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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报道了鹤形目鹭科的黄嘴白鹭，紫背苇璃、黄斑苇鹅和绿鹭 辱种，鹤形目秧鸡科的黑水 

鸡，斑 田鸡和,,bin鸡 3种及三趾鹁科的黄脚三趾鹁的棱型。鹭科 2种染色体数 目为 2n= 66，另 2种 

为 2n毒 62，秧鸡科 3种染色体数目均为 2n岳 78。黄脚三趾鹁的染色体数 目为 2一=88。 

世界上鹫科鸟类计有 17属 62种，秧鸡科 

计有 41属 1 24种，三趾鹑种 2属 15种。这些 

鸟的常规分类资料较多， 有关核型分类的资料 

则较少 。国内仅见过鹭科 2种 。 本工作研 

究了鹭科 4种，秧鸡科 3种及三趾鹑科 1种的 

核型，并与前人的工作比较了鹭科报道过的 12 

种和秧鸡科 9种的核型，对其种间核型进化关 

系做了初步的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材 料 和 方 法 

8种鸟均摘自大连市郊，其名录如下： 

鹭科 Ardeidae：黄嘴白鹭 Egretta e：ulop． 

hote~，2 ；绿鹭 Butorides striatus，1 ；黄 

斑苇鸦 lxobrychus sinensis，1 l ；紫背苇鹏 

，．eurhythmus， 1 1 o 

秧鸡科 RaHidae：黑水鸡 Gallinula chlo— 

ropus，1 ；斑 胁 田 鸡 Porza~a paytzullii， 

1 小田鸡 P．pusilla，2 l 。 

三趾鹑科 Turaiddae：黄脚三趾鹑 Turnix 

tan~i，l 2 。 

由腹腔注射秋水仙素，每克 体 重 l一4微 

克，l一2小时后取骨髓常规空气干燥法制 片。 

选取 3O一5O个前中期分裂相计数，选取伸展良 

好的 5一l0个中期分裂相分析，进行制片及分 

析 。 

结 果 

(一)鹭科 Ardeidae 黄嘴白鹭 仅 检 查 

了 2雄的核型(见图 1)，染色体数 目为 2一=66。 

因仅检查过雄性，故推测 染色体长度介于 3、 

4对染色体间，nl型。未能确认 w染色体，它的 

核型与同属白鹭的核型相同 。 

绿鹭 检查了 1雌的核型 (见图 2)，染色 

体数目为 2n=62。其核型与黄嘴白鹭的十分相 

似。差别只是它们的染色体数 目不同。另外，它 

有 5对 型微小染色体，而黄嘴白鹭仅有 3对。 

绿鹭的 染色体长度介于第 4，5对常染色体 

问，m型。w染色体介于第 10，11对间，$111型。 

黄斑苇鹏 检查了 1雌 1雄的核型(见图 

3)。染色体数目为 2n一62。其它核型与绿鹭的 

十分相似， 差别是它的第 6对染色体为 st型， 

而前者为 t型。另外它有 8对m型微小染色体， 

而前者有 5对。它的w染色体介于第 9、10对 

常染色体问，t型。 

紫背苇鹛 检查了 1雌 1雄的核型 (见图 

4)。染色体数目为 2n一 62e 其棱型与黄斑苇 

鹏相似，但它有 6对 型微小染色体，而前者有 

8对。 

本文季蒙孙世蒋，项文学老师协助鉴定标本，在此一井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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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嘴自鹭鞠技堑； 匿2 绿鹭的辘型； 固} 黄斑荤璃的拉型； 匿‘ 紫背苇鹏的校型 

