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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蛤 ( Tapes ρ laty ρtycha ) 俗稱大讀仔、薄殼或淺船l蛤 (1X2)., Tapes 屬台灣產一屬少種 ,
皆為

澎湖主要食用之經濟二枚貝。目前皆舞天然揉捕售至海鮮店 ,
售價為每斤 150 元左右

, 近年來由於過
漁現象及人為污染 ( 倒如毒魚 ) , 致產量急聽遞減。本調董旨在深入探討其周年的生殖生理及組織學
上之變化

,
以期尋出正確繁菊季節 ,

做為未來人工繁殖或實頓保護之生物學基礎。

大蛤棲息地是在區高潮融以下至水深 20 公尺以內區塌 ,
底賀以沙碟及碎珊珊礁為主

, 甜食住殼
屬中型 ,

敷頂顧著向前債 ,
前背黛稍凹入 , 接背緣較瀾 , 其後端角強如錄刀狀 , 殼衰有輸肋紋 , 赦組

稍不規則 ,
閱讀息底貴之色澤而有不同之眾搗色 ,

暗黑色或乳自色等外觀 , 表面敵佈四帳深黑色之放
射線 ,

上有薩點或星網狀交叉之細肢 ,
內面賞自色 ,

腫緣平滑主齒費遠而側齒不明顯
, 數薄殼輯小 ,

成長快約一年可逼上市體型的 mm 。其分佈血本卅相模灣以南、四園、九州、琉球至鬱湖都有 ,
唯

.溫帶種之體型 ( 殼畏平均 28mm) 較鬱湖產之亞熱帶種 ( 50 mm ) 小很多。

過去對二故貝之生殖生理所做的研究並不多 , (.3-11) 大部僅為零星的結果。一般所操用之生殖巢

顏色或面積之對別 ,
肥滿度調壺

,
雖雄飼別之可能率或擇當權貝出現推定等方法

, 有時會產生統計上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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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人為主觀的誤差 , 其所推定亦是董括性的生殖季節。本報告基於組織學上之觀察 , 再比較肥滿度所
得之結果 , 以尋出較精確之周年產卵期。

材料與方法

自 1981 年 1 月龍 1982 年 l 月
, 在當湖縣自抄鄉掠放、岐頭一帶 ( Fig. I) 按月每次撿集 3Omm

以上成貝。 20-- 30 個
, 撓間實驗室靜置二小時 , 以游標尺捌定其被長、數寬、數輻、總畫、軟體部

童 , 生殖腺面積比等費料 , 然後在生殖眼宋端近直歸之前庭都以解剖刀取生殖融體被作抹片 , 在光學
顯徵鏡下觀察並計錄其性別、卵徑大小與精蟲活力。肥滿度之測定分兩種方龍 (i) 重量百分比 : 軟盤

部重÷總重 ( mg) X 100 %
'

(i i) 容積百分比 : 軟體都重 (mg)/ 殼長×殼寬 X 殼輻 (mm) X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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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調查地點

Map showing site of the population studied

生殖腺之組織學觀察 , 每問自棋試貝類中進攝取出 10 個個體之軟體部 ( 雌雄各佔一半 ) , 截取
其內臟中央部長軸上生殖巢之橫斷面 , 作成 1 cm 寬之組織塊。以 Bouin 民固定液聞定 24 小時 , 經
Paraffin 包捏 , 雄貝 8 -- 12 m μ , 雖貝 5--8m μ切片 , 再以 De lafield' s Hemato 叮 !in - Eosi ny

及 Azan's 銀色法染色。生殖釀成熟度之區分 , 主要是依攘生殖原細胞 ( Primordial germ cells)

到成熟配于之一連串發展過程及各個生殖細胞階陸在生殖巢中所佔之比率而分 , 參照立石。 9)
所發

表之區分法區分濾胞期 , 成長前期、成長後期、成熟期、放出期、休止期等六期 , 其特徵分別敘述如
下 :

濾胞期 ( Follicular stage) , 生殖滴胞腔內通常星空虛 , 不合生殖細胞 , 偶有上次未排出所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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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之配子 , 此情況雄性較為顯著 , 亦有部份雄性之生殖內腔成網狀者。
成長前期 ( Early,g rowth stage) , 雌雄之生殖細胞均達分化生育時期 c 卵巢其濾胞壁上卵原細

胞數顯著增多 , 已成為初級卵母細胞者一部份附著於爐胞壁男一端向腔中央伸出 , 其細胞接亦會伴隨
向心移動。福跑腔內充滿發育不同之卵母細胞 , 各細胞不論接質讀細胞質均顯著增大 , 接周圍的細胞
賞中可顯著看到為 Hematoxylin 濃染成環狀或半月狀之外套物質 ( pallial substance) 。精巢之腔

壁增厚 , 精原細胞所估之比率增高 , 內腔之中央虛空或有聽存之精蟲閣。
成長後期 ( Late 可

growth stage) , 卵母細胞積有卵黃物質向中央部伸長 , 柄部仍然附著於濾胞
壁 , 整個細胞墨西洋梨或無花果狀 , 跑長徑 130 -160 m μ ( 包括柄長 ) 。讀胞閣壁之卵原細胞數量

上顯著攝少 , 與前期相同讀胞腔仍為幼弱之卵母細胞佔攘 , 在洋梨型卵母細胞增多時接近成熟期。精
巢與卵巢相間前後期之區分甚為困難 , 精母細胞之第二次分裂部份完成 , 亦可見到精細胞但量仍少 ,

