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cqvip.com


l后平放在培养皿垫枕上 (培养皿内加少量蒸馏 

水 ，水面不能超过垫枕高度)，盖好培养皿盖，放 

入 65℃ 恒温箱内。 30—45分钟后取出，用预 

热 的蒸馏水(65 oc)充分冲洗 ，晾干 ，镜检。 

选择染色体清晰的，观察 Ag-NOR。的染 

色体数 目，统计其出现频率。 

(=)结果与讨论 

观察结果见图 1、2。 在带有银染 的 细 胞 

中 ，斑腿树蛙的核仁组织者银染阳性 (即 A8一 

NOR。)出现在 No．10的长臂中间区 ，与此相 

对应的即是次缢痕区。 Ag-NOR,在大小及着 

色程度均表现一致，没有异型现象，也未发现联 

合或扩增现象。 斑腿树蛙的 No．10染色体上 

的 Ag—NOR．出现率占观察 中期分 裂 细 胞 总 

数的 78．6％。 

武夷湍蛙 的 Ag-NOR．位 于 No．6长 臂 

近着丝点区 (见图 2)，其出现率为 67％。除此 

以外，No．12短臂的端部也有一对略小的 Ag— 

NOR。，但出现率低，且大小随细胞的不同而有 

变化。No．12染色体没有次缢痕和随体。 

已知银染色测定的是蛋白质。它所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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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 8s+ 28s rDNA 的转录活性 ．即银染的是 

有转录活性的 NOR．，没有活性或活性弱的是 

不染毡的。因此，上述结果提示了，斑腿树蛙 

和武夷湍蛙的 rDNA 活性分 Ⅱ位 于 No．10和 

No．6染色体上。 至于武夷 湍 蛙 的 No．12染 

色结果 ，则反映了 Ag-NOR~的扩增现象。 

常规 Giernsa染色结 果 表 明，斑 腿 树 蛙 

No．10染色体的 Ag-NOR。位置和 武夷 湍 蛙 

No．6染色体的 Ag-NOR．位置均为次缢痕 区 

(见图 1、2)，表明次缢痕与 Ag-NOR。具有对 

应关系 ，即表示为次缢痕 一 NOR 一 1 8s+28 s 

rDNA．o但是，在常规 Giemsa染色中，武夷湍 

蛙的 o~．12染色体短臂上不皇现次缢痕，表明 

了次缢痕与 Ag-NOR．的位置对应关系不是绝 

对 的，这与谭安鸣 在经甫树蛙 (Rl~a~ophorut 

chenfui)和刘万国等“ 在蛙属 (Rana)中的研 

究结果是相一致的。 

另外 ，斑腿树蛙的欢缢痕和 Ag-NOR．分 

布与经甫树蛙不 前者具次缢痕的染色体为 

N0．5和 No{10，Ag—NOR 位予 No．10的次 

缢痕区。 后者的 No'．7和 No．11有次 缢 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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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l 斑腿 蛙岣染色体组型(左)和银染辕型(右)J靖头所指为 No．1O染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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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 l 蕾一、lillm—nJ1．种蕾 砍■■和 ^●·NOR,特布 

种 名 其次箍瘟染色休 ~．g-NOR。位置 责科 桌嚣 

斑髓树蛙 No．， IO Na．10次数痘区 奉文 树蛙属 
No．II敬缢裹区 谭安璃 等，l987 经甫树蛙 No．7、II 

武夷穗蛙 No．6 No．6攻魁I蔓区 车文 
湍 四川穗蛙 No

． 3、6、， N。．6发缢疽区 吴政安 等，J9B7 

蛙 理县湍蛙 No．3、6、7 No．6赢整裹区 吴致安等，I9B7 

标点穗蛙 No．3、6、7 No．6放 鲑痘 翼致安等，I987 属 

棘】曼湍蛙 No．3、6、7 o．6敬鲑裹区 昊政安等，1987 

Ag-NOR．位于 No．u 染 色 体 的次 缢 痕 区 

(见表 1)，之间具有明显的种间差异性。 当把 

武夷湍蛙与亲缘关系很近的几个种橱 比较 时， 

发现它们的次缢痕均在 No．6染色体上。但武 

夷湍蛙的次缢痕是位于长臂近着丝点区，而其 

他湍蛙则位于短臂的中央，这提霉了我国湍蛙 

属的核型已经历了染色体的结构重组。从表 1 

中五种湍蛙 的 Ag-NOR，均位于 No．6染 色 

体次缢痕区的情况看 ，则可认为次缢痕和 Ag— 

NOR．的位置，是反映湍蛙属各物种何亲缘关 

系的有用指标之一。至于武夷湍蛙的 No．6染 

色体次缢痕和 Ag-NOR．位置与其他近缘种的 

差异性 ，可推溺是由于染色体的臂间倒位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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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茶林场夏季丝光椋鸟的食性分析 

