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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铃蟾早期胚胎发育的初步观察 

李宗芸 冯照军 邹寿昌 
镣州师范学院生物系两爬研究宣，棘州 221009) 

摘要 本文大体采用 Sh~mwxy的分期方法，在 1 8士1℃的实验室条件下，对采自连云港的东方铃 

搪的早期肛胎发育进行了观察，结果表明：从受精卵期至鳃盖褶闭台期可分为2 个时期，共历时235．11 

小时。本文对各时期的形态特征和持续时间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和记录。 

东方铃蟾 (Bombina orien：alis)隶属盘舌 

蟾科铃蟾属铃蟾亚属 ，据记载，全世界铃蟾亚属 

。 t4 ’ 

共有三种．我国仅此一种，分布于黑龙江、吉林、 

辽宁、_阿北、山东、江苏一带，属典型的古北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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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东方铃蟾早期胚胎发 霄 Il_16鼎 

放太倍数：1—1s期为：2x10，16期为 I．2xlo 

期胚体的重心稍向胚孔底部偏移 (见图 1-1 2)。 

， ， (十三)神经板期 从神经板出现到 神经 

沟出现为止。胚体背部神经物质集中形成了比 

较平的前宽后窄的板状结构，此区域较其他部 

分颜色稍浅，胚体纵轴有所伸长(见图 1-13)。 

(十四)神经褶期 神经板两侧隆起成裙， 

板中央 陷成神经沟，胚体纵轴稍伸长，神经捌 

前端两由i!l隐约可见感觉板、鳃板、吸盘的原基 

(见图 1一l4)。 

(十五)胚胎转动期 两侧神经褶向 中 央 

靠拢，但尚未愈合，神经沟仍呈裂缝状，胚体在 

卵膜内梧一个方向缓慢地转动(见图 1-15)。 

(十六)神经管期 神经褶愈合形成 神经 

管，胚体前后仍有神经孔，头的两惯!『各有一突出 

物，为眼泡。吸盘原基已分化，有 2—3个肌节． 

鳃板后上方有明显的原肾突(见 1一l6)。 

(十七)尾芽期 胚体后端有尾芽翘起，口 

吸盘呈圆形黑色，稍突出，嗅窝出现，颤色较周 

围深，很小。胚体长约 4．2 mm(见图 2-1 7)。 

(十八)肌内感应期 胚体受到机械 刺 激 

后左右转动。胚体和尾芽继续伸长，口略星窝 

状，眼原基较突出。绝大多数胚胎从口 膜中孵 

化出来，全长约为 5．0 mm (见图 2-1 8)。 

(十九)心跳朔 头部下方的嗄部咽 区 可 

见微弱的心眺，约 20—30次，分。胚胎侧卧于 

皿底，肌节分化比较明显，外鳃有小突起状鳃芽 

分化。 全长约 6．0mm，尾长约为 全 长 的 l／4 

左右(见图 2一l9 a—b)。 

(--十)鳃血循环期 2对外鳃鳃丝 分 化 

明显且逐渐伸长，每侧鳃丝呈短校状分枝，外鳃 

丝内出现脉冲式血液循环，血液呈银白色。胚 

体不能保持身溶平衡，但受巍刺激后 ，可作短眶 

@ 

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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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盖了外鳃丝的一半，并且逐渐向嚏面延{唪，口 5 东方铃蟾的出出孔位于腹蔼正中。且是 

唇有微弱颤动，肠管在腹面呈螺旋状弯曲。此 在鳃盖摺闭合时在腹中线处形成的单 一 出水 

期清晰可见尾血循环，血液呈红色 ，皮肤较为透 孔，这与四川狭口蛙相同。 

明。全长约 1 0．0 mm，尾长明显大于体长 (见 6．当蝌蚪发育至开口期之后．我们注意观 

图 2—23a—b)。 察了其口型的特征性变化，发现东方铃蟾蝌蚪 

(二十四)鳃盖褶完成期 鳃盖褶已 将 所 的瑶乳突较发达，呈单剐状态围绕在唇缘，而在 

有鳃丝盖住，井延伸至腹 中央处愈合，但在腹中 口角处未见有副突存在。同时发现，蝌蚪的不 

线处留下一个出水孔。肠管 3—4圈弯曲，吸盘 同发育时期，其唇齿式发育状况也有所不同，幼 

巳退化，但留下微弱痕迹，全长约 11 1 him，此 小蝌蚪(开 口期)的唇齿式为 I：1-1／i：2-2，稍 

期卵黄巳基本耗尽，开始取食，肛孔排出废物 大些的蝌蚪唇齿 式 发 展 为 I：l一1／It：卜1或 

(见表 1与图 2—24 a—b)。 ll／l：2-2，直至大型蝌蚪(鳃盖稻愈台期)唇齿 

．  ． 
式才定型为 ix／II：i一1，此齿式与刘承钊(i 96i) 

小 结 和 讨 论 所报道东方铃蟾的唇齿式相同
。 

1．东方铃蟾的个体虽较小 (其平均 体长 7．在囊胚早期胚胎死亡率较高，这与自然 

：47．5mm， g：44．6 ram)，但其卵及 各期 条件下东方铃蟾数目较少是召有关。还是与 自 

胚胎与个体较大的中华大蟾蜍的卵及胚胎大小 来水质有关，这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 

相近。 ‘ 
2．东方铃蟾从受精9_一直到神经板朝，珏 参 考 文 献 

体基本上星圆球状，到神经褶后期胚体才开始 【1】 王昌等 1986 中华大蟾蜍( - blIo gorgorl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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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黑斑蛙、豹蛙、美洲林蛙的早期胚胎 r 7] 费粱等 1985 四川狭口蛙早期胚胎发育 两栖爬行 

发育中均分出尾血循环期，且此期均在开口期 
。 ． 。 。1 。 ．9。 发 

之后即可看蓟，而东方铃蟾直至鳃盖褶中间才 舟生物学中的彤态模式和实验 于豪建译。 

可见尾血循环，故未把其作为一个时期划出。 

(上接 第 4I页 ) 

占体重的 0．45±0．07％，分别为对照 组的 3．59 

和 2．77倍；两组间差异非常显著 (P< O．O1)。 

表明冬季递增补加光照可促使睾丸体积 增 大， 

重量增加。据此可推知 ，冬季光照可能通过眼 

睛视网膜的感受 ，沿视神经传人下丘脑．经下 

丘脑一垂体一睾丸轴系，引起睾丸间质细胞分泌 

雄激素，雄激素促使腺泡细胞分裂分化和生长 

发育 ，结果香腺体积增大，重量增加 ，分泌活动 

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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