(：)秧鸡科 t~dHdae 黑永鸡仅检查了 

1雌的核型(见图 5)，染色体数 目为 2n一 78， 

亩 5对大的常染色体，33对微小染色体和 1对 

性染色体组成。大染色体全为m或 sm型，它们 

之间的长度差异也较大。微小染色体中除第7 

对为m型外，余者均为 t型或点状。 z染色体 

长度介于第 3、4对常染色体之间，m型。 w染 

色体长度介于第 9、1 0对间，t型。Hammar曾 

报道过这个种的核型，本实验结果与之枢似，仅 

有微小的差别，我们的 染色体为m型，而他们 

的为 5m型 。 

斑胁田鸡 检查了 1雄的核型 (见 图 6)。 

染色体数 目为 2n一 78，由 4对犬的常染色体， 

34对微小染色体和 1对性染色体组 成。 大 的 

常染色体间的长度差异较大，第 3和第 5对为 

j型，其它 3对为 m或 S112型。小染色体均为 t 

型或点状。因仅检查雄性，故仅能推测其 z染 

色体长度介于第 3、4对常染色体之间，m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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髑， 黑承鸡的柱型； 图6 斑 的棱氇； 圉7 小时鸡的耩重 目 8 黄脚三趾鹑的拔堑。 

能确认w染色体。 

小田鸡 检查了 2雌 l雄的核型(见图7)。 

染色体数 目为 2n一78。 它的核型与斑胁田鸡 

十分相似。不同之处是其第 l对 染 色 体 为 m 

型，而前者为 sm型。 小 田鸡的 z染色体长度 

介于第 3、4对常染色体之间，m型，w染色体长 

度介于第 1O，1l对之间，f型。 

(三)三趾鹑 Turnleid~e 黄 脚 三 趾 

鹑，检查了 2雄 1雌的核型(见图 8)，染色体数 

目为 2n一 88，由 l0对大韵常染色体，3j对馓 

小染色体和 1对性染色体组成。大染色体之间 

的长度差异不大，除第 l0对为 m型外，余者均 

为 }型。小染色体均游 型或点状。 =染色体 

长 赏介于第 3、4对常染色体间 、f型。 w染色 

体介于第 10、l1对间， 型。 

讨 ‘论 

～  我们将鹭科 8属 l2种的核型及鹳形 目红 

J3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寰 1 膏科 l2种鸟娄的校型比较 ．．．7． ” 

染 色 体 形 京 

Pm∞‘ ：一 -
．  

种 名 !s 6 W - 1 2 3 
太 红鹳 P 0̂ {f。 ，ruhe r m m 0 

船嘴鹭 c。 ̂ te4， 』cockte rius ∞ m 2 

紫背苇鹏lxobrycfi eurhy$̂ ： lⅡ 6 ∞ 8 黄斑苇璃 。bryĉ i 』is 
m ∞ 3 

m 6 

m 8 

lⅡ 8 

∞ 7 

m 4 

m 5 

黄嘴白鹭 Egr “a eutop 05， 

： t ／t，} 

自蹙 Egre“ garnet~a 

m “ ㈣in~ 口 

草 骘 r rpurea 

巨鹭 Ardea goli4l̂ 

牛 背鹭 丑 。rides ib打 

绿璧 BJttorides 』ria~us 

印度i电蹙 ／lrd~ola grayii 

{也蹙 ~rdeola bacĉ j t h， 2 

Prom：m型微小染 色体的对敦(本注适用于表 2)； 

柯tj／t~：表示该种原始第 2对 m型祭色体疆失，推测已经分离为现在的第 3对和第 9对 t垫染色体。 

毫 2 l奂鸭抖 9种鸟娄桉鞋比较 ̂ ’ 