马世全 孙忠泉 赵士昆 
(上海技术师院生物系) 

邬 恤 民 
(中国科学院上寿昆虫研究斫) 

摘要 丝光掠鸟为我国南方的一种庭园鸟类，筑巢于房措、屋嵴瓦片下的稠穴内。本文是作者 于 

1981--1983年 5月下旬至 6月上旬，在黄山茶林场剖验 16只鸟胃的研究成果。 食物以昆虫为主，其中 

直翅目、鞘翅目、辩翅目和半翅目等农林害虫，约占食物总量的61．66％；益虫担占l1．73瞄；此外还有蜘 

蛛等动物性食物约占 l5。9 5％；植物性食物以小掬树果实为最多，担在 2只胃中发现。所以，该鸟为食 

虫鸟类，对农林有益。 

丝光椋 鸟 (Sturnus,ericeu,)为我 国 南 

方常见的一种食虫鸟，有关其食性资料较少，现 

将我们在黄山市太平县境内的黄山茶林场所得 

材料报告如下。 

该鸟俗称屋檐鸟，重约 76．62±6．53克【n一 

20)，雌雄几乎相等 (见表 1)。在繁殖季节 ，常 

集群于屋嵴、树梢上鸣唱 ，声音婉转动听。常在 

田间和邻近丘陵坡地觅食。 幼鸟离巢后 ，亦常 

集群艏亲鸟活动 ，到邻近山坡树林上。 

衰 l 丝光掉岛的太小■度(●位：毫来) 

体重}76·3，±6·56’c6●一B6·5) 7 ·89士6·49(68·9--86·0 
(克 

体长 84-13．42(191--230) 216．穷士9·ss(zoo-2") 

层长I 66．27士4·n(雠一7s) 7O·85士4·32(64一，7) 

爨长l1 l 5·16士2·4 J(111--118) 116．75士；．39(1 1j一122) 

哺峰l 2，．28士0·ss(2z-2 ) 23·9●士0．73(23·1—2 ·0) 

舜}眩l3i．45士l-lz(z~-32-5) jl- 士0．78(30—32．5) 

’为平均值士标准差，下同。 

巢筑于自然村瓦房的屋蜻、房檐和挡风墙 

的瓦片下 ，洞口较小 ，洞内较大。洞口外往往有 

粪便之斑迹。巢以草茎、枯叶、羽毛等筑成，浅 

盘状。 

每窝卵 6枚(根据 2窝)，卵深蓝绿色，无 

斑 ，椭圆形。10枚卵平均重为 5．26±O．19(5．1～ 

5．7)克；长径 26．53±O．55(25．81～27．37)毫米， 

短径 20．39±0．39(19．98—21．09)毫米。出壳雏 

鸟裸露，仅在头顶 、背、肩、翼上各生数枚绒羽 ， 

跟闭合。仅发现 2只，各为 4．3克和 5．0克。 

衰 2 耸光掉岛夏●★性分析 

类 别 频扶 百分事 

农林害虫 80 8．62 61．66 

农林接虫 59 1．6● 11．73 

咆 昧 4B 2．08 14．BB 

其他动物 24 O．1， 1．07 

植 物 2j 1 49 10．66 

台 计 234 13．，8 100 

根据 6只鸟胃的剖析，胃内食物 以 昆 虫 

为最多，共发现 139次 ，其中 农 林 害 虫 约 占 

61．66瞄 (见表 2、表 3)。 其 中主要是 直 翅 目 

(Orthoptera)的 蝼蛄 (Gzyllotalpidae)、蟋蟀 

(Gryllidae)、蝗 (Locustidae)；鞘翅 目 (c0Ieo_ 

pteta)的丽金龟 (Rutelidae)、沼棱 甲 (Hall- 

ll萼 |lltl  t 辇  锑再 ～ ， 一rI．： ‘j三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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