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0 卷 第 4 期
1 9 9 9 年 7 月

海 洋 与 湖 沼
O C E A N O LO G 】A E T L IM N O LO G 】A S IN 】C A

V o l
.

3 0

Jul y
,

N 6
.

4

l夕9 9

长毛对虾精子的发生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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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于 1 9 89一 1 9 94 年每年 4一5 月
,

在福建省漳浦县海区采集长毛对虾
,

以雄虾精巢为材

料
,

应用光镜和电镜技术研究长毛对虾的精子发生情况
。

结果表明
,

长毛对虾精子的发生可划

分为精原细胞
、

初级精母细胞
、

次级精母细胞
、

精子细胞及精子 5 个阶段
。

精原细胞染色质呈

团块状分布在核内膜
,

胞质电子密度低
,

呈嗜酸性
,

细胞紧密排列在一起
;
初级精母细胞核糖

体密度高
,

胞质呈现嗜碱性 ; 次级精母细胞经历减数分裂变化
;

精子细胞变态过程主要表现在

顶体的形成
,

顶体由粗糙型内质网演变形成 ; 成熟精子 由圆球状的主体部和钉子状的棘突部

组成
,

核染色质属非浓缩型
,

呈絮状弥散分布于核内
,

精子全长约为 7 协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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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虾养殖 业的迅速发展
,

有关对虾生殖细胞 的研究 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陈

球 等
,

19 8 6 ;
林 勤 武 等

,

19 9 1 ;
洪 水 根

,

19 92 ;
洪水根 等

,

1 9 8 8
,

19 9 0
,

19 9 1
,

1 9 9 3
,

19 9 8 ;

M e n di n a
,

一9 9 4 a, b ;
硫

n d in a 。 t a z
,

19 9 4 )
。

当前
,

有关对虾精子形态结构特点 已有论文

相继发 表 (陈球等
,

19 8 6 ;
林勤武等

,

19 9 一;
洪水根等

; 19 9 3 ; M e n di n a ,

19 9 4 b :
旅

n d in a 。z

al
,

19 9 4)
,

而对于对虾精子发生的详细过程则报道很少 (洪水根等
,

1 9 93
,

1 9 9 8 )
,

而且仍

存在许多 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本文报告长毛对虾精子发生过程 的研究结果
,

以期为

长毛对虾精子的形态结构研究提供资料
。

1 材料与方法

于 1 9 8 9一1 9 94 年每年 4一5 月间取福建省漳浦县前亭江发水产开发公司养殖场捕捞

的成熟长毛对虾 (Pe na
e us p e ni ci lla tu : )雄虾精巢

,

按洪水根等 (19 93 )的方法进行处理
。

2 结果

2
.

1 精原细胞 (
sp e

rm
ato g o ni um

,

s G )

长毛对虾的精巢 由多个左右两侧对称排列 的细长叶状的精巢管组成
。

精巢管外 由结

缔组织 围成
。

精原细胞集中在精巢管的一端形成 (图 l a ,

b
,

SG)
。

细胞近圆形
,

直径约为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3 91 7 0 4 07 号
。

洪水根
,

男
,

出生于 1 940 年 1 1月
,

硕士
,

教授
,

卜m ail
: shg hon g @

x m u
.

e d ll
.

Cn

收稿日期
:

19 %刁 8一 6
,

修改稿日期
:

19 9 8习6刁2





海 洋 与 湖 沼 30卷

10 一1 3 协m
。

核呈桃形
,

直径约为 8一 1 0协m
。

染色质呈 团块状附于核 内膜
,

核中可见 1一2

个 肾形 的核仁
,

其电子密度 比染色质稍低 (图 lb
,

Nu )
。

核质之 间核膜界限明显
。

胞质核

糖体疏松散布其中
,

线粒体数量少
,

结构简单
。

胞质间可见呈空泡 的结构
,

胞质经 H
.

E 染

色呈 嗜酸性
。

精 原细胞紧密排列在 一起
,

细胞界 限不 明显
,

呈 成片分布特点 (图 Ia
,

b,

SG )
。

2
.

2 初级精母细胞 (p ri m 脚
sp e

rm ato
c y te

,

p S C )

精原细胞经有丝分裂发育为初级精母细胞 (图 la ,

b
,

PS C)
。

初级精母细胞呈圆形

或卵 圆形
,

体积略 比精 原 细胞 小
,

直 径约 为 7一 8协m
。

核呈 圆或 椭圆形
,

核径约 为 5一

6 林m
。

染色质亦呈团块
,

但分布在整个核质中
。

与精原细胞相 比
,

初级精母细胞胞质核糖

体密度增大
,

胞质电子密度明显比核质高
。

H
.

E 染色
,

胞质呈嗜碱性
。

细胞虽仍相互紧密

排列在一起
,

但细胞界 限变得 较为明显
。

根据 上述特点
,

可以在形态上将这两个时期的

细胞 区分开来
。

精原细胞和初级精母细胞之间有时由基膜相互隔开
,

呈分区分布 (图 lb,

B M )
。

2
.

3 次级精母细胞 (
s e c o n d a仃 sp e

rm a
toc yte

,

S SC )

进人次级精母细胞时期
,

细胞排列松散
,

不再 紧密排列在一起
。

细胞呈卵圆形
,

核经

历减数分裂 的变化 (图 Ic
一 g

,

ss C)
。

细胞大小相差较大
,

直径为 4一 6协m
。

图 lg 示核正

经历减数分裂末期的次级精母细胞
,

切面看到核分裂而胞质 尚未分裂
。

2
.

