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水产科学  2020 年 10 月, 27(10): 1176–1183 
Journal of Fishery Sciences of China    研究论文 

                                  

收稿日期: 2020-04-02; 修订日期: 2020-05-02. 
基金项目: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019XT0603). 
作者简介: 胡雪松(1977–),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鱼类种群遗传与分子育种研究. E-mail: huxuesong@hrfri.ac.cn 
通信作者: 石连玉, 研究员, 主要从事鱼类遗传育种、鱼类细胞遗传与育种研究. E-mail: sly2552@aliyun.com 
 
 

DOI: 10.3724/SP.J.1118.2020.20093 

黑龙江三角鲂的胚胎和早期仔鱼发育观察 

胡雪松, 李池陶, 葛延龙, 贾智英, 姜晓娜, 石连玉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淡水鱼类育种国家与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农业农村部淡水水产生物技

术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70 

摘要: 以产自黑龙江的三角鲂(Megalobrama terminalis)为研究对象, 对其胚胎和早期仔鱼发育的形态特征和时间

进行观察和描述。将受精卵去膜, 在 Holtfreter 氏液中培育, 着重观察去膜卵在原肠胚及后期发育的形态特征。在

水温(23.5±1.0) ℃ 条件下, 黑龙江三角鲂胚胎从受精到出膜历时 30 h 10 min, 历经 7 个主要发育阶段(分为卵裂前

期、卵裂期、囊胚期、原肠胚期、神经胚期、器官形成期、出膜期), 25 个发育时期。初孵仔鱼体长为(4.33±0.16) mm, 
在(25.5±1.0) ℃ 条件下, 经 144 h, 卵黄囊被完全吸收, 此时全长为(7.73±0.20) mm。早期仔鱼可根据眼色素沉积、

体色素沉积、鳔和卵黄囊的变化分为眼色素增多期、体色素增多期、鳔出现期、鳔充气期和卵黄囊完全吸收期 5
个时期。黑龙江三角鲂在鳔充气膨大(出膜后 96 h)前无摄食行为。在出膜后 96~144 h 为混合营养期, 此时适宜将

仔鱼转入池塘进行夏花培育。本研究旨为黑龙江三角鲂的资源保护和苗种培育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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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鲂 (Megalobrama terminalis) 隶属鲤科