此一連續之發育階陸為精母細胞優勢時期 , 各組精管增大間隙變小。
成熟期 (Matural stage) , 喝胞內腔星可受精狀態 , 為生殖細胞之肥滿時期 , 雌性卵母細胞由

濾胞壁分離近似球狀 , 中央部顯見大型細胞棲及接小體 , 濾胞壁上尚有少數未成熟之卵原細胞或卵母
細胞。雄性繼續由細精管壁向中央進行精于形成 ( S permiogensis ) , 此時觀內腔多數充滿成熟之精
于精母細胞數誠少。

放出期 ( Spendi r遭 stage) , 為生殖細胞集中排放之時期 , 滴胞內腔不再充滿生殖細胞且有空
腔出現 , 卵母細胞瀰少到最低 , 內腔產,

生間隙。雌性之內腔中央部可見集合星渦提狀之精蟲閣。但並

非雌雄均可同時令全部濾胞放糟 , 放卵 , 而保部份進行 , 同時一般可看出少數幼小生殖細胞之發育。
休止期 ( Regression stage) , 大部份生殖細胞皆已排出 , 生殖巢內腔再度轉成空虛狀 , 濾胞

瞳周圍之結締組織增厚 , 部份生殖腔甚至因擠壓而崩壤或萎縮星細長狀。仍有趣少數殘存有成熟之生
殖細胞 , 然而這些聽存之細胞很快會在崩擅過程中多數因浸潤作用自行分解 ( Autolysis) 而為游走

之巨噬細胞所蠶食 , 由此情況推斷大部份均會行分醒吸收 , 此時之生殖巢由大量之體液所填充而成灰
透明色澤之水狀蛤。

白沙鄉岐頭海壩每日表水溫及墟度 ( Fig. 2) 以明暸主要環揖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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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所有採集之 371 個個體中經抹片觀察 , 臉 5 個無挂鉤別性別 , 得雄貝 186 .雄貝 180 。

雌貝生殖巢外觀星乳申狀 , 粒狀 ,
其實育過程由團心腔部腹面之中胚棄帶延著消化道分背腹二向

星樹校狀之水平發展 , 遭到約略油畫消化道之程度再作垂直之增厚混合。生檢現象卵的變但 ( Fig.3
) , 最明顯乃在卵畏徑之大小 , 配合鞍徑之增大越接近成熟卵柄越盔 , 大於 130 μm 者罵街背著在灑
胞壁上之發育卵 , 介於 95 -- 110 μ m 為帶卵膜之成熟冊。周年卵之觀欄值之變化 , 卵長徑變域為85- 160 pm 平均 111.6 戶m. 出現成熟卵的比率以 4 、5 、7 及 8 月為高 ; 卵鐘徑之變域為 50 - 110 pm
平均 85pm, 小於 75 μm 唯發育中之卵母細胞成熟卵之種徑 7 、 8 月要較 4 月篇小 ; 胞接徑之變化
不大 , 變域爵的 -60 戶m 平均 44.9 μ m .但隨著成熟階設之演進 ,

其核賞之透明度會由棧漸嘿 ,

結

細胞質則漸趨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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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卵徑之年間變化
Annual variation of eggs by microscopic examinat ion

of gonad smears

A: long axig ; B: width; C: nucleus; D: percent-

age of mat ural eggs; Bar: range

Fig. 3

雄性生殖巢外觀星灰白色紐索狀讀書片狀 , 發育之過程與雌貝相同。其體披在取出抹片後加入
0.2 cc 海水觀察精蟲活動力區分為不動、顫動、游動三韻 , 周年觀察所得之變化很小 , 以 2 、 6
及 7 三個月發現游動力十分活躍之精于群比率高 , 10 、 11 月為 0 , 未見具活動力之精蟲 ( table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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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表 1 精子活動力之年間變化

Sperm activity form mic roscopic examinat ion of smears

日 期

Date

1981 年 1 月 Jan. '81

2 月 Feb.

3 月 Mar.

4 月 Apr.

5 月 May.

6 月 Jun.

7 月 JUI.

8 月 Aug.

9 月 Sep.

10 月 Oct.

11 月 Nov.

12 月 Dec.

1982 年 1 月 Jan. ' 但

檢蓋
NO.

數
of

不動數目

NO. of

顫動

t hriIl

2

4

9

7

3

6

10

4

o
。

6

2

數 活動數

NO. of

指數

NO. of

index*

6 0.54

examination nonactive active

1

12

15

4 0.83

0.47

0.47

0.50

12 5

6

4

o
0.90

0.72

5 0'.56

0.50

6 o

4

O 0.00

17 7

1 0.05

18 5

5 0.62

7 。

7 0.62

15 o

* Index expressed by (No. of nonactive X 0 + No. of thrill X 地 + No. of active

XI) / total No.

