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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牛科 中 种动物

的染色体组型比较分析
‘

贾敬 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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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动物研究所
,

西安兴庆路 西北大学生物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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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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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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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比较分析我国牛科 中 种 动物 即羚 牛
、

绵羊
、

黄 牛 的染 色休 组 型
,

从染 色休数 目 和

形态上比较它们之 间的差异
,

并讨论这 种动物彼此之 间的进化 亲缘 关系和进 行杂交育种 的

可能性
,

为畜牡育种培养新类型提供细胞遗传学的依 据
。

关键词 染 色体 羚 牛 绵羊 秦川 牛

分类号

材料和方法

本试验所用动物 羚牛
、

绵羊
、

黄牛 皆由颈静脉采血
。

应用外周血淋 巴细胞培养法制备染 色体标本
。

使用的培养液成分为
“ ” 、

小牛血清
, ,

值调 至
。

每瓶接种血
。

在 ℃的培养箱内培养
。

培养终止前 一 加秋水仙素
,

其最终浓度为 拼
。

收

获细胞时进行低渗
、

固定等制备染色体切片处理
。

其 带是用胰蛋白酶处理
,

染色

结果与分析

羚牛的二倍体细胞染色体数是 , 一 其 对常染 色体中有 对为近 中着丝点染 色体和 对端

着丝点染色体 在性染 色体中
,

染色体为端着丝点染色体
,

染色体为近中着丝点染 色体
。

绵羊的二倍体细胞的染色体数
。

其 对常染色体中有 对近中着丝点染色体和 对端着

丝点染色体
。

在性染色体中
,

染色体为端着丝点染色体
。

染色体为近中着丝点染 色体
。

黄牛的二倍体细胞染色体数
,

其中 对常染色体皆为端着丝点染色体
。

在性染 色体中
,

染

色体为近中着丝点染色体
。

染色体是一个较小的近中着丝点染色体
。

现将以上 种染 色体数 目和形态归纳为附表

从 附表中说明
,

羚牛和绵羊的染色体数目虽不相同
,

但二者的臂数相同 一
,

而黄牛的染色

体臂数 一
。

由此可看出羚牛与绵羊的亲缘关系非常密切
。

这是 由于黄牛的 对常染 色体皆为端

着丝点染 色体 绵羊的 对常染 色体中出现 对近中着丝点染色体 羚牛的 对常染 色体中出现 对

近中着丝点染 色体
,

这样后二者的端着丝点染色体就相应地减少了
。

近中着丝点染 色体的形成
,

主要是

由两条端着丝点染 色体发生着丝点融合 即罗伯逊易位 的结果
。

在羚牛和绵羊之间仅相差一对近中着

丝点染 色体
,

也就是在二者之问相差一个 罗伯逊易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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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我国牛科中 种动物的染色体组型比较

