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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指出：种间的生化差异对描绘和鉴定不同 

物种很确参考价值 ，可使同属物种比较容易地 

分辨出。程立生 认为：近缘种包括生殖隔离 

的在形态上几乎难以区分的种群，却很容易通 

过生化差异来区别。Ayala和 Powell Ca 发现 

在果蝇属中，以传统分类标准为基础所得的相 

似性和以同工酶电泳为基础所得的相似性始终 

是一致的。 

目前 ，应用电泳技术研究不同物种的同工 

酶已成为比较各物种之间遗传变异的一种常用 

分子生物学技术 ，并已在许多动物类群的分类 

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而对于 寡 毛 类 

同工酶方面的研究，国内尚少见，国外这方面的 

研究也不多。为此，我们从遗传学及进化的角 

度利用同工酶 电泳分析方法，对环节动物门寡 

毛纲杜拉属三种蚯蚓的酯酶同工酶进行了初步 

研究，旨在通过探讨这三个种酯酶同工酶的差 

异，为形态分类增加比较客观的鉴别手段。 

1 材料与方法 

I-l 实验材料 

1．1．1 雅和杜拉蚓 (Drawlda eholensls) 采 

自内蒙古 卓 资 县郊 区菜 地(1 990年 5—7月、 

1 991年 5—7月)。 

1．1．2 天锡杜拉蚓 (Drawlda gist1)采自呼和 

浩特市近郊哈拉沁乡(1 991年 5—7月)。 

1．1．3 管状杜拉蚓 (Drawlda syrlnga)采 自内 

蒙古伊盟达拉特旗农田 (1 991年 5—7月)。 

这三种蚯蚓参照 Shinjiro Kobayashi 以 

及黄慧芳 的方法进行分类鉴定。 

雅和杜拉蚓 主要特征 体长 42—74．5毫 

米 ，直径 3—4毫米 ，体节 13B一165，．口前叶的， 

无背孔 ，体土灰色，前端数节为肉粉色(活体)， 

体形粗短。环带位于 x—xIII节 ，环带稍有些 

隙肿。刚毛紧密 ，对生，环带前 aa>bc，环带 

舌 aa< bc，ab— cd， dd不及节周一半。雄 

孔位于X节下 1／3处 b毛外蜘，基部隆起，上有 

凹陷的沟纹 ，类似于乳头状。雌性生殖孔一对， 

位于 11／1 2节间，很不明显。受精 囊 孔 位 于 

7／8节闻 c毛处 ，孔处皮肤向内凹陷，孔旁常有 

乳突。身体前端常有不规则排列的乳突o6，7— 

8／9隔膜甚厚。砂囊 2个，位于 xI—xII节闻， 

精巢囊一对悬在 9／10隔膜上，前列腺呈 拇 指 

状，直立于体内腹壁上。1O／11与 11／1 2隔 膜 

在背面汇台形成卵巢腔，卵巢自 11／1 2节向后 

延伸到 XV 转向身体腹面，变得非常细，止于 

XXIV--XXIX 节。受精囊卵圆形，在 7／8隔膜 

后方 ，由弯曲盘绕的受精囊管进入一圆球状膨 

部，膨部还连有一细手指状突出物。 

天锡杜拉蚓 主要特征 体长 58—147毫 

米 ，直径 3—5毫米，体节数 1I 3一zOO。口前叶 

的 ，无背孔。环带位于 x—xIII节。刚 毛 紧 

密 ，对生，aa一 7ab，ab— cd，dd约为节周一 

半 ，环带前 ，aa> bc，环带后 ，aa<bc。雄性 

生殖孔位于 10／11节间 bc毛之间 ，孔周围皮 

肤腺肿显著 ，常有阴茎不同程度地伸出，阴茎基 

部圆形，长约 1．5毫米 ，直径 0：4毫米 ，末端细而 

前后扁，雌孔在 1i／1 2节间，不明显。受精囊孔 
一

对，位于 7／8节间 C毛处 ，呈一小三角形裂缝 

状。体前端腹面常有不规则排列的乳突。砂囊 

2—3个 ，位于 xII—xIV 节。6／7—8／9隔膜 

厚。精巢囊在 9／10隔嗅背侧，肾形 ，输精管卷 

曲至腹面穿隔嗅人x节，又盘绕多转最后扩大 

成圆柱形的精管膨部 ，精管膨部长 3—7毫米 ， 

位于卵巢腔腹面，其外端逐渐变细 ，从球形阴茎 

囊顶部或旁侧进入阴茎囊腔，末端由阴茎通出。 

受精囊圆形，其管在 7／8隔膜后盘旋多转，下通 

膨腔腰部，膨腔呈圆柱形，卵囊 自 XII至 XVIIl 

节。 

管状杜拉蚓 主要特 征 体 长 35—6O毫 

米 ，直径 2—3毫米，体节数 lO1—1 37节 ．口前 