25 4

生殖腺面現比 ( Ratial area of Gonad to Metasoma ) 是生殖跟佔足後軟體都面積之百分比 ,

由 7 至 11 月所棚得實啊 , 結果得知 8 、 9 月生殖腺開始顯著退化 ( X = 0.20 臼士 0.1397) '10 、

11 月此盡管文逐漸升高 ( X = 0.3529 ::t 0.1051 ) , 但攘外觀所顯現其生殖腺十分研體成樹校狀 , 只
是涵蓋面積增大而己 , 由此可推定末期為再發生之階毆。 t

性比典季節及殼長之關係 , 經卡方分布分離比適合度揖l擻 , 獨立性測驗 .x 2 i = 6. 泊 8 < X2

na4
) = 9. 必8 ( 不顯著 ) , 純度 �J 驗 X2J1 =9.187<X2 (

� -) =9. 的8 ( 不顯著 ) , 除性
p-0.5 、 . �

--

比輿季節組 11 月 , 被長組 70- 80 nun 有顯著差別外 , 其餘均不顯著徐雌雄性比 1 : 1 不受季節殼

畏變異之影響 (table 2&3) 。

肥滿度調查 , 周年肥浦度指數變化 Fig.4 顯示 , 重量百分比月平均最高為 7 月之 32 ' 最低為 10

月之此 , 且分別在 3 及 7 月出現一個高壘起 , 大於年平均 23.279 9屆者有.1 、 2 、 3 、 7 、 8 、

等六個月標車機蓮 3. 372 % 。容積百至于此月平均最高為 3 月之 15' 最低為 10 月之 11.5 , 分別在 3

、 8 及 11 月出現不十分顯著的高摳 , 年平均 13.377 % ' 標準機蓋 3.752 % 。二者相比較均在 3 及

7 月產生商品益而且均在 1-3 月及 7-8 月達到肥滿時期 ; 再子比較組織觀望害得知 , 處於成熟期之大
蛤其肥滿度重量百分比普均大於 25 9路 , 容積百分比則不種定差距較大。著重於殼長變冥之觀點可發
現眼畏之增加 , 肥浦度有漸偏低之趨勢。
組織學觀察生殖..之周年費化, 雄性精巢從 12 月起至次牢 8 月不斷的進行一連串由精原細胞形

成精于之活動 , 並作不同頻度之排出 ( table 4 ) , 9 月至 11 月雖然亦有各階控之雄性生殖細胞 ,

18 3

12 4

9 9

21 20

13 2

13 4

11



但多數精巢星現萎縮崩擅或內腔中央具癌存轎子塊的狀況。由於各月精巢之演變並無接群上之一致性

, 亦即在個體的生殖巢內及試撮個體之間 , 糧難著發育程度不同之生殖單位 , 觀察記錄上僅能以多數
現象代表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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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長與性比之關係

Test of sex ratios ( 1: 1 ) in lerigth group
表 2

Tabl e 2

驗著測

test of

顧方
卡

雌雄長殼
female

比率

%

數目

NO.

比率

9 屆

male

數目

lengt h ( rom) NO.

shell

x� c

不顯著N. S.o. 泊340.01260.01830 - 40

"N.S.0.05647.93452.13740 - 50

"N. S.2.09443.56056.57850 - 60

"N.S.0.18853.045'47.04060 - 70

顯著

不顯著

S.
N.S.

7.04970.72929.31270 - 80

0.068

性比輿季節之關係

Test of sex ratios (1 : 1) in seasonal group.

49.218050.8

表 3

186total

Table 3

驗瀏著

,'.Aao&
回

eAdw
ρi、v

&.

方
顧

.
卡
﹒

雌雄期日

X2
c

female

比率

9 屆

目數

male

比率

%

自數

No.

Date

No.

不顯著N.S.

N.S.
0.4540.08個 .012Jan. '81

"
"
"
"
"

N.S.
N.S.
N.S.
N.S.

N.S.

2.4570.01430.06Feb.

0.3043.31356.717Mar.

0.8340.01260.018Apr.

May. 1.2565.01335.07

0.03加 .01550.015Jun.

Jul. II0.8855.43144.625

"N.S.
N.S.

0.8340.01260.018Aug.

"0.8360.01840;012Sep.

Oct. 顯著

不顧薯
,

S.4. 切55.01145.09

N.S.0.3030.0970.021Nov.

"N.S.
N.S.

1. 話55.71744.313Dec.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啥

inruqaaa

τ

FDPOntnxuhudhU

τ

inr
缸

,i

-aIa'i

1981 年

"0.0735.0

49.2

7

180

65.0

50.8

13

186

,
但Jan.

total

1982 年



303

.

FEEtSEE,

FDnu

qd

ηJ

f-f
Ednu

qL

丹
L

戶

wm)UEE

己

UL

問
鯽
魚
個

]5

]0

12 1

82

January 1981

11

月份

肥滿度之年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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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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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表 4 生殖巢分期之組織觀察

Histological obs'ervation of gonad stages 1981-1982Table 4

巢g�巢精期日

ovary

1. 2. 3. 4; 5. 6.

3 2

4

spermary'

1. 2. 3. 4.,5. 6.

1 1 2 1'8JJan.

Date

1 月

2 月

1981 年

111 3

1

3

4

3l

1

4

2 1

13 114

112 11、12 1

1

2 2 .1

2

2

l1

5

1 3

4

1

2 21

1

24

2 3

1

1

112

3 1

1

1

1

13

a

3 月 Mar.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 Jan.

Feb.

Apr.

May.

Jun.

JuI. 2 3

4

1

Aug�

Sep.

Oct.

Nov.

Dec.

