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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九龙棘蛙(A)和小棘蛙CB)的榱型和银染模式图 

图中第 6对桩型上的-- 示扶缢痕和银染 

表 1 两种棘蛙的核型数据(M±SE) 

九 龙 棘 蛙 小 薪 蛙 

N0 RL AR PC RL 
． 

AR PC 

l 1 5 24±0．2I I 20±0．03 M l5．04± 0 25 1 20±0 02 M 

2 121I±0．15 I 84±0．05 SM l2．40± 0．21 l_92±0 05 SM 

3 ll 00±0．10 l 70±0，08 SM 10．551 0儿 1、95±0 07 SM 

4 10 15±0．09 l 5l±0 02 M 10．50±0．16 1．47±0 05 M 

5 9 24± 014 l 34±0 03 M 9 92±0．15 l_34±0l6 M  

6 6 57± 012 l 28±0 04 M 6 40±0．13 l_35±0．03 M  

7 6 01±0 12 I 29±0．03 M 5，96±0．09 1．35±0．03 M  

8 5 86± 012 I 56±0．04 M 5 53±0．08 l_89 0．09 SM 

9 5 38±0 13 I 32±0．03 M 5 32±0．1I 1．23±0．05 M  

10 4 92± 0 08 l 23±0．04 M 4．83±0．08 l_23±0 03 M  

l1 4．68± O 10 1．45±0．06 M 4．64±0．09 l_23±0．06 M  

l2 4 42± 0 09 1．28±0 03 M 4．48±0．1I 1．25±0．05 M  

l3 4l3±0 08 l 2O±0．03 M 4 24±0．04 1．31±0 07 M 

RL相对长 匿 AR臂 比值 PC 着墼点 位置 

从表 l、图 l、2可知，九龙棘蛙的核型： 

2n+26(22M+4SM)，NF=52，5+8核型模式， 

Nos．2，3二对为 SM，其余均为M，次缢痕位于 
6pi 

， 出现率仅 20％，银染也在同一位置。 

小棘蛙核型：2n=26(20M+6SM)，NF=52， 

8核型模式，Nos．2，3，8等三对为 SM，余者 

概为 M，次缢痕出现在 6口Ill ，频次为 40％，．且 

有异形现象，Ag--NORs位于 6口 。两个种 

均未发现与性别相关 的异形染色体。 

九龙棘蛙是黄正一等(1985)于浙江九龙山 

发现的新种，武夷山地邻九龙山；小棘蛙可能是 

棘蛙属中体型较小者，除福建省南部有分布外， 

广西、湖南等地亦有踪迹。研究结果表明这二 

种棘蛙的 2n、NF、核型模式(5+8)、Nos．2，3为 

SM、次缢痕和 Ag__NORs位于 6pl 等几方 

面都相同，表现较多的相似性。但是互相之间 

的对应染色体，在相对长度和臂比值方面也有 
一 定的差异。如小棘蛙的No_8是 SM，而九龙 

棘蛙则为 M。推测这种差异主要是相互易位 

和臂问倒位所致。 

D：短臂，ihter：居间区。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995 30(5)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13 

已知我国棘蛙属中有九个种 的核型报道 

f表 2)，除了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双团棘胸 

蛙和棘肛蛙的 2n分别为 64和 40外，其余诸 

种 均为 26，显然 2n=26是 该属的原始核型 

由于着丝点分离和不等易位使染色体数 目加 

多，并出现端部着丝点染色体。在 2n=26的 

七 种 棘 蛙 核 型 间 ，在 SM 数 目 和 顺 序 、 

Ag-NORs位置有所不同。虽然多数种(5／7) 

