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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胶虫卵胚发育研究

杨 星 池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抓尾虫研究所

摘典 对紫胶虫 ‘ 讯。 ’ 卵胚进行解剖学研究表明
,

卵胚胎发育 存在 九

个阶段
。

为了便于生产上应用
,

将九个阶段缩减为六个期 即 期—
滋卵 细 胞 消失 期 , 期

—
卵黄球集团形成期 , 期—

胚体原足相期 , 了期—胚体多足相期
,

期—胚体寡足 相

期 期—幼虫形成期
。

通过试脸
,

紫胶虫采收时的卵胚发育程度与幼虫涌散期之间及对子代生 活 力 的 影响 至关重

要
。

当地采放或短距离引种
,

以卵胚发育到 期
,

并占” 以上为宜 , 远距离 调种
,

期必须占

以上
。

这一规范
,

经过 多年来南方诸省 区 先后引调数百万公斤种胶的验证
,

证明是 可行

的
。

关 祠 紫胶虫 , 胚胎 , 侧报 , 采种

对紫胶虫卵胚发育进行解剖学研究
,

利用卵胚发育速率
,

选择合适的卵胚发育阶段
,

对

种胶的采收日期进行适时而准确的预测预报
,

有着重要意义
。

紫胶虫胚胎发育是在母体内进行并完成各个阶段发育的生理特点
。

设想胶虫卵胚胎发育

到某一阶段时
,

从树枝上采下种胶后
,

幼虫能正常涌散
、

生长
,

而且采种时距涌散期之间还

有一段时间
,

这样就可能利用胚胎发育的适当阶段确定采种
、

引种
、

运输和安排大面积的人

工放养等工作
,

这对促进紫胶生产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

国内
,

廖定熹先生  年首次提出利用紫胶虫的胚胎发育速率进行采收种胶日期的预测

预报设想
,

并初步提出卵胚胎发育的 个分期图
。

年
,

笔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观

察
、

解剖与测量
,

并解剖卵粒获得胚体
,

同时采用胚体形态结合卵黄球结构组合形态
,

绘制

出九个分期标准及文字说明
。

国外
,

曾提出利用观测卵巢的方法确定胚胎发育阶段与幼虫涌散期的相关关系
,

但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 , 提出了 个分期标准

,

他把卵黄球集团开始解体
,

胚体发育

为原足相时称为第 期 , 寡足相被分为 期 , 居于原足相与寡足相之间的多足相则没有

列入 , 幼 虫期列为第 期 , 产 卵过程列为第 期
。

对关键性的寡足相划分过细
,

形象模糊
,

与实物难于进行比较和对照
。 ·

晒二 益几司
“

则把紫胶虫卵的发育分为 个大 阶 段
,

其中又各分为 个时期
。

哈氏未对各小期形态进行描述
,

也未列 出各时期距出虫天数
,

仅有

个大阶段距成虫初期天数
。

此种分期方法
,

很难应用到生产实践中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本文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序定熹研究员审阅
,

张福海研究员
、

李义龙高级工程师提供资料和家贵琳见, 在 此一井

承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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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划分标准
,