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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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雄性生殖單位之細精管 ( Seminiferous tubules) 內腔以及腔與腔之間仍存有部份之間隙

, 還學問隙常囡囡定過程中種溶儷茄星還閱讀存在一聲膠原纖維。精組胞之形成已連漸旺盛 , 有些較
駕車熟的個體亦有少數椅子形成 , 這段期間以精細胞費化最為顧薯 , 組織學上第激數分裂嘲 (meiosis

stage) , 相當於成長後期割成熟期初期。精細胞初學條型輻射狀聚集運漸向精集中央發展 , 此時胞
接大接徑為 1.3 -- 1.5 μ m' 組胞質少 , 染色上因染色劑銷合陽離于與 DNA 中之磷酸根吏官能基鍵

結而皇 Hematoxylin 濃隸。部份精鼻尚擒留前期未排出而接集成圍之精子而阻磚發育
, 且因精原細

胞輿初瑚精母細胞較佔優勢 , 乍看之下精細管壁頗厚倒進入休止期 , 此種精巢書畫育十分嚴慢停滯在生
長前潮 , 總括大部份雄貝不具生殖活力。

2 月份寮半之個體趨向成熟初期 , 精巢肥大徵此之間隙縮小 , 間質結締組輔之膠原纖維在細精管
壁上皮之支持細胞周圍而十分不明顱 , 蜻蜓內為聚集成禍狀之精細胞所佔攘 , 多數腔中心都有少許之
精于形成 , 頭部向中心聚集不易區分 , 尾都不規則朝外發散星東狀相互總繞嗜酸弱漿 , 還盛即是由柵
狀部游, 監出主放熟精于禪。

3 月份精樂中心可觀察到大量游離轎子之形成 , 在靠近肝鵬及生殖輸管之精巢更為明顯發達 , 甚
至外華膜腔壁上亦有撞出之游離精子。內臟實內之結前組織退至表層肌原敵艦下芳

, 組精管宋梢充分

在體腔內延農並肥大 , 約佔內腔橫斷面空間之.色0 �屆以上。精巢內精原組胞及初融蜻母細胞仍維持一

定數目 , 但精細胞數都顯著讀少 , 代之為染色較淺之精于 , 胡形成之精于的依照原來精細胞發展之方
向 , 內團精細胞外圍精于軍事尾部狀如毛刷作桶狀排列 , 游離之精子則在精巢中央熹集成渦卷狀讀實狀

, 遇到適合之理揖條件輿生理壓力則躍生殖門將精于群排至外華腔。
從 3 月下旬開始 , 群孩中多數個體都有排輔之現象 , 到了 4 月則更為明顱 , 約佔揉集個體 80 � 屆

強 , 精巢中心禍卷狀之精于群消失致使中心放空腔 , 部份末端之精巢因排出作用壓敵精細胞而與殘餘
之精子混雜佔撮內腔 , 精巢仍維持原狀並無覆潤作用產生 , 部份有過熟之症狀中央渦狀賴于群星混濁
之Hematoxylin 糧難 , 導致新生的初級轎母細胞及精細胞產生擠壓 , 往往加重貝類生理負擔葳阻轉
發育。

5 月延讀排出期 , 生殖細胞之分倩並未進入休止期 , 由精原細胞至精細胞形成之一連串發育的十
分旺盛 , 尤其以精原細胞行有絲分裂之寶製最為明顯 , 精細胞再度揖克內腔輿 3 月上旬之狀況相缸 ,

唯細精管壁甜顯著增厚 , 精原組胞增加 2 一 .2.5 倍 , 其生理機制宋能了解可能與擺擺個體偏大有闕 ,

抑讀是為應付未來之大量排放亦未可知。所觀窮到之組織十分紊亂 , 生長前期到排出朗之各階毆精巢
交互存在 , 唯一共通點為細胞發育旺盛。

6 至 8 月精原細胞及精母細胞量次第激少 , 絕大多數之精巢逼到最肥滿之狀況 , 並開始作高額度
之排緝 , 尤臥 6 月下旬至 7 月最為旺盛。初排空之精巢內腔空虛 , 常見游離之精細胞腔壁多為支持細
胞 , 此時很少觀察到初般精母細胞進行協數至于裂之各期 , 還是與 4 月份排出期組織上最大之區別 , 意
殊生殖活動之降低。靠近腎門的上輯室 ( supvabranchial chamber) 滯留許多游離精于群 , 種明已
經過排出期。位於體腔上皮 ( coe lomicepithelium) 附近之精巢璧異常增厚 , 星嗜伊紅性弱染含多量
嗜錯酸性顆粒

, 局部星 P.A.S 陽性反應 , 細胞較大間寅初紐精母細胞佔優勢 , 腔輿控之間不具明顯
界限纜乎不合間隙 , 基胎層 (basal lamina) 研包圍之區按平均佔整個精巢的 40 � 話 , 腔中心為初期
之精細胞 , 此現象存在原始生殖巢軍自細精管宋梢 , 參照生殖臉面積此可知精巢並采退剖 , 至 8 月上旬

仍有排出行為但侷限於較大之體型。中下旬眉大多數的細精管開始賽縮 , 開支規則之長條狀 , 處於成
熟期的個體低於 10% 。

9 月初期精巢進入不顯著之休止期 , 並退卸至園心腔及蜻蜓狀小腸壁周圍 , 少數個體精巢為網狀
麗在退部過程中崩壤 , 此期間少巨曬細胞的出現。 9 月下旬輸進濾胞期 , 可清晰觀察到幼弱之生殖細
胞及殘存在腔中之精蟲塊 , 細精管畢鬆種袋狀 , 體腔內由發達之間質結締組織所替代 ,PAS 反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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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性 , 外觀為2lC 狀蛤。 10 月至 11 月細胞活動快寶旺盛 ,
許多精巢中未按完全分健吸收之殘存精蟲塊

