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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性腺组织切片观察与繁殖行为观测相结合的方法，对温室养殖中华鳖的性腺

发育进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温室中养殖的中华鳖不仅生快速度加快，而且性腺发育也提早。中华

鳖在温室[气温(33士O. 5)'C.水温(31士O.的'CJ条件下饲养10个月时，雄鳖的卵核完全移至动物

极并贴近卵膜，雄鳖的精巢内已有大量的精子生成，切开输精管有大量乳白色的精液流出.峻鳖性

成熟年龄为21个月，雄鳖性成熟年龄为10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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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鳖(Trionyx sinensis)以其丰富的营养，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野生中华鳖，由于受

生长季节和饵料的制约，生长特别缓慢，性成熟时间晚，繁殖力低，在天然条件下不易形成规模

产量，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湖南省汉寿县特种水产研究所将野生中华鳖进行池塘养殖，在饵料

充足的情况下，生长快速【刘 简和刘楚吾1990J。池塘养鳖通过人工强化培育，虽体重增加很

快，但性成熟年龄并没有明显缩短，通过对湖南的野生和人工常温条件下饲养的中华鳖性腺发

育组织学切片观察，其性成熟年龄一般为4冬龄(4+)，池塘人工养殖的雄性在3冬龄(3+)可达

性成熟[刘 简等1984J.利用温室养鳖进一步加快了生长速度，大大地缩短了商品鳖的养殖
周期〔曹杰英和刘希泰1994，章 剑1995J。然而，中华鳖在温室条件下饲养，其性腺成熟是否

提早，尚未见报道。据此，作者于1994""""1996年在人民大院农场开展了温室条件下稚鳖快速养

成亲鳖的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1.1 稚、幼鳖的温室养殖条件及方法

试验用温室5栋，每栋面积为420""""635m2 ，共计2470m2。每栋温房内建有上下两层小格温

池，下层每个温池12m2，上层每个8m2，水深35cm。试验从体重(9士l)g的稚鳖开始，养成次年6

月份平均体重达(385土65沽，然后在高温季节转到室外进行成鳖养殖。共需12""""14个月饲养，

1998-06一15收到



4期 章龙珍等: 温室内中华鳖性腺发育的研究 295 

即可达到成鳖规格。试验初期的稚鳖放养密度为26只1m2，温室内气温控制在33"C士O. 5"C，水

温31. 5"C土0.5"C。每天上、下午各投喂→次配合稚鳖饵料，当稚鳖长到150�200g的幼鳖时，

进行分地饲养，放养密度为20只1m2。每周用一次抗生素、消毒剂等药物进行水体消毒，每隔10

�15天换一次水，每隔20天投喂一次药饵。

1.2 亲鳖的饲养及繁殖

1995年6月11日出温池的鳖，在室外池塘中继续饲养3个月，选出体重在(0.65土0.05)kg

的雌鳖432只，雄鳖80只作为亲鳖进行室外培育。亲鳖地为1200m2，水深1.8m。在产蛋前期和产

蛋后期，每天上午投喂猪肝，下午投喂切成块的链鱼肉，每隔10�15天换水30cm。每隔20天用

-次药饵。每30天用生石灰对养鳖池消毒一次。在鳖池向阳一端建有产蛋棚，铺有20cm厚的砂

子，相对温度控制在80%范围。产蛋季节统计产蛋窝数、产卵数、受精率和孵化率等。

1.3 性腺发育观察

分别在4月龄、5月龄、8月龄、10月龄等4个阶段取样，每次随机取雌雄各两只，进行生物学

测定和解剖观察取样，卵巢和精巢分别用Bouin氏液固定，然后包埋切片，H.E染色，并作显

微摄影。性腺的划分参照刘 简等的方法[1984J进行。

2 结果

2. 1 温室养殖稚、幼鳖的生长及成活率

稚鳖经过4.4个月的饲养，平均体重达到(175土25)克，成活率达到88%。分地后继续饲养

5. 6个月，平均体重达到085士65)克，成活率达到96%，见表1。

表1 温室养殖稚、幼鳖的生长及成活率

Tab. 1 Growth and survival rate of Chinese turtIe juvenile cuItured in hothouse 

放养日期 规格
(g/ind) 