是以紫胶虫卵胚发育的六个典型时期为依据
,

所提出的基本成熟度

指标
,

与一般昆虫卵的生长发育规律相一致〔“ 。〕
。

并具有下面几个特点 第一
,

特征清楚
,

易于掌握
,

所需设备简单
,

只需 手持扩大镜就能看到几个时期的特征 第二
, 既能

进行长期预报
,

也可进行短期预报 第三
,

准确可靠
。

材料和方法

试验材料采自云南省景东县董家山人工放养在钝叶黄檀  ! 叮对
。 ’ 的

、

木豆 ’ 万
、

泡火绳 玄 , 、

思茅黄檀 二 行 上的冬夏两个世代的紫胶虫
。

样品是在生长发育 基 本 一

致的同一群体胶块中隔 日采集的母体
,

在生理食盐水中剖开
、

冲洗得到清晰的卵粒
,

并置于

双目解剖镜下进行观察
。

并根据不同发育期
,

放于显微镜下测量卵的长和宽
。

另外
,

在

的双 目解剖镜下
,

用微型解剖刀
,

从母体内取出卵粒
,

在生理食盐水中剥离冲洗
,

最后得到

完整的胚体
。

采种适期的试验是依据 个分期标准
,

在董家山东
、

南
、

西
、

北四个坡向及景东县坝子

内其他自然产地
,

自雄虫开始羽化后两周左右
,

在上述各点每周采带枝种胶样品一次
,

逐一

检查其胚胎发育
,

然后
,

分别用细软并有孔隙的棉纸包封
,

逐一编号
,

且注明采集地
、

采集

时间及虫种来源等
。

每隔一周检查一次
,

一经发现有幼虫开始孵化
,

则各处理改为每两天检

查一次幼虫涌散情况
,

直到涌散完毕
。

由此
,

可以确定什么时间采得的雌虫以及其体内的卵

发育到何期
,

采下的胶枝方能完全涌散
。

与此同时
,

不同的处理中不同时期所涌散的幼虫
,

分期分批地接种到无虫寄主树上
,

编号
,

观察记录是否成片固定
,

生长发育是否正常
,

最后

进行相互比较
,

即卵胚发育到哪一期采种幼虫能够涌散
,

涌散率最高
,

生活力最强
,

从而确

定何期为成熟期及其百分率达到多少方可以采种
,

以及从采种到涌散的所需天数
。

据此
,

计

算采种地到放养地途程决定采种日期
。

结果与分析

卵胚发育过程
,

有 个不同的阶段特征
,

主要反映在卵粒大小
、

卵形
、

卵内营养物质
—卵黄球集团变化等方面

。

初期
,

卵内充满紫红色的卵黄球
,

渐次卵黄球组合成若干个集团
,

呈桑湛状
。

由于胚带的发育
,

营养物质的不断转化
,

卵黄球集团出现解体
,

并逐渐稀少
。

胚

体到了多足相时
,

随着胚动
,

卵黄球集团分成两个群体
,

当胚体转回原位时
,

由于背合作用
,

卵黄球集团积聚于胚体背部 到了寡足相时期
,

卵黄球集团解体殆尽
,

胚体呈淡红色的混浊

现象
。

当混浊现象消失后
,

幼虫形成
。

个阶段特征 图 分述如下

葫芦形 图 共工 此阶段有两种情况
,

一是滋卵细胞的形成 二是滋卵细胞与卵黄

细胞分离
。

外观只能看到葫芦形的中部色泽变化
,

即由透明
一

浅黄
一

肉色
一

浅红
一

桔红一
紫红

,

与此同时
,

中部逐渐增大
,

端部逐渐缩小
。

中部红色小球为卵黄小球
,

端部

无色球体为滋卵细胞群
。

滋卵细 胞消失期 图 一 亚 卵端部胶冠消失 卵呈卵圆形
,

卵黄球呈紫红色
,

充实于

整个卵内壁
。

卵长 一
,

平均
·

, 卵宽
· , ,

平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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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紫胶虫卵胚发育的九个阶段

胶冠 , 卵果管柄
,

,

卵集徽管
, 卵黄球集团 , 卵壳 , 狂体头叶 , 头部附胶芽 ,

腹足芽 , 未发育成熟的呼吸器官 ,
,

发育成熟的呼吸器官 , 眼点 , 脾器

胚体表皮 , 唇基 , 上唇 下唇 , 拼瓣刚毛 , 胚外刚毛

脚部附胶芽 ,

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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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黄球集团形成期 图 三 卵黄球分裂成若干个小球体
,

状似桑福
。

卵长
。

一
,

平均
。

, 卵宽
。 ,

平均
。 。

胚体原足相期 图 一
卵黄球集团间出现空隙

,

集团沿卵内壁呈松散排 列
,

前

后两端留下孔口
,

透过前端孔口
,

可见胚体头叶
。

卵长 。 ,

平 均 。

卵宽
。 ,

平均
。 。

胚体多足相期 图 二 部份卵黄球集团解体
,

卵黄球集团间空隙增大
。

由于胚体

转动
,

头叶转向后端的缘故
,

卵黄球集团分为两群
,

呈
“ ”

或
“ ”

形排列
,

也有部份卵粒内卵

黄集团合并为一大个或大小不等的集团
,

排列不规则
。

卵长。 一
,

平均。

卵宽
。

一
。 ,

平均
。 。

胚体寡足相 前期 图 一矶 胚体转回原位
,

并伸直
,

胚体上胸足伸长
,

第 胸足长

达腹部末端
,

腹足消失
,

头部附肢芽已集中在 口陷附近
。

卵黄球集团积聚于胚体背部
,

集团

大部解体
。

背面观
,

卵黄球集团的排列似一
“

草履底
”