海致生長前期之延長 , 經自蟬的精蟲塊星融狀 , 濃染 ,
附近有多替之大型細胞。再生的細精管群開始

在內臆腔橫斷面里頭狀 , 略為發育之生殖細胞接較大 , 各原細胞屢見分裂相 , 後期精母細胞發連漸向
中央伸展轉賣成獨立之精細胞。

12 月細鯽皆未梢發鐘 , 涵蓋大部份之內鵬腔連斧足後方 , 外觀。仍星接狀分蹺 ,
介於生長前期至後期

之間
, 結締組織漸萎縮並凹陷以容納.新生的精』証。精巢內腔處於營養生長( nutvitional developme-

nt) 狀態 , 精細胞星梅狀讀小點狀 (cl 間 ter) 組織間貿頗厚 , 下旬精細胞完全取代精母組胞優勢 , 但
仍不為獨立發展 , 觀察之各個觸摸的發育階鼓蓋其很大。至 1 月多數蜻蜓仍停留在生長後期 , 細胞活
動較為幢幢 , 肝臟之肝體反磨棍寓 , 間實瀰少。 (plate I & I)

雄性生殖巢主要在讀胞的潰簣 , 自費聞組織所構成之師巢於 12 下旬已延伸至體腔肌纖維之近緣
, 填塞體腔空間之嚴密層 , 膠原續推隔聞退化 , 以 Azan's 染色顯染為青色 , 存在於朱色肌纖維下方
及腸壁。讀胞閣險費小星不規屁! 狀緊轍排列 , 壁薄約 10 - 15 μm, 由成纖維組脂 ( fibroblasts)

所構成 , 上有未分化細胞 ( indifferent' cell ) 棉圓形 , 接不明顯 , 量很少 , 直徑。 2-3.7 μm;

卵原細胞圓形排列在讀胞壁旁 , 胞極大接仁顯著﹒ , 直徑 9-11 μm; 讀跑細胞扁平小型細胞棍 , 星卵
型讀組長 , 染色質稀少 , 直徑 4-6 μm , 一部份形成清胞上皮 , 另一部份直接附著於卵母細胞以支
持及營養生殖細胞 , 初敵卵母細胞卵黃鶴明顯直徑賽異大 , 末期之韌鼠卵母細胞突出 , 讀胞壁充分生
長以胚芽小胞 ( germinal vesicle) 及座芽小捶 ( germ inal spot) 最厲顯著。整個細胞星洋梨狀 ,
胞徑 90 -130 μm' 接徑 40-50 μm , 本月所觀察到之滴胞多數的為發育中之都跟卵母細胞 , 亦有
極少量之成熟卵母細胞游離至腔中心 , 克分發育之卵母細胞曇紫色 Hematoxylin - Eoscion 濃槳 , 棲
仁分為嗜騙性合 RNA 之染色接仁 ( Karyosome) 及嗜酸性含 PAS 腸性顆粒之處穆仁 ( Plasmo 臼 -
me), 細胞貴曇粉紅色 , 以 Sudan I 染色可見多數之油球及卵黃顆粒 , 生殖細胞聞之空隙

i
的大 ,

為生殖巢生長前期至後朗之間。至 1 月生長仍種慢 , 但生殖細胞活動漸起旺盛 , 讀胞之間由於發育擠
壓現象很明顯 , 間實措辭組織愈廟i誠少 , 濾跑腔內配子數增多 , 卵康細胞量及卵母細胞此倒相當 , 大
部份個體進入生長後期。

2 月卵原組胞及韌飯卵母細胞數減少 , 部份濾跑腔內充滿游離之次級卵母細胞 , 約佔內陸面積之
70 %. 一個讀胞腔含 20 -- 30 個卵母細胞 , 增加數的為上月的 1.S--- 2 倍。受翻個體中己做恆頻率

的排出 , 在生殖門及上蟬室中發現排出之游離卵 , 濃胞腔在 Azan's 染色下以次級卵母細胞較為明顱
,
細胞質橙黃色

, 基底膜背色 , 胞頡缸色。卵巢處於成熟前期。 3 月的卵巢組織介於成熟期部份搞掉

出期 , 排卵的頻率不寓 , 多屬部份濾胞排空 , 卵細胞發育不因排卵而休止 ,
濾胞聲很薄卵原細胞幾成

單層排列
, 細胞膜界限不明園形 , 接仁藍色嗜酸濃染 , 濾跑佔撮內膳睡之 6S% 新生成立濾胞仍多。

3 月下旬至 4 月尤其在 4 月中旬 , 整個農群的個體達到充卦矇熟 ,
並開拍作高頻率揖出

, 多次濾
胞星空腔狀 , 盟與腔之聞界限木耳直至于但少有崩讀者 , 少數接近消化道的濾胞有變形細胞生威 ,

其餘

腔中聽存的成熟卵
, 不經浸潤作用而在未來繼續低頗之排卵中跟隨排出或存留成為過熱卵 , 其特徵為

卵胞內肝醋及潛離脂肪酸之異常增加。揖望後之濾跑迅速撿過休 1.1:. 期及濾胞期至 5 月再度進入生旻前

期 , 這種發育只為祖胞的再肥滿組織上並無顯著變化。 6 月的濾胞中含有優勢之 .f]B 原細胞與幼弱之初

紐卵母細胞數量上較一月生長期增加 0.7--1.S 悟 , 遺些卵母細胞為染色仁期 ( chromatin-nucle-

olus stage) 或無卵黃期 ( Yolk less stage ) 主要在細胞質及接仁的生長過程。

7 月至 8 月受翻個體之間差異很大 , 同一個體中有的讀胞仍停滯在成長後期至成熟期 ,
有的則完

全排空 , 成熟卵聚集在腔中及生殖小瞥 ,
卵直徑 90 urn 管種 6到 --woo μ -' 卵具卵實膜及卵胞膜

(

chori on ) 二層保護膜 , 體腔基備鹼哇。至 8 月上中旬處於揖出期的個體所佔百至于此顯著升高約估

73 %. 部份內腔仍保持成熟狀態之種貝則有過熟之現象。 8 月下旬開始漸次進入休止期
,
濾胞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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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大蛤之外觀

