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5 卷　第 2 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V o l. 35 N o. 2
2007 年 2 月 Journal of N o 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N at. Sci. Ed. ) Feb. 2007

蒙古绵羊胎儿卵巢发育的组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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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对37～ 99 d 胎龄的蒙古绵羊胎儿卵巢进行组织学观察。结果表明, 绵羊胎儿在37 d, 可以从外观上

分辨雌雄, 雌性胎儿的性腺初步出现卵巢的组织学特征; 37～ 51 d 为卵原细胞的共质体期, 卵原细胞数量增长加

快; 55～ 76 d 卵巢中逐渐充满大量的合胞体样卵母细胞群; 从 58 d 开始卵巢皮质深层出现少量的形态不典型的原

始卵泡。胎龄73 d 时, 皮质深层出现真正的原始卵泡; 81 d 时皮质中层出现大量原始卵泡; 99 d 时皮质深层中可看

到一些初级卵泡。与成体卵母细胞相比, 胎儿时期的生殖细胞有活跃的增殖分裂特征; 生殖细胞发育按卵原细胞增

殖→卵母细胞分化→形成原始卵泡的步骤发育, 在位置分布上由卵巢皮质外层逐渐向皮质里层分步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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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 sing the m ethod of h isto logica l rou t ine, h isto logica l st ructu re of 37299 day2o ld ovine feta l

ovaries w ere studied. W hen the sheep em b ryo is 37 days o ld, it can be dist ingu ished fem ale o r m ale from

ex ternal appearance. A bou t 37251 d, the quan t ity of oogon ia grow s rap id ly and the synp lasm a2like oogon ia

can be found in th is stage. A bou t 55276 d,m uch of the syncyt ium 2like cell group is found in the ovary. T he

un2typ ica l p rimo rdia l fo llicle is found in the ovary co rt ices from 58 d. T he typ ica l p rimo rdia l fo llicle is

found in deep layer of the ovary co rt ices from 73 d; and on the 81 d, the num ber of p rimo rdia l fo llicles

increases. P rim ary fo llicles are found in deep layer of co rt ices a t 99 d. In con trast to m atu re oocytes, the

germ cells are act ive cell2grow ing and divid ing, changing shape and even m igra t ing w ith in the feta l ovary,

hence mo re changes at th is developm en t stage. O u r ob servat ion s p rovide the mo rphom etric and apop to sis

aspects of sheep fetu s ovary and evidence that apop to sis in the sheep fetu s ovary is associa ted w ith germ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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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熟的卵巢结构分为皮质和髓质, 皮质由卵泡

细胞围绕生殖细胞形成的卵泡和卵泡外周的基质细

胞及小血管构成; 髓质由间质组织和一些大血管构

成, 为皮质提供营养。皮质中的卵泡由里层向外层发

育形成成熟卵泡, 而在胎儿卵巢发育时, 雌性生殖细

胞是由卵巢的表层向里层逐步发育的。在胚胎形成

早期, 原始生殖细胞从卵黄囊经背肠系膜迁移到生

殖脊, 生殖脊则与为其提供体细胞的中肾组织相

连[1 ]。早期胎儿卵巢由原始生殖细胞、体腔上皮来源

的卵泡细胞和中肾组织来源的间充质细胞构成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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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无规律的器官, 变成成团索状排列有序的器官。一

旦这种有序的索状结构形成, 生殖细胞便会开始有

丝分裂增殖及减数分裂分化, 逐渐形成原始卵泡。在

胎儿卵巢发育早期生殖细胞会出现增殖高峰, 随后

大部分生殖细胞会出现核固缩的退化现象。大部分

哺乳动物在出生时其卵巢中的卵泡数已恒定, 并且

卵泡中的卵母细胞停留在减数分裂前期的双线期,

直到青春期在激素的作用下继续分批发育。

关于绵羊胎儿卵巢卵原细胞的增殖、退化及原

始卵泡的形成已有研究[2 ] , 但关于生殖细胞发育分

化的时间进展却未见详细报道。对30 d 胎龄之前的

蒙古绵羊胎儿生殖嵴和卵巢的发生前人已有过报

道[3 ] , 因此本研究对胎龄 37～ 99 d 的蒙古绵羊胎儿

卵巢进行了组织学研究, 以探讨蒙古绵羊胎儿卵巢

中生殖细胞增殖、减数分裂开始以及原始卵泡形成

的时间, 为蒙古绵羊胎儿卵巢发育研究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蒙古绵羊胎儿从内蒙古穆斯林屠宰场获得。胎