(Cyprinidae), 鲌亚科 (Culterinae), 鲂属 , 广泛分

布于中国的各主要水系 , 为重要的淡水中大型

经济鱼类[1]。近年来, 受环境污染、过度捕捞等

因素的影响, 三角鲂的栖息范围逐年缩小, 其自

然种群的数量急剧减少。现仅在黑龙江、钱塘江

和湖北金沙河水库有少量分布[2]。自 20 世纪八、

九十年代开始, 中国学者就完成了钱塘江和金沙

河水库三角鲂的人工繁殖, 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

很多保种繁育、养殖推广、营养需求、种质评价

等方面的研究[3-4]。历史上, 产自黑龙江流域的三

角鲂也被称作法罗鱼, 是名贵的“三花五罗”之一, 
深受消费者喜爱。法罗鱼曾广泛分布于黑龙江、

松花江、嫩江、镜泊湖和兴凯湖[5-7], 但目前仅在

黑龙江有少量分布, 其种质资源已接近枯竭。作

为黄河以北唯一自然分布的鲂属鱼类 , 法罗鱼

的黑龙江种群(M. terminalis in the Heilong River, 
MTH)具有重要的经济、生态和科研价值。由于

资源稀少, 样本采集困难, 有关该鱼的研究十分

有限, 仅王志远等[8]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基于少

量野生个体进行过形态学的初步研究。最近, Hu
等[9]揭示了 MTH 的线粒体基因组特征, 鉴定出 1
个 MTH 区别于鲂属 4 个种 6 个群体的特异性标

记。在线粒体水平厘清了 MTH 和其他鲂属种类

的系统发生关系。2018 年和 2019 年, 黑龙江水

产研究所分别在产地 (抚远 )和宽甸基地开展

MTH 的人工繁殖, 均获得了成功 [10]。由于 MTH
卵膜较厚 , 在胚胎发育至原肠胚及后期的形态

不易观察 , 本研究对 MTH 的胚胎进行去膜培

养 , 并形成完整的胚胎及早期仔鱼发育观察记

录, 以期为 MTH 的资源保护和苗种培育提供科

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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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鱼及受精卵获取 
实验鱼于 2018 年取自黑龙江抚远江段, 为基

本达到性成熟的野生亲鱼, 在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宽甸水产试验站池塘进行驯养。于 2019 年 5 月在

试验站产孵车间对亲鱼(2.3~3.0 kg)进行人工催产, 
观察到亲鱼开始产卵后, 挤出卵和精液, 完成干法

授精, 取受精卵约 10000 粒, 用于胚胎发育观察。 
1.2  胚胎及早期仔鱼发育观察 

每次取约 60 粒卵, 置入 2 个培养皿中, 用控

温 仪 使 水 温 保 持 在 (23.5±1.0) ℃ , 在 解 剖 镜

(OLYMPUS, SZX2-TR30, 日本)下观察胚胎及早

期仔鱼发育的全过程, 利用 cellSens Entry 软件拍

照, 测量卵径、仔鱼全长和卵黄囊长径。胚胎发

育各时期的确定以观察的样本中 50%以上达到该

时期为准。在多细胞发育期后, 为增加辨认准确

度, 采用去膜的受精卵进行观察。受精卵去膜参

照朱作言[11]的方法略有改动: 卵子在受精约 5 min
后, 将其置入使用 Holtfreter 氏液配制的 0.25%胰

蛋白酶溶液中处理约 10 min。轻轻摇晃 , 当观察 

到卵附着能力减弱, 卵膜变薄、变皱后, 用解剖针

将膜小心剥落。接着用吸管将无膜的卵吸入一个

盛有 Holtfreter 氏液的新培养皿中, 处理结束后, 
再对所有无膜卵用 Holtfreter 氏液进行清洗, 用于

后序观察。当胚胎发育至尾芽期时, 用曝气的冷

开水对培养液进行逐级稀释, 并与孵化桶中的对

照组(未去膜卵)相比较。 
仔鱼在人工控制的(25.5±1.0) ℃水族箱内培

育。为观察仔鱼摄食情况, 利用锥形专用瓶孵化

丰年虫, 每升水放入 20 g盐和 2 g 虫卵, 将孵化水

温控制在 28 ℃, 保持 LED 光源及充气状态。 
1.3  数据处理 

本研究用于卵径及各发育阶段的仔鱼全长和

卵黄囊长径测量的样本数均为 20 个。利用 Excel 
2013 进行数据处理, 结果以平均数±标准差( x ± 
SD)来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去膜卵培育 
本实验获得了一定数量处于相同发育阶段的

去膜卵(图 1), 在 Holtfreter 氏液中可正常发育。 
 

 
 

图 1  黑龙江三角鲂去膜卵的培育 
A. 尾芽期; b. 尾泡期; c. 耳石形成期. 

Fig. 1  Culture of chorion-free eggs of Megalobrama terminalis from the Heilong River 
a. Tail bud period; b. Tail vesicle period; c. Otoliths formation period. 