Fig. 5 Out-view of net-clams Tapes platyptycha

圍 6 不具卵巢活力之雌雄間體生殖巢

Fig. 6 Hermaphrodi tic gonad with nonact i vate ovary

圖 7 滄胞期 I ; 殘存在腔中央之精子團
Fig. 7 Follicular stage I ; with will developed spermatogonia

圖 8 濾胞期 II ; 精原細胞開始發育
Fig. 8 Fol I icular stage II ; mass of sperms

圍 9 成長前期 I ; 精母細胞成索狀
Fig. 9 Early growth stage I ; with the clusters of spermatocyte

圖 10 成長後期 II ; 精細胞之變態期 ,
精巢成柵狀

Fig. 10 Later growth stage II ; spermiogensis of spermatozoas oriented

wi th their tai I s toward the center of bands

X 400

X 400

residual in center of lumen X 400

X 400

X 400

SPC Spermatooyte ; SPG. Spermatgo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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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成熟期 I ; 精巢為各期之精細胞所充滿
Fig, 11 Mature stage I ; the spermary filled up by each stages of sperms

圍 12 成熟期 n ; 腔中央為渦卷狀之精子群

Fig. 12 Mature stage n ; lumen center cohered with purl-like mature sperms

圖 13 排出期 I ; 高度排出後之空腔狀態

Fig, 13

圖 14

Fig,

X 400

X 400

Spawni 曙 stage I ; empty lumen after high-degrees of spented

休 11:: 期 ; 退化之精巢其周團結締組織增厚

Regression stage; degenerarive !;pemary surr ∞ nded by multiication

of connective tissue

X 400

14 X 400

圖 15

Fig, 15

休 11:: 期 ; 未排出之精子團 , 佔攘腔中央阻擾並延種生殖巢之再發育
Regression stage; un-spented mass of sperms occupied the lumen that

interfer and delay the redevelopment of gonads

殘存精子之自解 , 精巢成網狀
Autolysis of residual sperms, which caused net- like spermary

SPZ. Spermatozoas; G. T, Connective tissue; M, S, Massoof sperms

X 400

圖 16

Fig, 16 X 400



308

圍 17

Fig. 17

圖 18

Fig. 18

休k 期 : 卵巢之崩擅
Regression stage; the break-down of ovary and ovas

成長前期 I ; 卵母細胞之成長 , 卵柄明顯
Early growth stage; rnajoriI 留 ingrowth of oocytes wi th elo 曙ated

peduncl es

'i1t 長前期
][ ; 成長完全之卵母細胞游離出濾跑腔壁

Early growth stage; fully growthed oocytes seperated and laied

beside the follical wall

圖 19

Fig. 19

mn

D

﹒

1.mug2,g

圖
盯
圓
的

成
長
後
期

,
卵母細胞漸向腔中央延伸

Later growth stage; oocytes gra 也 ally deve I 叩 ment to the lumen

細胞前端頡賞之實是集 ,
稱為外套物質

An accumulation of mitochondria at proximal and of the cells

圍 22

Fig.

so-called pallial 副 bstanct'

制胞通常星球形 , 中央為胚芽小胞 , 多是色絲分佈更廣胞接一種出現一群粒質
The cells is usually spherical with a centrally located germinal

vesicle and more widely chromosomes spaced, a gr ∞p of gramles

appears at one pole of the nucleus

G. V. Germinal vesi�le ; P. S. Pallial substance; Ka. Karyosome;

Pia. Plasmosome

22

X 100

x 40

X 100

X 100

X 400

X 400



成熟期 ; 卵母細胞估繭, 直跑腔 , 預備排出
Mature stage; mature eggs gether ar 個 nd and occupied in center

of lumen, ready to release

韓出期 ; 排出後之空腔及費留之卵

Spowning stage; empty lumen and residual ovas

過熱之卵巢

Over- r 句pen follicle

卵巢中巨嘴細胞之出現
Appearau:e of phagocyte in ovary

休止期 ; 聽留卵細胞之自解

Regression stage; autolysis of resi 也 al ovas

濾胞期 ; 卵原細胞之增殖 , 數量及大小上周時增加
Follicular stage; the mutiplication of ovogonia char 草e in lIlmber

as well as in size

Ph. Phagocyte; Oog ﹒Oog ∞ ium ; G. E. Germinal epi thel ium

圍 23

Fig. 23

團 24

Fig. 24

圍 25

Fig. 25

團 26

Fig. 26

圈 27

Fig. 27

圍 28

Fig.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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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腔凹陷或崩擅腔內的癌存少數未排出之游離卵及脫落未成熟之卵母細胞 ,
可見染色不完全之細胞碎

片 , 多輯之巨噓細胞由消化道上皮頭似聞臨層結締組織中生成 , 形狀不定 ,
游走並吞曬殘存之生殖組

胞
, 完成細胞之物質代謝興還原。生殖巢聞質結締組融至于裂 , 增殖產生游離幼細胞填完空腔 , 並形成

肝醋脖存組織。生殖細胞之活動遲麓 ,
只存有少數之卵原細胞及各個階段之卵母細胞 ,

讀胞之聲育仍

具都借進行。

10 月濾胞壁增厚 ,
壁上之卵原細胞及濾胞細胞分裂旺盛

,
細胞數量增多進入時距很題之讀跑期

,
依組織扭河區分為排卵後空虛濾晦之繼續發造這普及由結締組織中原生殖細胞眉之新形成者 , 後者在
偏小的個體中估優勢濾胞較小。 10 月至 12 月上旬 , 濾跑開始費遠 ,

