理功能，所以在外 

观上尾部的粗细从前到后变化不大。主段、中 

段、终段是借用哺乳类精子模式表示法来表示 ， 

是否恰当还可探索与讨论。河蚌精子在离头部 

较近处有一弓状结构为其突出的特征，它的生 

物学意义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 

3．2 同一个体生殖腺的同一部位取出 的 卵 和 

外鳃中同一位置取出的钩介幼虫，在扫描电镜 

下观察，其发育程度有很大差异，即在生殖腺中 

可见到从卵原细胞到成熟卵子的一系列 类 型， 

在外鳃中可见到从受精卵到形成足丝和钩，即 

已破膜的钩介幼虫。 表明此蚌的生殖细胞和胚 

胎发育都是分期分批进行的。在生殖季节，褶 

纹冠蚌可排卵 2—3次，三角帆蚌可排 l0余次， 

背角无齿蚌气候适宜终年可进行繁殖，精卵分 

批成熟和排放，对人工繁殖是十分有利的。 

3．3 河蚌的幼虫成熟后，从外鳃排出，用腹缘 

形成的钩状突附着在螃皱 (Rhodeus dnensis)、 

石蛹 (Pseudoperltampus)、鲡 (Acheilognathus) 

等的鳃和鳍的皮肤表面上，鱼的皮肤困受刺激 

产生分泌物而形成被囊，将钩介幼虫埋没在其 

中，钩介幼虫用胚体外套膜表皮细胞吸收鱼的 

上皮组织作为营养。所以蚌胚胎发育中两壳铡 

缘形成的钩，是实现寄生生活史中去完成变态 

所必需的，由于成体的不需要，因而在变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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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钩状突、足丝等又逐渐消失。 

钩介幼虫的壳上有许多：J~TL(图 6、8)，这 

些孔的附近白色无定形分泌物较多，这些孔隙 

是幼虫早期外套噤豹分泌物形成贝壳时，因钙 

化不完全留下的空渝，外套膜的分泌物继续通 

过小孔从内向外排出继而不断钙化填满 孔 隙， 

所以随着变态的发展过程，孔隙逐渐减少。从 

厂  

鱼身上脱落的幼蚌，这些孔隙则基本上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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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花蛛在落叶松人工林内生物学 

及作用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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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三突花蛛在东北地区一年一代，越冬龄期不盔齐。在落叶松林内，早春上耐捕食害虫。 6月中旬 

后，下迁至林下的灌本丛和草上，在植物叶上做囊产 谈幼蛛自孵化起至越冬前，不再主动向高树冠 

部迁移，而仅在灌术、草上厦小树上活动。三突花昧能捕食多种林木害虫，在早春，其种群密度往往高于 

其它害虫夭敌 ，是一种极有剥甩前途的天敌。 

美铀词
．三 兰竺 蔓生堡 盟  

三突花蛛 nisuraenops tricuspidatus(Fa． 

brlclus)是落叶松林内一种常见的害虫天敌。但 

在林业上，尤其是在落叶松人工林内，其生物学 

尚未见报道。 为更好地 利用天敌资源，有效地 

骑治落叶松害虫，笔者于 1989年至 1 991年在 

吉林省敦化市进行了初步研究。 

l 形态 

成蛛 雄蛛体长 2．6—4．Lmm，头胸部边缴 

深棕色，前 2对足上有深色环纹。 雌蛛 体 长 

3．5—5．1mm，头胸部绿色，腹部近三角形，末端 

横宽。 

幼蛛 幼龄幼蛛腹背无斑纹，具较长刚毛。 

近成蛛时，腹背有明显或不明显的“+“或“丰” 

型棕色斑。雄蛛较雌蛛少一龄。各龄幼蛛形态 

相差不大。 

卵囊和卵 卵囊白色，由非牯性蛛丝构成 ， 

约 7ram。卵粒扁球形，白色微绿，直径约 O．88 

mm。每个卵囊内含卵 10粒至上百粒。 

2 生活史和生物学特性 

三突花蛛在吉林省敦化落叶松人工林内一 

年一代． 各龄发育不甚整齐。 年生活史觅表 

1o 

5月上旬在落叶松林下草和 灌 木 丛 中 活 

动，随后向上迁至落叶松树冠上。此时，雄蛛绝 

大部分性发育巳成熟，而雌蛛仅极少数性成熟， 

大部分蛛处于亚成蛛，尚有少数幼蛛。三突花 

睐以爬行为主，幼蛛可借蛛丝“飞航”，游弋于树 

冠中，捕食落叶松大蚜。球蚜和兴安落叶松鞘 

蛾幼虫。 此时落叶松害虫的其它天敌尚 未 活 

动，所以在落叶松树冠上，三突花蛛成为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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