种 名 r Pmm 

1 2 3 4 5 6 

灰颈林挟鸡 ．4ramides cajfl川  3 

灰胸林秧鸡 ~ramides， f 1 

红顶南美田鸡 Lat ，4ll~ts viridis I 

白骨丁萌 Fulica df，口 D 

黑水鸡 Gallin~tlfl chloropus 0 

萦永娉 。r 口舢 poliocephalgs 0 

紫青水鸡 Por~a d m ，I I 

小 田鸡 户m d44 p filia O 

斑 胁母鸡 Por~an pay~uⅢ i D 

鹳科的大红鹳的核型加以比较，其结果见表 1。 

De Boer等人比较了鹧形目几个科的棱型，认为 

大红鹳具有该目内最原始的核型 。 与这种原 

始核型比较，鸯科 12种的核型耍更为特化。首 

先，鹭科进些种的染色体数目柏对较少，在60— 

74之间，多数为 “，而大红鹳的染色体数 目为 

80。另外，它们又有较箩的m型小染色体，由 3 

对到 8对不等。因而有人推断，鹭科鸟类的这种 

染色体数 目的减少是由一些小的 t型染色体融 

合为小的m型染色体引起的 。 此外，鹭科鸟 

类的第 3对染色体为 sm型，而大红鹤的 为 st 

型。 这种差异被认为是由于原始种类 的 st型 

经臂间倒位进化为特化的 sm型。 总之，鹭科 

13种的核型均十分相似，它们有较少的染色体 

数 目和较多的m型小染色体，以及第 3对染色 

体均为 sm型。 表明这些种的核型较为特化。 

在鹭科中，船嘴鹭属和鹏属的第 6对染色 

体为 St型，而其它 5个属的相应染色体为 t型。 

而船嘴鹭属有较多数目的染色体(2n一74)，由 

此推测这 2个属的核型较为原始。鹭属的第 5 

对染色体为 t型，其余属的均为m或 $111型，而 

且这个属明显地缺少第 2对m型染色体而多 2 

对 #型染色体，De Boel"认为其第 2对 型经 

着丝粒分裂为 2个 #型染色体。所以，鹭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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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型在 鹭科中更 为特 化。 

将秧鸡科 7属 9种的核型加以比较 (见表 

2)。 Sasaki等报道了鹤科许多种均具有相 似 

的核型，为一种原始的核型，即染色体数目为 

80，前 3对常染色体长度差异大，形态分别为m 

型，$1111型和 st型“ 。与这种原始的核型比较， 

秧鸡科 9种的核型则较为特化。 首先，除 P。 

Irzana属的 2个种外，它们的第 3对均为m或 

sm型，推测这是由原始的 ／ 型经臂间倒位进 

化而来。其次，有些种类染色体数 目较少且伴 

随有一些小m型染色体，这可能是由原始棱型 

中的 t型染色体发生融台而形成的。 

由表 2可知，秧鸡科中同属的核型相似，不 

同属的则有些差别。染色体数目由 72到 92不 

等。大染色体的形态也不尽相同，第 3到第 5 

对及w染色体变化较大。 Aramides和 Late一 

~allus二个属的第 4对为原始的 I型，Porzana 

第 3对为原始的 型，它们的核型较为原始。而 

Fulica和 Gallinula二属的大常染色体均 为 

m或 $rll型 ，它们的核型较为特化。 Aramide~ 

和 Laterallu$二属有较多的m型微小染色体， 

据悉是由 r型小染色体融台而战。Porphyrio、 

Porphyrula和 Porzana三属的第 5对大染色 

体缺失，据悉是在进化中从着丝点处断裂为小 

的 型染色体了。总之，原始核型经过大染色 

体臂间倒位。断裂和小染色体融合而形成了秧 

鸡科诸多类型的核型。 

黄脚三趾鹑的核型较为特殊。其核型中缺 

少原始核型中的前 3对大染色体，大染色体几 

乎全为 I型，且比原始的核型有更多数目的染 

色体 (2n—s8)。 与上述鹤科中大多数种具有 

的原始核型相比较，可认为它的核型是由原始 

的 2n一 80的核型中，4对m或 sm型染色体发 

生了着丝粒分裂形成的。这种分裂形成了黄2封j 

三趾鹁具有较多数 目长度均匀 t型染色体的核 

型。但这种推测仍有待于带型资料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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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2贞) 

反映本刊科学性，综合性强 ，具有较高学术价 

值 ，既有利于提高也有利于普及且文章深人浅 

出，简单明了，收益匪浅。 

为促进刊物的进展 ，扩大影响面，会议提出 

了许多有效建议，如重要文章增加英文摘要，定 

期开展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等。 

这次会议会期虽短，但在与会各方的共同 

努力下已哑满完成会议的预定计划。我们深信 

《动物学杂志》在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及广大读 

者的支持下，经编委，出版社、编辑部的通力协 

作，一_定会办得更活更好。 

(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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