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亵 2 白化象燕与正常象燕棱型数摄 

＼  项目 

号 ～  

形 态 相对长度 臂!=匕指数 着丝点指敛 

1I．4B士 0．13 I．7O士 0．0， 3，．O6士 O．63 

11．2娃 0．12 1．60士0．O2 35．《8zl=0．25 

B．93土 0．11 ●．●1士 0．17 15．60土 O． 
^ 

5． 土 0．2{ 4．31士 0．25 19．O3土 1．O0 

8．87土 O．12 6．纠 土 0．̈  13．{4士 0．59 
， 

8．48土 0．13 6．97土 0．̈  12．54士 0’ 

7．01士 0．09 1．02土 0．O1 ” ．" 士 0．27 

’ 

-一 7．14zl=0．13 1．00士O．O0 50．O0土 0．O0 

。 6．02士 0．1 0 1．07士 0．02 48．28士 0．44 

， 

6．02土 0．15 1．02士 0．02 49．42土 D．58 

，． 2士 0．04 ●．21士 0．1， 19．31士 O． 
6 

，．49士 0．06 ●．6{士0．19 1，．7‘士O．6e 

4．78士 0．09 2．80士 0．1O 26．●7土 O．7， 

7 

5．D8土 0．1 2．73士 0．16 26．’3士 1．1I 

3．1B士 0．12 > 7 O 

B 

3．24士 0．1B 4．2I土 0．37 > 7 0 

2．86士 0．06 > 7 0 

C ' 

3．17士 0．07 > 7 0 

2．61士 0．13 > 7 

10 

2．B7土 0．1O > 7 

●．3I士0． 2．27土 0．05 30．6，土0．77 

●．39士 0．24 2．20士 O．O6 31．32士 0．̈  

上行：正常豪燕桡型数据 下行：白化家燕桡型鼓掘 

w染色体整条深染。白化与正常家燕在 c带染 

色体上表现的差异在于，白化家燕较大的 No．B 

染色体着丝点区域较为深染，而正常家燕为浅 

染，着丝点区域异染色质明显弱化。 

染色体标本经银染后，两个体的大部分分 

裂相(白化个体约 81 B％，正常个体约 85．6％) 

均显示二个 NORs，位于微小的点 状 染 色 体 

上，仅有少部分分裂相(白化个体约 1 s．2％，正 

常家燕约 14．4簿)显示一个 NOR，位于 No．8 

染 色体 上。 

鸟类的白化现象，国内已有几例报道 - ． 

但迄今未见有人对白化成因进行探讨。从 目前 

对人及哺乳动物白化病因的研究情况看，白化 

是由于基因的隐性突变造成酪氨酸酶缺乏03或 

酪氨酸酶不能正常作用，而导致黑色素不能形 

成所致。鸟类的白化是否也是由于基因的隐性 

突变形成?由于条件所限，我们未开展此项研 

究，但从遗传学角度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 

的。 从我们在染色体水平上的研究结果来看， 

还可能有另一种解释，即：白化家燕 No．8二 

态型染色体中，较大的一个是正常家燕No．8染 

色体经遗传物质增加形成的，而增加区爱的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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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因产物抑制了酪氨酸酶基因的转录或抑制了酪 

氨酸酶的活性 ，导致黑色素不能形成 ，从而出现 

了白化。当然 ，这 灵是根据 No．s染色体差异 

而做出的假设。鸟类白化原因究竟如何?还需 

采用多种手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 

关于家燕核型的研究，国内外均已有报道 

(Bulatova。1 971；卞小庄等，1 988)“目，将我们 

的结果与卞小庄等的结果相比，有三对染色体 

形态不同，即卞小庄等的 No．1，No．7，W分别 

为 SM、T、和 ST 染色体，而我们的分别 为 

M、SM 和 SM 染色体。这些差异的产生，可能 

与制片、染色体配对、测量等因素有关。 

7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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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嘴乌鸦繁殖生态的初步研究 

任建强 高建抓／安文山 胡玉娥 
■  明 郝映红 

(山西庞泉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交城 030510)  々 c} 

‘ 鍪 兢  关键调庞泉沟．查 茎里生至 啪  
大嘴乌鸦 LCorvus m口f，0 y f̂H ) 的食 

性、数量动态(刘焕金等，1 986、1 988)，数量种群 

结构及活动规律(兰玉 田等 ，1 99 0)都 曾作过报 

遒 ，但对其繁殖生态的资料 ，迄今未见，为此 ，我 

们于 1 990—1 99 2年的3—7月，在 山西庞泉沟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经 111。27 ，北纬 3 7o50 ， 

吕 粱 山 脉 中 段，主 峰 孝 文 山，海 拔 2830 

米)，对大嘴乌鸦 繁 殖 生 态 进 行 了 初 步 观 

察。 

l 栖息生境 

大嘴乌鸦为本区广泛分布的留鸟，其栖息 

生境有五种类型见表 l： 

2 数量统计 

在营巢地段用常规路线法，对大哺乌鸦繁 

殖期 j一7月的数量进行统计 ，共 调 查 300小 

时，结果见表 2。 

3 繁殖习性 

3．1 婚配活动 大嘴乌鸦成对活动，最早见于 

3月 24日 (1 991)，到 4月中旬大部分完成配 

对，其婚配期约25天左右。该鸟雌雄同色，不易 

识别。但在观察中发现 ，雄鸟羽色墨黑而有光 

泽，体形稍小，活动频繁 ，性机警，经常追逐雌 

鸟，性行为表现明显；雌鸟羽色黑而暗，光泽浅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