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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壳表具放射胁约 24条 ，以壳上部的肋较凸 

出，并布有规则的结节，肋间有整齐的毛状物。 

二 、生态分布特点 

我们选取了闸疑港北面的北汀、里灶、瓦晒 

(有泥沙谁、沙滩和石砾滩)；南面的马尾、铁帽 

仔 大角嘴(为沙滩和岩岸带)；港口附 丘的炮台 

嘴(沙滩)和蝴蝶堋(岩岸带)以及西北方向的溪 

头(主要是红树林泥沙滩)等海滨作采集点。所 

采到的 I6种蚶类除部分生活在潮间带 中、低潮 

区(如青蚶、毛蠹曾、泥蚶和结蚶)外，其余栖息在 

潮下带 1 O0米以内的浅海区，因此在滩涂上常 

可拾获它们的贝壳。它们的生活方式可分为两 

种类型，一类以足丝附着岩礁的缝隙中或石砾 

等外物上生活，如蚶属，须蚶属的种类，它们主 

要分布在马尾、铁帽仔等外海性的岩石岸，而在 

炮台嘴、蝴蝶洲等内海湾则较少见；另一类营底 

柄生活，如泥蚶属的种类生活于软泥表层，扭蚶 

属、毛姑属、球蚶属和珠蚶属的种类则生活于呢 

砂质海底，因此它们大多栖息于瓦晒、溪头等软 

泥和泥沙滩中。在采到的所有蚶类标本中，以 

毛蚶属的种类个体数居多，尤其是毛蚶、角毛蝤 

的数量占其 中优势。笔者认者，闸坡港三面环 

海，有辽阔的浅海滩涂，而毛蚶属的种类主要生 

活在潮下带浅水区，而且个体较大，食用价值较 

高，可望发展为养殖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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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雌雄同体现象的观察 

叶 富 良 张 健 东 
(湛 江 水 产 学 院) 

摘要 雌雄同体荐在于许多鱼类中，奉文报道了鲤鱼的雌雄局体现象。 作者在专题研究东讧鲤鱼 

种群生态时 ，解剖l测定了 483尾鲤鱼，其中 1尾有雌雄同体现象，这尾标本体长 27臣米 ，体重 699．2克， 一 

年龄5 ，成熟系数(性腺重／总体重 ×100)为 9．0。 两侧性隙都由卵巢组织和精巢组织组成 内眼观 

察可见卵巢部分呈桔黄色，精巢部分呈乳白色。对性腺进行了组织学检查，精巢组织中存在着太量成熟 

的精子和向精于变态的精子细咆，连有少量的精原细胞 初级精母细瞧和敬级精母细胞，卵巢组织中主 粤 

要是第 4时相的初级9 母细胞，少量是发育早期的卵母细咆。根据观察，精卵巢组织发育正常，精巢中 

已有成熟的精子，雄性生殖机能可能会发生。 

关于鱼类中存在雌雄同体现象已有不少报 

道 ，最典型的是蜡科中的一些鱼类，如 ~~rranug 

cabrilla， frrd hepatu~ 年Ⅱ "4 miba 

是永久性雌雄同体 ，并能同时成熟 ，行自体受 

精 j0 其他如狭鳕 T~eragra chalcogramraa、 

黄 鲷 Talus sumitrons 、鲴鱼 Mugil cepha． 

1us~J
、 淡 水大 眼 鲱 dlosa pseudo~arengus 、 

扁吻胭脂鱼 Cato$tornu$pla~yrhynchus 、大马 

哈鱼 Oncorhynchus{ 口 等鱼类亦有类 似 

现象，它们的生殖腺 ，可能一侧为卵巢，另一侧 

为精巢，或者是一侧或两侧的性腺同时存在卵 

巢组织和精巢组织。Bottone(1977)还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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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雌雄同体 Diplectrum poclilcum 的性 隙形 态 

学研究 ，Touart和 Bortone(198o)也研究 

了赡雄同体 Diplrctrum bivittatum 的辅 助生 

殖结构 。 有关鲤鱼雕雄同体现象，目前尚未 

觅刊报道。本文的报道将充实淡水鱼类雌雄同 

体形式的资料。 

作者在 1 981—1982年参加广东省东江渔 

业资源调查时 ，专题研究东讧鲤鱼的种群生态， 

共解剖了 483尾标本，发现其 中 l尾鲤鱼有雌 

雄同体现象。这尾标本年倚奇3+，体长 27厘米， 

体重 699．2克，左侧性腺重 44．9克，右侧性隙 

重7．8克，成熟系数为 7．54【(性腺重 ／总体重) 

