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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区间都有较多的分布。 7．5岁龄以上的雄麝 

泌香量克数分布十分散乱，无规律可循．这可能 

是由于年龄太的堆麝个体差异太太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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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赤孚爱胜蚓三体交配的研究 

于德江 刘亚杰 胡庆贤 
【吉林省生物研究所动物研究室，长春 t3oo12) 

在研究蚯蚓申，于 1983年 6月 3日在蚯蚓 

人工养殖床发现赤子爱胜蚓 (Eisenia foxtida) 

三体交配垢 在野外调查亦时有发现。故有机会 

研究。经查未见正式报告 ，所以特作如下报道 ， 

仅供生态研究的参考。 

(一)赤子爱胜蚓三体交配的形 式 蚯 蚓 

系雌雄同体异体受精的动物，两条蚯蚓交配极 

常见。其形式：两条蚯蚓首尾倒置 ，腹面相贴， 

各自将环带区对着配偶受精囊孔部位。由环带 

区的腺体分泌粘液形成的管，于环带区紧束配 

偶，由精沟送精液经配偶的受精囊孔人受精囊、 

以 此互换精液 (图 1)。 

蚯蚓呈三体交配实为罕见。其形式： 3条 

蚯蚓各自将环带区、受精囊孔部位分别对着另 

两配偶的受精囊孔及环带区。每两蚯蚓腹面只 

有 1个接触点 ，每个接触点亦有粘液管紧束，形 

成三角形(图 2)。 交配时呈休眠状．持续 42分 

钟之久。在阳光下 5一 l0分钟开始活动，井急 

速分开。 

(：)三体交配受精作用的观察 待 三 体 

交配蚯蚓 自然分开后行隔离饲养，观察产蚓茧 

及其孵化 ，从而了解群体交配的精液交换及受 

精作用(表 1)。 由观察得到的记录表明：呈三 

体交配的赤子爱胜蚓能正常交换精液，达到异 

体受精的作用。说明三体交配是有效的性交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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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赤子爱胜蚓两体交配 图 2 赤子爱驻好I三体交配 

l-前端 ； z-粘液管 ； 3-雄孔； 4-穑沟； 

5一生殖脊； 6 后端 

裹 1 兰体变配，弓l产 茧救豆其孵化率 

蚯 蚯 产 孵 孵 劫 
l 蚓 茧 {七 化 蚓 每茧幼鳍数 
编 数 数 鼓 直 数 
号 (条) (个) (十) (％) (条) 

l 3 3 100 lO 3．3土o．58 

2 3 ， 10n l1 3．7+ O．58 

， 2 2 IIl0 6 3+ I．4 

动。从每茧孵出的幼蚓数表明．其繁殖率不佩 

于正常交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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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 尽管 3体交配是蚯蚓有 效 的 

性交活动，但其形或具有偶然性。因三体交配 

的形成受时1口]、空间及距离的限制。在同一时 

间需有 5条以上性成熟蝎1寻找配偶、并 3条以 

蚯蚓 同时集会 。距离可 推迟集会的时间 。集 

会时的有利位置，才能使 3条蚯蚓进人交配群， 

否则某蚯蚓可能成为多余者。还受 密 度 的 影 

响，只有在高密度下才能有多条蚯蚓同时寻求 

配偶、并同时相遇。 3体交配的机率是罕见的， 

具有偶然性。 

蚯蚓三体交配具有必然性：蚯 蚓 雌 雄 同 

体 、异体受精。 雌雄器官距离较大。为 3异体 

交配提供构造上的条件；蚓体柔软、可塑性强 ， 

为了异体交配形成角度提供可能性；赤子爱胜 

蚓有特殊传递精液的方式，由精液淘把精液经 

配偶的受精囊孔送人受精囊内以备受精 时 用； 

蚯蚓为低等动物，其交配是性生理支配下的本 

能行为，对配偶无选择性。所以 3体交配存在 

必然性 。 

3体交配不止赤子爱胜蚓能发生。爱畦属 

的其他蚯蚓或其他科的蚯蚓亦可能形成了体交 

配群。因其亦具备前面分析的必然性条件及偶 

然性的机率。 

蚯蚓的 3体交配，扩大蚯蚓交换精液的机 

会、缩短生殖间隔时间、提高繁殖率。另外有的 

专家发现蚯 蚓能孤雌 生殖 。在 生殖生理上 能引 

起种群退化。 3体交配能减少蚯蚓 的 孤 雌 生 

殖。这在蚯蚓人工养殖中，对于防止种群退化 

及提高产量有重要指导意义。 

叉蚯蚓 3 交 配的发 现 ，对蚯蚓生态学的 

研究有重要学术价值。对蚯蚓的认 识 提 高 一 

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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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鳢 的 生 殖 习 性 

陈 汉 兴 
( 茅省靖 县中学，靖江 214 500) 

乌鳢 (0 fof 口I f argus)地方俗名为 

乌鱼? 。黑鱼 ，属鱼纲、鳢形目、鳢科。分布于 

我国及朝鲜 、苏联，1923年后引种移人日本等 

地。我国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南及西南等地区。 

乌鳢是一种经济鱼类，在 日本早已把它作为养 

殖对象，而我国在人工养殖乌鳢方面还不很普 

嬗。乌鳢肉味细嫩鲜美，。可供食用，也可作药 

用。它生长迅速，繁殖率高，对环境的适应性也 

铰强，因此乌鳢的人工养殖已越来越受到重视。 

我对乌鳢生殖习性的观察分三个阶段：第 

一 阶段是在江苏武进县夏溪镇附近 农 村 进 行 

曲。观察到的产卵场，塘深约 l米左右，水面宽 

阔，静水，池水阴暗清凉，在浅处着有水草和 

芦苇，多丛生露出水面，雨季时水草也有淹 没的 

可能。并有时繁殖有浮萍，水中含氧量明显不 

足。由于产卵场在村旁的隐蔽处 ，地形上对观 

察十分有利，因此很顺利获得了第一手资料。第 

二阶段是为了验证乌鳢有关性行为，作者在武 

进县魏村镇工作期间又利用了附近的一个面积 

约 1 0余平方米的污泥塘作了模拟试验。 泥塘 

周树木葱笼，着有水草，水质凉静，并与上游永 

源连结 ，可随时控制塘中水量。第三阶段为验 

证卵的孵化过程，作者先后采了受精卵在养金 

鱼的玻璃槽箱中孵化观察。下面就观察结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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