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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纹石斑鱼染色体核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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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 PH A 体内培养肾细胞制片法对云纹石斑鱼 ( Ep inephelus moara ( T emminck et

Schleg el) )核型进行研究,表明其染色体核型为 2n= 2st + 46t, 臂数 NF= 50。结合已有报

道,显示石斑鱼类染色体形态存在一定程度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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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纹石斑鱼 (E p inep helus moara ( T emminck et

Schleg el) )隶属鲈形目 ( Percifo rmes)、 科 ( Serr ani

dae)、石斑鱼亚科 ( Epinephelinae)、石斑鱼属 ( Ep i

nephel us) ,在中国分布于东海和南海。云纹石斑鱼

为暖水性中下层鱼类,肉味鲜美, 是上等食用鱼[ 1] ,也

是福建、广东沿海重要的养殖对象, 具较高的经济价

值。

染色体作为遗传信息的载体, 其数目和形态结

构既具有物种的特征, 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生物进

化的历史,因为物种在进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遗传物

质的变化,常表现为染色体数目和类型的变化。鱼类

染色体及其核型研究是鱼类细胞遗传学的主要内容

之一,不仅在分类学上对探索鱼类亲缘关系、分化过

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在现代遗传学中的基

因定位、杂交以及多倍体育种等领域也起着日益重

要的作用。目前我国鱼类染色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淡水种类,有关海水鱼类染色体的研究近年来才得

到重视[ 2~ 5]。石斑鱼类种类繁多,目前有关石斑鱼类

的研究多见于病害防治方面, 而对不少种类缺乏相

关的细胞遗传学研究, 也缺乏系统的研究与报道, 目

前国内已报道仅有斑带石斑鱼、黑边石斑鱼、青石斑

鱼、六带石斑鱼和鲑点石斑鱼等少数几种[6~ 9]。作者

对云纹石斑鱼染色体核型的研究旨在为云纹石斑鱼

的基础研究, 也为石斑鱼类染色体研究提供更多的

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实验鱼购自厦门市渔市场, 共 6 尾, 体质量 300

~ 400 g/尾。

按每克体质量 20 g 剂量胸鳍基部注射 PH A ,

2 h后以 3 g 每克体质量注射秋水仙碱, 3 h 后取头

肾以 0. 075 mol/ L KCl低渗液制备细胞悬浮液, 冰冻

玻片滴片, 空气干燥法制片。经 Giemsa染色后在显

微镜下选取 82 个中期分裂相确定染色体数目, 并选

取 8个数目完整、分散良好、清晰的分裂相显微摄影,

测量有关参数后按 Levan 等[ 2]的标准进行染色体核

型分析。

2 结果

中期分裂相镜检表明云纹石斑鱼二倍体染色体

众数是 48,即 2n= 48(表 1)。

表 1 云纹石斑鱼染色体数目

Tab. 1 Chromosome number of Epinephelus moara

染色体数目 分裂相数 出现频率( % )

46 2 2. 4

47 8 9. 8

48 69 84. 2

49 2 2. 4

50 1 1. 2

核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云纹石斑鱼有 1 对亚端

部着丝粒染色体和 23 对端部着丝粒染色体, 其核型公

式为 2n= 2st + 46t, 总臂数 NF= 50(图 1、图 2、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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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纹石斑鱼染色体中期分裂相