 
2.2  胚胎发育 

MTH 胚胎在水温(23.5±1.0) ℃的条件下, 历
时 30 h 10 min 完成整个发育过程。 
2.2.1  卵裂前  受精卵: MTH 卵为球形, 浅黄色, 
具黏沉性; 卵膜较厚, 半透明。卵遇水后即开始膨

胀, 20~30 min 时卵径达到最大。吸水后平均卵径

为(1.38±0.06) mm, 卵黄周隙较小(图 2a)。 

胚盘形成期: 受精后 55 min, 卵子原生质由

均匀分布向动物极集中, 在卵黄体上部隆起一个

帽状的胚盘(图 2b)。 
2.2.2  卵裂  2 细胞期: 受精后 1 h 5 min, 开始

第一次卵裂, 胚盘中央凹陷, 形成卵裂沟且向中

间逐渐加深, 胚盘被切割为 2 细胞(图 2c);  
4 细胞期: 受精后 1 h 15 min, 第二次卵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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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 在与第一卵裂沟垂直方向出现第二卵裂沟 , 
胚盘被切割为 4 细胞(图 2d);  

8 细胞期: 受精后 1 h 30 min, 第三次卵裂发

生, 在与第一卵裂沟平行方向形成第三和第四卵

裂沟, 4 细胞胚盘被切割为 8 细胞(图 2e);  
多细胞期: 受精后 2 h 50 min, 卵经多次分裂

进入多细胞期(图 2f)。 
2.2.3  囊胚  囊胚早期: 受精后 4 h 20 min, 可见

囊胚层在卵黄上高高隆起, 囊胚分裂球界限明显, 
但与卵黄交界处模糊不清, 表层细胞界限依稀可

见(图 2g);  
囊胚中期: 受精后 4 h 40 min, 囊胚层开始变

薄 , 囊胚细胞向卵黄球扩散 , 细胞界限不清 (图
2h);  

囊胚晚期: 受精后 5 h 10 min, 囊胚细胞沿卵

黄球继续向下扩散 , 胚层逐渐变得扁平并加宽 , 
逐渐包围卵黄球(图 2i)。 
2.2.4  原肠胚  原肠早期: 受精后 5 h 40 min, 可
见部分囊胚细胞向内卷入, 受到卵黄的阻挡形成

月芽状的胚环, 下包卵黄的 1/3(图 2j);  
原肠中期: 受精后 7 h, 囊胚下包卵黄的 1/2, 

胚环边缘变厚, 形成胚盾(图 2k);  
原肠晚期: 受精后 8 h 20 min, 囊胚继续下包

卵黄的 3/4(图 2l)。 
2.2.5  神经胚  神经胚期:  受精后 9 h 10 min, 
囊胚下包卵黄的 4/5, 粗细不匀, 可见较粗的部分

出现细线状不连续分布的原始神经; 卵黄呈梨形, 
外露部分为卵黄栓(图 2m);  

胚孔封闭期: 受精后 10 h 10 min, 囊胚继续

下包, 卵黄栓逐步消失。在卵黄栓中心形成圆形

的胚孔, 胚孔逐渐变小, 最终完全封闭(图 2n)。 
2.2.6  器官形成   肌节和眼基形成期 : 受精后

11 h 30 min, 胚体环抱卵黄, 在胚体中央清晰可

见 2 对肌节。头尾大小相似, 比胚孔封闭时有所

靠近, 但仍保持一定距离。头部前端未观察到明

显抬起, 出现椭圆形眼基(图 2 o)。肌节发育至 4
对时, 可见眼基轮廓更为明显(图 2p);  

视囊形成期: 受精后 12 h, 头部比尾部略粗, 
且头部前端抬起, 稍高于尾部, 头尾更接近。脑部

分化为较原始的前、中、后三部分。视囊清晰, 为

长椭圆形, 肌节发育至 5 对(图 2q~r)。 
尾芽形成期: 受精后 13 h 25 min, 肌节发育

至 10 对, 眼的腹下方形成一长圆形的嗅板。在靠

近尾部末端的胚体和卵黄之间可见将二者分开的

膜状结构, 形成尾芽(图 2s);  
听囊形成期: 受精后 14 h 40 min, 肌节发育

至 15 对时, 可见头部胚体略变细, 眼角与胚体的

角度变大, 在脊索前部形成长圆形听囊。尾部将

胚体和卵黄分开的膜状结构继续向上延伸(图 2t);  
尾泡形成期: 受精后 15 h 20 min, 肌节发育

至 18 对, 尾部变粗, 尾泡出现。与尾部末端相接

触的卵黄向内凹陷, 卵黄形状向肾形转变(图 2u)。
肌节发育至 20 对时, 卵黄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在
尾部位置发生较大程度的内凹, 尾部末端开始脱