壁上克滿幼弱之初級卵母細胞與

卵原細胞之比率為 0.6-- 0.8 ' 蠶育中之卵母細胞基柄附在壁上
,
每個濾胞腔中的有 8--12 個

,
多

者可達 20 個 ,
其細胞質向外突出

, 敢小管 ( mi crovi 11 i ) 以眼 J& 外界營聲物質。 12 月至 1 月主要

在卵母細胞之變化 , 接樂之標本內許參個體十分嬴弱 ,
尤其是雌貝 , 和上是表明期比較演進至成熟初期

的比率高出 10 % 。

雌貝於周年中皆可發現成熟之種貝 , 各個生殖讀胞的變化頗不一致 ,
演進期亦較維貝為畏且明顯

,
臉 9 月至 10 月上旬外 , 各月均有低頻之韓卵行為 , 3 至 4 月攝春卵期 , 配子較大受精率亦高 ; 6

至 7 月中旬為第 2 次高潮 , 配子較小但數量增多 ,
韓放也較完全

,
此春夏兩季應為適合繁殖之拳節。

最小成熟體型之觀寮發現 32 rom 之雄具已具有精巢 , 但並不費遠 , 橫斷面前佔之比率很小 , 腔
壁特摩充滿未分化細胞及精原細胞 ; 糟母細胞及精細胞比率小 ,

亦發現群集之成熟精子
, 未知是否有

生殖行為。 38 rom 之雌呆具有生殖原細胞之基始卵胞 ,
位於國心腔及消化道附近之間質結締組織內

,
包容薯個§JIJ 之卵原細胞而非一般濾狀。扭過 70mm 之種貝表面是黃福色 ,

在成熟期生殖腺佔內鸝腔

之比率低於 38 % ' 而且多變形之生殖配子
, 是否具生殖能力應作更深入之諜討。 (plateill&lV)

討 論

影響二紋貝周年生殖期變化之因于歸納可分為外界環境因子及內在生理因子二者 , 前者如溫度、
比重、食物之供給 , 干出時間比率 ,

月陰週期、海流、機械性刺激、族群密度與錯構等 . (11 16) 後

者包括性成熟過程中脂肪及肝醋分佈之變化 , 荷蘭蒙攝制、神經分部物、組織呼吸及代謝【 17 19) ,

這些因子應是交相互應的。在鐘期間中生殖活動對刺激因素 , 在同種車葉群而言皆同樣有敏感之反應 ;

但說長時間之觀點 , 影響因索多且繁聾 ,
貝頓樓息地域的氣展及地理環境請導、支配生殖巢成熟及生

殖行為 ,
同時影響餌科生物之消長 ,

種內或種間接群之稍長、最適性、忍耐性等之周年變化與生殖季

節有關。各種因素中溫度對生殖過程之影響往往最種重棍 , 早在 1920 年 Orton 提出臨界溫度特哇之

論點
(

15 ), 蛙蠣生殖腺成熟與溫度變化關係密切 , 並且經溫度處理可導致 2 次性成熟的發生 , <12) 管

野亦會討論表層海水累積水溫對缸貝產卵露麓的關係 , 並藉此預測其成熟期。 (20)
Tapes 屬中接蝴

( Tapes japanica ) 之周年生殖季節調查較為完備 , 歸納可知朝鮮、北海道以北之寒帶海域每年只
一個產卵期 ,

在春末至夏季 3 個月 , 但產卵期較長 ; 關束以南九州以北之溫帶海域 , 皆有兩次明顯之
產卵期

, 多在春、秋兩季 ,
春季產卵期起約莫 5 讀 6 月一個月 ; 秋季較長 , 大抵在 9 至 11 月 ,

兩個

季節之間為生殖腺再發育期 ,
澎湖位於亞熱帶年

'-"
溫變化不劇烈 ( Fig. 2 ) , 生殖巢周年之變化不

如溫、寒帶貝額之明顯 , 何一般具有相同之結論 , 即周年皆有低頻之排放 , 個 Tapes 、 phi lippi na-

rum(21 )
,Tapes varigata<3),Crassostrea giaas l22), Mytilus smaragdinus(4) 等 , 大蛤主要之

生殖季節為 4 月之春卵期及 6 至 7 月之夏卵期其餘各月均有啡出現象 , 屬於部份排放 ( Portions

spawni ng ) , 生殖季節高潮從春未及仲夏頗為延長 ,
致於秋季成熟期比率最低 , 是因為夏季水溫高

,
貝類代謝速率增加 ,

為避免增加生理負擔而導致高頻率生殖行為所產生之結果 ,
澎湖僅語云「大殼

仔最肥為花生開花之時。J 換算時間的在 4 月上旬至 6 月 , 相較之下不無助合。混瓜子 ( Tapes v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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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a ) 之棲息地與大蛤相間 ,
其主要生殖季節攘調查為 4 至 9 月及 11 至 1 月

