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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康定湍蛙的种名，根据核型研究，它被认为是 
一

个有效种 。它与四川湍蛙是同域 分 布的。 

但是，费梁等 根据其成蛙和蝌蚪的形态，仍然 

把上述几个种视为四川湍蛙的同物异名。这三 

个类群中，除金江湍蛙尚无核型报道外，康定湍 

蛙为 2n一 26(1 8M+ 8SM)，No s．3，9，11，1 3 

为 SM“ ；凉山湍蛙 2n一26( )，27( )，22 

M+4SM，Nos．3，8为 sM，且具有复合性染 

色体 。可见，四川湍蛙(包括宝兴和景东两个 

地理居群)、凉山湍蛙、康定湍蛙等，虽然被某些 

学者视作同物异名，但却各有不同的核型。Jo． 

bn 指出核型在类群分化有三个层次的意 义： 

(1)种内居群间的核型相异，即种内核型多态 

(Polym0rphism)；(2)种内不同地理分布区居 

群间，即亚种间的桩型相异，称之为核型多型 

(Polytypism)；(3)种间核型分异。因此，核 

型相异除了种阃分化意义之外，还可能存在着 

种内居群间的核型多态和亚种间的核型多型的 

问题。换言之，棱型分异并非一定是种间分化的 

结果和原因。对于分布区较广的物种，由于分 

布区内环境条件的分歧，生活其中的动物具有 

不同的变异和选择压力。这种变异不仅表现在 

形态(表现型)、生态需要(不同的生态龛)、种群 

结构等，同时还反映在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盼 

变异．四川湍蛙不同居群间所显示的核型差异 

究竟为哪一种类型?确待深入的多学科 研 究。 

对于不同地理分布区内动物的各种生物大分子 

异同的研究，被称之为分子动物地理学 (Mole． 

cular zoogeography) Borminsh a m et 2 1 

(1 986)，而细胞水平的地理分化的研究，其中 

包括核型和带型的研究，不妨称之为细胞地理 

学 (cytogeography)，这一领域，在国内开 展 

得还不多，有待加强。 

另一方面，桩型研究有时也有助于人们发 

现隐种或姊妹种。它们之间外形酷似，核型相 

异。但通过仔细深入的形态学研究，却可以揭 

示出其间有着稳定的形态学鉴别性状。对于四 

川湍蛙的形态分类所持的意见分歧，主要是由 

于湍蛙体色有较大的变异所致。 

湍蛙是一群适应于山区急流生活的 蛙 类， 

褒 2 中酋渭蛙的榱型 

种 名 棱 型 SC(次箍痕) N0R 果集地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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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隶于蛙属 (Raria)，近来被分离成独立的 湍 

蛙属 (Amotops)。由于形态鉴别性状 不 易 掌 

握，因此，我国究竟有多少种，尚无一致意见。湍 

蛙分布在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而横断山脉 

地区种类较丰富。已知我国有九个种的核型报 

道(表 2)(度定湍蛙视为四川端蛙的面物异名 ， 

未列入)。染色体数均为 26(但凉山湍蛙 的 

为 27)5+8的核型模式；大多数种类的NOR都 

在 6p；且 Nos，2，3，8为 SM 的种类较多，着 

丝点 C一带明显，这些是属内同源性的表现。种 

间在染色体相对长度和 SM 对数、咂 序 方 面 

略有差异，绿点湍蛙还有一对 ST。可见种间 分 

化主要是相互易位和倒位所致。 

李炳华 采自安徽黄山的武 夷 湍 蛙 有 4p 

ter随体，与郭超文等 采 自同一地区的结果有 

很大的差别。至于凹耳湍蛙，有 1 0q Ag—NORs， 

是很特殊的，与大部分湍蛙不同。但对于凹耳 

湍蛙是否归于湍蛙属，尚有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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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ANDING AND Ag——NORS OF AMOLOPS MANTZORUM 

FROM JINGDONG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 

LI Shushen 

(Department。，Biology，YunNan fr』 r Kunming 650091) 

ABSTRACT Amolops 口 l 。r ，，I specimen collected from Jiugdong Countv 0f Yunnan 

Province had a karyotype of 2n一 26(22M+ 4SM)，NF一52，5+8，SC and Ag—NORs 
localized On 6p ⋯ ”， The centromeric region of aI1 chromosomes and 8 q constantl 

showed C—positive staining，but presented at 6 P‘ ． 1 2p‘。 and 13q ·t occasion311v
． N0 Va． 

riant heteromorphic sex chromosomes were found． The Cyt0ge0graphical variation of this 

species was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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