状 , 侧面观
,
一半红色

,

一半透明
。

卵

长
,

平均
。

卵宽
,

平均
。

此期与 期卵的大小
、

卵黄球集团的多少和大小主要受树种
、

母体虫口密度
、

母体体型

及生长发育变化的影响
,

如图 二 、 一班所示
,

有的整个胚体背部都附满了卵黄球集团 图

一 可
, 、 一 ,

有的呈零星分布 图 一 、 一 ,

在较短小的卵中
,

则只在头
、

胸 背

部有卵黄球集团 图 二砚
。 。

胚体寡足相 后期 图 一孤 卵黄球集团加速解体
,

已解体之卵黄球呈红色
,

胚体

内体液呈混浊淡 红色
。

卵 长
,

平 均 宽 0
.
20~ o

.
25 m m ,

平 均

0 。 2 2 m m

。

(8 ) 幼 虫形成期(前期 )(图 1
二顶) 卵黄球集团已全部解体完毕

,

胚体混浊现象消失
,

呈

桔红色
,

可见附肢上的刚毛
、

肛环刚毛
、

臀瓣刚毛
,

体节明显
,

缘及唇基特别突出
,
眼点及

膊板亦可见
,

胚体丰满
。

卵长0
.
52~ o

.6r m m
,

平均0
.55 m m , 卵宽0

.20一 o
.25 m m

,

平均

彝彝彝馨馨叠叠⋯叠叠
嘟嘟嘟蜘蜘肇

’

西西

图 2 紫胶虫卵胚发育 6 个分期标准

0
。

2 2 m m

o

(9 ) 幼虫期 (图 1 一玫 ) 胚体呈 偏平

状
,

体色桔红
,
口针藏于 口针囊中

,

末端

露于体外
,

眼点棕褐色
,

体节和附肢 明 显

可见
,

刚毛呈浅黄 色
。

卵 长 0
。

55 ~
。
.
73

m m
,

平 均 0。 6 0 m m
; 卵 宽 0

。

2 3 一0
.26

m m
,

平均0
。

2 5
m m

。

为便于应用
,

并与一般昆虫卵胚发育

过程相一致
,

把 9 个阶段归 纳 为 6 个 期

(图 2 ):

I期
:
相当于前述的 2 期;

亚期
:
相当于前述的 3 期

,

以 此 类

推
。

卵胚发育与采种期的关系
:
根据不同

卵胚发育时期进行采种试验和观察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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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确定的最佳采种 日期
,

对其幼虫的孵化率及子代生活力均具有优良的表现
。

室内外试验结果见表 1
。

衰 1 冬, 两代卯胚发, 遨率与浦傲时间及后天生活力的关系

各 卵 期 发 育 速 率 至涌散天数

涌散胶枝占总胶 枝

(% )

大蚤涌散 胶枝
占 涌 散胶 枝

( % )
放养固定后生活力

I 期 50% ~ 亚期50% 以下

兀 期51 % ~ 皿期50% 以下

l 期51% ~ 那期50% 以下

W 期51% ~ V 期50% 以下

V 期51纬~ 90%

35~ 44

25~ 35

13~ 25

10~ 16

4~ 12

0

0

个别

100

100

1

:;

弱
,

后期死 亡

弱
,

死亡50 % 以 卜

强
,

死亡 50 % 以 下

V 期9 1% ~ 只期10 % 以下

矶 期 51%

100

又0 0 : : :

较强
,

死亡正常

级强
,

死亡正常

从表 1看出
,

卵胚发育为 I ~ 111 期时
,

采下的胶枝无幼虫孵化现象
。

从胚体上看
,

111 期

只完成了胚带发育
,

尚不具有独立发育的可能
。

为此
,

此期前不能进行种胶采收
。

当胚胎发育到万期并占总卵数的50 % 以上时
,

在断绝母体养料供给的情况下
,

母体内储

存的营养物质尚能维持幼胚一段时间生长发育所需供应
,

但由于营养供应不充分
,

造成幼胚

发育先天性不良
,

涌散后的小幼虫身体纤弱干瘪
,

体呈暗紫色
,

行动迟缓而呆滞
,

觅食能力

不强
,

个别即使能勉强固定取食
,

但后夭生活力极差
,

大部在一龄脱皮前先后死亡
。

此期不

宜采种
,

这一情况
,

不仅为我们大量的实验室研究所证实
,

也被多年来我国南方诸省从云南

老产区引种工作所证明
。

与此同时
,

还证明了采种期最低标准在兀期达50 % 以 上 和 V 期达

50 % 以下
,

胶虫虽可在10 天至 16 天涌散
,

且涌散率达百分之百
,

幼 虫能大量涌散的胶枝占总

胶枝的87 %
,
但幼虫后天生活力仍很脆弱

,

死亡过半
。

卵胚发育全部进入 y 期再行采种最为适时
,

其发育期所占 比 例 v 期 50 % 一 90 %
,
砚期

10 %
,

以此为规范
,

根据采种
、

调运
、

放养全过程所需时 日
,

再来调整稍前或稍后 的 采 种

时间
。

这一规范在大量的采种实践中证 明是有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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