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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鱼染 色体组型 的研 究

楼允东 张克俭 吴雅玲 王逸妹

(上海水产学院 )

提 要

本文根据对 6 。个中期分裂相染色体计数的结果
,

确定青鱼的二倍体数为 加 = 始
,

没有端

部着丝点染色体 ( t ) ;染色体总臂数为 9 6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 m )为 8 对
,

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
s m )为 1连对

,

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眺 ) 2 对
。

其中最大的第一对染色体是 。。
,

并无随体
。

此

外
,

对各染色体的有关参数进行了测定
。

关于草鱼
、

鳞鱼 和缩 鱼染色体 组 型的研究
,

近 年来 在 国 内外 都 已有较 多报

导卜
“ ,

幼
, 1 , , 1 峨一

均
,

唯独青鱼染色体组型分析的文献很少
「, 〕 。

因此我们认为有继续进行研

究的必要
,

以搞清其遗传学背景
,

并与草
、

维和缩鱼作比较
,

探讨物种之 间的亲缘关系
,

为

今后开展四大家鱼的遗传育种工作提供一些基本资料
。

材 料 和 方 法

青鱼 ( j U乡如夕ha r , 几 g o do 。 夕俪哪 ) 取自上海市水产研究所养殖场
。

体重 0
.

3一 1
.

1公

斤 ,体长 2 4
.

5一 35
.

0 厘米
。

未区别雌雄
。

共做了 5 尾鱼
,

主要做白细胞染色体
,

即将白细胞

进行短期离体培养后制成染色体永久玻片标本
。

具体方法是鱼体经局部碘酒与 70 拓 酒精

消毒后
,

用肝素浸润 的无菌注射器从尾静脉采血
,

将肝素抗凝血滴入刻度离心管内
,

置于

4
“

O冰箱静置 2 小时
,

让其自然沉降
,

然后低速 ( 5 0 0 转 /分 )离心 10 分钟
。

取上清液约 0
.

2

毫升加入培养液 5
.

5 毫升
,

置于 2 9 土 r C 培养 7 2 小时
。

培养液的组成是
:

R PM I一 1 6 4 0 4

毫升 ;小牛血清 1毫升 ; P且 A (上海生物制 品研究所 出 品 ) 。
.

5 毫 升
。

培 养液 用 5终

N扭 C O
。
调整 p R 值至 7

.

。一 7
.

2
。

终止培养前 2 小时
,

加入秋水仙素
,

使其最终浓度为 0
.

2 微克 /毫升
。

届时
,

将培养液

倒入 10 毫升离心管
,

以 1。。。 转 /分离心 10 分钟
,

弃去上清液
。

下沉的细 胞用 。
.

075 对

K CI 低渗处理 30 分钟
。

然后按常规空气干燥法固定
、

滴片和染色
。

标本制成后
,

在显微镜下观察并计算 50 个中期分裂相 以确定染色体数目
。

同时选择

染色体数目完整
、

收缩适中和形态清晰的分裂相 10 个进行显微照相并放大以测定各染色

体的有关参数
,

包括每对染色体的全长
、

长短臂长
、

臂比
、

相对长度 以及染色体组的总长

等
。

最后按大小顺序排列
,

制成染色体组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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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和 讨 论

根据对 0 5个中期分裂相染色体计数的结果见表 1 :

表 1 用于染色体计数的细胞数及其染色体数

染染色体数数 4444 肠肠 4 4 666了了 4888 细胞总数数

细细 胞 数数 111 222 111 111 4 555即即

所所占百分比比 222 444 222 222 的的 1oooo
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

由表 1 可以看出
,

青鱼二倍体染色体数在 44 一 48 之间
,

多数为 48
。

在 50 个细胞中
,

90 终为该值
。

因此
,

青鱼的二倍体数可以确定为 2 。 二 4 8
,

而与周曦等川 所报导的相 一

致
。

根据对 10 个中期分裂相照相放大
,

测定各染色体有关参数的结果见表 2 ;

表 2

长 臂
(卜m )

青鱼染色体组型分析的数据

编
一

号 气 臂
卜m )

臂 比 ” 相对长度舒

(刃 )
染 色 体 名 称

1
.

D S

1
.

2 5

1
.

00

1
甲

1 0

1
.

60

0
.

7 6

1
,

36

0
.

70

0
.

弱

1
,

0 5

1
。

0 5

0
,

7 0

0
。

e s

0
.

60

0
,

6 6

O
甲

6与

0
,

6 6

O
,

9 5

0
.

9()
0

。

9 5

0
`

6 0

0
`

6与

0
,

加

O
。

7 0

0
.

7 0

0
.

夕石

2
`

7 0

2
。

3 2

1
.

0 6

3
.

阅

1
.

1 1

2
。

7 9

1
.

7 9

工
.

始

工
`

3 8

2
.

50

2
,

6 4

2
.

8 3

3
.

1匀

2
.

6生

2
.

84
1

.

