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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1三【鱼类肾细胞为材料，用空气干燥浩制片，姬姆萨染剂染色，对黄鳍鲡的染色体进行了 

分折，结果表明，黄鳍鲷的二倍体染色体数为 2n 48，其中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m)为 2对，亚中部着 

丝点染色体 (sm)为 1对，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s c)为 2对，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t)D 对，染色体总 

臂数 (N·F)为 5}， t组有一对 敬缢痕的染色体。 整套染色体平均相对长度舟于 5．63士0．{5— 

2．’5士O．23的范目内。 

黄鳍鲷 (Sparus la；us Houttuyn)为浅海 

底层鱼类，广泛分布于 日本 、朝鲜、印度、印度尼 

西亚，菲律宾以及我国广东、福建、台湾等省沿 

海。它适应性强 、食谱较广，营养丰富，肉昧 

鲜美、经济价值高，是名贵的海产 经 济 鱼 类 之 
一

“一
。 近年来，随着海洋鱼类增殖事业的发展， 

黄鳍鲷人工增殖养殖的研究工作 ，国内外已相 

继开展 一。 但有关黄鳍鲷染色体组型的研究， 

国内至今未见报道。为此我们对其染色体组型 

进行了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材 料 和 方 法 

本研究所用的实验材料 ，购于厦门、鼓浪屿 

农贸市场。体重 96—225克，体长 150—250毫 

米。共做了 6尾鱼。 

染色体标本的制作 方法 与 文献 基本 相 

掏 ，不同之处是：PHA 注射液及秋水仙素注射 

液用 1．35移生理盐水配制，剂量分别为 1 0 g， 

g(鱼体重)和 1— g，g(鱼体重)。 

染色体的制片标本，在高倍镜及油镜物镜 

下镜检 ，分别计数 600个(每尾 100个)分散良 

好 ，无明显散失的中期分裂相 ，确定其染色体数 

另 (2n)；井选择 l2个 (每尾 2个)染色体数 目 

完整，长度适中，无重叠的分裂相进行显微拍 

照、放大、测量、用统计学方法计算其相对长度 

及臂比。根据 Levan等 (1 964)t'J提出的染色 

体分组标准，进行染色体的分类和归组：臂比 

1．0—1．7的为中部着丝点染色体，m 组；臂比 

1．7—3．0的为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ixa组；臂 

比 3．0—7．0的为亚端着丝点染色体，st组；臂 

比 7．o一。。的为端部着丝点染色体，t组。 计 

数臂数时将m组和 sm 组染色体计为双臂，将 

,st组和 t组染色体计为单臂。同时挑选一个比 

较具有代表性的分裂相排成染色体组型，rn组 

染色体排在最前面，依次是 sm组、n组、t组。 

各组均按大小喊序排列。在 sm和 st组之间空 
一 格。 

结 果 

根据对 600个中期分裂相染色体数 目的计 

数结果，确定黄鳍鲡的二倍体染色体数为 2n一 

¨，占计数细胞总数的 82．5彩 (表 I)。 

测定、分析了 12个细胞的染色体组，确定 

全部染色体可配成 24对同源染色体 分为 m、 

sm、st和 t组 ，染色体总臂数 (N·F)为 54 

(表 2，图 A)。 

(1)相对长度 每对染色体的长度占单倍 

体总长度的百分数，不包括次缢痕长度o 

(2)臂比 长臂／短臂 

m组：为 2对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m)，其 

·本实验是在厦门大学生物系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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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长度 2对相比，有显著差异 (P< 0．01)， 

但臂比的差异不显著 (P> 0．os)。从染色体照 

片和对其分析的结果 ，常可发现在同一分裂相 

中，第 2对染色体的两条同源染色体彼此在相 

对长度上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即使目测也 

不难察觉。 但这种差异与臂比没有相 关 的关 

系，与雌雄性别也无关。 

sm组：为 l对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sin)， 

其相对长度是 5．63±0．45，在整个组型中为 最 

大，与其它各对相比，差异都非常显 著 (P< 

O．O1)。 

st组：为 2对亚端着丝点染色体 Ot)。这 

两对染色体间相比，差异显著 (P< 0．oi)，从 

臂比看却无显著差异 (P> O．05)。 

t组：包括第 6—24对，为 l9对端部着丝 

点染色体 (c)。其中第 15对染色体的近着丝粒 

处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次缢痕，根据其淡染，伸 

展长等特点，容易辨认。 

在第 6—24对染色体中，其相对长度以第 

6对为最大 ，与第 7对及其它各对相比，差异显 

著 (P< 0．o1)。第 7与 8，t0与 11 15与 l6、 

I6与 17、17与 1 8、21与 22、23与 24对染色 

体之间差异非常显著(P< O．O1)。第 1{与 15、 

20与 21、22与 23对之 间差 异 显 著 (0．0l< 

P< 0．05)。其余的则无显著差异 (P> O．05)。 

第 2{对染色体的相对长度为 2．45士0、23，是整 

个核型中最小的染色体。 

讨 论 

黄鳍鲷属于鲈形目 (per~iformes)、 鲷科 

(sparidae)、鲷属 (jp口rw)。 该属在我国有记 

录的有 3种 。 关于鲈形 目鱼类染 色体 的 研 

究，据李树深 1 981年的统计 ，涉及 42科 263 

种。国内只有少数十几种的报道。从已报道的 

鲈形 目鱼类染色体组型资料来看，有 m和 sm 

染色体很少或缺，st、t染色体明显 增 多的 特 

点。黄鳍鲷及我们同时研究的鲐科鱼类青石斑 

鱼 (Epinephelus d odrd)(2n一 480 也具有 

这一特点。因此 ，我们认为 st、t染色体增多是 

鲈形 目鱼类染色体组型的基本特点。 

另外，黄鳍鲷在 t组中有一对具次缢痕的 

染色体 ，次缢痕的长短在瞬个染色单体之间往 

往是同态的，但在同源染色体之间长度却表现 

不一 ；有些细胞中两条同源染色体次缢痕长度 

较一致(图 B一1、2)，而有的细胞则一条染色体 

的次缢痕伸展较长，另一条较短，呈多态(图 B一 

3)。因在同一个体的细胞中，发现即有同形的， 

也有异形的，故其异型与性别无关 。 据鲈形 

目已报道的染色体组型中，尚未发现过如同黄 

鳍鲷位于端着丝点染色体的着丝点上方相类似 

的次缢痕。 因此 ，我们认为这对具次缢痕的染 

色体可能是鲷科中，黄鳍鲷所特别具有的标志 

染色体。 在种内和群体以及个体之间是 否 亦 

有类似的现象 ，还需要有待进一步深人研究论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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