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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骨髓细胞直接制备染色体的方法 ,对采自阿拉善黄鼠 ( Spermophilus alaschanicus Buchner ,1888)

模式标本产地 ,内蒙古阿拉善南部典型荒漠区的 5 号黄鼠 ( Spermophilus spp. ) 标本进行染色体研究。结

果表明 ,该种二倍体体细胞的染色体数为 2n = 38 ,与达乌尔黄鼠 (草原黄鼠) ( S . dauricus Brandt ,1843) 二

倍体体细胞的染色体数 2n = 36 ,完全不同 ,且形态特征与达乌尔黄鼠具有明显差异。基于该种的染色体

和形态特征以及分布区域 ,并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比较的结果 ,确认该种为阿拉善黄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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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romosome karyotype of the Ground Squirrel ( Spermophilus spp. ) was studied by using bone marrow

cell to lining2up chromosome directly. The fiv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the typical desert of southern Alashan ,Inner

Mongoli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romosome number of diploid somatic cells was 2n = 38 ,different from that of

Daurian Ground Squirrel ( S . dauricus Brandt , 1843 ) whose chromosome number was 2n = 361 Chromosom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also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species. Base on the chromosome number and

morphology as well as distribution region ,the samples were identified as Alashan Ground Squirrel ( S . alaschanicus

Buchner ,18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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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拉 善 黄 鼠 ( Spermophilus alaschanicus

Buchner ,1888)是根据 Przewalskii 1880 年采自中

国内蒙古阿拉善南部荒漠中的标本发表的新

种 ,模式标本仅有一张动物皮和一个破碎的头

骨。20 世纪中叶国内外学者多以其形态特征

与达乌尔黄鼠 (草原黄鼠) ( S . dauricus) 的 S .

dauricus obscurus 亚种相近 ,而将其归为达乌尔

黄鼠的亚种[1～3 ]
,但少数学者坚持认为阿拉善

黄鼠是独立种[4 ] 。Tsvirka 等研究了蒙古国的阿

拉善黄鼠染色体核型 ,二倍体体细胞染色体数

2n = 38 ,而达乌尔黄鼠的为 2n = 36 ,支持阿拉善

黄鼠是独立种的观点[5 ] 。当代世界哺乳动物分

类学著作都承认阿拉善黄鼠为独立物种[6 ,7 ] 。

但是 ,我国学者对国内此二种染色体核型研究



的结果 ,都是染色体数为 2n = 36
[8～10 ]

,仅郑涛

等认为兰州地区黄鼠的染色体分型与达乌尔黄

鼠明显不同 ,应是阿拉善黄鼠[10 ] 。因此 ,长期

以来形成对阿拉善黄鼠学名的争议 ,马勇等认

为其分类地位有待深入研究[11 ] 。为此本文作

者于 2008 年在阿拉善黄鼠的模式产地 ———内

蒙古阿拉善南部典型荒漠区采集了黄鼠标本 ,

进行体细胞染色体研究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研究地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

