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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螂 (白螂早只散鳞镜鲤了 )及其

双亲染色体组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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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 PH A 和秋水仙素体内注射法制备杂交卿(F
,
)及其双亲的染色体

。

结果表明
,

白卿染色体的 Zn = 一0 0
,

其组型是 Zn = Zom + 2七m + sss t + 一4 t ,

N F = 1 4 8 ;
散鳞镜鲤的 Zn = 1 0 0

,

组

型是 Zn = Zom + 2 6 sm + sos t + 2 4 t ,

N F = 1 4 6 , 杂交娜的 Zn = 1 0 0
,

组型是 Z n = Z om + 2 7 s m + s4 s t +

1 9t
,

N F ~ 1 47
.

经分析比较证实
,

杂交卿的染色体是由双亲各提供一组单倍体而组成的
.

此外
,

在受

检的 20 尾杂交卿中存在一尾三倍体 (3n 二巧。士 3) 的个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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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已做了上百例鱼类杂交组合的试验研究〔王祖熊等
, 1 9 8 6〕

。

有些杂种鱼具有较明显的

杂种优势
,

其中又以鲤不同 品种间的杂交效果为最好
,

如丰鲤
、

岳鲤
、

荷元鲤等〔叶玉珍等
,

1 9 8 9〕
。

此外
,

以鲤
、

卿为双亲的鱼类属间远缘杂交后代也具有某些杂种优势[刘思阳
,

1 9 8 7〕
。

在

鱼类杂交育种广泛研究的基础上
,

人们对杂种后代的细胞遗传学的研究也随之开展起来
,

其中

之一就是研究杂种的染色体组成
、

与双亲染色体组型的差异以及杂种鱼染色体的归宿等〔刘

药
、

周工健
,

1 9 8 6」
.

自 1 9 8 8 年开始
,

我们进行了以白卿 (早)和散鳞镜鲤 (了 )为杂交组合的育

种研究
,

获得具有双亲某些优良经济性状的 F ;
代—杂交卿

。

本文仅就杂交细及其双亲的染

色体组型的研究进行报导
,

同时也讨论 F l

代中染色体的来源
。

1 材料和方法

实验鱼均取 自江苏省淮阴市水产科学研究所养殖场
。

杂交卿为 20 尾
,

双亲各用 5 尾
,

鱼龄

为 1一 2 龄
,

体重 1 50 一 200 克
。

活鱼经注射 PH A 每克体重 10 微克
,

20 小时后再注射秋水仙素

每克体重 4 微克
。

秋水仙素注射 2 小时后取鱼的肾脏
,

然后以常规方法制成染色体滴片
,

经

Gi
em sa 染液染色

,

气干
。

最后用 Ol ym pus 显微镜观察并摄影
.

杂交卿的每尾鱼滴片取 5 个分

散 良好
、

长度适中
、

形态清晰的中期分裂相的染色体拍照
,

白卿和散鳞镜鲤则每尾鱼各 以同样

方法取 8 个中期分裂相的染色体
。

照片放大后按 L ev
a n
【1 9 6 4〕等的命名和分类标准编制出它

们的染色体组型
,

并将计算的各染色体的有关数据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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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结果

杂交螂及其双亲的染色体数目

从 图版一 1
,

3
,

5 计 数分析结果表 明
,

白螂
、

散鳞镜鲤及它们的杂种一代的染色体数目相

同
,

Zn 一 10 0
。

但从表 1 还可看出
,

大多数杂交螂体细胞的染色体为二倍体
,

可是在 20 尾被检测

的杂交卿中发现 1 尾鱼的体细胞为三倍体
,

即 3n 一 1 50 士 3
。

表明在杂种一代中存在少量的三

倍体个体
。

此外
,

在对以上鱼的染色体分析中均未发现具有次缴痕和带有随体的染 色体
。

T 皿ble

表 l 杂交卿及其双亲的染色体数 目

C hr o m o s o m e s e o u n ts o f h yb r id e r uc ia n e a r P a n d its Pa
re n ts

(w h ite e r u eia n e a r P se a t te red m irr o r e a r P)

1 0 2 1 0 3 巧 0士 众数百分比 (% )

7 9

1 0 2 1 0 3

1 0 1 10 2 1 0 3 1 5 0士

10079而竺10()83白 娜

散镜 鲤鳞

杂交娜

染色体数

分裂相数

染色体数

分裂相数

染色体数

分裂相数

2
.