Fig. 1 T he ch romosome metaph ase of Ep inep helus moar a

图 2 云纹石斑鱼染色体核型

Fig. 2 T he karyotype of Ep inep helus moar a

3 讨论

从国内研究过染色体组型的海水鱼类来看, 我

国海水鱼类的染色体具有数目较少, 主要类型为 2n

= 48(占已报道的 72% ) ,且端部、亚端部着丝粒染色

体较多,而中部、亚中部着丝粒染色体较少的特点[ 5]。

在已报道的石斑鱼类染色体及本研究结果均符合上

述特点,染色体数目均为 2n= 48,但核型存在一定差

异,其中斑带石斑鱼 ( Ep inep helus f as ciatomacula

tus )、黑边石斑鱼 ( Ep inephel us f as ciatus )和青石斑

鱼( Ep inephel us aw oara )的着丝粒均在端部, 核型为

2n= 48t , NF = 48[ 6, 7] , 斜带石斑鱼 ( Ep inephelus co

ioides )和六带石斑鱼 ( Ep inephelus sex f as ciatus )的

核型为 2n= 2sm+ 46t, NF= 50[ 8] , 鲑点石斑鱼 (Ep i

nephelus f ar io ) 的着丝粒位置变化较大, 为 2n =

14m, sm+ 34st, t, NF= 62[ 9]。研究表明 ,石斑鱼属染

色体基本核型应是 2n= 48t,不同种类在染色体形态

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多样性。鱼类同属种间、甚至同种

不同种群间存在显著染色体多样性的现象时有发生,

尤其是在高原河流、湖泊等特殊水域, 这种多态性有

利于物种适应不稳定环境, 增强自身延续的能

力[ 10, 11]。由此可见,一个物种的染色体形态,既反映

了种的历史, 也反映着种与环境相互联系的特殊性。

因此石斑鱼类染色体形态存在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可

能与石斑鱼类生存环境的多样性以及分布地域性强,

较易出现遗传分化有关。

表 2 云纹石斑鱼染色体相对长度和臂比

Tab. 2 The relative length and ratio of chromosomes of Ep i

nephelus moara

编号 相对长度( % ) 臂比 类型

1 3. 91 0. 21 3. 86 0. 27 s t

2 5. 20 0. 15  t

3 5. 04 0. 12  t

4 4. 89 0. 30  t

5 4. 77 0. 08  t

6 4. 73 0. 17  t

7 4. 61 0. 04  t

8 4. 46 0. 17  t

9 4. 30 0. 03  t

10 4. 26 0. 10  t

11 4. 14 0. 13  t

12 4. 11 0. 10  t

13 4. 09 0. 16  t

14 4. 06 0. 14  t

15 4. 03 0. 11  t

16 4. 00 0. 23  t

17 3. 98 0. 08  t

18 3. 96 0. 05  t

19 3. 94 0. 02  t

20 3. 87 0. 13  t

21 3. 83 0. 12  t

22 3. 71 0. 20  t

23 3. 44 0. 19  t

24 2. 67 0. 26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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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鱼类系统分类主要还是依据其外部形态,

而石斑鱼类的分类又以其体色及体表的条纹、斑点

等为重要特征。但石斑鱼类的体色和斑纹易随环境、

年龄、生理等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给石斑鱼

类的形态分类鉴定造成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

石斑鱼类染色体核型的多样化可为其系统分类、种

质鉴定提供一定帮助。但由于海洋鱼类的染色体组

型结构及其演化情况比较复杂, 同一科属近缘种的

核型不一定类似, 甚至很不相同。反之, 不同目科的

某些种类,不仅染色体数目, 甚至染色体形态都有可

能十分一致[4]。此外,作为种类鉴别重要特征次缢痕

的观察又容易出现人为误差。因此除了进行染色体

核型分析外, 还应综合形态特征及其它的生物学技

术,如染色体显带、同工酶、微卫星、AFLP 等, 才能较

为科学地对石斑鱼类进行系统分类和准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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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karpyotype of Epinephelus mo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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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PHA int ra cu lt ivat ion of r enal cells, the karyoty pes of Ep ine ph elu s moar a w ere analyzed. T he resu lt s

show ed that there are 48 chromsomes in E. moara an d their karyotypes are 2n = 2 st+ 46 t , NF= 50. Integrated w ith th e

reported papers ,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ch rom osome conf igurat ion of Ep ine phe lu s is variable in some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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