离卵黄, 尾鳍基形成(图 2v);  
肌肉效应期: 受精后 16 h 15 min, 肌节发育

至 25 对, 胚体出现间歇性颤动, 每分钟约 20 次。

尾鳍出现鳍褶, 尾泡消失。卵黄前半部分近圆形, 
后半部分为弯曲的棒状(图 2w);  

心脏原基期: 受精后 18 h 20 min, 肌节发育

至 30 对, 心脏原基出现。卵黄前半部分仍为近圆

形, 后半部分仍为棒状, 但拉长变细, 尾鳍出现

(图 3a);  
耳石形成期: 受精后 21 h 50 min, 肌节发育

至 35 对, 听囊中出现耳石(图 3b);  
心脏搏动期: 受精后 23 h 10 min, 卵黄前上

方心脏开始有节律地跳动, 每分钟跳动 70~80 次, 
肌节为 37 对(图 3c)。 
2.2.7  出膜  出膜前期: 受精后 24 h 30 min, 进
入出膜前期, 尾鳍分化明显且向背方翘起, 泄殖

腔出现。背鳍出现, 且与尾鳍相连。未去卵膜的

胚体在膜内不时扭动、旋转。 
出膜期: 受精后 30 h 10 min, 胚体离开卵膜, 

尾部依然向背方举起, 此时肌节达到 43 对。卵

黄前端为椭圆形, 后端变细延长呈棒状。除眼球

腹面内侧出现一对黑点外, 全身透明无色。仔鱼

全 长为 (4.33±0.16) mm, 卵黄囊长 径为 (2.46± 
0.10) mm (图 3d)。 
2.3  早期仔鱼发育 
2.3.1  眼色素增多期  出膜 12 h 后, 仔鱼全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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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黑龙江三角鲂部分胚胎发育时期的形态特征 
a. 受精卵; b. 胚盘形成期; c. 2 细胞期; d. 4 细胞期; e. 8 细胞期; f. 多细胞期; g. 囊胚早期; h. 囊胚中期; i. 囊胚晚期; j. 原肠早

期; k. 原肠中期; l. 原肠晚期; m. 神经胚期; n. 胚孔封闭期; o‒p. 肌节和眼基形成期; q‒r. 视囊形成期; s. 尾芽期; t. 听囊期;  
u‒v. 尾泡期; w. 肌肉效应期. 

Fig. 2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al periods of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Megalobrama terminalis from the Heilong River 

a. Fertilized egg; b. Blastodisc formation period; c. 2-cell period; d. 4-cell period; e. 8-cell period; f. Multicellular period; g. 
Early-blastula period; h. Mid-blastula period; i. Late-blastula period; j. Early-gastrula period; k. Mid-gastrula period; l. Late-gastrula 
period; m. Neurula period; n. Blastopore closing period; o‒p. Myomere and eye rudiment formation period; q‒r. Eye vesicle formation  

period; s. Tail bud period; t. Otocyst period; u‒v. Tail vesicle period; w. Muscle contraction period. 
 

