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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比较分析的珠颈斑鸠和山斑鸠的核型 2n 80士，AN 92士，均具有典型的鸟类两 

型性核型。煎珠颤斑鸠 No．3和 ，分别为亚端部和端部着丝点染色体，而山斑鸠的这两号染色体则为 

端部和亚中部着丝点，珠颈斑鸠核型中含端部或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比山斑鸠多一对，可见这两个近墩 

种的核型已具有明显的种性差异。根据鸟类核型填化的一般规律，珠颈斑鸠似乎较为原始，而山疆鸠则 

相对较特化。 

高等动物的染色体通常具有种的特性 ，通 

过染色体核型的比较分析，可以了解物种核型 

进化的可能机翩及其在系绕演化中的关系。因 

此。 染色体的研究已受到许多生物学 者 的 重 

视。 

早在四十年代，Yamashins等曾作过灰斑 

鸠 (Stregtopelia decaoc~o) 与山斑鸠 (Stre一 

~opelia o~icntalis)的染色体研 究№o 1954年 

b配agawa也报道了山斑鸠的核型 。本文研究 

了产于我国的珠颈斑鸠 (Streftopelia chine一 

)和山斑鸠，发现山斑鸠的核型与以上报道 

有明显差别，而珠 斑鸠的核型至今尚未见有 

{晏道。现对这两种l斑鸠及已报道过的本属的其 

他近缘种棱型进行比较分析 。井初步探讨其演 

化关系。 

材 料 与 方 法 

山斑鸠(2 )和珠颈斑鸩(2 ，1 9)分别捕 

自安徽黄山和芜湖市郊。 

染色体标本制备以骨髓或羽 髓细 胞 为材 

料，制片程序和染色体测算方法与以往的报道 

相同 。 着丝点位置的确定和染色体臂数统计 

采用利万 (Levan)等的标准 。 棱型按染色 

钵 的大小顺序排列，分组。 

结 果 与 分 析 

两种斑鸠的二倍体染色体数 目和染色体的 

统计结果见表 1和 2，棱型觅躅 l和 2。 

从图 1可见，这两种斑鸠的核型中部有 7 

对大型辣疤l体 (ma~rochromosomes)和33对獭 

小染色体 (m]crochromosoroes)，微小染色体多 

数呈点状。 根据太小和着丝点位置可分 为 三 

组： l组为 No．1．一3，相对长度太于 8．00；I1 

组为 No．5—7，相 对 长 度介于 3．56--6．12之 

间；Ill组包括全部微小染色体，相对长度小于 

‘00 由于两个物种的核型有差异，故分述缸 

下 。 

(一)珠颈蠹鸩 2n一 8O±， 2n为80能 

细胞占观察细胞总数 76％。染色体臂数 AN一 

92-4-(包括一对 z染色体)。I组中的 3对侬馥 

为 m(臂比 1．4I士0．12)、sm(臂比 1．9{±0．14)、 

St(臂比 3 35±O．29)染色饿。n组中的 No．4-- 

6为 m{sm 染色体 (譬比分剐为 1．0 ±0．30， 

2．0O±0．19、2．I5±0．2I)，No、7是 t染色体 (臂 

比> 7．o0)。属该组的 No、4为 z染色体。 在 

IIl组申，除少数几对能被识剐是 t染色体外， 

多数里点状，均以 t染色体计o 

w染色体的大小介于 No．6与 7之闻，为 

t染色体 。 

(=)山斑鸠 2n一 80± (占观察细胞总 

数 6O西)o AN一 92±口 【组的 No L一2与 

珠强斑鸠相似，为m和 sm 染色体 (见表 I)， 

o．r 3是 t染色体。 lJ组的 4对染色 体 均 属 

m{sm 染色体 (臂比 I．16±0．I6一I．84土0．1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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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珠两斑鸠的桩型 (̂ 牢，B )； 围 2 山甚鸩的校型(矿)
。 

Ill组全为 t染色体。由于未捕到雌性个体，故 

未雏确定其性染色体。 

讨 论 

鸟豢的核型通常为两型性核 型 (Bi 

Karyotype s)。 在分析鸟类核型时，由于III组 

的染色体太小，难以辨认其形态，一般都舍弃， 

仅分析最大的前面 7对或 10对的变化。 关于 

斑鸠属，Yamashina等 和 Udgwat3]曾报道过 

山斑鸩的棱型·我们的结果与之相比较，有以下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寰 l 舜曩斑坞和山斑坞豢色体涮t结果 

兰 珠颈斑鸠 山斑鸠 
删 ＼  相对长度 臂比指数 相对长度 臂比指数 (％) (长臂／短臂) (％) (长臂／短臂) 

l l5．59土0．}l 1．{l土0．12 13．76-E0．32 1．36土0．26 

】 2 l1．13土0．23 1．94土0．14 11．00-E0．29 1．89-E0．15 

3 3．35-E0．29 9．63-E0．3l > 7．00 

4(z) 6．12土0．27 5．50+0．29 1．16土 O．16 

l】 5 5．36-E0．12 2．O0+ O．t9 5．o9+ 0．30 1．8{+ 0．12 

6 4．57-E0．蛐 }．26士0．19 1．69±0．39 

7 3．56土 0．1 7 >7．00 3．85-E0．23 1．73+0．13 

B 2．50土0．22 >7．o0 3．16-E0．3l > 7．00 

9 2．23土0．2D >7．00 2．75+ O．29 > 7．00 

Ul 1 0 2．00土0．30 >7．o0 2．̈ + D．19 > 7．00 

_ 

40 0．70土0．21 >7．00 0．43+0．2l 7．D0 

(w) }．23土0．33 >7．00 t t 

寰 2 舜霸斑坞和山斑坞集色体柱型 

二倍体 (2n) 常染色体 性染色体 
臂 数 

数 目 m，sm 数目 stir数且 
太小 形态 

占观察细 (AN) 

胞总数％ 太小 形态 

珠两斑鸠 B0土 76 9 2土 N0．4 m No．6—7 t 

山斑鸠 B0土 60 92土 No．4 茁 

1)m：中部着丝点染色体；；m：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t和 r：亚端韶和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2)AN 的统计： m，0m，和 H染色体计为 2，t及微小染色体计为 l。 

差别：(1)染色体数 2n一 80，比以前报道的 

多了3对；(2)大型染色体为7对，比以前报 

道的少 1对 ；(3)以前报道 No．8为v形染色 

体(双臂)，而我们的结果是单臂的 t染色体(见 

图 1)。 产生这些差别的原因，可认为可能与制 

片方法有关，因为 Yamashiaa等和 Udgwa是 

采用石蜡切片法制片。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 

不同地 理分布类群间有存在核 型 分化 的 可 能 

性 ，这有待进一步作带型，特别是G带带型的深 

入研究。 

另外，据 Yamashina等的报道，与山斑鸠 

和珠颈斑鸠同属的灰斑鸠 2n一76( ) ，核型 

中有 7对 m／sin 染色体。 而山斑鸠和珠颈斑 

鸠的 m，sm 染色体分别为 6—7对和 5对。可 

见这三种斑鸠的核型有较大的分化。按具有较 

多 m／sin 染色体的种可能为较特化 的 种 的一 

般认识，灰斑鸠和山斑鸠可能为较原始的种，而 

珠劲斑鸠则相对较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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