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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果蝇immigrans种组中的curviceps种亚组是1992年新建立的中国特有果蝇类群。该种亚组中的物种主要分
布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目前除了形态学水平的研究外,还没有其他证据支持建立该种亚组的合理性及其起源和种系
发生地位。为了在DNA分子水平上探讨果蝇curviceps种亚组在果蝇immigrans种组中的种系发生地位,从而为今后
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特有果蝇,甚至为果蝇亚属的进化遗传学提供理论依据,测定了immigrans种组5个种亚组 
( nasuta、immigr ans、hypocausta、quadrilineata、curviceps)中 12个代表物种的rDNA的IT S1和部分Adh基
因的序列。其中ITS1序列的长度为513-587bp,共有191个信息位点;Adh基因片段的长度在714-747bp之间,共99个信
息位点。考虑到单个分子提供的信息较少,将两个分子的序列综合起来,组成一个较长的复合序列。分别根据
ITS1,Adh和两个分子的复合序列排比(Alignment)结果,用最大简约法和邻接法构建分子系统树,其中根据复合序列
构建的系统树与形态学研究结果最为一致。分子树显示curviceps种亚组的物种确实单独形成一个分枝,为种亚组
级的分类阶元,支持了形态学将其建立为一个新种亚组。根据Kimura距离,估算了复合分子的替换速率约为每百万
年1.48%,进而计算出5个种亚组的分歧年代。结合各物种的地理分布,推测了immigrans种组的进化历史:curviceps
种亚组与quadrilineata种亚组的亲缘关系最近,主要分布在中国南部的温带地区。它们之间的分歧时间大约为3.4
百万年,是最年轻的两个种亚组。主要分布在苏门答腊及附近的热带地区的hypocausta种亚组的物种是最早分化出
来的,与其他种亚组的分歧时间约为9.2百万年。该结果与形态学和生物地理学研究相吻合。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归
属仍存在争议的物种D.neo hypocausta,在分子系统树中与hypocausta种亚组的物种相距较远,而与immi grasn种
亚组的关系较近,但分枝置信度较低(<50%)。由于还缺乏其他方面的证据,因此D.neohypocausta的归属有待今后的
研究来作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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