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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误差，因此，每做一 

次实验，各材料均取自同一批来的三种蚌。此 

外，从产地取来的三种蚌，均暂养在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校园内生态条件一致的同一个池塘中。 

2．单体贮液的制备与制胶 取 29．1克丙烯 

+ 

+ 

+ 

酰胺 (Acr)和 0．9克甲撑双丙烯胺 (Bis)，溶 

于 l00毫升容量瓶 中，保存备 用。 

以后 ，依次加入单体贮液、 性载体 Amp— 

holine、蒸馏水、TEMED及 5％过硫酸铵(室 

温下放置 1小时)，制成超薄层凝胶板。 

+ 

+ 

1C 

+ 

圈 l 外套膜边缘膜的酯酶同工酶； 图 2 斧足的酯酶同工酶 ； 图 3 后闭壳肌的酯酶同工酶 

I．三角帆蚌 b．褶纹冠蚌 c．背角无齿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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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样与电泳 每种样品均做酯酶，共做 

3块电泳板。电极液(正极——imol／LH，PO．； 

负极 ——lmol／L NaOH)。 

先恒电流 4mA、6mA，然君恒电压 240V、 

500V，电泳时间 4小时。 

4．染色 采用特异性的酯酶染色液染 色。 

酯酶染色液的配方： 称取 a一萘酯醋酸 40毫克 

和 一萘酯醋酸 4O毫克，溶于 5毫升丙酮中，再 

加入坚牢蓝 RR40毫克，待溶解后，倒入 45毫 

升酯酶染色缓冲液中，37~(3温育 40分钟，出现 

棕色酶带，水洗后倒入固定液中。 

5．固定与照像 染色后的凝胶平板，放入 

固定液n 中固定，第 2天照像并观察酶带，然后 

绘制同功酶酶谱图。 

6．记录 用 FSZ-A 凝胶电泳扫描器扫描 

的图谱(见图 1—3)。 

二、结 果 和 讨 论 

不同种的蚌，其酯酶酶带总数各不相同。由 

此表明，物种之间有差异性见下表： 

三种育珠蚌鹭醴奠带数量比较 

各部位酩酶酶带数(条) 酩酶酶带 育珠蚌 

名弥 外套膜边 总数 

缘膜 斧足 后闭壳肌 (条) 

三角帆蚌 10 6 8 24 

褶纹冠蚌 9 3 6 18 

背角 无齿蚌 10 10 15 35 

同种蚌或同一只蚌，由于部位(或器官)不 

同，其酯酶酶带数量也各不相同。由此表明，同 

一 物种(或同一个体)的不同部位之间也有差异 

性。 

同类部位(比如斧足)，由于蚌的种类不同， 

其酯酶酶带数量也不一致。此外，又比如斧足， 

由于物种的不同，不同种的斧足内各个酯酶酶 

带的位置也不一致。这表明，由于物种的不同， 

在相同部位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 

是种间差异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三种蚌的同类部位(比如斧足)，其外部 

形态相似，功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同功酶的酶 

谱既不相似，也不相同。或者说，宏观上相似， 

但在分子水平上则相异。进一步地讲 (或从本 

质上讲)，这种“异”，实质上是反映了不同种的 

蚌，在遗传物质的结构上存在着差异性。 

前面已提到，在同一个体的不同器官(或部 

位)之间，其酯酶同功酶酶谱也出现了差别，这 

是什么原因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同一 

个体的不同器官，它们各自的外部形态、内部结 

构和生理功能，都是各不相同的。这些差别，都 

是受不同的基因控制决定的。在解剖学(宏观) 

上与组织学(微观)上所出现的形态特征上的差 

别，那只是不同基因表达的最终结果，而在同功 

酶酶谱上所出现的差别，这乃是不同基因在分 

子水平上的表达。因此，基因之间的差异性是 

根本的，由此，它们直接反映或决定了各器官之 

间在同功酶酶谱上的差异性，进一步反映或决 

定了各器官之间在形态与功能上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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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活动有关。 

(四)冬眠前雌性组肝脏和脂肪体的 平 均 

重量均大于雄性组。与体重相比，雌性组平均 

肝重 占体重的 6．1％，脂肪体 占体重的 2．5％；而 

雄性组平均肝重只占体重的 4、33％，脂肪体占 

体重的 1．78％。说明无蹼壁虎冬眠前在营养物 

质的积贮量存在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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