2 杂交螂及其双亲的染色体组型

2
.

2
.

1 白卿的染色体组型

根据对 10 个中期分裂相的染色体各种数据的测量和分析
,

表明白卿的染色体由 10 对中

部着丝粒染色体
、

14 对亚中部着丝粒染色体
、

19 对亚端部着丝粒染色体及 7 对端部着丝粒染

色体组成
,

其染色体组型为 Zn 一 z o m + 2 8 s m + 3 8 s t+ 14 t
。

总臂数 (N F )一 1 4 8
。

图版一2 表明
,

白螂的第一对中部着丝粒染色体最大
,

其相对长度达 3
.

84
,

为同组其它染色体的近 1
.

5 倍或

超过 1
.

5 倍
。

所以
,

差异特别明显
。

在亚中部着丝粒染色体中
,

第 n 和第 rZ 对染色体也较大
。

其余的各组染色体相邻对间的大小呈递减趋势排列
,

大小无明显差异
。

2
.

2
.

2 散鳞镜鲤的染色体组型

散鳞镜鲤的 1 00 个染色体分别由 10 对 中部着丝粒染色体
,

13 对亚 中部着丝粒染色体
,

15

对亚端部着丝粒染色体及 12 对端部着丝粒染色体组成
,

其染色体组型 2n 二 20 m + 26
sm 十 30 st

+ 24 t
,

总臂数 (N F) 一 146
。

散鳞镜鲤的 10 对中部着丝粒染色体间无明显差异
,

其亚 中部着丝

粒染色体组中的第 n 一13 对较大
,

为散鳞镜鲤中最大的 3 对染色体
。

亚端部着丝粒染色体组

中的编号为 24 的 1 对也比同组其它染色体大
,

差异明显
。

所以
,

编号为 1 1
、

1 2
、

13 及 24 的 4 对

染色体为散鳞镜鲤染色体组 中最具特征的染色体 (图版一 4 )
。

2
.

2
.

3 杂交卿的染色体组型

正如表 1 所示
,

大多数杂交螂的体细胞染色体为二倍体
,

2n 一 1 00
,

同时也发现个别杂交螂

的体细胞为三倍体
,

3n 一 1 50 士 3
。

经分析研究后确认
,

二倍体杂交卿是由 20 个中部着丝粒染色

体
、

27 个亚中部着丝粒染色体
、

34 个亚端部着丝粒染色体及 19 个端部着丝粒染色体组成
。

由

此可见
,

杂交螂 (F
,
)的染色体为非同源染色体

,

无法进行常规的配对
。

所以
,

杂交螂的染色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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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都以单 条染色体的方式出现在杂交螂的染色体中
。

又如散鳞镜鲤
,

其中部着丝粒染色体均无

明显特征性标志
,

但它的第 n 一 13 对亚中部着丝粒染 色体在形态和大 小上具较明显的差异
,

它们也分别以单条的形式出现在 F
,

代的染色体中
。

所以从图版一 3 的杂交螂染色体组型图中

可看 出
,

第 1 号特别明显的标志性染色体来 自母本
,

且仅此 1 条
。

第 21 一 26 号的 6 条亚中部着

丝粒染色体分别来自双亲
。

同时
,

从杂交螂的染色体总数及每组类型的染色体数目与双亲的单

倍体数目之和是完全吻合的
。

这表明
,

杂交卿不是单倍体
,

也不是多倍体
,

而是二倍体的杂种

鱼
。

但它既非雌核发育而成
,

也不是雄核发育而来
,

而是精卵经过正常受精程序发育而成的杂

种二倍体
。

3
.