4 精子细胞(
sp e

rm
a ti d

,

ST )

完成减数分裂后
,

细胞进人精子细胞发育变态阶段
。

早期精子细胞接近圆形
,

直径为

4一 5协m
。

核呈 圆形
,

核径约为 3
.

5协m
。

核染色质聚积成 团块的程度下降
,

呈弥散状分布于

核中 (图 2a
,

N )
。

随着精子细胞发育
,

胞质 中的粗糙型 内质网急剧增加
,

并且环绕核形成

数层完整 的 RE R 圈
,

核染色质再度凝聚 (图 Zb
,

RE 民 N)
,

RE R 进一步扩大在核的一端

形成 RE R 区
,

除了核糖体外
,

胞质基本上为 RE R 所充满 (图 2c
,

RE R)
。

RE R 腔扩大逐渐

形成前顶体囊 (图 2d
,

A V )
,

蛋 白质酶类逐渐在其中沉积
,

浓缩形成顶体锥 (图 2d
,

箭头
;

图 Ze ,

A N )
。

核染 色质再度解 聚
,

形成絮状物均匀散布在核 内 (图 2e
,

N )
。

顶体锥 向前 突

起伸长
,

形成棘突 (图 Zf-- g
,

i
,

A凡 S P)
。

棘突内含有直径为 6rim 左右的顶体纤丝
,

纤丝

之 间相隔约为 6nm (图 2 9 )
。

顶体锥 向四周延伸形成顶体帽
,

覆盖在核上方 (图 Zf, A P)
。

在顶体帽与核之间的间隙内有一条由短杆状的膜性结构形成的宽度约为 100 nln 的细胞质

带 (图 2 9
,

C P)
。

除此之外
,

胞质中尚可见数量很少
、

结构简单的线粒体 (图 2e
,

f, M )
。

精

子细胞通常在一个充满液体物质的小腔穴中发育 (图 Zh)
,

并可见足细胞散落分布其间 (图

Zh
,

SE )
。

2
.

5 精子 (sp e

rm
ato z o o n

,

S )

成熟精子 由圆球状的球体部和钉子状 的棘突部组成
。

球体部长径为 3
.

0一3
.

5 卜m
。

棘

突 长一般与球体部长径相等
,

但也有的棘突长度 比球体部更长
,

可达 3
.

8 协m (图 2i
,

S P)
。

球体部主要为核 区
,

核 区近于球形
,

结构松散
,

电子密度低
,

染色质呈絮状散布于核中
。

棘

突由顶体组成
。

它包括顶体锥和顶体帽两部分
。

在成熟精子 中
,

除顶体外
,

胞质极度退化
,

仅在顶体帽及核 区之间存在一些膜性结构组成的细胞质带
。

核膜不完整
,

与精子质膜 紧

贴形成精子边界 (图 2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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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 1 精子发生中核的变化

长毛对虾精子核变化主要表现两个方面
:

染色质的变化和核膜的变化
。

在精原细胞和初级精母细胞 时期
,

染色质呈 团块状
,

主要 附于核内膜或核质中 (图 lb,

S G, PS C)
。

次级精母细胞时期
,

由于经历减数分裂
,

染色质 出现剧烈的形态变化
。

随着精

子细胞 的变态
,

染色 质逐渐从凝聚状态变为松散的絮状
,

均质散布在核 中 (图 2c
, e ,

i,

N)
。

成熟精子的核属于非浓缩型
。

染色质的这种变化
,

是 与对虾精子属于无鞭毛不动类

型相适应 的
。

联系到有鞭毛可动类型的精子
,

如鳖精子
,

由于适应其精子运动需要
,

在精

子发生过程中
,

核染色质发生巨大的浓缩
,

其核体积从精原细胞到成熟精子缩小 27 倍
,

精

细胞核体积 的变化
,

减少了 自身的重量
,

有利于精子的运动 (洪水根等
,

19 9 5)
。

而对虾精

子从精原细胞到成熟精子阶段
,

核染色质并不发生浓缩的变化
,

反而从精原细胞时期的呈

团块凝聚状态变为呈絮状弥散分布状态
。

这期间精子核体积仅缩小至原来的 1 / 8
,

这就

保证对虾精子在海水中有相对较大的体积和稳定 的状态
,

从而增加与卵子碰撞接触的机

会
,

这是对虾精子对受精的一种适应
。

另外
,

在对虾精子发生过程 中
,

核膜也发生 了明显变化
。

精原细胞核膜完整
,

界 限清

楚 (图 lb
,

SG )
,

而成熟精子的核膜不连续 (洪水根等
,

19 9 3)
,

这也是对对虾被动受精
、

有

利于核内遗传物质进人卵 内的一种适应
。

1 2 棘突的形成及作用

洪水根等 (19 9 3) 论证 了对虾棘突属于顶体结构
,

其作用是在受精过程 中插人并溶解

卵膜
,

以利受精
。

在 多数有 鞭毛 的精子
,

其顶体是来源于 高尔基体的演 变 (洪水根等
,

19 9 5 ) ; 而对于无鞭毛的精子类型
,

近年来
,

多数学者较为一致 的看法是
,

十足类动物精子

顶体可能起源于 内质网小泡 (堵南山等
,

19 8 8 ;
众又ho n-- Mas so n ,

1 98 5)
。

但作为同一对虾

属
,

斑节对虾 (Pe na eu
: m or o

do n) 精子顶体来源于高尔基体 (洪水根等
,

19 9 8 )
,

而长毛对

虾精子顶体明显地由粗糙型 内质网演化形成 (图 2b
, c ,

RE R)
。

这表 明
,

十足类动物顶体

大而复杂
,

其来源 同样具有多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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