(5.41±0.16) mm, 卵黄囊长径为(3.00±0.10) mm。

与出膜时相比, 卵黄前端的圆球明显变细, 长径

增长, 眼腹面内侧颗粒状黑点增大(图 3e), 背、臀

和尾鳍鳍褶连成一片。出膜 36 h 后, 仔鱼全长为

(5.86±0.16) mm, 卵黄囊长径为 (3.00±0.11) mm, 
继续被吸收变细。眼黑色素明显增多, 眼眶周围

向头部方向形成少量黄色素。尾鳍扇形轮廓形成, 

背、尾鳍在近尾处出现一个凹陷 , 口咽腔出现 
(图 3f)。 
2.3.2  体色素增多期  出膜 60 h 后, 仔鱼全长为

(6.68±0.25) mm, 卵黄囊长径为(2.94±0.12) mm, 
眼因积累大量黑色素而完全变黑, 口裂形成。头

部骨骼形成, 能看到 4 块鳃板, 头部及颈部后缘、

胸腔前部及背部有不连续的黄、黑色素, 其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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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黑龙江三角鲂的部分胚胎发育时期及早期仔鱼发育的形态特征 
a. 心脏原基期; b. 耳石形成期; c. 心脏搏动期; d. 出膜仔鱼; e. 出膜 12h 仔鱼; f. 出膜 36 h 仔鱼;  

g. 出膜 60 h 仔鱼; h. 出膜 84 h 仔鱼; i. 出膜 96 h 仔鱼; j. 出膜 144 h 仔鱼. 
Fig. 3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al periods of embryonic development and early larval  

development of Megalobrama terminalis from the Heilong River 
a. Heart rudiment period; b. Otoliths formation period; c. Heart pulsation period; d. Hatching larva;  

e. 12 h after hatching (HAH); f. 36 HAH; g. 60 HAH; h. 84 HAH; i. 96 HAH; j. 144 HAH. 
 

部黄色素较集中。消化道形成, 且沉积较多黑色

素, 卵黄囊进一步被吸收(图 3g)。  
2.3.3  鳔出现期   出膜 84 h 后 , 仔鱼全长为

(7.05±0.15) mm, 卵黄囊长径为 (2.63±0.11) mm, 
黑色的鳔出现。仔鱼头部黄色素沉积较多, 颜色

加深。端口位形成, 消化道发育完整, 从口咽腔、

消化道到尾部, 均沉积大量黑色素。胸鳍呈扇状, 
分向身体两侧(图 3h)。 
2.3.4  鳔充气期   出膜 96 h 后 , 仔鱼全长为

(7.11±0.26) mm, 卵黄囊长径为 (2.55±0.11) mm, 
鳔充气膨大, 位于鳔后部的卵黄及消化道有较多

黑色素沉积。卵黄囊仅余狭窄的条状, 消化道发

育完整。此时, 仔鱼已平游, 并出现追食和摄食行

为, 进入混合营养期(图 3i)。 

2.3.5  卵黄囊完全吸收期  出膜后 144 h 后, 仔
鱼全长为(7.73±0.20) mm, 卵黄囊被完全吸收, 开
始依赖外源营养存活(图 3j)。 

3  讨论 

黑龙江三角鲂(MTH)产黏沉性卵, 这与以往

在三角鲂的其他种群及鲂属其他种类中的报道一

致[12-20], 但与已有报道的 MTH 产浮性卵的结论

不同 [5-8]。有些产黏沉性卵鱼类 , 例如厚颌鲂

(Megalobrama pellegrini), 其受精卵可顺水漂散, 
并黏附于河底沙砾或石质河床上孵化[19]。在抚远

江段, 采捕到接近成熟的三角鲂相对较多, 该江

段水流湍急, 沿岸无草本植物, 因此容易误认为

其产浮性卵。由于以前的调查在进行之时并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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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MTH 人工繁殖, 因此导致该误判的根本原因