常 染 色 体 性 染 色 体

土, 且

牛羊羚绵

黄 牛

注 染色体臂数 , 近 中着丝点染色体 。 。 端着丝点染色体
。

罗伯逊易位是牛科动物染色体组型进化机制的主要因素之一
。

也就是说 由于着丝点融 合致使双臂

染 色体 如中
、

近中着丝点染色体 数逐步增加
,

相应的单臂染 色体 如端
、

近端着丝点染 色体 逐步减少
,

结 果使染色体总数出现 由多变少的进化趋势 例如在野牛属 , 一
、

牛属
, 一 和 山羊属

, , 一 中常染色体 皆为单臂染色体
,

没有双臂染 色体
。

不过在牛属 中也有少数例外
,

这也可 以说是 中

间过 渡
,

如在野黄牛 , 和大额牛 , ,
的常染 色体中出现 对双臂

染 色体
。

在羊亚科中盘羊 ’ , , 的常染 色体中出现 对双臂染 色体 在绵羊属

’ , 的常染色体中出现 对双臂染色体 察牛亚科中的羚牛 “ , , 的常

染 色体中出现 对双臂染色体 在亚洲水牛属中沼泽水牛 一 与河流水牛
, 一 的常染 色体中

出现 对双臂染色体 在察牛亚科中察牛 , 一 和亚洲水牛属 中阿诺阿水牛 ,

的常染 色体中出现 对双臂染色体 在羚羊亚科 的常染色体中双臂染 色体数则更多

可达 对
,

而单臂染 色体很少
。

由此可以看出在牛科动物的进化过程中
,

牛亚科比较古老
,

羊亚科与

路牛亚科次之
,

而羚牛亚科 比较先进
。

由此也可看 出
,

在本项 比较试验中
,

羚牛和绵羊的染色体组型 比较接近
,

而它们与牛亚科的染 色体

组型相距较远
。

从性染 色体来看
,

羚牛与绵羊的 染色体皆为端着丝点染色体
,

染色体皆为近中着丝点染 色体
。

而黄牛的 与 染 色体 皆为近中着丝点染 色体
,

没有端着丝点染色体
。

这说明羚牛与绵羊之间存在着密

切的亲缘关系
,

而与黄牛之间的亲缘关系则较远
。

此外
,

还说明牛属动物的 染 色体存在着种间和种 内

的多态现象
。

进一步从这 种牛属 动物染 色体 带带纹来看
,

三者大致表现出相似的带纹
。

如第一号染 色体上
,

羚牛和绵羊的染色体长臂上和黄牛的染色体臂上
,

中心部位为亮带
,

远端为暗带 第 号染 色体
,

羚牛
、

绵羊长臂与黄牛染 色体臂的中心部位为亮带
,

远端亦为亮带 第 号染 色体
,

羚牛和绵羊的染 色体长臂

上有均匀的暗带
,

黄牛的染 色体臂上近端为亮带
,

中心部位有两条暗带 第 号染 色体
,

羚牛
、

绵羊
、

黄牛

的染 色体臂上
,

近端为暗带
,

中心为亮带
,

末端为暗带 第 号染色体
,

三者皆表现为均匀的暗带
。

以后的

各条染 色体带纹大致表现出近端亮带
,

远端暗带或亮带
。

由此可见
,

在牛属动物的 带带纹上大体表现

出一致性
。

这说明牛属 动物之间的共同亲缘关系
。

若在牛科动物之间进行远缘杂交
,

可能会出现以下 种情况 ①杂交不孕 ②杂种不育 ③杂种可

育
。

成功的远缘杂交试验实例是马 一 和驴 , ,

其 即骡 是不育的
,

主要原因是双

亲染 色体臂数相差太大 马的 驴的 一
。

在牛科中
,

如野黄牛 , 与家黄牛

。 杂交
,

其杂种 代 的染色体组型介于两个亲本之间
,

即
, 一

,

其常染色体中有 条近中着丝

点和 条近端着丝点染 色体
,

对性染 色体
。

其杂种 代的雄性是不育的
,

但杂种 代的雌性个体与黄

牛交配
,

可得到染色体 一 或
,

的杂种 代
。

据此推测
,

羚牛与绵羊杂交
,

由于二者的染 色体臂

数相同 一
,

其常染 色体中仅有一对近 中着丝点之差
。

性染 色体中 染 色体 皆为端着丝点染 色

体
,

染色体皆为近中着丝点
,

故杂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若羚牛与黄牛杂交
,

由于黄牛的常染色体皆为

端着丝点
,

而羚牛的常染色体中有 对近 中着丝点染 色体
,

且二者的性染色体相差较大
,

即羚牛的 染

色体为端着丝点
,

而黄牛的 染 色体为近 中着丝点染 色体
,

因此推测羚牛与黄牛杂交成功的可能性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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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牛的染色体核型

羚牛染色体 带

绵羊的染色体核型

绵羊的染色体 带型 绵羊 带是引用 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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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的染色体核型

黄牛的染色体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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