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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荷兰等欧洲一些国家是主要生食盐清海鱼 

而感染。可见，对进口的挟鳕有必要认真检疫 

和检测寄生虫生活力，以免在我国蔓延。据荷 

兰、朝鲜、日本等国学者报道异尖线虫幼虫对 

盐、醋精、酒、酱油、辣椒、蒜以及人工消化液 

具有较强的抵抗力，仅在高温易致死。 见表 3、 

4。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凡进口的冷 冻 狭鳕， 

除检测异尖线虫蚴生活力外，应在 一 l0至 一 

20％3条件下 ，冷藏一周左 右后方能投放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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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陆龟染色体组型的研究 

黄浦盈 陆含华 
(广西医学院生物学教研宣) 

刘银英 刘绍良 
(广西中医学院生物学教研室) 

摘要 以缅甸陆龟韵血液淋巴细胞离体培养，制番染色体标本，研究它的染色体组型，结果表明： 

缅甸陆龟染色体数 2。= 52，这些染色体可分为 A、B、C、D、E组 。 ^组：NO。1-- 2， 为中央着丝 

粒染色体。 B组： N0·3—6，为近端着丝粒染色体。 c组 ： NO．7—12，除 NO 11为亚中 央 着 

丝粒外，其余为中央着丝染色体 。 D 组： NO，l 3～l5，为亚中央着丝粒染色体。 E组 ：NO
, l6—  

26，大多数为很小的染色体。在染色体组型申，未见异性染色体对 。 

研究龟类染色体组型不但 可 了解 其 种群 

闯、亚种之间的亲缘关系，而且对探讨它们的遗 

传、变异均有很大的价值。 国外对龟类染色体 

早有研究，Ghscok和 Jordon (1 914)，Ba11 

(1974)等对龟类染色体已有报道。国内高建 民 

等(I 986)已报道乌龟 (Chinnemys reevesii)染 

色体组型的研究。 

缅甸陆 龟 Geochelone elngata 在 世 界 

上，除了大洋洲外，许多地方部有分布。 在箍 

国，迄今知道缅甸陆龟仅分布于广西地区。 它 

‘奉研究有刘清华、叶光生、张洁萍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特此致谢。 

· 1；  ̂

 ̈

l  2  3  }  5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是广西常见的经济爬行动物之一，所以我们研 

究缅甸陆龟具有特殊的意义。现把我们对其染 

色体组型的研究结果作初步报道。 

材 料 与 方 法 

以性成熟 ( 龟体重 900克，早龟重 l 350 

克)的缅甸陆龟怍为实验材料。 抽取缅甸陆龟 

的静脉血，对淋巴细胞进行培养，然后，制怍染 

色体标本片等 ，其步骤如下： 

(一)培养基的配制：以 RPM[1640溶液 

0毫升 ，小牛血清 20毫升 ，L谷氨酰胺 3O毫 

克 ，植物凝血素 (PHA)l 0毫克混匀。 

(二)抽取静脉血 1—1．5毫升，以 0．2毫升 

的全血接种于培养瓶(含 5毫升培养基)中。 

(三)培养：接种后的培养瓶置于 30℃ 的 

恒 温箱中，培养 72小时 ，在终止培养 前 4小 

耐 ，每瓶培养基加入秋水仙碱溶液，使最终浓度 

为 30微克，毫升。 

(四)低渗处理： 将瓶中培养的细胞移入 

离心管中，离心后， 余下 0．5毫升的细胞悬浮 

液，再加入 0．4唠 KC1溶液 5毫升。 离心管置 

于 30~k'2的水(或温箱)中，放置 20分钟。 

(五)固定与制片： 按常规固定法与空气 

干燥法 制片o Giemsa染色。 

(六)在显微镜 下观察细 胞 中期 分 裂 相， 

对分散良好、着丝柱清晰的染色体组进行计数， 

拍照放大，测量染色体，总计分析其相对长度、 

臂比、着丝粒指数的数值，参照 Levan(19s4) 

的标准，按染色体长短、着丝粒位置等把染色体 

进行分组排列。 

结 果 

观察缅甸陆龟 1 80( 60、o~120)个细胞的 

中期分裂相，其中含有 52条 (26对)染色体的 

衰 l 囊匈陆龟=倍律细胞的琨寨结果 

～ ～

～ ～

—＼ =倍件染色饿数目 
观寮的细胞粒 —————＼  49 ；0 52 3 5 4 

6o( ) 2 4 5 2 

1 20( ) 3 5 1 D7 

占观察细胞教(％) 2．7 5 B8d 1．6 o．55’ 