南部典型荒漠区 ,嘉尔嘎勒赛汉镇 (孪井滩) ,地

理位置 E 104°10′～105°30′,N 37°24′～38°25′,地

处腾格里沙漠东缘。该地区的草地类型是典型

的温性荒漠 ,植被稀疏 ,植物种类贫乏 ,主要以

旱生、超旱生和盐生的灌木、半灌木、小灌木和

小半灌木为主。气候为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

候 ,冬季严寒、干燥 ,夏季酷热 ,昼夜温差大 ,极

端最低气温 - 36 ℃,最高气温 42 ℃。年平均气

温 813 ℃,无霜期 156 d。年降水量 45～ 215

mm ,且降水极不均匀 ,主要集中在 7～8 月份。

年蒸发量3 000～4 700 mm。土壤为棕漠土 ,淋

溶作用微弱 ,土质松散、瘠薄 ,表土有机质含量

1 %～115 % ,含有较多的可溶性盐。

2 　材料与方法

211 　材料　活体标本 5 号 ( ♂2 , ♀3) ,于 2008

年 4～9 月采自嘉尔嘎勒赛汉镇荒漠草场。

212 　染色体制备方法 　采用骨髓细胞直接制

备染色体的方法 ,主要步骤如下 :动物腹腔注射

秋水仙素 ,剂量为 2μgΠg 活重。2～3 h 后断颈

处死取股骨 ,剔净余肉 ,切去股骨两端 ,露出骨

髓腔 ;用注射器吸取 0185 %生理盐水 5 ml 冲出

骨髓 ,接入 5 ml 离心管内。以 1 000 rΠmin 离心

10 min ,弃去上清液。加 1 %柠檬酸钠溶液 5

ml ,置 37 ℃低渗 20 min。以 1 000 rΠmin 离心 10

min ,弃去上清液。

第一次固定 ,加入 3∶1 的甲醇冰乙酸混合

液 5 ml (现用现配) 固定 15 min。以 1 000 rΠmin

离心 10 min ,弃去上清液 ;第二次固定 ,方法与

第一次固定相同。弃去上清液 ,留 015～1 ml

左右制成细胞悬液 ,用吸管吸取 ,滴在冰冷的洁

净载玻片上 ,每一滴间要避免重叠。热风吹干

载玻片 ;用 1∶9 的 Giemsa 液 (pH = 714 的磷酸缓

冲液)染色 15～20 min。流水冲洗染液 ,吹干。

镜检 ,对形态特征清晰 ,分散良好、完整的中期

相染色体进行显微照相。

染色体数码图像采用 iphoto Express 软件处

理。标本测量工具采用 DK型电子数显卡尺 ,

头骨测量参考杨奇森等和夏霖等的测量方

法[12 ,13 ] 。

3 　结 　果

311 　形态特征　成体体长 182～198 mm ,尾长

55～66 mm ,耳廓长 3～5 mm ,后足长 32～40

mm ;头骨的颅全长 42150～43186 mm ,颅基长

40117～42103 mm ,上齿列长 9162～10196 mm ,

上齿隙长 8163～9193 mm ,听泡长 9147～10133

mm ,听泡宽 6190～ 8132 mm ,眶间宽 8170～

10119 mm ,颧宽 27140～28148 mm。头骨的眶间

较宽 ,眼眶上缘略向上拱起 ,且在其眶间形成马

鞍形的凹陷 ,人字嵴明显 ;上门齿内侧基部无明

显的门齿坑。下颌、咽喉部及眼睛周围白色 ;背

毛沙黄色 ,毛尖黄色 ,毛基灰黑色 ;背毛与腹毛

界线明显 ,在体侧中央较为平直 ;腹毛较背毛

长 ,毛尖淡黄色 ,毛基灰黑色 ;尾毛上下一色 ,为

沙黄色 ,无黑色环纹间隔。雌体具乳头 4 对。

具体测量指标见表 1。

312 　染色体核型 　将染色体标本置于显微镜

下观察其形态、类型并记数。标本体细胞 38 个

中期分裂相中 ,染色体数目为 2n = 38 的占

9716 % ,其中 ,亚中部着丝点 (sm) 染色体 6 对 (1

～6 号) ,中部着丝点 (m) 染色体 8 对 (7～14

号) ,近端部着丝点 ( st ) 染色体 4 对 (15～18

号) ,性染色体 1 对为中部着丝点染色体。具体

形态特征及染色体核型见表 2 和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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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阿拉善黄鼠外形及头骨测量 (mm)

Table 1 　The measurement and appearance of skull of Spermophilus alaschanicus

标本号 Specimen number

0806001 0806002 0806003 0807112 0804481

性别 Sex ♀ ♀ ♂ ♀ ♂

体长 Body length 187 182 198 192 192

尾长 Tail length 66 55 62 59 62

耳长 Ear length 4 5 5 3 5

后足长 Rear foot length 32 33 34 40 34

颅全长 Greatest length of skull 43108 42150 43186 43118 43169

齿隙长 Diastema length 9193 9137 9161 8163 9175

听泡长 Length of auditory bulla 9147 10133 10117 10101 10131

听泡宽 Width of auditory bulla 6190 8118 7176 8132 7142

颧宽 Zygomatic width 27140 27174 28123 26151 28148

颅基长 Basal length of skull 41151 40117 42103 41131 41167

眶间宽 Interorbital width 8170 10119 9134 9104 9173

上齿列长 Length of maxillary molar row 9162 10109 10130 10196 10187

图 1 　阿拉善黄鼠染色体核型 (2n = 38)