是 MTH 数量太少, 难以确认其产卵场。本研究在

进行 MTH 人工繁殖时发现, 该鱼在产卵池可将

卵产于棕榈皮制作的人工鱼巢上, 可见其在自然

条件下的产卵场很可能位于水草繁茂的浅水域。 
MTH 受精卵吸水后卵径仅为 1.4 mm 左右, 

且卵膜较厚, 在正常情况下, 很难准确判断胚胎

发育阶段。本研究参考朱作言[11]的方法, 完成了

MTH 卵的去膜。为保证胚胎发育各时期的准确判

断, 需获得一定数量同步发育的去膜卵。快速且

精确的操作技术是保证去膜卵在后续的培育过程

中正常发育的关键。MTH 去膜卵可在 Holtfreter
氏液中正常发育, 且与同期放在孵化桶中的卵发

育同步, 这与以往在胡子鲇(Clarias fuscus)[11]及

翘嘴鲌(Culter alburnus)[21]等淡水鱼中的报道一

致。与以往在鲤(Cyprinus carpio L.)人工授精操作

中得到的经验不同, MTH 新挤出的卵密封保存于

4 ℃  冰箱内的时间不宜过长 , 如存放超过 2 h, 
则会发现卵明显变干而不再滑润, 受精后黏性下

降, 且部分卵的形状变得不规则, 此时大部分胚

胎不能正常发育。因而, 须注意在挤卵后迅速开

展胚胎发育观察及去膜操作实验。 
中国学者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展过三角

鲂的胚胎发育研究[12-14], 实验材料均来自湖北红

安县金沙河水库。由于水温关系, MTH 胚胎不同

发育时期的时间与万成炎等 [12]的结果最为接近 , 
而与林永泰[13]和赵俊等[14]的研究有一定差异。从

卵裂到神经胚阶段, 本研究在 MTH 中观察到的

形态特征与以往在金沙河水库三角鲂中的研究基

本一致。然而, 在器官形成阶段, 本研究的部分结

果与已报道的结果有较大出入。如针对三角鲂胚

胎发育器官形成阶段的肌节数目, 万成炎等[12]的

描述为: 在肌节形成期的肌节数为 5 对; 眼基形

成期的肌节数是 7 对; 尾泡出现期的肌节数为 20
对; 心脏原基形成期的肌节数为 33 对。在以上各

时期, 本研究对 MTH 的观察结果为: 肌节出现和

眼基形成两个时期重叠, 在肌节为 2 对时, 眼基

轮廓已出现; 而当肌节为 4 对时, 眼基已较明显; 
在肌节为 18 对时, 尾泡即已形成; 而当肌节为 30
对时, 心脏原基已形成。尽管万成炎等[12]和赵俊

