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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常染色体间 ，l型，未能确认w染色体。 

讨 论 

包括我们的工作在内，鹰科已报道了 50个 

种的核型。鹰科大多数种均具有相似 的 核 型， 

染色体数 目多为 66或 68， 具有 3至 5对敢小 

染色体和较多的均匀的中等长度的染色体 ，及 

1对比常染色体长的z染色体。把本文报道的 

7种加以比较(见表 1)， 从表 1看它们之间的 

核型差异仅是 1---2对染色体的重排。例如，蜂 

鹰的 A组比其它种少 1对 sm 或m型而多 1对 

sI型，可认为是由 1对染色体的臂间倒位形成。 

又如，鹩鹞比其它种少 1对 tn型而多 2对 l型， 

可能是由 1对m型分离 为 2对 t型，或相反过 

程造成的。 

鹰科 中的少数种类有较多的染色体 数 目， 

苍鹰染色体 多 述 78个，鹞 属 的 3个种为 70— 

72个 。De Boer等．}茛据鹰科多数 种类的染色 

体数 目为 66或 68， 推断这个数 目是鹰科原始 

核型的染色体数目。像苍鹰这样具有较多染色 

体的核型则是由原始的 2n一 66或 68的核型 

进化而来。苍鹰核型中没有较长的A组染色体 ， 

其余常染色体也较短 (以进化过程中相对稳定 

的 z染色体为标准来比较)。它与其它种类核型 

的差别在于具有较多而短的染色体，这种差别 

可以认为由一系列大染色体的分离而形成 。 

将隼属 已报道的 7个种桉型加以比较 (表 

2)。隼属的 7种核型也十分相似，染色体数 目 

为 48—52，由 9对几乎全为 t型的大染色体和 

更多的微小染色体组成。由表 2可知，它们的 

差异仅在于有的种第 1或第 9对为m型。 

De Boer还报道了另外两种隼科鸟类的核 

型，叫鹰 Milvgo chimanga和凤头卡拉鹰 Po— 

lyborus plancus ， 它们的核型除了具较多的 

染色体数 目 (2n— s4)外，与卓属几个种的核 

型没有什，厶差别。这种核型的由来可能是由鸟 

类原始核型中大的双臂染色体 ，经过着丝点 

分离而形成 。 这种核型的特点是染色体数目 

比鸟类原始核型的数目多，通常在 84以上 ，而 

且染色体形态为 t型。而隼属核型中的染色体 

数 目较少，通常是 48—52，并且有 l一2对 型 

染色体，其核型较鸟类原始核型差异较大，因 

此，可认为叫鹰、凤头卡拉鹰的核型较隼属的原 

始。不清楚的是隼属小染色体数目的大量减少 

是由于染色体丢失还是融合造成的。 

隼形 目中新域鹫科 3个种有具鸟类大多数 

种所具有的原始核型 ，染色体 数 目为 8O左 

右 ，有 6到 8对大染色体和众多的敢小染色体， 

这是一种染色体长度不匀称的核型。鹰科的核 

型较为匀称，故而认为它的核型是由原始核型 

中大染色体经一系列着丝点分离形成。大的 m 

型染色体经着丝点分离，形成较多短的 t型染 

色体， l型染色体又经过臂间倒位形成更短的 

m型染色体，这些m型染色体再分离下去 ，经过 

几对大染色体的几次分离、倒缸 、再分离，就形 

成了鹰科这类的核型。通过这一过程，鸟类核型 

由大染色体数 目少，长度不匀称的核型进化为 

数目多．长度匀称的棱型 。同样过程也发现于 

形 目、钨形 目 鹤形目、佛法僧目及鹗形 目等 

鸟类核型进化中 。 但鹰科核型中的小染色体 

大量减少，其原因仍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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