42

1
,

反 )

1
,

3 2

2
.

契
2

.

邓

3
.

1 0

1
.

骆
1

.

9 3

1
`

6 7

6
甲

1 7

6
.

CS

石
,

6 0

石
.

O()
4

,

7导

4
.

性2

性
.

侣

4
.

筋

4
.

17

4
.

阳

3
.

8 3

3
。

8 3

3
.

8 3

3
,

8 3

3
.

8 3

3
.

8 3

3
.

7石

3
.

6 6

3
.

昭

3
.

印

3
.

41

3
,

4 1

3
.

4 1

3
。

3 3

亚中部着丝 点染色体 昌m

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休 s扭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m

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s m

巾部着丝点染色体扭

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休 。皿

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已m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m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m

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已m

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s m

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休 s m

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时

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日m

亚巾部着丝点染色体 吕也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m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饥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m

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 m

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s m

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助

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s功

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s m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m

物筋70然5022
,1
2
,l

知5O弱肠筋70防弱65邵肠然筋肠砧邪筋里11
礴1闷11111
,J
l,
生司土,上,上̀上,上

66723418夯

1011招玲14巧拍1718即玲叙胃路汉

臂比
:
长臂 /短肴

相对长度: 每对染色体的长度占单倍体总长度的百分数

、 飞了
`

飞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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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L的
a。 等〔川按着丝点的位置进行染色体命名和分类的原则

,

我们将臂比 1
.

0一

1
.

7者称为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翅 )
, 1

·

7一3
·

。 者为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 , m 》
, 3

.

0一 7
.

0

者为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夙 ) , 7
.

0一。 者为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 t )
。

测定结果表 明
:

青

鱼体细胞的 2 4对染色体中
,

其中 。 为 8对
, 。。 为 14 对

,
就 为 2 对

,

没有 t 。 染色体臂

数 ( A N 》为 96
。

染色体长度在 2
.

00 一 3
.

70 林m 之间
。

染色体组的总长度为 59
。

95 卜二
。

前 已叙及
,

关于四大家鱼染色体组型的研究
,

近年来国内外都有过不少报导
,

并且都

得到 2、 = 48 的结果
,

但在染色体组型的组成上却有较大差异
,

这可能是物种特异性的反

映
。

但间题在于不同作者对同一种鱼的染色体组型的研究结果也很不一致 (表 3 )
。

其原

因可能与各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和观察染色体的时相不同有关 ;其次
,

目前国际上对鱼类

染色体的分类尚无统一的标准
,

这样也会导致结果不同
。

本研究对 于青鱼染色体组型的分析
,

与周墩等
「, 习所报导的基本相同

: 2万 = 48 ; 没有

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 t) ,染色体总臂数为 9 6
。

不同的是
:
( 1)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 uI ) 8 对而

不是 了对
。

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s 山 ) 14 对
,

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 。灼 2 对
,

共 16 对
,

而

周文将 。。 与 鱿 合并成 S 组
,

共 17 对 , ( 2) 最大的第一对染色体 (相当于周文 S 组的第一

对染色体 )是 。 m 而不是 就
,

且没有看到随体的存在 , ( 3) 本研究测定了各染色体的有关参

数
,

包括每对染色体的全长
、

长短臂长
、

臂比
、

相对长度以及染色体组的总长等
,

而周文仅

对 S 组的第一对染色体作了较详细描述
。

另外
,

从表 3 可以看出
,

我们在青鱼上所得到的结果与刘凌云
上, 〕在草鱼上所获得的结

果颇为接近
,

而且使用的方法和染色体分类标准也基本相同 , 同时
,

我们在青鱼上测得的

染色体组总长 ( 59
.

95 协。 ) 与 M
a r 加力 等 〔顶在草鱼上测得的长度 (5 9

.

1 5 林m ) 非常接近

( P > 0
.

05 )
,

而与同一作者在链鱼 ( 7 1
.

77 林m )和鳍鱼 ( 7 3
.

9 1 “。 ) 上测得的数据则相差甚

远 ( 0
.

0 5 > P > 0
.

0左)
。

因此似可推论青鱼的染色体组型比较接近草鱼
,

两者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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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密切
。

不过
,

从目前仅有的资料还不足以说明这一点
。

我们认为只有使用同样的方

法和采用相同的染色体分类标准并在相同的条件下对四大家鱼染色体作系统研究
,

才能

进行分析比较
。

关于这个问题
,

有待今后深入研究
。

表 3 各作者所做的四大家鱼染色体组型之比较

::: 、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们们们匡匡 5 I nnn

丁丁
ttt

444闷闷 lll

下下
乙乙

11111 nnnnnnn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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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拐拐 1OO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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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

一一 }}}}}}} 」」
444 888 666 水水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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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_

} 材 料 与 方 法
左浑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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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醋酸地衣红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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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h U d a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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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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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m ); 0
,

6 0一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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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心s皿 );
.

3 3一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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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一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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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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