1994.8.8 8�10 

1994.12. 20 150�200 

密度
(ind/m') 

26 

20 

饲料品种
饲养天数 平均体重饵料系数 成活数(只)(月 ， �.� � " " (g) 

稚鳖饵料 1.8�1.9 4.4 

幼鳖饵料 2. 1 �2. 2 5.6 

176 

169 

175::f::25 

385士65

2.2 温室养殖中华鳖的性腺发育

2.2.1 雌鳖的性腺发育

成活率
(%) 

88 

96 

(1)初级卵母细胞期。当年孵出的幼鳖，经过4.4个月的饲养，性腺已发育到初级卵母细胞

期。这时期的性腺肉眼很难区分雌雄，切片观察卵核受到空泡和液泡的挤压偏向卵膜，卵膜外

包被着一层滤泡和→层营养泡(图版1)。

(2)生长卵母细胞期(小生长期)。当幼鳖在温室中饲养8个月后，性腺已经发育到小生长

期，肉眼己能观察到白色的卵粒，卵径约O. 7�lmm。这时期的卵母细胞，由于液也破散成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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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液泡，液泡和空泡逐渐消失，被挤压的卵核又回到卵子中央〈图版-2)。这时期的卵子在卵核

上能够清楚地看到多个核仁和灯刷染色体(图版-3)。滤泡外的营养细胞层增至2--3层，在营养

细胞层上有许多小囊生成(图版-4)。由生殖上皮分化出的卵源细胞构成卵索，为不断地增加初

级卵母细胞打下基础(图版-5.的。
(3)生长卵母细胞期(大生长期)。当鳖在温室饲养到10个月时，性腺发育非常快，大部分卵

母细胞处于大生长期，少量的卵母细胞进入成熟期。从解剖的性腺看，这时期的卵巢存在着大、

中、小三个发育不等的卵粒，小的卵粒处于初级卵母细胞期，中等的卵粒，卵径在3--6mm.处

于大生长早、中、晚期。大生长早期卵核己逐渐偏向动物极(圈版，们，卵黄颗粒在卵周开始积累

(图版-8)。大生长晚期，卵核巳偏至动物极〈图版，的。在大生妖的中期和晚期，滤泡外的营养细

胞层非常发达，小囊增大、变长，里面储存着大量的营养细胞〈圈版-10)。当这些营养细胞长足

时，在滤泡细胞的分泌作用下，从小囊内释放出来，通过微绒毛运输到卵膜上，这时卵膜已经消
失(图版-11--14)。

(4)成熟卵母细胞期。当营养细胞消化吸收完后卵膜又恢复出现，卵膜的厚度随着增加，紧

贴卵膜的卵黄颗粒非常细小，这时期大的卵径已达9--10mm.进入成熟期。此时卵核紧贴卵膜
(图版-15--17).掘泡外的蕾养细胞层处于不活跃状态，小囊内的营养细胞转移到供给初级卵

