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cqvip.com


毫l一斑靡蜥二倍体繁色体数 图 2B)。没有发现 Ag—NORs扩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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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均 为 t 

0-16(No-5与 N DJ 6)，因此不易被区别。 

II组 由 No．8—1 8组成，相对长度 3．04— 

5·22，各染色对依次以微略的差异递减，特别是 

N0．12一l5，其大小几乎没有差异，很难被鉴 

别。 

III组 为 No．1 9点状染色体，相对长度 

1．39o 

丽斑麻蜥的染色体臂数 (NF)为 38。 未 

发现 异型性染 色体 。 

(二)Ag—NORs分析 银染色结果，两种 

麻蜥都呈现 1对清晰的 Ag—NORs，我们初步 

把 Ag—NORs染色体编为 No．17(图 1B与 

讨 论 

(一)从上述结果可见 ，丽斑麻蜥和山地席 

蜥核型的共同特点在于全为 t染色 体，(按 惯 

例，点状染色体也以 t计)，以及组内相邻染色 

体对间的大小差异都很微小。。其不 同则在于丽 

斑麻蜥比山地麻蜥多 1对点状染色体 (见圈 l 

与 2)，表明数 目差异是这两个近缴种核型分化 

的主要特征。 

我们在研究北草蜥核型中，曾观察到黄山 

北草蜥的核型也是 2n一 38，其中 1对为异型 

堆染色体 (zw 型)，z为端着丝点大型染色体， 

w为点状 ， 而在两种麻蜥中均未见有异型性 

染色体分化。鉴于性染色体分化程度如何，是 

考察物种核型演化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 

从性染色体分析，麻蜥与草蜥的差异是极为明 

显的。而无形态上异型性染色体则是麻蜥类动 

物核型的主要特征之一。 。 

(二)采用分子原位杂交已经证实，银染色 

技末可特异地显示核糖体大、小亚基的 rRNA 

基因 (28s+ 1 8s rDNA)的活性区段 ，而且 

在灵长类等许多物种银染色呈现的 Ag—NORs 

与该物种核型的次缢痕区有关系，可表示为次 

缢痕=NORs— rDNA。但也有报道 Ag—NORs 

位置与次缢痕不完全一致的 ，丽斑麻蜥 和 山 

地麻蜥的结果符台后一种 观点。可见，有关 A 

NORs与次缢痕的关系是困物种而异的，特另1J 

是有些物种的 Ag-NORs因扩增而转座到非次 

缢痕区，银染色显示的 Ag—NORs位置不是次 

缢痕区。 

据 Schmid．NOR数目少者较原始，多者 

特化 o 就此而言，丽斑麻蜥和山地麻蜥是蜥 

蜴类中较原始的物种。另外，这两种麻蜥的 Ag— 

NORs均位于 No 1 7染色体的末端，表现其 

核型的同源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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