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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雌生殖的爬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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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生物系、昆明 650091) 

无脊椎动物的不少门类中，如海绵动物、轮 

虫、线虫、环节动物和部分昆虫，具有孤雌生殖 

(Parthenogenesis)现象，这是大家熟知的。至 

于脊椎动物，已知无羊膜的鱼类和两栖动物中 

极少数物种有全雌居群，但其生殖方式则是雌 

核发生 (Gynogenesis)。 而在爬行动物这样的 

高等羊膜动物中确认存在着孤雌生殖的居群和 

物种，确是十分有趣的生 物 学问题。 1958年 

苏联学者达莱夫斯基 (I．S．Darevsky) 首次 

报道了分布于亚美尼亚地区 孤 雌 生 殖的蜥蜴 

(Lacerta)物种。在当时认为脊椎动物的繁殖 

必须有雌雄两种配子相结合的情况下。所以不 

少学者对此抱怀疑态度。6O年代美国学者在美 

国的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陆续发现了十几种鞭 

尾蜥、(c f，，I Dp̂D，IIj)孤雌生殖居群和物种， 

并进行了有关形态学、生态地理分布、细胞遗传 

学，蛋白电泳、分子生物学和皮肤移植等多学科 

研究，7O年代在纽约自然博物馆实验室中，饲 

养繁殖成功，并且已有 7代无性克隆的鞭尾蜥 

(c．exsanguis)后代，作了大量的遗传学实验。 

因此，在自然界存在孤雌生殖的爬行动物是确 

信无疑的。 笔者曾于 1984年在纽约自然博物 

馆目睹这种孤雌生殖的鞭尾蜥。 

(一)凡是无需精子刺激而卵子可以发育成 

全部或基本上雌性后代者，即为孤雌生殖的居 

群或物种 (注意与需要同种或异种精子刺激的 

雌核发生相区别)。根据已有资料，爬行动物中 

有 29个具有这种生殖方式的居群或物种，其中 

蜥蜴亚目28种，蛇亚目 1种，约整个有鳞目的 

3000种的 I％ 隶属 8科、l4属。龟鳖目、喙 

头 目和鳄目中尚未发现。 

臼齿蜥科 (Teiidae)计有 4属 l6种，分别 

s Q ) 

为新墨西哥鞭尾蜥 (c，lf，，Ii 口 ̂ D， j neomexi— 

canus(2X一 46))，方斑鞭尾蜥 [C．tesselatus 

(2x一 47，3X一 69)】，c．dixoni，单性鞭尾 

蜥 【c．uniparenus(3X-~69)】，C．velox(3X~-- 

69)，c．opatae(3X一 69)， 血色鞭尾蜥 【c． 

exsanguis(3X=69)】，鞭尾蜥 【c．[1agellica- 

udus(3X一 69)】，c． sonorae(3X一 69，70) 

c．f口，f Df，lj j(2x——46)，c．cozumela(2X~ 

46)，c．re4ecki(2X一 46)，亚马逊鞭尾蜥 

【c．1emniscatus(2X一 48—5O)】，裸眼臼齿蜥 

(Gy，，I，lo ̂ l̂口f，，I j underwoodi)，鳞体臼齿蜥 

(Leposoma percarinatum)，小棘臼齿蜥 (Ke- 

ntropyx borel(ianus)o鞭尾蜥属主要分布美国 

西南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分别种类栖息在南 

美亚马逊河地区，其他 3餍 3种分布在南美．鞭 

尾蜥属中除亚马逊鞭尾蜥同时有两性生殖居群 

外，其余均为孤雌生殖全雌类型。蜥蜴科 (La- 

certidae)有 I属 4种，它们是亚美 尼 亚蜥蜴 

(Lacerta armeniaca)， 单性蜥蜴 (L． ，l j 

xualis)，L．dahli，2X一 38；和 L．rosto- 

mberuovl，都分布在苏联的亚美尼亚地区。 黄’ 

蜥科 (Xantusiidae) 仅有黄斑鳞疣蜥 【Lepi— 

dophyma，z口l， ，，I口f f口l ，，I(2x一 57)】一种，分‘ 

布在巴拿马，同时尚有两性生殖的居群。壁虎 

科 (Gekkonidae)中则有地蜥虎 [Gehyra l，口一 

riegata ogasauarisimae(3X一 63)1，和锯缘蜥 

虎 【Hemidodactylus garnotii(3X一 70)1，异 

背蜥虎[Heteronotia binoei(3X一 63)】，鳞趾 

壁虎 【Lf D 口flyf j lugubris (2x一 44)】 

等 4属 4种，分别产于 日本，澳大利亚等地。鬣 

蜥科 (Agamidae) 有蜡皮蜥 (Leiolepis bel- 

liana)和三倍蜡皮蜥 (L．tripoida)2种，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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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54，分布在马来亚和马来西亚。避役科 (Cha— 