儿日龄由R ichardson 公式[4 ]推算: Y = 2. 1 (X + 17)。

式中: Y 代表胎儿日龄 (d) ; X 代表胎儿体长 (冠尾

长, cm )。结果得到体长4～ 30 cm , 日龄包括37, 48,

51, 55, 58, 63, 66, 73, 76, 81 和 99 d 的胎儿共计 65

个。体长与胎龄对应情况见表1。

表 1　蒙古绵羊胎儿体长与胎龄

T able 1　Fetal sheep body length and gesta t ion age

胎龄öd
Fetus age 37 48 51 55 58 63 66 73 76 81 99

体长öcm
Body
length

4. 0±
0. 3

6. 2±
0. 5

7. 2±
0. 6

9. 0±
0. 9

10. 6±
0. 8

12. 8±
0. 9

14. 5±
1. 0

17. 8±
0. 9

19. 2±
1. 2

21. 8±
1. 1

30. 0±
1. 4

　　主要仪器包括: YD 325 型轮转式石蜡切片机;

O lympu s BH 22 型光学显微镜; O lympu s PM 220 型

显微照相系统。

1. 2　蒙古绵羊胎儿卵巢切片的制备

取蒙古绵羊胎儿双侧卵巢, 用体积分数 10% 福

尔马林 (体积分数 37% 甲醛溶液 5. 0 mL、pH 7. 4

10×PBS液 5. 0 mL、无DN ase 水 40. 0 mL ) 固定 24

h, 流水冲洗, 然后依次用体积分数 50% , 75% ,

85% , 95% 和 100% 的乙醇逐级脱水 (5 m inö级) , 二

甲苯透明 20 m in, 浸蜡 (石蜡 1, 石蜡 2)、包埋、切片

(片厚 5～ 8 Λm )、贴片, 常规苏木素伊红染色, 光镜

观察并拍照。

2　结果与分析

2. 1　37～ 51 d 胎龄蒙古绵羊胎儿卵巢组织学观察

　　31 d 胎龄时, 绵羊胎儿卵巢外型为长梭型, 与

中肾贴紧, 无明显的髓质。卵巢上皮为单层立方上

皮, 一些卵原细胞夹在上皮间。卵巢与中肾相连的一

侧没有上皮, 由一些梭形细胞构成, 此区域的细胞呈

团、索状排列。实质中的卵原细胞分散存在或 2～ 3

个聚集在一起, 其外周由单层梭型基质细胞围绕, 形

成“巢”结构。卵原细胞较其他细胞体积大而圆, 核呈

圆形, 具有较高的核质比。细胞核中有1～ 2 个核仁,

染色质排列成细丝状或颗粒状, 与其他细胞相比, 细

胞质嗜酸性较强 (图 1 A )。接近皮质深层区还可看

到巢内卵原细胞数量增多, 胞质融合在一起。

48 d 胎龄时, 卵巢中出现原始的皮质和髓质。

48～ 51 d胎龄, 皮质中的“巢”结构数量增多, 体积增

大, 细胞间界限不明显, 形成共质体样卵原细胞

团[526 ]。51 d 胎龄时, 有些共质体样细胞团中的卵原细

胞开始进入第一次减数分裂前期的前细线期和细线

期 (图1 B )。在细线期时染色质为染色体丝, 此时的细

胞较卵原细胞体积大, 核仁不明显。

2. 2　55～ 76 d 胎龄蒙古绵羊胎儿卵巢组织学观察

55 d 胎龄时, 卵巢已离开中肾组织而单独存

在, 上皮较完整, 但椭圆形卵巢的一端仍与中肾通过

间充质的系带相连。卵巢皮、髓质界限较为清晰。皮

质浅层的卵原细胞仍处于“巢”结构中; 皮质深层中

出现很多更大的生殖细胞群体, 且细胞间界线明显,

群体之间由梭形基质细胞相隔; 其内部的生殖细胞

开始进入减数分裂前期相。此种细胞群体称为合胞

体样卵母细胞群[526 ]。卵原细胞进入减数分裂后便称

为卵母细胞。合胞体样卵母细胞群中的细胞为卵母

细胞, 有些细胞核染色较深, 称为暗细胞 (图1 C) , 是

