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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上的数据也存在局限性 ，不能完全取代 

形态学和胚胎学的研究 ，但却为软体动物进化 

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判断依据。 

3 软体动物线粒体 DNA 的研究 

8 0年代以来 ，动物线粒体 DNA 的研究也 

成为热点，以确定种内群体间的 遗 传 关 系。 

mtDNA 的限制性 内切酶酶切图谱的研 究，相 

当一部分是比较不同来源的 mtDNA，探索 物 

种的进化。(陈关君 ，1984)。 

mtDNA 具有很多特殊 的 性 质。mtDNA 

结构简单 ，比一般动物的核基因组 碱 基 对 小 

25000倍。 mtDNA 在不同物种间的基因排列 

顺序相对稳定，主要转录产物在数量和大小上 

似乎均相同，而种间的变异主要表现在基因组 

的大小和碱基组成上。mtDNA 同时具有广泛 

的种内、种间多态性 ，且为母性遗传 ，即 mtDNA 

是通过卵细胞质传递给后代的(桂建芳，1990)。 

分布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列克星敦 的 Cepa． 

ca nemoradis，其多种壳色已很好地描述过 ，但 

如何确定他们是来源于欧洲的英国 还 是 意 大 

利，却一直没有结果。0．Colin Stine(1989) 

利用 mtDNA 限制性酶切分析的方法 ，证明了 

其 mtDNA 序列主要部分的高度保守性，得出 

了他们更可能来源于英国而非意大利的 结 果 ， 

从而确定了 Cepaea起源于英国的观点。 

V．Brock等(1 989)通过测 mtDNA 的长 

度划 、和限制性酶切后的重复片段比较 ，得出 

了 Cardium edule比 c．1amar~~i和 c．gla． 

f“m 更为原始，且后二者中 c．1amarcki更 

为进化。井认为产生这样的结果与他们地理分 

布相关。 

总体上说，软体动物 mtDNA的研究较少。 

根据 mtDNA 的特有性质及已获得的结果 看， 

在研究物种间的亲缘关系，分歧年代和演化过 

程时 ，通过种问的 mtDNA 可以获得可靠的证 

据。 

‘ 较体动物同谭子的研究 

发育生物学家在研 究 果 蝇 (Drosophila) 

的发育变异时 ，发现了其 DNA 的同 源 基 因 

(homeotic gene)片段 ，并称之为同源子。 Ho 

meobox 对应于 60个氨基酸 ，即有 l8 0个 核 

苷酸碱基对长度。它是一个插入其他基斟的进 

化单位 ，是一个高度保守的蛋白质 结 合 序 列 

(William，1984)。 

极为有趣的是 ，Homeobox不仅存在于果 

蝇中，在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中，以及人类中 

都广泛存在，并行使相似的功能。 

在 c．elegan胚胎后期的发育中，mab一’ 

基因控制着后期胚胎特异性形恐形成 (Michael 

Costa，1 988)。 它主要控制着表皮、神经元和 

中胚层细胞的分化及细胞的迁移方向。这便找 

到了控制 C．elegan形态的一个基因。让人兴 

奋的是 mab-5基因中 也 存 在 I-Iomeobox片 

段 ，这提示人们 FIomeobox和动物形态形成的 

关系。 

． 由于 Homeobox在动物界中的广泛存在， 

并位于控制动物形态的基因上，我们推测，在所 

有动物依中，有着共同的机理控制着动物的形 

态特征。我们知道 ，尽管动物形杰特征上千变 

万化，但却离不开基因的调控。在漫长的进化 

过程中，由于环境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使控制动 

物形态形成的基因发生某些突变 ，但控制形态 

形成的机制并没改变，这些突变可能直接表达 

或被自然选择固定下来 ，因此产生了动物的分 

支 ，产生了各种形态上的分化。 

Homeobox的发现和对其意义的进一步认 

识 ，越来越吸引着人们的注意。 无疑 ，Homeo— 

box为研究动物的起源、形态多样性及其原因 

提供了新的线索。在软体动物上，这方面的工 

作做得很少 ，提出的观点也基于已有结果的推 

论，但这的确是个有意义的方向。 

软体动物系统学和进化生物学的研究 ，已 

不能仅满足于形态描述的水平。细胞遗传学和 

分子生物学 的发展，将软体动物系统学和进化 

生物学引人了一个新的领域，学科间的交叉、渗 

透越发明显，并呈现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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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住相似，不宜与之混养，以免相互争食，影 

响正常生长。除了池塘单养、混养外，还可采 用 

网箱养殖的方法，效果也很好，_硐箱规格多为 3 

米 × 3米 ×2 5米 ，每箱放苗种 lO00一 l 500尾 ， 

养殖 l 0个月可达到 500克／尾以上 的 ± 市 规 

格。 

鲇形目鱼类虽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疾 

稿的抵抗力相对比其他鱼类要强，但是在饲养 

管理中仍需做到定时定量定位的投喂，做好水 

质管理和防逃、防病工作。为避免群体中相互 

残食，需在鱼种阶段分规格养殖 ，放养密度不宜 

过大。发现鱼病时，需及时隔离和治疗，才能保 

证有较高的成活率。 

3 讨 论 

3．1 5l进我国饲养的 4科 9种鲇形 目经 济 鱼 

类，在匡内经过许多养殖场的饲养和总结，认为 

革胡子鲒和斑点叉尾鲴两种鱼类在我国是有发 

展前途的养殖对象。它们具有生长快、产量高、 

容易养殖、市场销路好、经济效益高等优点，是 

受 消费者和生产者欢迎的种类，在我国淡水养 

殖业中占着一定的比重。今后仍需继续努力，研 

究、发现和培育适宜我国养殖的优质新品种。 

3．2 目前引进我国饲养的鲇形 目的经济鱼 类， 

经研究鉴定有 4科 9种，这不包括从国外引进 

我国用作观赏的多种鲇形 目鱼类．有关它们的 

分类和生物学方面的问题，有待今后继续研究。 

3．3 我国引进的鲇形目鱼类多为底栖 杂 食 性 

鱼类，为了充分利用池塘中饵料资源，建议在饲 

养花鲢、白鲢、鳊鱼的水体中搭养鲇形目鱼类． 

以 期 提 高 鱼 类单位产量。 有关搭养鱼 类 规 

格、数量、放养时间⋯⋯等问题，可通过生产实 

践总结好的经验。 

3．4 引进我国饲养的站形目经济鱼类，大部分 

种类在我国还不能自然越冬，给养鱼生产带来 

困难，今后在引进时可多选择耐寒的种类。 

致谢 李思忠先生核对鉴定鱼类标本 ；安荚姬 

同志绘图，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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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U iverHty 1959．18：Art．8
． 

0 — — Chrom o4ome and Phylogeuy of M ollz 

·ca．J P4， jc 5o~ fly o SyJtemaf Zoolo~Y Cir 

‘_ 4， 1979．No．52． 

Chath 0 G．Sibley and Jon E．Ahlqui st．$cientiyi~̂  

A ericu~ t986，254(2)； 一 77． 

Hlroshi K．H &kamura．T^f Jap* fi J 0 df 0f 

Malacolo~y 1989．‘B(3)：19B--207． 

Katharint G．Field ⋯ f 1988．239：7{8— 753 

M ichael CoItB tt ＆I．CfIt 1988．55：7{7— 7，6． 

0．Colln StjⅡt村alecalosia 198’．3o(1—2)：305--315 

R T t̂ewaki and J．Kitada Genetiea 1987． 74：73 

一 BO 

V． Brock and G． Ch ri stjaDjen M arl f Biology 

1989 l。2：，O5一 ，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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