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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大头蛙的核型及带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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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骨髓细胞蒸气固定法制备染色体标本，研究了福建大头蛙（ 1#2$($%34%& -)5#+$%$&#&）黄山居群的

核型、*+带和 ,-+./01。结果表明，福建大头蛙核型为 !2 3 !! 3 !"4 5 !64，.7 3 $$，次缢痕位于 .89)":；

各染色体均有着丝粒 *+带，%;、<: 出现插入型 *+带；,-+./01 位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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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蛙（=+$+ <)",##）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

以南诸省：广州、福建、云南、浙江、江西、湖南、

安徽、台湾等，国外则分布在东南亚一带［)］。关

于大头蛙的分类地位，刘承钊与胡淑琴将其归

为蛙属大头蛙群；后来，PQZ8B1、费梁等将其上

升为大头蛙属（1#2$($%34%&）［!］。另外，鉴于外部

形态上的差异，叶昌媛、费梁等［%］认为中国大陆

的大 头 蛙 有 两 个 种———大 头 蛙（ 1#2$($%34%&
<)",##）和福建大头蛙（ 1 ] -)5#+$%$&#& 1;] 28c]）。

福建大头蛙在我国主要分布在福建、湖南、浙

江、江西、安徽、广东、台湾等地，大头蛙主要分

布在云南、广西。

关于大头蛙的核型研究，李树深［$］及寇治

通等［(］曾对我国大头蛙云南勐腊居群的核型进

行了研究。而有关大陆福建大头蛙的细胞遗传

学研究尚未见报道。本文研究了福建大头蛙黄

山居群的核型、*+带和 ,-+./01，并将其与大头

蛙的核型及带型［$］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为大

头蛙的分类问题提供细胞学依据。

6 材料与方法

676 材料 实验所用 )" 只福建大头蛙（$"，>
#）于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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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采自安徽黄山。



!"# 方法 染色体制片采用骨髓细胞蒸汽固

定法。先按 !"#$%&’ 体重活体腹腔注射 ()*，+,
- ,. / 后，按 0!!’&’ 体重剂量注射秋水仙素，,
- 1 / 后处死，取其胫、股骨，滴片、低渗、固定、

染色后观察。选择 #! 个分散形态好的中期分

裂相进行拍照、放大、测量并计算出染色体的相

对长度和臂比值。

23带方法参照 45$678 的 94: 法［1］并改进。

取片龄 # - ; <，染色体分散良好的标本，!"+ $=%&>
)2% 室温处理 0! $?6，1@ 9A（B)）+ 饱和溶液 C!D
处理 + - 0 $?6，+ E 442 溶液中 C!D温育 # /。1@
:?7$FA 染色 #1 - +! $?6。

*’3GBHF 染色法参照 )=I7%% 等的一步染色

法［C］并改进。将 1!@ *’GB0 溶液与 +@明胶以

+J# 混合后，立即加到染色体标本上，盖上盖

片。置于 C1D温箱内染色 #! - #1 $?6 后，取

出，流水冲去盖片，干燥后镜检。

染色体类型按 >7KA6 等的标准判定［;］。

# 结 果

#"! 核型分析结果 福建大头蛙黄山居群体

细胞核型为 +6 L ++ L +!M N +4M，GO L ,,。G="0
为 4M 染色体，其余诸对均为 M 染色体（表 #，

图 #）。次缢痕位于 G=P#!Q（图 #）。各染色体的

着丝粒区域均显示 23带正染，在 G=P 0R、G=P SQ
均出现一条插入型 23带（图 +）。*’3GBHF 一

对，位于 G=P#!Q，与次缢痕位置相一致（图 0）。

未发现与性别相关的异型染色体。

图 ! 福建大头蛙黄山居群的核型

图 # 福建大头蛙黄山居群的 $%带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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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福建大头蛙黄山居群的 "#$%&’(

表 ) 两种大头蛙的核型数据

!"
福建大头蛙 大头蛙!

相对长度 臂比值 染色体类型 相对长度 臂比值 染色体类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头蛙核型数据为李树深（#*/#）的研究结果

! 讨 论

!*) 福建大头蛙与大头蛙的核型和带型比较

从核型上来看（表 #），两种大头蛙之间存在

着以下几方面的差异：（#）福建大头蛙 .2 3 ..
3 .), 4 .0,，!5 3 $$；大头蛙 .2 3 .. 3 .), 4
.01，!5 3 $$。最明显的差异体现在 !"6 / 染色

体上，福建大头蛙的 !"6 / 为小型染色体，染色

体类型为 ,；大头蛙的 !"%/ 为大型，染色体类

型为 01。（.）!7检验结果表明，这两个染色体相

对长度达到显著差异水平的有 !"6 /，臂比值有

!"6&、!"6/，共 - 项 。可见，这两种大头蛙的核

型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从 87带上来看，福建大头蛙着丝粒区域均

为 87带正染，另外在 !"6 -9 和 !"6 *: 均出现插

入 87带。大头蛙除 !"6 ## 染色体外，其余各对

染色体的着丝粒区域均被 87带正染，未见任何

插入型 87带［$］。因此，两种大头蛙在 87带带型

上也有明显的区别。但两种大头蛙的 87带都

不丰富，它们均无端位 87带，大头蛙亦无插入

型 87带，福建大头蛙仅有两条插入型 87带。

本研究显示福建大头蛙 ;<7!=>? 位于 !"6
#):，与大头蛙的 ;<7!=>? 位置相同［$］。

鉴于核型和 87带上的明显差异，本文同意叶

昌媛、费梁等的观点［-］，即将安徽等地的大头蛙确

立为新种———福建大头蛙，学 名 为 "#$%&%’(!’)
*+,#-%’%)#)。
!*+ 大头蛙的进化 在已经报道的众多蛙属

的核型中，除了少数几种有例外，其余种的核型

均为 .2 3 .&。,"@A?BCDBEF［*］在分析众多的两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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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核型以后认为：“在有尾目、无尾目，甚至所有

低等脊椎动物中的核型演化中都存在着由原始

向特化发展，存在着整个染色体的数目由多到

少，存在着由小染色体到消失的趋势”。在蛙属

的核型演化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染色体臂间倒

位和着丝粒融合以减少染色体数。与迄今报道

的蛙属物种的核型相比，大头蛙染色体数目最

少，且它们绝大多数都是中着丝粒染色体。由

此，可以认为大头蛙在蛙属中是一个较进化的

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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