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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核分成 4组，即 2枚大核为一组从前至后依 

次为 1、2、3和 4组 ，l和 3组的大核改组带是 

从前端开始移向后端结束，2和4组的大 核 改 

组带则从后端开始移向前端结束；经过改组后 

的大核相互之间发生融合，最后所有的大核在 

虫体中央形成一个椭圆形的融合大核。 

接着融合大核开始拉长，中部收缢呈现哑 

铃形，当中部收缢至断开，大核便分裂为 2个， 

融合大核通过这种方 式 分裂 3次 形成 8个大 

核。这时，虫体中央出现分裂沟，并不断加深至 

断开成为 2个仔虫，8个大核随虫体分 裂而均 

等地分配到 2个仔虫体内。之后，每个仔虫内 

的 4个大核又进行一次分裂形成 8个大核，成 

为正常的个体，整个过程中，大核共进行了4次 

无丝分裂。 

小核在大核复制的同时出现变化，先膨大， 

着色力降低。当大核复制结束融合 成 1个 时， 

小核仅剩下 1个 ，其余的都消失不见了。随后， 

仅剩的 1个小核进行有丝分裂，先分裂 2次形 

或 4个小核，随虫体分裂两两平均地分配到仔 

虫。之后，在仔虫中 2个小核各自再分裂一次 

形成 4个小核，恢复正常数 目，这样，小核共进 

行了 3次分裂。 

三 、 讨 论 

(一)Calkins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 “核 

裂缝”(Nuclear cleft)的概念，并对其作了如 

下描述：“核裂缝”在分裂后的年轻细胞中是不 

存在的，它在大核进入分裂期前出现，在分裂活 

动的早期消失，被“核裂缝 分割的每个大核的 

两个部份在染色质组成上是很显然地不 同 的， 
一 个部份要比另一部分稀。 

根据 Calkins的描述及他在附 中 所 指 

的“核裂缝”，作者观察结果认为：“核裂缝”即 

为今天所说的改组带。 

(=)常见伪尖毛虫种中的伪尖毛虫，具有 

2枚大核。 在无性分裂期间，2枚大核产生的 

改组带移动方向是相对的，即从前、后 2枚大核 

的前和后端开始，朝中间移动至结束，然后融合 

成为一个融合大核 (张作人等 1983)。 这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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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核的腹毛类纤毛虫上的一种规律。本文揭 

示的多核腹毛类纤毛虫大核在无性分裂过程中 

改组带的动态，表明腹毛类纤毛虫上大核数目 

的差异 ，大核改组带的移动及大核的融合会有 

不同的现象，多核纤毛虫大核改组带和大核融 

合的方式是多样化的。 

(三)Calkins没有提及除缘棘 毛之 外还 

有两排棘毛，实际上，虫体两边的两排棘毛处于 

虫体的两侧 ，仍属于背面范围，可是它们与缘棘 

毛的形状相近，而与背触毛不同，这也许与它们 

所处的位置和作用有密切关系。此外指出了一 

个前人从未提及过的结果即虫体背面有一列背 

触毛。分析前人的工作与我们的工作存在如此 

差异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技术手段的不同 

造成的。 CaiMan是采用铁苏木精染色法来进 

行研究的，这种方法有局限性，不能有效地显示 

虫体的表面纤毛器，我 门试用了现代显示 虫体 

表面结构极有效的蛋自银染色技术，以期观察 

虫体的表面结构，结果失败了。这可麓与这种 

虫体本身的特点有关，也许是由于组 开毛器 

的纤毛数目太少(比其它腹毛类纤毛虫，如游仆 

虫、棘尾虫等要少得多，就拿棘毛来说吧，游仆 

虫等一根棘毛是由数十根纤毛高度聚集 而 成， 

而易动瘦尾虫上较粗大的额棘毛也只由几根纤 

毛组合而成)，或某些尚未知道的缘故。在用了 

扫描电子显微镜技术后，才成功地观察到了上 

述现象。 

(四)Calkins用 100毫克切 碎 的 稻 草， 

130毫克面粉和 1 00毫井春水，经煮沸制成 培 

养液培养易动瘦尾虫，作者采用具有细菌的麦 

粒浸出液培养该虫，效果也很好。 

经测定，作者所研究种的平均长度 为 498 

微米，不同于 Kahl所描述的长度 (85—25O微 

米)，也不屙于 Calkins所研 种的平均长 度 

(158微米)， 可能是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或 

培养液差异等原 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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