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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中 包含“湍蛙属,核型,C-
带,Ag-NORs”的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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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研究了中国西南部3种湍蛙的核型、C-带及Ag-NORs。就核型而言，除雄性棘皮湍蛙比较特殊，具有27种
染色体外，3种湍蛙的核型基本形式都是2n=26（NF=52），由5对大型染色体和8对小型染色体裁组成，与其

他蛙科种类的核型相类似。但是染色体形态，如臂比值和次缢痕的位置和数目存在一定差异。C-带显示的结果表

明，湍蛙类的染色体上结构异染色质区域比较多， 尤其是居间区C-带比较多，这表明湍蛙类的核型是比较特化

的。其中棘皮湍蛙的居间区和端部C-带最多。3种湍蛙的Ag-NORs都位于No.6的短臂上，与该染色体上的次缢

痕位置相一直。比较3种之间的异同，认为棘皮湍蛙与金江湍蛙核型和带型的相似程度较大,而绿点湍蛙则比较特
殊。 

雄性棘皮湍蛙的二倍体染色体数是27，即有一条染色体不能配对，经过对其形态、C-带等的研究，认为该染色体

为性染色体，其相对长度介于No.6和No.之间（RL=6.26)臂比值为1.32(m)，C-带显示该染色体几乎完全异染

色化，表明该染色体为特化的Y染色体。在其余各对中未见异形现象。 

金江湍蛙（A.jinjiangensis)被认为是凉山湍蛙(A. liangshanensis)的同物异名，本文经与凉山湍蛙的核型资
料比较，发现二者差异明显，可能二者是独立有效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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