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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倍体牙鲜的核型证明
*

尤 锋 刘 静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 6 6 0 7 1)

提要 于 1 , , 0 , 1 , 9 3一 1 9 9咭年以捕自青岛近海的牙醉亲鱼
,

采用冷休克法训一 4℃ )进

行多倍体的人工诱导实验
,

以期掌握牙醉细胞遗传学特征和研究遗传育种方法
。

通过实验得

到了三倍体牙虾并进行培育
。

在原肠胚期采用空气干燥法
、

iG
o m s a

染色获得正常二倍体
、

三

倍体的染色体制片
。

镜检得
,

牙醉二倍体染色体 2 , ~ 4 8 ,

均为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

核型 为

2取 ,

其臂数 N F 二 4 ;8 三倍体的染色体 3 , = 7 2 ,
也都为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

其臂数 N F ~ 72
,

并依据二倍体的核型得出了三倍体的核型图
。

关镇词 牙鲜 二倍体 三倍体 核型

由于多倍体生物通常比二倍体生物具有许多经济上的优 良性状
,

如生长快
、

个体大
、

寿命长
、

抗逆性强等
,

因此对其研究自 40 年代就开始
,

70 年代以来发展很快
。

在鱼类中

亦以不同的方法开展了这项研究 ( P ur d o m
,

1 9 7;2 苏泽古等
, 1 9 8 ;3 吴清江等

, 19 8;6 谷口

顺彦
, 19 8 6 ; S u g a m a e t a l

. ,

1 9 8 8 : 桂建芳等
, 1 9 9 0 )

,

并取得 了一定进展
。

但是
,

在我国

海水鱼类方面三倍体的人工诱导研究 尚处于起步阶段
,

所见报道不多 (尤 锋 等
, 1” 1 ,

19 9 3 )
。

有关牙纤三倍体的诱导研究
,

特别是其三倍体核型证明研究国内尚未见到报道
。

本文报告牙虾二倍体
、

三倍体核型的研究
,

以期掌握牙虾的细胞遗传学特征
,

为进一步进

行牙醉的三倍体诱导及其它遗传育种方法研究提供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实验于 19 9 0 , 19 9 3 , 1 9 9 4 年进行
。
牙鲜 ( p a r a l i c h t h y s 0 11 , a c e u s

( T
.

& 5
.

) ) 亲鱼

捕 自青岛近海
,

分别在本所实验室和本市山东头蛤喇场做半干湿法人工授精
,

获得牙虾受

精卵
。

L l 冷休克处理 牙纤卵在正常水温 ( 14 一 18 ℃ ) 中授精
,

受精后 s m in 放于水温为

0一 4℃ 的海水中处理 40 一 50 m in
,

取出放入正常海水中继续培育
。
对照组的牙鲜受精卵

直接放人正常海水中培育
。

1
.

2 染色体制片和计数 分别取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中期原肠胚约 2 00 粒
,

按常规进行

气千制片
,

iG
e m sa 染色 (尤锋等

, 19 9 1)
。

每组选出 1 00 个左右清晰的染色体中期
.

分裂相

进行染色体个数统计
,

同时获得处理组的三倍体诱导率
。

L 3 核型分析 选牙鲜二倍体 中期分裂相 10 个
,

照相
、

放大
、

测量和计算
,

由此编制牙

鲜二倍体的核型图
。

再对照相
、

放大的人工诱导的三倍体中期分裂相进行分析
,

参照二倍

山东省科委资助项目
, 9 8 3 12 0一 1号

。

尤锋
,

女
, 出生于 l , 6 3 年 呼月

,
助理研究员

。

沙学绅
、

阮洪超先生给予指导
,

黄瑞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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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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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核型获得三倍体的核型图
。

2结果

表 l

T
a

b
.

1 C hr o
m o s o m e

牙鲜二倍体和三倍体的染色体计数
eo u n ts f o r d i Pl o id a ;1 0

1 tr i Pl o id Pa r a l i c h z hy s

0 1 1 , a ` e u s ( T
.

& 5
.

)

二倍体

染色体数 目

分裂相数

出现频率 ( % )

乒
“

:: ::
> 5 0

4
。

8 1 1
。

2

4 8 2 6

吕2
.

0 1
。

0 0
.

3 0
。

2

三倍休

染色体数 目

分裂相数

出现频率 ( % )

< 7 0 7 0 7 1 7 2 7 3 7 4 > 7 4

1 1 8 5 6 2 43 4 1 1

0
.

3 5
.

6 17
.

3 7 5
.

0 1
.

2 0
.

3 0
.