maeleonidae)，仅 Brool~esia spectrum affinis 

1种。鬣鳞蜥科 (Iguanid~e)有冠鬣鳞蜥 (Ba— 

siliscus basiliscus)，分布在美洲，有两性生殖 

的居群并存。盲蛇科 (Typhlopidae)中有盲蛇 

￡Typhlina(?)bramina]、1种。 我国尚未发现 

孤雌生殖的爬行动物。随着有关研究工作的深 

入，可能会在我国的西北和西南地区发现这样 

的爬行动物。 

上述孤雌生殖的爬行动物中绝大部分无雄 

性个体，仅在亚美尼亚蜥蜴中发现少数雄性和 

间性个体，其雄性个体呈现 XY型性染色体。除 

亚马逊鞭尾蜥、黄斑鳞疣蜥、冠鬣鳞蜥和蜡皮 

蜥等 4种内存在着两性生殖的居群，其余所列 

诸种均为孤雌生殖的物种。除新墨西哥鞭尾蜥 

的祖先种之一 Gnemidophorus tigris具有 XY 

型性染色体外，其余已知的祖先种均未发现性 

染色体。 

(=)关于稀有孤雌生殖爬行动物进 化 机 

制，当前有二种理论，其一是杂交起源理论。根 

据外部形态、生态地理分布、染色体和酶、蛋白 

质电泳等研究结果，表明至少有 10种是源于种 

间杂交。它们是新墨西哥鞭尾蜥、单性鞭尾蜥、 

血色鞭尾蜥、方斑鞭尾蜥、C r．relox，C．1are- 

doensis，亚美尼亚蜥蜴、单性蜥蜴．L．dahli, 

L．rostombe／~oui，如单性鞭尾蜥就是由同域的 

两个亲本种 C inornatus和 C．gularis杂交 

而来：新墨西哥鞭尾蜥是由两个异域分布，但 

有边缘重叠的祖先种 C．inornatus和 C．tigris 

杂交形成的。另一种理论是非杂交起源，这种 

理论认为是由于某些两性物种居群中基因组发 

生偶然基因突变和重组，导致某些个体出现染 

色体结构平衡多态，并表现出某种杂合子优势， 

在一定生态条件和居群结构条件下，它们成为 

比同域两性个体竞争力更强的孤 雌 生殖个体， 

占领一个特殊的生态龛，然后逐渐完善卵细胞 

的不减数的分裂机制，因此形成了一个独立的 

孤雌生殖物种。如亚马逊鞭尾 蜥 和 黄 斑鳞疣 

蜥。前者具有 1—3个倒位引起的核型多态。其 

他孤雌生殖的爬行动物起源问题，目前尚不明 

嘹，有待进一步研究。 

孤雌生殖的爬行动物，不论是二倍体或三 

倍体的，都能和同域分布的亲本种或非亲本种 

发生杂交，其后代可以是三倍体和四倍体，而且 

根据精子的性别特征，可发育成雄性或雌性后 

代。 

(三)杂交起源理论认为孤雌生殖居 群 或 

物种形成含有几个相互关联的阶段： 

1．各适应于独特环境的二个两性生殖两倍 

体物种，虽然各有自己的栖息地，是异域分布， 

但是相互间只有微弱的地理隔离。 

2．由于环境条件，诸如温度、湿度、雨量等 

引起栖息地分布的改变，以致出现栖息地的交 

会地带，形成边缘重叠。 

3．在交会地带，二个两性物种可能发生种 

间杂交，产生的后代往往是不育或低生育力的， 

也可能出现表现型的杂种优势。由于随之而来 

的广泛杂交和回交，使得亲本种变得遗传上不 

健全，自然选择有利于配前隔离机制的确立。最 

终，使杂交后代能在交会地带取得对亲本种的 

优势，而使后者逐渐被淘汰。 

4．当杂交后代发生基因重组，纠正了使其 

不育的减数分裂错误，就有生育能力，且具有某 

种杂种优势。在此过程中，卵细胞的产生是核 

内复制，因此导致两倍性卵的产生，从而形成了 

孤雌生殖的二倍体新种。 

5．孤雌生殖的二倍体物种再与同域的两性 

亲本种或另外的物种杂交，其后代则是三倍体， 

雄性后代由于自然选择而被淘汰，从而形成一 

个新的三倍体孤雌生殖的物种。这就是爬行动 

物的多倍体进化途径。 

这种孤雌生殖居群或物种比两性生殖的物 

种具有某些特殊的优越性：每一个体都能生育 

后代、任何个体进入一个新的未被占领的分布 

区域都有可能建立新的种系。因此，虽然这种单 

性生殖的物种因生活力较差，在剧烈的选择条 

件下可能比两性物种更容易死亡， 但不一定彻 

底死绝，其中有较强适应能力的个体可能成功 

地迁移到环境适宜的区域，而重新形成一个居 

群或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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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杂交起源理论认为，当一个两性物种分 

