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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爪虾染色体数目与核型的研究
’

周岭华 张晓军 相建海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26 60 71 )

提要 于 19 90 年
、

1994 年
、

199 7 年每年 4一 7 月
,

在青岛石老人沿海采集鹰爪虾样品
,

以精

巢
、

胚胎及无节幼体为材料进行染色体的数目及核型的研究
。

染色体的制备均采用气干法
,

用

ol ym pus 显微镜进行观察
,

依据 Le
v

an 等 (l 9 64) 的分类标准进行核型分析
。

结果表明
,

鹰爪虾

染色体的数 目为 Zn = 7 0
, n = 3 5

。

染色体的核型为 Zn = 70 = 4 2M + IOS M + 12S T + 6 T
,

染

色体总臂数为 八份了 = 122
。

根据染色体形态分析的结果
,

没有发现性染色体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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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爪虾是对虾科鹰爪虾属的一种
,

广泛分布于印度一西太平洋海 区
,

在 中国沿海各海

域均有分布
,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刘瑞玉
,

1 9 5 5 ; 刘瑞玉等
,

19 90)
。

在对虾科染色体的

研 究 中
,

已 见 报 道 的 有 对虾 属 的 11 种 和 赤 虾 属 的 1 种
,

分别 为 日本 对虾 (Pe na eu :

j即
o n ie u s )

、

褐对虾 (p
.

a : te c u s
)

、

白对虾 护
.

se r诉
r u s)

、

桃红对虾 (p
.

du
o r a r um )

、

凡纳对虾

护
.

va n n a m e
Q

、

中 国 对 虾 (只
eh in e n s is )

、

斑 节 对 虾 护
.

m o n o
do

。)
、

长 毛 对 虾 (p
.

Pe ni cil la tu 、)
、

短沟对虾 护
.

se m is u lc a tu : )
、

墨吉对虾 (P. m e rg u ie ns is)
、

澳大利亚食用虾 (P.

e seu le n tu s)和 须赤 虾 (油taP
en a e

叩
5 15 ba rba te ) (相 建 海

,

19 8 8 ; 相 建 海 等
,

1 9 9 0
,

19 9 1 ;

H a yas h i 。t a z
,

19 8 5 ;

诵 lig an
,

19 7 6 ;
xi

a n g e t a z
,

19 9 4
,

19 9 6 )
,

而鹰爪虾属染色体核型的研

究 尚未见报道
。

本文报道鹰爪虾杂色体的数 目与核型研究结果
,

以期为虾类的细胞遗传

学和遗传改 良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实验用鹰爪虾 (Tr
a c
入琳

, e n a eu s e u r v ir o s tr is )分别于 19 9 0 年
、

19 9 4 年
、

19 9 7 年 4一7 月取

自青岛石老人沿海
。

将活虾运 回后
,

蓄养在 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水族楼的水池 中
。

于

6一7 月
,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

已交配 的成熟雌虾产卵
,

孵出无节幼体
。

染色体的制备均采用气干法
,

所用材料和具体步骤如下
:

胚胎
:

取原肠期至肢芽期胚胎
,

放人含秋水仙 素 (终浓度为 0
.

02 % )的海水中处理 1一

l
.

sh 后
,

除去海水
,

缓慢加人 0
.

3% 的柠檬酸钠溶液
,

低渗 20 一3 0 m in ; 或者先用 50 % 海水低

渗 2 om in 后
,

再用 0. 075 m of / L 的 K C I低渗 10 一20 而
n

。

低渗后的材料相继用 3: 1和 1: 1新

配制的卡诺氏液固定 2一 3 次
。

* 国家攀登计划B 资助项目
,

Pl) B 一6一5一 1号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39 6 7 0 5 7 9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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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节幼体
:

收集无节幼体
,

放人含秋水仙素 (终浓度为 0
.

02 % )的海水中暂养 2一 2
.

5h

后
,

除去海水
,

再用 0
.

0 75 m of / L 的 K C I溶液低渗 20 一30 mi
n ,

固定方法 同上
。

精巢
:
从雄虾腹部第 1一2 节间体侧部注人适量 Zm g / ml 的秋水仙素水溶液 (按体重 :

秋水仙素 二 19 :l
.

5 卜g的 比例控制注射量 )
。

将虾暂养 4一 6 h后
,

取出精巢
,

剪成 2一3
~ 小

块
,

用 o
.

0 7 5 m of / L K C I溶液低渗 20 一30 m in 后
,

再用卡诺氏液固定
。

气干法制片参照相建海 (1 9 88 )
。

将胚胎和无节幼体置于玻片上
,

可用镊子尖端轻轻

挤压
,

使细胞随滴加 的固定液扩散到玻片上
。

干后的玻片用 5%肠
e m sa

染色 (磷酸缓冲液

配制
,

pH 二 7
.

0)2 0而n
,

用清水冲去多余的染液
,

静置干燥
。

利用显微镜对染色体制片进行观察
,

选择染色体分散 良好的细胞进行计数
,

在达到一

定数 目后
,

统计出染色体数目的众数值
。

用 ol ym p u s
显微摄影仪拍照

。

照片冲洗放大后
,

剪贴
、

测量
、

计算其长短臂 比
,

依据 玫
v
an 等 (19 64) 的分类标准进行核型分析

。

2 结果

2. 1 染色体的数目

从精巢组织 中获得较多的分散良好的中期分裂相染色体
,

分别镜检处于减数分裂 中

期的初级精母细胞 (图 la) 和处于有丝分裂中期 的精原细胞
,

计数 108 个初级精母细胞的

双价体
,

众数为 3 5
,

出现百分率为78
.

7% ;
镜检有丝分裂 中期的精原细胞 51 个

,

众数为 70
,

出现百分率为 62
.

7% ;
计数 82 个无节幼体染色体的中期分裂相 (图 lb)

,

众数为 70
,

出现百

分率为 52
.

4 %
。

由此可确定鹰爪虾染色体数目
:

2n = 70
, n = 35

。

表1 鹰爪虾细胞分裂中期染色体数出现频率

T ab
.

1 Th
e

fre q u e nc y o f c o u n ti n g

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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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染色体的核型

在用胚胎细胞 制备的染色体标本中
,

染 色体的中期分裂相形态清晰
,

着丝点位置易

辨
,

根据测量计算 的结果
,

采用 Le v
an 等 ( 19 6 4) 确定 的臂 比值的方法

,

将鹰爪虾的染色体

分为 4 组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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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方法处理的不同细胞
,

其染色体的形态差异较大
,

有点状
、

哑铃状
、

X 状
,

即使

采用同一种方法将同一批组织处理在同一张制片上
,

染 色体形状和大小也有一定的差异
。

这主要是 因为同一块组织的不同细胞处于细胞周期的不同时期
,

加上不 同细胞所处的
“

微

环境
”

各有差异
,

如玻片不同点上的光滑
、

洁净程度不一
,

各细胞之间相邻的细胞
、

组织密

度不同
,

以 及染色体本身在铺展过程中的位置
、

角度等变化
,

造成观察到的染色体形态有

所不同
。

采用 Le
v
an 等 (19 64) 的核型分析方法

,

将染色体长
、

短臂相对比值作为标准来分

类
,

可以部分克服染色体制备不等性造成的困难
。

据刘凌云 (19 8 8) 报道
,

采用 B rd U 法进

行预处理
,

可以使鱼 的淋巴细胞染色体增长 74 % 和 53 %
,

本文在采用 0
.

3% 柠檬酸钠溶液

低渗时
,

也发现对染色体有一定的加长作用
。

对鹰爪虾染色体的形态分析
,

没有发现性染色体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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