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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图 2为灰 巴蜗牛减数分裂 I前中期的情 

形(n=29)。在减数分裂 I前期同源染色体联 

会 ，由 2n条 单 价 体 变 为 n条 二 价 体 

(Biva~nts)。前中期染色体高度浓缩，二价体 

紧密结合。 

3 讨 论 

3．1 取材 染色体制片的关键在于取材个体 

的大小和取材时期。由于陆生软体动物代谢较 

缓慢，故繁殖前、后期的性腺便是较理想的取材 

组织。经实验得出，对于灰 巴蜗牛，当年 5月和 

8、9月问，性腺处于分裂期的细胞较多，较易获 

得满意的分裂相。并且大小适中(壳宽 13．o_一 

8．3mm、壳高 1O．6—5 8mm)的蜗牛，性腺组织 

中细胞分裂较旺盛。蜗牛过大，性腺 已完全成 

熟；蜗牛过小，性腺组织活动处于相对停滞状 

态，获得分裂相均较少。 

3．2 秋水仙素作用 秋水仙素通过改变细胞 

质内的粘度，抑制细胞分裂时纺锤体的形成，使 

细胞分裂处于中期 这是为了获得更多中期 

分 裂 相 常 选 用 的 试 剂 。 本 文 采 用 O．4一 

O．6腭 ／ml和 3—5腭 ／m1两个浓度，最后确定 

秋水仙素浓度为 3—5 ／m1较为理想，作用 

时间为 3—5小时。 

Sharmatl01认为秋水仙素作用与温度有关， 

温度在 8—9℃效果最佳，得到中期分裂相最 

多 当温度升至 43 3℃，秋水仙素则无作用。 

本实验保持在室温下(2O一25℃)，未作低温处 

理，也获得 了较理想的分裂相。 

3．3 低渗 蜗牛性腺外，被一层粘液物质包 

围，似形成一层保护膜，药物很难作用，因此低 

渗条件的选择就很关键。低渗不足，细胞膜不 

破裂，难以获得染色体分裂相 ；低渗过长，细胞 

膜破裂，染色体分散过度，选成丢失。实验中采 

用 室 温 (20— 25℃)．30℃ 及 37℃ 的浓 度 为 

O．037mol／L的 KC1溶液，低渗处理时间分别 

为 1小时 2小时和4__6小时，分成 9组实验， 

最后确定：30℃温浴 4—6小时，得到的分裂相 

最多。 

3．4 固定 固定是保持染色体完好形态和利 

于染色的关键步骤，使染色体核蛋白保持原有 

结构，使染色体更接近活体状态 常选用的固 

定液为甲醇、冰醋酸。甲醇使蛋白质凝固，组织 

收缩；冰醋酸则渗透能力强，能固定核蛋白，易 

使组织膨胀，二者混合能起到拮抗作用 常规 

采用的是 甲醇 ：冰醋 酸为 3：l的现配溶液 

由于蜗牛粘液的存在，不利于药品渗入，使染色 

体分散较困难。于是我们采用甲醇 ：冰醋酸为 

l：1，2：1，3：1的梯度 固定，每次固定 1O分 

钟，以促进染色体分散，效果较好。 

3．5 滴片 载玻片一定要洗得很干净，滴片前 

作预冷处理，使所用载玻片表面有层薄冰。 

滴片时让细胞悬浮液从 20cm左右落下， 

凭借重力作用，散开染色体。然后迅速在火焰 

上过几下，因载玻片上有层薄冰，遇热融化、散 

开，带动染色体，使染色体充分展开，获得较完 

好的染色体形态。 

因此，染色体制备方法学上的突破和改进， 

是染色体研究的关键，它使获得陆生软体动物 

大量染色体数据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应用于陆 

生软体动物系统学研究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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