等[14]均对卵作了去膜处理, 但早期研究可能受拍

摄条件限制 , 均未对胚胎发育各阶段实时拍摄 , 
这对某些发育时期的判定可能有一定影响。本实

验对去膜卵在原肠胚及后期不同发育阶段进行拍

摄, 获得大量具有较高分辨率的图片, 并对其进

行后期分析, 该操作在胚胎发育不同时期起始特

征的判定上更有优势。 
MTH仔鱼从鳔出现到充气膨大需经历约 12 h 

(即出膜后 96 h), 而后仔鱼方能完成摄食行为, 此
时卵黄囊未被完全吸收; 进入混合营养期, 再经

历 48 h (即出膜后 144 h), 卵黄囊才被完全吸收。

该过程的观察比以往在金沙河水库三角鲂中的研

究更全面, 且反映出二者不同的生物学特征。如

林永泰等 [13]观察到金沙河水库三角鲂仔鱼在鳔

形成时已有部分充气, 且部分仔鱼开始摄食, 从
这时到卵黄囊被完全吸收的时间仅为 24 h。赵俊

等[14]对金沙河水库三角鲂的观察结果为, 仔鱼出

膜后 40 h, 鳔尚未出现前即进入混合营养期, 而
从鳔出现(出膜后 74 h)到卵黄囊被完全吸收(出膜

后 120 h)历时 46 h。在混合营养期的发育阶段问

题上, 赵俊等[14]的观察结果不符合淡水鱼的一般

发育规律, 且与本研究和林永泰等[13]的结果均不

同, 其原因尚需进一步探讨。值得关注的是, MTH
仔鱼从具备摄食能力到卵黄囊被完全吸收的时间

明显长于金沙河水库三角鲂。据课题组 2018 年在

产地(抚远)完成人工繁殖的时间推测, MTH 在黑

龙江的产卵时间应至少在 6 月中旬之后, 此期间

黑龙江水温正处于一年中相对较高的阶段, 再结

合本次和以往三角鲂胚胎发育研究的温度控制可

知, MTH 仔鱼混合营养期更长的原因可能并非完

全源于水温, 而可能还与其栖息地的摄食环境和

饵料丰度有关。考虑到黑龙江和金沙河水库三角

鲂的生存条件差异, 本研究推测, MTH 更长的混

合营养期可能降低了仔鱼在短时间内摄食不到外

源营养而死亡的风险, 从而提高了存活机会, 但
其确切机制仍有待于深入研究。在养殖生产方面

得出结论, MTH 仔鱼在出膜后 96~144 h 期间适宜

转入池塘进行夏花培育。  
现有资料显示, 法罗鱼仅存黑龙江 1 个种群

(MTH), 作为中国分布纬度最高的鲂属鱼类, M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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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工繁殖完成时间最晚、基础研究最薄弱、最

需保护的三角鲂地理种群。本研究完成了 MTH
受精卵去膜后的胚胎发育观察, 并探讨了其早期

仔鱼的发育特点, 期望对三角鲂黑龙江种群的人

工繁殖及其规模化制种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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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embryonic and early larval development of black 
bream (Megalobrama terminalis) in the Heilong River 

HU Xuesong, LI Chitao, GE Yanlong, JIA Zhiying, JIANG Xiaona, SHI Lianyu 

National and Local United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Freshwater Fish Breeding; Key Laboratory of Freshwater 
Aquatic Biotechnology and Breeding,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Heilongjiang River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Harbin 150070, China 

Abstract: Black bream (Megalobrama terminalis) is an important economic fish species in the genus Megalo-
brama in China. Historically, it extensively distributed in many river basins. However, overfishing and pollution 
had a great impact on its germplasm resources. Nowadays, the fish species exists only in the Qiantang River, Jin-
shahe Reservoir and Heilong River. The black bream population in the Heilong River is endangered, only dozens 
of individuals of black bream can be found per year near Fuyuan City (134°28′ E, 48°37′ N), which is located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Our team successfully achieved the artificial propagation of the species in 2018 and 2019. 
To improve artificial propagation and seedling cultivation techniques, information on embryonic and early larval 
development is required. In this research,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ime for embryonic 
and early larval development of black bream in the Heilong River were observed and described. The chorion-free 
fertilized eggs were cultured in Holtfreter’s solution, and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stages of gastrointestinal 
stage and subsequent stages were observed. Under a water temperature of (23.5±1.0) ℃, it required 30 h 10 min 
for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process includes 7 main development stages (prophase of cleavage 
stage, cleavage stage, blastocyst stage, gastrula stage, neurula stage, organ formation stage and hatching stage), 
and 25 specific developmental periods. The average total length (TL) of newly hatched larvae were (4.33±0.16) 
mm, and the yolk sac was completely absorbed at 144 h after hatching (HAH) at a controlled temperature of 
(25.5±1.0) ℃ when larvae total length reached (7.73±0.20) mm. Early larval develop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5 
periods (eye pigmentation increasing period, body pigmentation increasing period, air bladder appeared period, air 
bladder inflated period, yolk sac absorbed completely) according to the pigmentation in eye and body (mainly in 
head, neck, back and digestive tract), and the change of air bladder and yolk sac. Black bream had no feeding be-
havior before the air bladder was inflated (at 96 HAH). The larvae are suitable to be transferred to ponds for 
summerling cultivation in the period between 96 HAH and 144 HAH.  
Key words: Megalobrama terminalis; the Heilong River basin; embryonic development; early larv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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