母细胞生长，只有少量的营养细胞还继续供给卵子，直到卵母细胞长足为止。长足的卵子卵径
在17--20mm。
2.2.2 雄鳖的性腺发育

(1)初级精母细胞期。在温室饲养4.4个月的雄鳖，性腺呈透明状，长1.6mm。切片观察曲

细精管管腔已经形成，管腔中生长着初级精母细胞(图版-18)。

(2)次级精母细胞期。当雄鳖经温室饲养5.6个月后，性腺已发育到次级精母细胞期，曲细

精管内由次级精母细胞和少量的初级精母细胞组成(图，版-19.20)。

(3)精细胞期。当雄鳖在温室饲养8个月以后，性腺已发育到精细胞期，曲细精管内充满精

细胞，有的还出现少量的精子(图版-21)。

(4)精子的形成期。当雄鳖在温室饲养10个月后，精巢呈肾形，乳白色，长和宽分别为

35mm和15mm.重饵，输精管切开后，流出乳白色的精液。切片观察，曲细精管变长、变宽，管腔

中充满精子(图版-22)。

2.3 亲鳖的饲养及繁殖

挑选出的432只亲鳖经过室外池塘中养殖和越冬后，次年成活率达100%。在产蛋前期，加

强饲养管理，投足饵料，亲鳖于1996年5月24日开始产蛋，产蛋时间一直延续到10月5日。随着气

温和水温的升高，产蛋的窝数和产蛋的枝数逐渐的增多，在8月中旬达到高峰期(图1)。整个繁
殖期，共产卵1478窝，获受精卵13878枚，孵出幼鳖12622只。平均每只产3.4窝(41.1枚)(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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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级卵母细胞，白色箭头示初级卵母细胞核，黑色箭头示空泡.XI3.2. 2.小生长期卵母细胞，白包箭头示卵
核. X 13.2. 3.箭头示卵核中灯刷染色体.XI32. 4.箭头示营养泡层上形成的小囊.XI32. 5.黑色箭头示自
卵索生长的卵原细胞.X 66. 6.黑色箭头示卵索，白色箭头示液泡. X 66. 7.大生长期卵母细胞，黑色箭头示卵核
XI3.2. 8.箭头示卵黄颗粒在卵周开始积累.XI3.2. 9.大生长晚期，箭头示卵核移至动物极.X33. 10.箭
头示营养泡层和营养细胞，XI3.2. 11.图10放大，箭头示小囊内长足的营养细胞.X66. 12.白色箭头示卵膜上
形成的通道，黑色箭头示营养细胞从小囊内释放出来，横切片.X66. 13 白色箭头示卵膜上形成的通道，黑色箭头示
营养细胞，纵切片.X33. 14.卵膜上的通道逐步愈合，X33. 15成熟卵母细胞期，箭头示卵核.XI3.2. 16. 
图15放大，箭头示卵核贴近卵膜，X66. 17.白色箭头示卵核 .黑色箭头示营养细胞.X66. 18.初级精母细胞.X
66. 19.初级精母细胞进入成熟分裂前期，箭头示初级精母细胞核处于祖线期.X 132. 20.次级精母细胞. X 132. 

21.精细胞，少量的精子已形成.X 66. 22.精子形成期的精子.X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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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亲鳖产卵时间与产卵数量的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wning time and spa而ling quantity of Chinese tur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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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养鳖能够提早性成熟

温室养鳖，打破了鳖的冬眼习性，延长生长周期，达到了提早性成熟。在温室中饲养4.4月

龄的帷鳖，性腺发育已达到初级卵母细胞期。饲养到8月龄时，性腺发育达到生长卵母细胞期的

小生长期，这两个时期性腺发育的速度比自然条件下鳖的性腺发育分别快5个月左右。从小生

长期的卵母细胞发育到卵核完全移至动物极，在温室条件下仅需2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时期

的性腺发育在整个生殖细胞成熟过程中发育最快，而自然条件下从小生长期的卵母细胞发育

到卵核完全移至动物极需2年朗上时间[刘 销等 1984J.这就是温室养殖鳖能提早性成熟的

关键所在。卵核完全偏移的卵子并不能马上产出，还需经过漫长时间的卵黄积累，直到卵子直

径长足到17-20mm 时才能产出，这是中华鳖性腺发育的一个特点。从组织切片可以进一步观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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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卵核完全偏移的卵子滤泡细胞外的营养细胞层变成一层，小囊内只有极少量的营养细