布在一个环境条件不完全一致 的 区域内，因而 

存在有许多小的地方居群，而且小居群互相间 

又很少接触，导致物种内呈现明显的多态现象 

(包括染色体多态)。一旦发生生态演替和环境 

剧变，其中某些小居群可能灭亡，而某些个体 

可能扩散到一个适宜的生境中，在 自然 选 择 

下 ，那些发生了有利的基因重组的个体处于优 

势，而逐渐演化成孤雌生殖的居群或物种。 

根据已有的资料，表明孤雌生殖的爬行动 

物一般栖息在由于火、冰或洪水造成的顶极群 

落环境中，且缺乏近缘的两性物种。也有些是 

岛屿型物种。孤雌生殖的鞭尾蜥大多数分布在 

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这些地区在近代气 

候变化时期曾发生过植物群落的 变 迁和混杂。 

孤雌生殖的二倍性新墨西哥鞭尾蜥分布在草地 

与沙漠的过渡地带，它的一个亲本种 C．tigris 

生活在沙漠，另一个 C．inornatus分布在草地， 

表现出明显的边缘效应。有关研究表明新墨西 

哥鞭尾蜥，在体色、染色体和栖息地等方面保留 

着杂种第一代的特征。 

(四)6O年代，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学者，把孤雌生殖的鞭尾蜥从野外捕回，在实验 

室条件下饲养，7O年代，又成功地解决了繁殖 

问题，截至 1985年已有 7代数以百计的后代， 

无一雄性。在生殖季节，雌性的生殖道内没有 

发现精于。表明它们是一群完全孤雌生殖的居 

群或物种。在实验中繁殖成功，为广泛深入的 

遗传学研究提供了基础。利用电泳技术，器官 

移植和各种细胞遗传学方法研究它们的遗传学 

特征，有以下几点： 

1．克隆性质 根据形态，染色体、蛋白电 

泳、卵子形成以及个体间皮肤移植的研究，表明 

其孤雌生殖的居群或物种是 F。的后代克隆系。 

2．卵子形成多为核内复制，即减数分裂前 

核内染色体加倍。 

3．体细胞有标志染色体，表明体细胞具有 

杂交亲本种各自的一套染色体，即具有核型杂 

合性。 

4．电泳实验表明，几十个蛋白的谱带呈现 

杂合性，即表现出二个亲本种的谱带。基因率 

的杂合率高达 0．4 l—O．45。 

5．细胞遗传学的研究表明三倍体孤雌生殖 

个体只显示一套或 二 套 次 缢痕，或 一套活性 

NOR， 而亲本种同源染色 体 对 都 有 活 性的 

NORs。二倍体孤雌生殖的鞭 尾 蜥亦有类似现 

象。 

6．孤雌生殖居群产下的卵可受精而产生多 

倍体，2n--b 12— 3n，3n--b n一 4no但自然界 

并不存在四倍体的爬行动物。 

(五)孤雌生殖的爬行动物在动物分类学中 

应该如何处理呢?Dubois＆Giinther(1982)曾 

讨论过关于由杂交起源的鱼类和两栖类的全雌 

居群，他们认为不应予以正式命名为物种，并且 

还提出了一组特有的分类类元术语来描述其亲 

本种和全雌居群。但是，这两种动物的全雌居 

群是雌核发生方式。同样，B~ihme(1982)认为 

孤雌生殖的爬行动也不应 有 正式的物种命名 ， 

而仅作为杂交觅隆处理。对此，美国学者 C．J． 

Cole(1985)根据以下理由，认为其中有些居群 

应作为物种给予正式的分类学阶元名称。 

1。虽然某些居群为杂交起源，但后代是Ft 

的无性系，即其后代都来自同一个 F-， 而非来 

自不 同的物 种； 

2．在外部形态上都有可鉴别的性状组合； 

3．有生殖隔离，各自形成一个独立的基因 

库，且具有正常物种所具有的扩散、突变和自然 

选择的特征； 

4．具有各自独特的生态环 境 和 地 理分布 

区，许多被确立为孤雌生殖无性克隆前，就已经 

被赋予正式的分类学物种名称 ， 

5．并非所有的孤雌生殖居群都 是 杂 交 起 

源，它们更应是一个源于一个亲本的独立物种。 

但是这并不意味每一个孤雌生殖居群都要 

独立命名为物种，而必须分别不同情况处理。 

已经发现的孤雌生殖爬行动物，分别隶属 

于 2目、8科、l4属，而这些类群中的其他绝大 

部分种类都是行两性生殖的，因此，孤雌生殖方 

式对这些类群来说是次生性的，是某些居群对 

某种特殊生存环境的适应而发生的，所以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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