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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曹鱿的染色体核型及其自发畸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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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营劲 (反权“ 纪比 杯刃刀们洲对比 Cu vi er aJ 飞1 V al c
俪 en 二 s

)俗称虎头鱼
,

是近岸岛礁性鱼类
,

分布于我国的黄渤

海
、

东海
、

雷州半岛的东沿岸以及 日本沿海
。

具有肉坚味美等特点
,

深受消费者喜爱
。

在 日本市场上售价超过

鳗鲡的价格
。

日本于 198 5 年开始人工繁殖及 放流增殖试验 〔胜又康树等
,

1 985 〕
,

并获得初步成功〔吉川昌元

等
,

198 6 ]
。

国内于 19哭)年开始活鱼暂养出 口试验
,

1卯 l 年开始人工繁殖研究
。

有关褐营细染色体核型的研

究
,

特别是对其染色体自发畸变率的观察
,

国内外未见报道
。

本文研究对褐营细的人工繁殖
、

杂交育种以及

海洋环境监测都有一定的意义
。

材料与方法

研究材料取 自浙江舟山近岸岛礁海域流钓渔获物中的活体褐营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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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标本的制作采用 PH A- 一秋水仙素一空气干燥法
。

药剂的注射剂量
、

效应时间
、

染色体测量
、

统计

方法以及各对染色体之间的差异性检验均与作者以前的方法相同〔潘蔚明
,

l卯 1」
,

只是在制片过程中
,

样本的

固定时间缩短至 20 面
n ,

并增加了片子的孵育工序 (24 h)
,

提高了片子的清晰度
。

组型的划分按常规方法进行

[L￡
v
na 等

,
19吞落」

。

染色体畸变值的计算方法
,

因 目前未见较规范的鱼类计值方法
,

本研究参照人类染色体计值方法 〔汪安

琦
,

196 3 〕
,

并根据作者实际观察情况作出
。

即双着丝点作两次畸变计算
,

微小体
、

断裂和断片作一次畸变计

算
,

间隙不计算在内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褐营鱿的染色体核型

观察
、

计数了 500 个中期分裂相细胞
,

仔细测量 10 个分裂相细胞的每对同源染色体并统计了每对同源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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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体的相对长度 ( % )和臂比( 表 1
、

2 ;图版 一 1 )
。

由此可知
,

褐营龄染色体组型 2n =
48

。

其中中部着丝点染色

体 (m ) 1对 ;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 0 23 对
。

没有亚中部 (助 )和亚端部 ( )st 着丝点染色体
,

也没有发现性染色体
。

此外
,

褐曹细各对端部着丝点染色体之间的差异
,

几乎每隔两对呈显著差异或高度显著差异
。

总体差异

呈均等梯形势态
。

表 1 揭蔺丝的染色体计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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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褐葛幽 自发畸变率的观察

染色体畸变类型可分为染色单体畸变和染色体崎变两大类
。

染色单体畸变包括互换
、

缺失
、

断裂和裂隙
。

染色体畸变包括双着丝点
、

环
、

缺失
、

断裂
、

断片和间隙〔汪安琦
,

19` 31
。

通过对 6 尾褐营灿
亡

处刃个中期分裂相细胞的观察分析
,

共发现染色单体间隙 7 个 (图版 一 2 )
,

染色体间隙

6 个 (图版 一
3)

,

微小体 3 个 (图版 一 4 )
。

由此计算出褐营细的 自发畸变值为 0
.

6/ 100 细胞
。

染色体间隙
,

也就是染色体中有一些不着色的区域
,

并不是真正的断裂
,

因为染色体仍然保持它的连续

性
,

在后期中这些间隙并不产生无着丝点的断片仁Re
v

ell
,

195 9 〕
。

染色体畸变
、

姐妹染色单体交换和微核测试
,

被认为是环境毒理学的三大监测指标
。

七 十年代中期首次

用物理和化学的因子成功地诱发荫鱼 ( 劲
了必ar l诫

n

Zn = 22 ) 细胞的染色体畸变仁灿罗
n n an 等

,

19 7 5口
。

之后
,

用

鱼类进行细胞遗传学研究以检验水环境中污染物的三致 (致畸
、

致癌
、

致突变 )毒理作用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

注
。

如用一些淡水鱼类外周血红细胞微核检测水环境污染物的遗传毒性〔余瑞兰等
,

19叭〕等等
。

但在海水鱼

类方面
,

有关以染色体崎变作指标的研究则报道甚少
。

可能是由海水鱼类染色体制片技术等因素制约
。

由于褐曹灿属岛礁性鱼类
,

活动范围小
,

特别适合于 作为近岸海洋环境监测的指标种
。

因此
,

加强这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