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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平均时间为雄 131d、雌 135d)与冬眠后组 

相比较差异显著．而与冬眠前组相比较则差异 

极为显著。 

由表2可见，东方铃蟾经过自然冬眠．雄体 

组的躯体肥满度变化不大，无显著性差异；而雌 

体组的躯体肥满度明显降低，达到显著性差异， 

这可能与其在冬眠期生殖腺的增大相关，致使躯 

体显著消瘦。禁食致死雄体组与冬眠前后组相 

比较，均有显著差异；而雌体组与冬眠前组相比 

较差异显著，与冬眠后组相比较则差异不显著。 

表 2 东方铃■冬眠前后与禁食致死时 

躯体肥满度的统计 

由上述结果可见，东方铃蟾冬眠所消耗的 

营养物质主要贮存于内脏中。但禁食致死组不 

仅消耗了贮存于内脏中的营养物质，还消耗了 

绝大部分躯体肌肉等组织，致使躯体非常显著 

的消瘦，解剖结果亦是如此。 

2．2 脂肪体系数 由表3可见，东方铃蟾经过 

自然冬眠，脂肪体系数降低非常明显，与冬眠前 

组相比较，有极显著的差异，且雌体组的脂肪体 

消耗(冬眠后下降了 83．2％)多于雄体组(冬眠 

后下降了 68．2％)，这可能是因供生殖腺发育 

的缘故。禁食致死组的脂肪体系数为零，即脂 

肪体在死亡前已消耗尽。 

表．3 东方聿叁■冬眠盲臼后与禁食致死时 

脂肪体系数的统计 

冬眠，其肝系数下降明显，与冬眠前组相比较． 

差异显著。禁食致死组的肝系数与冬眠前组相 

比较，差异显著，而与冬眠后组相比较则差异不 

显著。 

根据我们所得数据，从量的相对变化来看． 

若以冬眠前的量为 100％，冬眠后脂肪体重下 

降了 79．8％．肝重下降了 40．2％。即前者比后 

者肝系数量降低大了近一倍。但从量的绝对变 

化来看，脂肪体只降低体重的0．58％，而肝脏却 

表 4 东方铃■冬眠前后与禁食致死时 

肝系数的统计 

降低体重的 1．95％．即后者比前者绝对量多降 

低了 2．36倍。由此比较可知，东方铃蟾在自然 

冬眠时．在肝脏中积累的营养物质的消耗不弱 

于脂肪体。 

2．4 生殖腺系数 由表5可见，东方铃蟾经过 

自然冬眠，雄体组的生殖腺(睾丸)系数变化不 

大，与冬眠前组相 比较无显著性差异，即自然冬 

眠时睾丸重 量 (冬 眠前后 睾丸均 重分别 为 

0．020g、0．019g)几乎无变化；但禁食致死组的 

生殖腺系数反而变大，且与冬眠前后组相比较 

有显著差异，这是与其睾丸重量(禁食致死时睾 

丸均重为0．019g)几乎无变化但躯体却极度消 

瘦相关。雌体组的生殖腺(卵巢和输卵管)系数 

表 s 东方聿叁■冬眠盲臼后与禁食致死时 

生殖臆系数的统计 

2．3 肝系数 由表4可见，东方铃螗经过自然 与冬眠前组相比较有明显的升高，差异显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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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其卵巢怀卵有关；禁食致死组的生殖腺 

系数与冬眠前后组相比较降低非常明显，差异 

极为显著。总之，无论在冬眠前后或禁食致死 

时，东方铃蟾雄体的睾丸重量几乎无变化。而雌 

体卵巢重量(冬眠前后 及禁食致死时的均重分 

别为0．221g、0．387g、0．009g)却有着非常明显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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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斑锦蛇的染色体组型与Ag．NOR： 

邈 ．聂刘旺吴孝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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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 
摘要 本文研究的玉斑锦蛇 2n=38(6M+2SM+2ST 4T+22m+ZW)。NF=50，No．4为性染色体 

‘1 (zw型)。NORs位于No．2长臂末端区，呈现异态 

． 
关键谭一玉斑锦蛇 染色体组型 &g-NOR, 

、．，． 

— — — — — —  

玉斑锦蛇(Ela肼 ma~utarina)隶属游蛇 

科的锦蛇属。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方及陕西、甘肃 

等省区。锦蛇的染色体研究 已有不少报 

道n ，但玉斑锦蛇尚未见报道，本文研究其 

染色 体 组 型 与 NOR (nucleus organizer re— 

gioi~s)．以期对锦蛇属的分类、进化及深入了解 

其细胞遗传学特征提供一些资料。 

l 材料和方法 

玉斑锦蛇(3旱，2 )于 1994年 6月和 1995 

年6月先后捕自安徽广德与黄山，为性成熟个体。 

实验时按每克体重3 g剂量腹腔注射秋水 

仙素，6h后取骨髓细胞，用低渗一蒸气固定法制 

备染色体标本，按 Levan et al的标准确定染色 

体的着丝粒位置及其总臂数(NF) J。用 m代 

表小型染色体。 

银染色参照 Howell et al的方法 。 

2 结果与讨论 

2．1 染色体组型 玉斑锦蛇染色体的数目与 

测量数据列于表(见表 1，2)，核型图 A和 B(见 

封 3+下同)。 

表 1 玉斑锦蛇的=倍体数 

表 2 大型染色体的测量数据IX±SD) 

*表中共测量 10十细胞 

* 安徽省教委科学基盘资助礓目； 

第一作者介绍：郭翘文，男．59岁，教授 ； 

收稿日期：1996 04—29，修回日期 1996—07．0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