×1oo]，经组织学观察，证实为雌雄同体。 现 

将观察结果报道如下： 

(一)材辑与方法 标本系 i 981年 l1月 

采自广东河源，性腺用 10每 的福尔马林溶液固 

定，组织学检查采用石蜡包埋，切片厚度为 7微 

米 ，埃利希氏 (Ehrlich’s)苏术精一曙红染色， 

部分切片用 Mallory氏三色法染色，显微镜下 

观察，典型切片作显澈摄影。 

(：)观察结果 

I．雌雄同体性腺结构 该标本的性腺形式 

圈 ^ 精卵巢背面瑰 

l·精巢 2．卵茹 

为精卵巢，即在一个性腺上同时存在卵巢组织 

和精巢组织，两者之间界线分明。左侧性腺较 

大，太部分是卵巢组织，仅在卵巢组织前部附生 
一 小块精巢组织；右侧性腺较小，约为左铡性腺 

的 l／5，大部分为精巢组织，有一小块卵巢嵌在 

精巢组织的左侧(图 A)。两侧性腺中的卵巢组 

织呈桔黄色，卵粒清晰可见，精巢组织呈乳白 

色。 

2 精卵巢组织切片的观察 显微飘察，左 

右两侧的精巢块和卵巢装发育程度一致。 

精巢块困被膜内仲而分隔成许多精 小 叶， 

在横切面上，精小叶的形状和大小很不相冠，排 

列不规则(图 B-i，见封 2，下同)。 在精小叶 

的空腔中，充满大量成熟的精子以及向精子变 

态的精子缅胞。在小叶壁有少量发育 期的初 

级精母细胞和次级精母细胞 还有少数精原细 

胞(图 c)。 

卵巢中的生殖细胞太部分是发 育 至 第 1v 

时相的初级卵母细胞(图 B一2)。卵母细胞圆形 

或困彼此挤压略呈不规则状，在卵母细胞外周 

有一层德泡膜(图 C-6)，磕泡膜内有一层明显 

的辐射带，该辐射带被 Mallory氏三色法染成 

深蓝色。卵黄颗粒几乎充满棱外空间，只有在 

卵膜边缘有一两层大小不等的液渔 (图 C一7)。 

卵核位于细胞中央，棱曦凹凸不平，大部分核仁 

分布在棱膜边缴，有少数分散在棱的中央，卵巢 

中还有少量发育早期的卵母细胞。 

(三)结语 该标本的精卵巢组织 能 正 常 

发育，发育速度基本同步，都达到第 1v 期。在 

精巢组织中已有成熟精子，雄性生殖机能可能 

会发生，但能否发生雌性生殖机能，能否行自体 

受精或异体受精，均为未知，有待今后取得鲤鱼 

雌雄同体的材料后，对生殖机能再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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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平 山县 鸟类 初 步调查 

郭 捧 张意强 唐葆贞 刘秉武 吴耀峰 
(河北省科学院生fl翦所) (河北师范大学生物系) 

摘要 该项调查主要是在 1980--198．4年进行的。平山县位于河北省西蜊太行山的东部边缘地带， 

海拔多在 loo一 1500米闻，其西北部的地势较高，最高峰选 228l米。调查中共采获鸟类标本 9 种 ，分 

囊 15目 30科 见到而未获标本的 7种，走访获悉 14种，共计 116种面分隶 15耳 33科。其中繁殖鸟占 

56．90％，非繁殖鸟占 43．10％。除名录外，本文还对各种鸟的遇见时间、地点 、次数和只次，以致在禾 

同地域的步行路段上所遇鸟类的种数等也怍了记述。r 

平山县位于河北省西侧太行山中段的东部 

边缘地带，约在东经 1I3~31 一lI4。l 7 ，北纬 

38。09 --38。46 之间。 海拔多在 IO0一l500米 

间，西北部的地势较禹，最高峰达 2281米。自 

然植被破坏较重，只在深山区有少量次生林。在 

海拔 1500米以上的山坡有少量针阔 混 交林 ； 

800一l500米，以灌丛植被较占优势；再下则多 

为灌草丛。人工林已渐有发展。 

该县的鸟类资源情况，尚未见有系统报道。 

为配合太行山区的开发，河北省科学院生物所 

与平山县协作于 1983年 6、7、9及 12月份 ，对 

该县的鸟类资源进行了调查。此外，还走访了 

有关的收购和外贸部门。河北师范大学生物系 

则结合学生野外实习，于 1959--1 965和1 980一 

I 984年夏季，主要在县城附近及两大水库区域 

作了调查(见囤 1)。 现将调查结果整理如下。 

调 查 结 果 

采到标本的鸟类为 95种，分隶 l5 目 3O 

科 ；见到而未获标本的 7种，走访获悉 1 种，台 

’ I‘ 。 

计为 11 6种而分隶 I5目33科(见表 1)。 

如表 I所示，在所悉 II 6种鸟类中，繁殖 

鸟(包括留鸟与夏候鸟)约 聒 种，占 56．90薅； 

非繁殖鸟 (包括旅鸟与冬侯鸟)约 5O种，占 

43．1 0％。 

从表 I还可以看出，有几种鸟的居留情况 

与以往的文献记载有所不同。如黑鹳、红嘴鸥、 

云雀、小蝗莺及赤胸鹂等。 

依地域或生境看，，以黄壁庄水库区域的鸟 

类种数和种群的数量最多。其次是西南部山区 

丘陵地带，在这里的每段步行路段上可遇到 H 

— l9种鸟；而在西jE部的每条路毁上仅可遇见 · 

6～l0 种，而且，除山雀 艘鸟类的数量也较 

少。 

该县可供狩猎的鸟类主要是雉、鹁、鸠、鹪 

及雁、鸭和鸥类等，但亦应避免在其繁殖季节猎 

捕。另外，象收购部门所常收购的白鹳、鸳鸯、 

·原丰昕青工董建兵，平山县车增元、事永庆、韩台秀、王 

明塔等参加于 L983年 6．7月份的动植物资源调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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