胞，大部分的营养细胞转移到供给初级卵母细胞的生长，要达到卵子长足，还 需要较长时间，这

段时间在整个生殖细胞发育过程中是最慢的。从温室出来的鳖，经过池塘4个月的饲养，随着气

温和水温的下降，鳖进入自然越冬状态，到第二年的5月下旬开始产蛋，这段时间为11个月，加

七温室养殖的10个月，雌鳖的性成熟年龄为21个月，如卵核完全偏移的雌鳖继续在咀室中饲

养，只 需要5�6个月的时间卵子就能长足产出，性成熟年龄会缩短到17个月左右。因为鳖属多

次产卵类型，只要温度、饵料满足就能不断地产卵。

雄鳖经温室饲养10个月已完全达到性成熟，在输精管中有大量乳白色的精液。性成熟年龄

要比自然条件下提早38个月，自然条件下雄鳖精巢内有精子生成需4冬龄[刘 药等1984J。

3.2 关于温室养殖鳖繁殖力和卵子质量问题

经过温室及室外池塘养殖的亲鳖，初次产卵时每只平均产3.4窝(41.1枚)，每窝平均12枚，

其受精率和孵化率分别达到78.2%和90.9%，这些都高于自然条件下[莫伟仁等1990，曹杰英

和张全成1990J，证明温室养鳖对繁殖力没有负面影响。

温室养殖的鳖，在早期的卵母细胞中，除了液泡外还有些大小不等的空泡，这是否因为谧

室养鳖生长速度过快，原生质积累跟不上所致，有待进一步研究。性腺发育进入大生长卵母细

胞期后，大部分空泡消失。在解剖的亲赞中，看到生民卵母细胞期有极少量的卵子卵黄积累出

现空缺，这部分卵最后都死掉，类似自然条件下的闭锁卵泡[刘 岛等 1984J。

通过组织切片和生产实际观察，证明温室养鳖可以提早性成熟，这为利用温室培育亲鳖，

大规模繁育鳖苗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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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l'RACT Isy mean!! ùt nucrωωþlC E:xf1mination and ob�ti崎on I!Ipawning f1ctiví

tie!!. thE: gùnadf11 devt:lùþmE:nt ùf Chme!!E: turtle， Tricmy:r sinρuú， cultured in hothouse wa!! 

10v出tigated. T. �i"enu culturE:d 10 hùthou!!E: not only grt:V\' fa!!ter but also reached to mf1turí… 

ty much E:f1rlit:r thf1n dJd wild ùnE:b. Ifl hùtho�!!e， the indoùr tt:mþeraturE: and the temperf1ture 

of þùnd water!l WE:re f1t (3:1.0士。. E;) 0(; afld (31. ()土。. 5)'(; re!>pt:ctivE:峙， cultured mf1lE: Chi

nt:!!E: turtle maturE:d at 10 mùflth!l o{ f1gE:， and femf1lE: f1t 21 mùflth!! ùf agE:. WhE:n female!l 

wt:re 1 Ù month old， their nüclE:u!o ùt oùcytE: movE:d tù thE: ammf11 )JùlE: E:ntlrE:ly f1nd þre!>!lE:d 

clù!!e to the oolemmf1. Mùrt:ùvE:r， thE:rE: WE:rE: a lùt ùf !lþE:rma f1þþE:armg 10 tht: bþermE:r1E:� ùt 

10 month ùld mf1IE:!!， afld thE:rE: V\'ert: f1n f1bundf1flCE: ùf V\'hltE: bþE:ratic hU1d ù�tflùwlflg lf thE:lr 

!!þt:rmaduct Wf1!1 cut otf. Ef1ch cülturE:d adlllt tE:malE: �þawnE:d :S. 4 tl宵lE:� 10 f1 veragt: d llrlrlg ÙflE: 

!!pawning !lea!lon f1nd averf1gE::Jy臼þf1WflE:d 1� E:gg!> E:ach !>þaWf11flg f1Ct1Vlty， tht:reforE:， E:ach {E:

mf1le could spawn 41. 1 egg!o lfl a\'E:rage fùr a yE:ar. 

KEYWORDS Tnω!y.x �tnemt品， gùfl8df11 dt:\'E:lùþmE:nt， hùthou!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