处于偶线期的卵母细胞以及核固缩的卵母细胞; 有

些核染色较浅称为明细胞, 是一些细线期的卵母细

胞, (图1 D , E)。

58～ 63 d 胎龄时, 卵巢皮质中普遍分布合胞体

样卵母细胞群, 其中暗细胞较多。在皮质与髓质邻界

处出现由几个梭形细胞围绕卵母细胞形成的类似原

2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35 卷



始卵泡的结构, 其中的卵母细胞有退化迹象。髓质中

产生了较大的血管。66 d 胎龄时, 深层皮质中围绕

在合胞体外周的扁平细胞开始进入合胞体内, 将单

个的卵母细胞围住; 在皮质、髓质交界处有类似原始

卵泡的结构, 卵泡内卵母细胞核固缩, 胞质较少, 呈

退化趋势; 髓质中有大量的血管和结缔组织。73 d

胎龄时, 皮质深层有一些原始卵泡正在形成, 卵母细

胞体积较大, 胞质染色较深, 卵泡细胞呈椭圆形或梭

形。在与髓质相邻的皮质深层, 原始卵泡中的卵母细

胞核已固缩。76 d 胎龄, 皮质中层的合胞体样细胞

群正在解体, 且有一些梭形细胞向合胞体内伸入, 将

单个卵母细胞包裹住, 即将形成原始卵泡; 皮质深层

为原始卵泡, 卵泡数量较 73 日龄增多, 卵母细胞核

型处于粗线或双线早期, 卵泡形态基本正常, 为扁平

或梭形, 周围有一些梭形基质细胞围绕 (图1 F)。

图 1　37～ 76 d 胎龄蒙古绵羊胎儿卵巢石蜡切片的苏木素伊红染色照片
A. 37 d 胎龄时的卵巢 (×100) , →示卵原细胞;B. 51 d 胎龄时的卵巢 (×100) , 卵原细胞进入减数分裂周期的前期, →示前细线期卵母细胞, #
示细线期卵母细胞; C. 55 d 胎龄时的卵巢 (×100) , →示合胞体样细胞群中的暗细胞;D. 55 d 胎龄时的卵巢 (×100) , →示合胞体样细胞群中的
细线期卵母细胞; E. 55 d 胎龄时的卵巢 (×100) , →示合胞体样细胞群中的偶线期卵母细胞; F. 76 d 胎龄时的卵巢 (×40) , →示皮质深层出现
的原始卵泡

F ig. 1　Paraffin section of hem atoxylin and eo sin sta in ing in ovine feta l ovaries
A. O vary of 37 d ovine fetus. Oogon ium w as packed w ith fusifo rm cell show ing n idus fo rm. N o te the oogon ium (arrow ) ×100; B. O vary of 51 d

ovine fetus. N o te the oogon ium p rophas of m eio tic cycle, p relep tonem a oogon ium (arrow ) and lep tonem a oogon ium ( triangle) ×100; C. N o te

the“dark cell”of (arrow ) ×100; D. N o te the lep tonem a oocyte (arrow ) ×100; E. N o te the synap tene oocyte (arrow ) ×100; F. O vary of 76 d

ovine fetus. N o te the p rimo rdial fo llicle (arrow ) ×40

图 2　81～ 99 d 胎龄蒙古绵羊胚胎卵巢石蜡切片的苏木素伊红染色照片
A. 81 d 胎龄时的卵巢 (×40) , 皮质中的原始卵泡囊, →示原始卵泡, # 示退化的原始卵泡;B. 99 d 胎龄时的卵巢 (×40) , →示初级卵泡, # 示退
化的卵泡

