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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已大大提高了分析染色体的精确度，分析蓝 

尾石龙子的大型染色体均属中部着丝粒．这一 

特征对其近缘种中华石龙子(E t：lain—sis)也 

是相同的 ，它可能是我国石龙子属核型的特 

征之一 同时蓝尾石龙子小型染色体中也有驭 

臂的(见表 2，图 1)，它同样存在于中华石龙子 

的核型，只是后者的双臂小型染色体比蓝尾石 

龙子多一对。 

核仁形成区(NOR )是 18s+28s棱糖体基 

因(rDNA)的分布区 -，银染结果反映的是 

rDNA的转录活性，所呈现 NOR 的数目和分布 

意味着 rDNA的染色体定位，而 NOR 的变异 

就反映了rDNA的活性差异，它们都是研究物 

种亲缘关系的重要细胞遗传学特征。蓝尾石龙 

子仅呈现一对 NOR ，它位于 No．2长臂近着粒 

区，而且染色 很深。这些均与 中华 石龙子相 

同 。表明就 NOR 来看，这两个物种的亲缘关 

系近，它是否为石龙子属的主要特征?则有待 

作更多物种的研究，但从仅呈现一对 NOR，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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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有扩增或融合的结果来看，说明这两种石龙 

子的 NOR 核型在进化上是比较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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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巴音布鲁克灰雁繁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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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2年 3 10月和 1993年 5月在新疆巴音布鲁克天鹅湖定 点考察期间，共观测灰雁巢 3O多个； 

平均窝卵数为4．57±2 14枚 鲜卵重 170．9=10 7 卵径为87 6±3 26×59．5±1．53ram(11=82)。 

孵化期间卵的失重率大于 11 4％。5月下旬至6月初幼雏大批孵出。8月上旬始飞。报道了天山与塔 

里术河流域灰雁繁殖生态的差异及种内外巢寄生现象等。 

关键词 灰雁 繁殖生态 巢寄生 天山 

灰雁(A seF anser)是我国是常见的雁类。 

繁殖区遍布黑龙江、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 

新疆等北方各省区。在长江以南越冬。但是， 

国内有关灰雁研究的论著却很少l】j。本文报 

道 1992一i993年在新疆天山巴音布鲁克的观 

测结果。 

1 自然概况与观测方法 

巴音布鲁克位于天山山脉平均海拔 24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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