2 鱼类杂交育种中亲本的选配

在鱼类杂交育种中
,

双亲组合选配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

如草鱼早x 兴国红鲤了 (或

镜鲤梦 )[ 楼允东和李元善
,

1 9 8 9 )
,

维 (早) x 鲤 (了 )( 或螂了 )[ 楼允东和李元善
,

19 8 9〕等的杂

交组合的杂种胚胎发育畸形
,

不能孵化出苗
。

但上述各杂交组合的反交结果却表明
,

杂种胚胎

均能正常发育并孵化出苗
。

通常认为
,

鱼类杂交不亲和性产生的原因是双亲间基因组间的矛

盾
,

即双亲的核型愈相近
,

杂交愈能成功
,

双亲间核型差异越大
,

杂交不亲和性越强
,

胚胎发育

愈难正常进行 [王祖熊等
,

1 98 6〕
。

桂建芳等〔1 9 9 3〕也认为
,

鱼类远缘杂交的亲和性还与亲本间

的基因组大小密切相关
。

叶玉珍等【1 9 8 9〕指出
,

草
、

鲤杂交不能获得鱼苗
,

发现雌
、

雄核单倍体
、

非整倍体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两亲本的核质不完全相容及核质的分裂节奏不同所致
。

正是上述

种种原因导致不同杂交组 合的正反交的截然不同的结果
。

所以
,

这些不同组合的鱼类杂交育种

研究
,

对开展鱼类的杂交育种工作具有实践性和理论性意义
。

为了获得在理论上
,

特别是生产

实践中具有经济效益的鱼类杂种后代
,

我们选择了白螂 (早) x 散鳞镜鲤 (了 )的杂交组合
。

这

两种不同属的鱼类
,

在基因组的大小
、

核型等方面的差异均较小
。

因此该杂种一代的胚胎可以

正常发育直至出苗
,

而且 F
,

代获得了双亲的某些优 良性状
,

成为具有经济效益的杂交种鱼
。

本

研究再次提示我们
,

若要获得具有 良好经济效益的鱼类杂交种
,

在亲本的选配上
,

特别是决定

雌雄亲本的组合时必须从核型
、

亲和性
、

核质可容性等多方面予以考虑
,

然后进行适 当的组配
。

当然
,

若是进行遗传育种基础理论的研究则 另当别论
。

3
.

3 三倍体杂交螂的发生

鱼类杂交中或自然界中存在天然多倍体鱼类的现象并不少见
。

而产生多倍体的机理有保

留第二极体
、

核内有丝分裂
、

杂交雌核发育等等成因〔王祖熊等
,

1 9 8 6〕
。

我们认为在杂交卿 (F
l
)

中出现个 别三倍体个体
,

可能是卵子在受精时第二极体被保留在受精卵中导致了三倍体的形

成
。

据推测
,

第二极体未能排出可能与受精时温度的变化或部分卵子自身的成熟度有关
。

B e。k

和 B ig g e r s
〔1 9 5 0〕与 Y a m a m o to 和 In g a lls [一9 7 2〕对此早已有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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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T he k a r y o typ e s o f hy b r id e r u e ia 一1 e a r p a n d it s p a r e n t s w e r e s t u d ied
.

T h e

eh r o m o s o m e s w e r e p r e p a r e d fr o m k id n e y e e ll a ft e r PH A a n d c o
!
c h ic in e in je c tio n in v iv o a n d

w ith a ir
一

d r y in g m e th o d
.

T h e r e a r e tw o ty p e s o f th e e hr o m o s o m e s o f th e h yb r id e r u e ia n e a r p
.

(F
,
)

:
·

d iPlo id a n d t r iPlo id
.

T h e k a ryo tyPe o f the d iPlo id 15 Zn = 2 0 m + 2 7 sm + 3 4 s t + 1 9 t
,

e o m b in e d w ith a m a te r n a l s e t a n d a P a te r n al s e t o f e hr o m o s o m e s
.

T h e tr iPlo n t ie h yb r id ha s a

e h r o m o s o m e n u m b e r o f 1 5 0 + 3
.

B u t o n ly o n e fis h w a s fo u n d t o b e t r iPlo n t ie in 2 0 h yb r id

fis h e s
.

T h e p a r e n t s ,

w h it e e r u e ia n 。a r p (早 ) a n d s e a tt e r ed m ir r o r e a r p (了 )
,

h a v e a e h r o m o -

s o rn e n u m b e r o f 1 0 0 r e s p e e tiv e ly 二 T he m a t e r n a l k a r yo t yp e 15 2 一、= 2 0 m + 2 8s m + 3 8 s t + 1 4 t

a n d th e P a t e r n a l
,

Zn 一 2 0 m 十2 6 s m + 30 s t + 2 4t
.

T he r e s u lt s o b t a in e d fr o m t he s e s t u d ie s in d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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