叶的，无背孔。生殖环带位于 x—xIII节 ，腺 

肿，体色除生殖环带处为土黄色，其余部分皆为 

青灰色。刚毛紧密，对生 ，环带前 aa> bc，环 

带后 aa< bc，ab—cd。雄孔位于 x节下 i／3 

近 b毛处的一对乳头状突起上。受 精 囊 孔 一 

对，位于 7／8节间近 c毛处，x—xII节腹面有 

多个生殖孔头。砂囊 2—3个 ，位于 xII—xIv 

节或 XV 节。精巢囊一对 ，肾形，悬在 9／i0隔 

膜上，通常位于 Ix 节部分略大 ，弯曲的精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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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分析 

同工酶受基因控制，是基因的表现型，不 

同种动物同工酶的差异反映了遗传本质上的差 

异 ，因而，具有物种的特异性。同工酶电冰图 

谱呈现的区带数目、区带宽度、染色强度、以 

及泳动率等都反映了基因的活动与调控 状 况 ， 

即反映了不同物种的遗传本质，这一点已被诸 

多实验结果所证实。从酯酶同工酶酶谱分析看 

出：雅和杜拉蚓是介于天锡杜拉蚓与管状杜拉 

好l之间的种类，根据它们 EST同工酶显示出的 

明显差异 ，我们认为雅和杜拉蚓与天锡杜拉好【 

的亲缘关系较近，而与管状杜拉蚓的亲缘关系 

相对较远 ，天锡杜拉好【与管状杜拉蚓之间的亲 

缘关系也较远。这与 Masters(1975) 提出 

的：进化上相似的种 ，具有氨基酸成分相似结 

构 ，相反 ，种间进化上距离越远，其同工酶的趋 

异性就越明显的观点相吻合。 

从酯酶同工酶谱带数来看，三种杜拉属蚯 

躬I所呈现出的区带数不同，但它们都具有同样 

的 6条谱带，这可能是本属动物所 共 同 的 特 

征。 

通过在同样条件下对同种动物的多次重复 

实验表明 ，同种动物的不同个体的酯酶同工酶 

酶谱基本一致，酶带清晰、稳定 再现性较好，可 

作为蚯蚓形态分类方法的一种补充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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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EST ISOZYMES BETW EEN THREE 

SPECIES OF THE EARTHW ORM GENUS D AW IDA 

HAN Yali BA Yar 

(Dcpartm- f ol Gra ssland．Nel Monggol lnst~tu$~口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dw Ho~os 0100tS)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analysis of Esterase isozym~s from three species ot 

earthworm genus Drawida by discontinuous polyacrylamide gel eletrophoresis method． The 

number，mobility and dye intensity of the enzyme band have been analysed．The  sesuhs she  

wed that EST isozymes reflected the specificites of species-genera
，
each species possessed 

its specific zymogram．The zymogram of Drawida}eolensis was much closer to that of Dr口． 
wida gis~i than to that of Drawida syri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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