( 3) ,
此差異應該是種

間對環墳反應差別。在大蛤繁殖試數中不同年齡級撐放時間亦不相間 ,
生態上之關聯應深入探討。大

蛤幼生之生長最適溫度為且 -- 28 DC , 春卵期符合生態上之適應 , 夏卵期之配子數增多與其較高之斃
死率及溫度偏高有關。

肥滿度與生殖巢的周年變化星正相闕 , (23)
主要是因肝醋置于存組織與生殖巢發育過程之季節性消

長相關。此次調查研得之比較除 8 月份外肥滿度與組織學判斷之周年變化祖額位。影響肥滿度的因素

有餌料量、攝餌活動及成熟生殖之消耗 , (24)
但營養豐富的樓息所及高水溫都會消減生殖消耗對肥滿

度產生之影響 , 澎湖海域營養鹽偏低 (25 )

肥滿度變化較為顯薯
,
同時在 3 月及 7 月接可發現明顯之遞

減 , 8 月因高水溫的關儲仍大於平均 , 與同海城之 C igigas 及 Tapes, Varigata 相間 , 皆在執季遠
到最低值

"
其受生殖之消耗之影響甚於環境

, 爾接受水溫漸低的影響 ,
肥滿度回升並不顯薯

, 所以在
收獲上應以 7 月以前為適宜 , 從大蛤之肥滿度曲議與溫帶或寒帶之二故貝比較 , 前者較不規則且變輻
不大 , 由此可知大蛤周年都有生殖行為 , 其肥滿度最主要是受生殖消耗之影響。因為二故貝之生殖腺
重 , 軟體部重及總重均具 [司質性 ( isometry) , 而貝殼大小與生殖腺指數經分析卸為不相閱 (

indipendence ) 故肥滿度之重量百分比較容積百分比更適合作為周年生短期判斷之參考
, 此種情況

存在 Tapes japonica Ostrea lurida 及 chlamysVaria
(5 29 36)

。

雌雄性比關乎接群的生殖行為及性成熟過程中之差異性
, 此次接集個體中雄貝 186 個 , 雌貝 180

個
, 經測驗除季節組在 11 月、殼長組 '70 -- 00 mm 有顯著差異外 , 可得雌雄性比 1 : 1 ' 不受殼長與

季節之影響 , 亦即雌雄在接群中的生殖行為相當 , 同時根接組織觀察 , 雄、雄的生殖巢發育在各月間
差異不顯著 , 具同步現象。至於值比及年齡組雖無顯著差異 ,

但較高齡則以雌貝居多
, 扭曲 -- 70mm

, 殼長組雌性佔 53 % ; 70 -- 80 岱m 組則高達 709 區 , 而且撮組織學觀察 , 高年齡之雄貝生殖巢多不
發達

,
雌雄異體的二故貝多數有此現象 , (

泌 的還差異並不存在於低年級群中
, 一般認為是雄貝轉命

較鍾的原故。此次調查中 , 亦會觀察到一個雌雄同體 , 不具雌性劫能之種貝 ,
殼長篇 58mm

, 此與
牡蠣之 Crassostrea 祖間 , 屬於偶發惶惶轉變 , 其發生頻率與年齡及環攬有關 , 一股低於 1% 且多發

生在中年級群。
(2 的

生殖巢組織學之研究 , 在三杖貝學術頓域中仍舊無一體系 , 其中以吐蠣 , 胎貝及黑蝶貝較為完備
, 大蛤之性成熟過程屬於二杖貝中之卵生型之典型 , 但其各期之生殖組胞均偏大 , 制成熟卵卵徑為

95 -- 110 μm' 而 C. vi rgi ni ca 為 55 一 75 μm'
(2 的 T. varigata 為 50-60 μm' (

衍生殖巢的發育

與生殖行為屬部份排放及非一致性 (Asynchronoos ) , 高溫水戰之貝嶺都有這種情況 ,
而且春季較

秋季寫明顯。
(36 )

對於二故貝生殖腺之聽起
, 目前還未能確定 , 一般認為是位民間心控之神極性部或者是間質結締

組織。與 � 額相缸 , 其只具有相當於高等脊椎動物生殖腺之皮膚的原生部 ( Primordinm) , 此期之
生殖原始細胞尚未分化無法辨別性剔

, 分化後之細胞與支持細胞共開構成生殖上皮 ( germinal

epi thel ium ) , 在雄性生殖單位為細精管含精原細胞 , 雌性為濾胞含卵原細胞 , 這些原細胞經過今
吹自裁種製後停止 , 相當於讀胞期 , 如 Ostrea lurida ) 約覆製 6-9 次

(29) ,
此後開始一連串的

生長活動 , 所需之營養直接自組織中吸杖 , 而魚額則需靠徵血管供給 , 二故貝之卵黃蓄積過程 ,
亦較

魚頡簡單。 (30 33) 這種組織生理上之差異 , 顧示二坎貝之生殖生理受環境直接影響之關係更密切。
此次調查發現許多個體在生殖季節生殖巢有過熱之現象 , 遺也是造成斃死率較高原因之一。 (34 35)

韓放後之大蛤 , 在水池中薔薑多數之個體在下一個生殖季節生殖腺不費遠 , 僅約 7.5% 可違再熟
,
此

應與池水交換率及養殖密度餌料有關 , 其生態蝶件應繼續加以研究。
終年之生殖行為頗浪費貝顛能量並造成高死亡率 , 澎湖吐蠣無法大型化的原因 , 推翻為此因素及

冬季環境惡劣等研造成 , 養殖大蛤等二故貝時如何以遺傳或內分溜之挂術及環境控制的方法來抑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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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以增進生長 , 尤其是澎湖產珠之黑蝶貝其珍珠晶質之確保 , 值得學者深入研究。本研究主要是奠
定大蛤生殖生物學基礎

, 並客車種苗生產及養殖能有進一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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