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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和图中可见二倍体为 38，由8对大型 

的和 l1对小型的染色体组成，大小型染色体间 

的差异明显。大型染色体的相对长度在 25 76 

±1 27—5 90±0．92之间．其中 Nos 1—5各 

对染色体的大小差异明显。No．5与 No．6的 

长度接近，但 No．5为 T染色体，而 No 6则为 

ST。Nos．6—8除相对长度存在有一定的差异 

外，还分别属 ST、T和SM。因此8对大型染色 

体均容易区别；在小型染色体中(Nos．9—19)， 

仅 Nos 9—11较清楚地呈现为端部着丝粒，其 

余的均为点状，无法进行染色体分析，在统计臂 

数时均计为 1。 

玉斑锦蛇雌性个体的 No 4异型，为性染 

色体，其 z染色体为 M，w 染色体为SM。这一 

物种的核型可表示为2n=38(6M+2SM+2ST 

+4T+22m +ZW )。 

迄今已记载过核型的锦蛇有 1O多种 J， 

其中仅双斑锦蛇 2n=34，其余的均为 2n=36， 

而玉斑锦蛇 2n=38，是至今发现染色体数目最 

多的一种。笔者曾测定红点锦蛇的染色体总长 

度．并将其与本文的结果相比较，发现这两个物 

种染色体总长度是相同的。但玉斑锦蛇有 2对 

T型大型染色体，而红点锦蛇只有 1对 T大型 

染色体的核型特征与其他锦蛇也是相似的(见 

表 3)。玉斑锦蛇比红点锦蛇多 1对小型染色 

体，说明在进化上玉斑锦蛇核型可能是较为原 

始的，锦蛇属核型已经历过染色体着丝粒融合 

变异，因为一般认为核型演化是延着微小染色 

体数目减少和双臂染色体数目增多的方向进行 

的。然而锦蛇属核型是否有可能延相反方向进 

行，即通过着丝粒断裂的途径?这虽是极罕见 

的，也有待于带型的比较研究。 

2．2 Ag—N0R 分析 银染后玉斑锦蛇的 

O匙 显示于 N。．2染色体长臂末端区，未见有 

融合或扩增现象，并仅一条染色体呈现 NOR， 

呈现率为 83 1％。 

原位分子杂交试验证明，NOR 位置为 18s 

+28s核糖体基因(rDNA)区域l9]，银染呈现的 

表3 几种锦蛇染色体组型比较 

注：表中作者分别为：1与2橱友垒等 、3王蕊芳等 ” 4郭格 

文等0】、5椽宁等“ 和5奉文 

NOR 反映了 rDNA的活性。本文的结果表明 

玉斑锦蛇 No．2的一条染色体的 rDNA有转录 

活性，而另一条没有。已见报道 NOR 的锦蛇 

有红点锦蛇、王锦蛇和黑眉锦蛇，它们的 NOR 

均呈现于小型染色体中 1,3,4]，玉斑锦蛇则呈现 

在大型染色体上，这是该物种核型的重要特征 

之一。另 外 玉斑 锦 蛇 染 色 体 仅 显现 一 个 

NOR，这种明显的异态性与黑眉锦蛇相似⋯。 

参 考 文 献 

1 王蕊芳，贺维顺．施立明等。黑眉锦蛇的有丝分裂染色体 

和减数分裂联台复合体的观察。动物学报、1991． (4)： 

438—441。 

2 扬发金，黄美华．曲韵芳等。游蛇亚科col曲㈣ 四种蛇类 

核型的比较研究。两栖爬行动物学报．1986，5(1)：30— 

33。 

3 郭超文、董永文，陈存武。红点锦蛇染色体组型、C带和 Ag 

— NOR 分析。两栖爬行动物学研究(第 1，2辑 )，1993， 

171—174。 

4 棘 宁．魏 刚，汪 健等。贵州雷公山王锦蛇核型和银 

带。两栖爬行动物学研究(第 3辑)，1994．111—113。 

5 谢 富．曲鹤芳，扬发金等。三种锦蛇的接型的韧步观察。 

两括爬行动物学报．1983．2(3)：33—3 6口 

6 h0h，M ．M sa蚰 and S．Ma n。 The c】】romosomes of 

soggte】apan㈣  ， wIth sp~iM rq rd 佃 蹄xu djf - 

phism Japan J Geneti~，l970 45(2)：121—128 

7 Levan．A ．K．Fredga andA．A d g Ne~aendaturef。 

centromeric positi~ ∞ c}Imm0吣n ．Heredit~ ．19“ ．52： 

201 220 

8 Howd1．W ．M ．and D A Black Contmll~ slier stalm~ 

0f nIMI uS[)Igan 榭 r~itms w1th a pmt~ ve eal~idsl devel— 

op 1一s pmed】d Experintia，1980 36：1014—1015． 

9 H ．T．C．，S E S呻 【o andM ．L．Pard嘴 Distribution 

of18s十28sribosomal geneinmammalian g㈣ Chr口m 

舶mdfBer)，1975．s3：25—36．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