Fig. 1 　The chromosome karyotype of Spermophilus alaschanicus
　

4 　讨 　论

马继霞等对达乌尔黄鼠的染色体组型进行

了分析 , 证明该种的染色体数 2n = 36 , 占

89117 % ,其中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12 对 ,亚中

部着丝点染色体 5 对 ,性染色体 1 对[8 ] 。晁玉

庆等报道了内蒙古地区草原黄鼠 (达乌尔黄鼠)

染色体核型 ,同样证明该种的染色体数 2n =

36 ,占 94187 % ,其中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11 对 ,

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6 对 ,性染色体 1 对 (图

2) [9 ] 。郑涛等对甘肃及其附近地区黄鼠的染色

体组型进行了研究 ,证明其染色体数 2n = 36 ,

占 94 % ,其中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3 对 ,亚中部

着丝点染色体14对 ,性染色体1对[10 ] 。然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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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达乌尔黄鼠(草原黄鼠)染色体核型 (2n = 36) (晁玉庆等 [9 ] )

Fig. 2 　The chromosome karyotype of Spermophilus dauricus
　

表 2 　阿拉善黄鼠染色体形态特征

Table 2 　The chromosom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permophilus alaschanicus

染色体号

Chromosome

number

相对长度 (mm)

Relative

length

臂比

Ratio of

brachial

染色体形态

Chromosome

morphology

1 11133 2118 sm

2 8142 2197 sm

3 5142 2138 sm

4 4170 2187 sm

5 3118 2124 sm

6 2146 1196 sm

7 8176 1108 m

8 8161 1120 m

9 5142 1166 m

10 5131 1159 m

11 2199 1128 m

12 2169 1156 m

13 2158 1113 m

14 1182 1168 m

15 7116 3148 st

16 5100 6195 st

17 3183 4111 st

18 2143 4157 st

X 7188 1160 m

Y 5161 1174 m

该作者据此结合标本形态、头骨特征 ,经过与达

乌尔黄鼠相应特征对比的差异 ,认为分布于甘

肃及其附近地区的黄鼠为阿拉善黄鼠[10 ] 。由

此可见 ,该文作者主要依据的是标本的形态特

征 ,而染色体数目没有差异。

据 Огнев描述 ,达乌尔黄鼠的尾长不超过

体长的 1Π3 ,一般为 1Π4～1Π5 ,阿拉善黄鼠的尾

长占体长的 1Π3 左右 ;达乌尔黄鼠的上齿列长

小于上齿隙长 ,两者之比为 1∶1111 ;而阿拉善

黄鼠的上齿列长大于上齿隙长 ,两者之比为 1∶

0199 ;同时 Огнев认为 ,听泡长远大于听泡宽 ,

可作为鉴定阿拉善黄鼠种的一个重要特征[14 ] 。

Банников描述 ,阿拉善黄鼠的眶间宽占颅全长

的 22 %
[4 ] 。

本文的标本采自阿拉善黄鼠模式标本产地

———内蒙古阿拉善南部典型荒漠区。由本文上

述形态量度指标可知 ,在形态特征上 ,采自内蒙

古阿拉善南部典型荒漠区的标本 ,尾长约占体

长的 1Π3 ,上齿列长大于上齿隙长 ,比例为 1∶

019 ,听泡长度占宽度的 130 % ,眶间宽占颅全长

的 2119 %。本文标本的这些量度特征不仅与

Огнев[14 ]和 Банников[4 ]所描述的阿拉善黄鼠的

相应量度特征非常一致 ,而且本文标本的体细

胞染色体数 2n = 38 ,与前文所述相关染色体研

究的结果 2n = 36 截然不同[8～10 ] ,与 Tsvirka 等

对阿拉善黄鼠的染色体数研究结果则完全相

同[5 ] 。因此 ,基于该种的形态和染色体特征以

·43·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44 卷



及分布区域 ,并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比较 ,确认采

自内蒙古阿拉善南部典型荒漠区的标本为阿拉

善 黄 鼠 ( Spermophilus alaschanicus Buchner ,

1888) ,是黄鼠属 ( Spermophilus F Cuvier ,1825) 的

一个独立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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