的 Ag-NORs或次缢痕在 6p ，但花棘蛙却 

在 1 ，隆肛蛙在 12 或 ．10p ter。No．3 

为 SM 者 占 6／7，No．9为 SM 者 占 4／7， 

No．8为 SM 者 占 3／7。 另 外 还 有 No．4、 

No．7、No 13为 sM 者 这 些 资 料 暗示 

Ag—NORs的 6p 是 一 个起始 位 置 ，而 

1p 和 12p rite 是 次生性的 ，还表 明 2n=26 

的刺蛙种问的核型演化是以相互易位为主，其 

中包括含有异染色质的片段转移 

表2 已知中国棘蛙的核型比较 

种 名 2n 核型组成 SC Ag-NORs 作 者 

棘侧蛙(Paa曲ini(AhD) (四JI1) 26 18M+8SMc2．3 8 9) 6D “” 6p⋯  谭安鸡等，1987 

(广西】 26 16M+10SM(2 3．8 9 1 3) 6D “ 谭安鸣等 ，I987 

棘胸蛙(尸spinosa(David)) (安徽) 26 22M+4SMf2 3] 李炳华等．I983 

(福州) 26 14M+I2SMc2．3 4．6 9 12) 郑秀梅等，1984 

胨文元等，1983； 
棘腹蛙 boutengeri(Guenther)) (N／q) 26 加M+6SM[2 3 6 ” 6p 

王子赦等，I983 

隆肛蛙 (P．q埘卉a衄(Liu，Hu Ya ) (四川) 26 22M+4SM(2 4] I2q 杨玉华等，I986 

{巴山) 26 I8M+SSM(2 3．6 71 10pI 12p “ 李树深等，1994 

花棘蛙{ “ tos (Liu，HtietYan (云南) 26 16M+10SM(2．3 4．8 9) 】p】 1Di“ 李树深等，1994 

小棘蛙(P exitispinosa(Liu et Hu” (福建) 26 20M+6SM(2 3 81 6p 6O～  奉文 

九龙棘蛙(尸J w (Huang etLiu)) (福建) 26 22M+45M(2．3) 6D “ 6p 奉文 

棘KN(P unculuana(Liu，Hu et Yang)) (云南) 40 l6M+20SM+2ST+2T 1Ip 李树罐等，I994 

．{云南) 64 64T 20q 20q “ 捌万国等，l984 
‘ 一

t 

双团棘胸蛙(Pyunltanensb(Anderson))(四川) 32q ， 谭安鸣等，1987 

(云南) 4qp盯 4q 李树裸等，1994 

SC：扶缢痕；p=短臂；q=长臂；pe 近着丝点 区域；ter：~ N．；inter：居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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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0N KARY0TYPES AND Ag-NORs OF TW O 

P SPECIES FROM  FUJIAN PROVINCE 

LI Shushen HU Jiansheng 

(Department of Biology，Yunnan Universify Kunm~ng 650091) 

ABSTRACT Karytypes and Ag—NORs of two species in genus Paa from Fujian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s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ajiulongensis have 2n=26(22M+4SM)and 

P．exilispinosa 2u 26(20M+6SM)．Both the two species have NF=52，5+8 karyotypic formula 

and Ag-NORs on 6 p,n in common．No heterOmorphic sex chromosomes were found in both 

spe cies． 

Key words Paa frog Karyotype Ag—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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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百虫对鸡诱导迟发性神经毒性的研究 

陈志强 谢尊逸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11~080) 

摘要 通过敌百虫对成年来航母鸡的毒性试验发现，敌百虫对成年母 

迟发性神经毒性作用， 

关键词 敌百虫 ，退发性神经毒性 
一 }一  强 蝤 · 

敌百虫，0，o．-二甲基--2，2,2，一三氯一l一羟 

基乙基磷酸酯，是一种毒性低，杀虫谱广的有 

机磷农药，对害虫具有很强的胃毒作用，兼具 

触杀作用，并对植物具有渗透性但无内吸传 

导作用。我国已大量生产将其广泛用于谷 

类、果树、蔬菜、棉花等作物的咀嚼害虫防治， 

由于它的毒性低，还用于家庭害虫及家畜害 

虫的防治，用作内疗剂防治家畜体内的寄生 

虫，并曾用于医治人体吸血虫病，6O年代末期 

前苏联曾报道有 暾倒因敌百虫的粗制品中 

毒而造成人体发生迟发性神经病变，Johnson 

(1975) 亦报道鸡经皮下注射 200mg／kg的 

敌百虫虽不致产生迟发性神经毒性，但第三天 

再注射 100mg／kg的敌百虫可产生迟发性神 

5 2．。3 

经毒性症状，我国是有机磷农药生产、使用量较 

大的国家，而敌百虫不仅生产量大而且使用也 

极为普遍，国产敌百虫是否会产生迟发性神经 

毒性是亟待明确的问题。由于迟发性神经毒性 

问题的潜在危险日益被人们所重视，国外已开 

始考虑对已有的农药进行重新评定，对新研制 

的农药品种要研究它有无迟发性神经毒性的可 

能，为此，我们用敏感动物产卵母鸡进行了敌百 

虫的迟发性神经毒性的研究。 

l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敌百虫为江苏江都兽药厂生 

本研究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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