3

.2 1 三倍体的诱导率 先后所做的数批牙鲜三倍体 冷休克诱导实验的诱导率
,

平均为

40 多
,

最高达 50 并 以上
。

表 2 牙虾染色体相对长度和有比

.2 2 核型分析 牙 鲜 二 倍 体 染 色 体

2 , 一 4 5 (表 l )
。

按照 L e v a n 等 (一9 6 4 )的

命名和分类标准 以及测量
、

计算结果
,

得出

牙鲜染色体的相对长度和臂比 (表 2 )
,

其

臂数 N F一 4 8 ,

染色体核型为 2 4 t ,

即 2 4 对

染色体均为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

牙鲜三倍

体的染色体众数为 72 (表 l )
,

也均为端部

着丝点染色体
,

根据表 2将这 72 个染色体

配成 3 套
,

获得牙纤三倍体的核型图
,

其

臂数 N F 一 72 (见图版 l)
。

3 讨论与结语

本研究得到的牙鲜二倍体 的 核 型 是

48 条 端 部 着 丝 点 染 色 体
。

这 与 刘 静

( 1 9 5 9 )
` , 的结果是相同 的

,

但 与 N o g u s a

( 1 9 6 0 ) 和 S a k a m o t o
等 ( 19 5 0 )曾报 道 过

的牙鲜核型为 46 条端部着丝点染色 体 的

结果明显不同
。

推测这可能是牙鲜种 内不

同地理种群核型的多态现象
。

因为 N og
n s a

和 S a k a m ot o
所用的牙纤是捕 自 日 本 近

海
,

而本研究所用的牙虾则捕 自青岛近海
,

由于地理上的隔离
,

形成 了不同的种群
,

其

染色体数 目发生变化而产生了牙鲜核型的

T a b
.

2 R e l a t i v e l e n g t h a n d a r m r a t i o o f

e h r o m o s o m e o f P a ; a l i c h r h y s 0 1 1, a c e u s ( T
.

& 5
.

)

染色体编号 相对长度 臂比 着丝点位置

8SOQ

O ( 】

C〔 ,

88800888

888888888888

5
.

6 6土 0
.

2 3

5
.

4 0士 0
.

2 7

5
.

17士 0
.

18

呼
.

9 9土 0
.

10

4
.

86土 0
.

0 8

4
.

7 7士 0
.

0 9

4
.

7 1士 0
.

1 1

4
.

5 9土 0
.

10

4
.

5 3土 0
.

0 9

4
.

4 5土 0
.

0 7

4
.

3 7土 0
.

0 7

4
.

2 8土 0
.

07

4
.

19士 0
。

0 8

4
。

1 0士 0
.

0 7

4
。

0 2士 0
.

1 1

3
。

8 9士 0
。

1 2

3
.

8 2土 0
.

14

3
.

7 1士 0
.

10

3
.

5 9土 0
.

0 6

3
.

4 3士 0
.

0 8

3
.

2 3士 0
.

1 6

2
.

9 5士 0
.

15

2
.

7 7士 0
.

2 0

2
.

50士 0
。

2 7

234,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

多态现象
。
这种多态现象在其它许多种鱼的染色体中 也 存 在

。
如 大 西 洋 蛙 tA lan : ic

l) 刘静 , 19 8 9 , 青岛近海六种海产鱼染色体组型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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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l , 。 。
的威尔士

,

斯堪的纳维亚种群的染色体 Z n
~ 5 8 ,

N F 一 74 ;其美国
、

加拿大各种

群的染色体众数则波动在 53 一 60 之间
,

N F 一 72 ; 大西洋蛙的前苏联各种群的染色体众

数也不尽相同 ( H a r t l e y e t a l
. ,

1 9 8 4 )
。

又如暇虎鱼类中的 G o b i二 : P a g a , e l l u ;
的染 色体

数目也是因取样的海域不同而不同
,

有的是 45
,

有的是 46
,

有的则是 50 ( iV
t t ur i et al

. ,

19 8 4 )
。

当然
,

染色体的多态现象往往也是由不同的染色体重排引起的
。

由此
,

本研究结

果与 日本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异是可 以理解的
。

本研究通过对牙虾受精卵进行冷休克处理以抑制第二极体的排出
,

即它们没有完成

第二次减数分裂而形成具有牙奸二倍体全套染色体的卵
,

然后二倍的卵原核与含有一组

由父本来的染色体的正常精原核结合就可 以获得牙鲜三倍体
。
由于均为同源

,

在有丝分

裂时每一个染色体都可以找到和它们相应的亲和力强的染色体匹配在一起
,

故本研究把

相应的 3个染色体并列在一起编制 出三倍体的核型图
。

本研究经过大量实验可以证明
,

对原肠期的胚胎亦能够采用常规空气干燥法
、

G ie m s a

染色获得染色体制片
。

其染色体分裂相清晰
、

理想
,

染色体计数直接而精确
。

进行鱼类三

倍体的诱导研究需要及时了解诱导的效果
,

在原肠胚期即进行倍性鉴定是很必要的
。

倍

性鉴定的方法很多
,

诸如红血球体积测量法
、

D N A 含量测定法和生化分析法等
。

本文采

用的方法是中期原肠胚染色体制片法
,

可以获得较可靠的结果
。
另外

,

该法简单易行且时

间短
,

在实验现场即可操作
。

故采用原肠胚染色体制片直接计数染色体
,

获得二倍体染色

体组型和三倍体的诱导率既简单又可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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