F ig. 2　Paraffin section of hem atoxylin and eo sin sta in ing in ovine feta l ovaries
A. O vary of 812day2o ld ovine fetus. N o te the p rimo rdial fo llicle (arrow ) and degenerative p rimo rdial fo llicle ( triangle) in the ovarian co rtex
(×40) ; B. O vary of 992day2o ld ovine fetus. N o te the p rim ary fo llicle (arrow ) and degenerative fo llicle ( triangle)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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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81～ 99 d 胎龄蒙古绵羊胎儿卵巢组织学观察

81 d 胎龄时, 皮质中层和深层中出现了大量的

原始卵泡, 其外周被基质细胞围绕分割形成原始卵

泡群体 (图 2 A )。原始卵泡中的卵母细胞大多数处

于双线期, 卵泡细胞形态以梭形或扁平为主。99 d

胎龄时, 皮质中无卵原细胞, 浅层中有极少数的合胞

体样细胞群, 卵母细胞形态不正常。皮质中分布大量

的原始卵泡, 卵母细胞大部分处于双线期。在皮髓交

界处, 可见到含有立方形卵泡细胞的初级卵泡

(图2 B ) , 卵母细胞体积较大, 但呈退化固缩状态。

3　讨　论

胎儿时期的卵巢由外向里按卵原细胞、卵原细

胞巢、共质体样卵原细胞团、合胞体样卵母细胞群和

卵泡的顺序一层层发展, 发育阶段不同其在皮质中

占的比例不同。本研究结果表明, 蒙古绵羊胎儿在37

～ 51 d 胎龄时, 卵巢皮质生殖细胞主要以卵原细胞

的巢和共质体形式存在, 此时期是卵原细胞增殖的

时期; 55～ 76 d 胎龄, 皮质中主要含合胞体样的卵

母细胞群, 是卵原细胞大量增殖后进入减数分裂前

期成为卵母细胞的时期; 81 d 胎龄时, 卵巢中出现

大量的原始细胞, 其卵泡细胞为单层扁平细胞, 其卵

母细胞体积增大, 核偏位。这些阶段是卵原细胞向卵

母细胞再向原始卵泡发育的渐进过程。杨庆章等[5 ] ,

房秀[6 ]分别对猪卵巢和约2. 5 月龄牛胎儿卵巢组织

结构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卵巢中卵原细胞形态多

样, 界限不明显。曹贵方[7 ]的研究发现, 合胞体、共质

体的细胞间有间桥相通, 认为共质体中细胞变化是

同步的。

哺乳动物卵泡发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卵

泡主要是由一个生殖细胞及外围众多的颗粒细胞和

卵泡膜间质细胞等组成。在促性腺激素等的调控下,

卵泡中颗粒细胞增殖、分化, 产生分化程度不一的颗

粒细胞群。颗粒细胞又通过旁分泌和间隙连接的通

讯方式控制卵母细胞的生长和成熟, 因而卵泡发育

是在一个庞大的调控系统的严格控制之下完成

的[8 ]。关于卵泡细胞的来源目前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

点认为, 卵泡细胞来自于未分化的性腺体腔上皮, 由

其向实质内生长而来的, 即起源是皮质性的[9 ]; 另一

种观点认为, 颗粒细胞起源于卵巢基质或卵巢网, 即

髓质性起源。本实验发现, 卵原细胞在卵巢生殖上皮

向内增生时被同时带进, 而且一起构成团索, 生殖上

皮的形态与立方形卵泡细胞相似。

关于原始卵泡在卵巢分化过程中产生的时间问

题,W itsch i[10 ]认为, 初级卵母细胞被单层扁平颗粒

细胞围绕形成原始卵泡是在迁移的PGC s 定居于生

殖嵴后不久形成的。但W an W agenen 和Simp son 则

认为, 真正的卵泡是在卵母细胞处于粗线期晚期及

双线期时才形成[11 ]。本研究结果支持后者的说法,

在蒙古绵羊胎儿发育到66 d 和73 d 时, 卵巢皮质中

的卵母细胞绝大多数处于偶线期和粗线期, 在皮质

深层有原始卵泡形成, 其卵母细胞形态异常, 趋于退

化; 81 d 时原始卵泡数量增多, 卵泡形态基本正常,

卵母细胞大多数处在粗线期及双线早期, 核形趋于

正常, 这一时间与山羊的卵泡产生时间也较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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