囤I !ii甸陆龟(矿)的染色体组型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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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2 坷甸陆龟染色体测量结果 

相对_蔓度 特 地 着丝柱指数 着丝粒位置 组 刮 染兰体对 

( 士s．D) ( ±S．D) 

l t6． $+1．1 9 1． ；土O．O9 39．34士1．4 

2 44．3 士 1．O 

8．59± 0-4 4 

6．5 +0．1 5 3．65±O．1 O ．}B±O．{8 

5．7 BJr0．t 5 4．63士0．60 18．3 5± t．9 

5． 9土O．7 6．82±1．9 

． O7土 0．0 1．25±O．1 

1．20土0．O9 45． 5+ 1．9 

《．1I士O．07 I．6l±I．8 4I．89土I．5 C 

3．{3+ 0．07 

3．2I+ 0．5 27．3 7+ 2．5 

2．89JrO．I O 1．7 JrO．” 39 22+ 4 

13 2．52士 0．0B 1-B7± O．74 37．06+ 2．2 

D 14 1．96Jr0．0 5 3I．93+ 4．2 

15 1．B2+ O．06 3．04Jr0．4 25．59+ 2 

I 6 1．74士0．02 

E 至  

26 1．01-k0．25 

国 2 缅甸陆龟( )的染色体组型 (2a筝 52) 

细胞占 88 3移 (见表 1)。所以缅甸陆龟二倍体 

染色体数为 2n一 52。 这些染色体可分为 A、 

B、C、D、E五个组(见表 2)。 

A组：N l一2，是大型的染色体， 为中 

央 着丝 粒染色体。 B组：N O|3—6，为较大 的 

染色体 ，比A组小，是亚端着丝粒染色体。 C 

组：N O|7一l2，中等大小，其中 NO l1为亚 

中着丝粒，NO 7、8、9，10、l 2为中央着丝粒 

染色体。 D组： NO；l3一 l5，比 C组小 ，为亚 

中央着丝粒染色体。 E组： NO。l6—26，比D 

组小 ，大多数为很小的染色体。 

26对染色体中，未见异形性染色体对。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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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体的相对长度、臂比、着丝粒指数的数值见表 

2。染色体组型见图 1、2。 

讨 论 

现存分类系统主要是以形态学为 依据 的， 

因此有必要根据染色体组型分析的结果对现行 

分类系统进行评价。染色体的数目和形态具有 

种、属的特异性。一般说来 ，同一物种的个体都 

具有相同的染色体数 目和形态。本文报道缅甸 

陆龟的染色体数 2n一 52。 高建民等(1 986)报 

道的乌龟与 Sasaki(I 967) 报道的 日本水龟 

(Clemmys Japonica)的染色体数亦是 2n一52o 

我们把缅甸陆龟的染色体与乌龟的染色体图版 

进行比较，两者大多数染色体对的着丝粒位置 

是相同的。缅甸陆龟和乌龟在形态分类上，各 

隶属于不同的科、属。 但从染色体的数目和着 

丝粒位置等有相似的特征(见表 3)。 因此，缅 

甸陆龟和乌龟的亲缘关系和分类地位值得进一 

步探讨 。 一 。 

缅甸陆龟 与 日本 水 龟 的 染色 体 数 相同 · 

(2n一 52)，但染色体的分组则不相同。Sasaki 

(1967)未对 日本水龟作染色体l测量，其把它们 

分为大型和小型染色体。而缅甸陆龟染色体按 

其着丝粒位置等可明显分为五个组。这些差异 

待进一步的研究，才能更好地分析它们的关系。 

在光镜下 ，缅甸陆龟的E组染色体都很小， 

NO 21— 26的着丝粒难以区分。 

爬行动物的性别决定较为复杂，有人认为 

大多数龟类的性别是由受精卵的 孵化 温度 所 

定。但是，由温度决定性别的机制尚不清楚。缅 

寰 3 曩甸陆龟 (G)与乌龟 (R)染色体的着墼粒位置比辖 

染色体对 (G) (R) 

1 2 

3 4 相同 

7⋯8 9 10、12 

11、14 

5 6 

13 相 异 

1 

甸陆龟的性染色体尚未鉴别出来，笔者对 龟 

作了两次实验 ， 龟作了三次实验 ，亦获得较长 

的染色体 ，但在染色体组型中，E组仍很微小， 

未分辨出异形性染色体对。说明其性染色催分 

化程度较低。 如何区分出决定其性别 的 染 色 

体，有待于今后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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