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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Theriologica Sinica 

青鼬Martes flarigula的核型研究 

陈志平 刘瑞清 王应祥 
(中国 科学 院 昆町动物 研究所) 

摘 要 

本文采用G带，C带和银染桉仁组织者 (A g-NOR．~)等技术，对青鼬(Martes]tavfguIa) 

的棱型进行观察分折。结果表明：2n=40，双臂烫色体16对，单臂染色体 3对，x染色体为 

中着丝粒染色体。No．14同豫染色体着丝点 C带，一条呈阳性，另一条呈阴性。除此之外全 

部着丝点c带均显示强阳性。No．8染色体长譬是异染色质的，No．11和 No．13具端位异染色 

质。A g-NORs只有 1对，分布在 No．15染色体次缢痕暖域。通过核型 比档分析，初步桥 

讨了青鼬的 分类地位和亲缘关系。 

关键词 (Key wo rds)I青鼬 iYellow—throated Marten，Mattes (1aaggula)，染色体带 

型 rBanding paltern of chromosome)，分类 (Classification)o 

青鼬 (Mattes flaviguIa)属食内目鼬科，园某些形态特征独特，所以在分类 地 位 

上众说纷纭。最早Gray(1 865)提出青鼬应为貂属(Mattes)的一个亚属(Charronia)， 

可是Pocock(1941)和Alien(1938)又认为青鼬是貂亚科 (Mustelinae)中的一个独立 

属。有关青鼬的染色体研究，Fredga(i966)曾作过报道，但未见染色体分带资料。我 

们采用G带、C 带和银染技术，对青鼬的核型进行了详细观察，并同貂属其它种作了比 

较分析，对其分类地位和亲缘关系进行了讨论。 

材料 与方 法 

青瞳 成年雌性 1只，捕 自云南腾冲地区。 

方法 (1)骨髓细胞短期培养：取股骨骨髓置于含 l5 小牛血清的日本 “199 

培养液中，37℃培养 5小时，于细胞收获前1．54-,时加秋水仙素，最终浓度为3．33微克／ 

毫升，用常规空气干燥法制染色体标本。 (2)肺成纤维细胞培养t在无菌条件下取出 

青鼬的肺组织，剪碎后胰酶消化，在含l5 小牛血清的日本 “199”培养液里进行培养。 

传代后24—36小时，空气干燥法制染色体标本。 (3)按Seabright(1971)的方法进行G 

显带，C带参照Sumner(1972)的方法。以Howell等 (1980)硝酸银染色技术显示银染 

核仁组织者 (Ag—NORs)，对其数目和分布进行了观察。 (4)按Levan等 (1964)的 

标准确定染色体的形态类型。 

结 果 

1．核型 共观察159个中期分裂相，其二倍体细胞染色体数目为2n=4O， 与 F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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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a(1966)报遭的一致。常染色体分 4蛆：A组 5对中着丝粒染色体}B蛆 7对亚中着 

丝粒染色体}C组 4对亚端着丝粒染色体，其中一对 (No．15)长臂近着丝点区 有 明 显 

的次缢痕}D组 3对端着丝粒染色体。x染色体为中着丝粒染色体 (图版 I一1)。 

2．G带 青鼬每条染色体都显示出特有的 G带带型，从而可使同源染色体正确地 
～ 一 配对。观察中还发现某些同源染色体带型在不同缅胞甚至同一细胞中有着色深浅不 
～ 的现象。这可能是由于标本质量、显带方法或胰酶作用时间不同所引起的，也可能与 

染色体结构状态有关 (图版 I-2)。 

3．C带 共观察分析15个分裂相，发现No．14同源染色体着丝点 C 带，一条呈阳 

性，另一条呈阴性，除此之外全部着丝点C带均显示强阳性。No．8染色体整个长臂显示 

C带阳性。No．11和No．13染色体的短臂具有端位异染色质 在No．15次缢痕区有一大块 

异染色质带，其短臂显示C带阳性 No．19染色体整个呈C带阳性 (图版 I一2)o 

．．银集接仁组织者的数目和分布 根据35个分裂相的观察计数，确认青鼬按型中 

仅有 I对Ag—NORs，分布于No．15染色体的次缢痕部位 (图叛 I一3)。 

讨 论 

关于青鼬的属级分类主要有两种意见。早期 Gray(1865)提出青鼬应为貂属 内 的 
一 亚属 (Charronia)，可是 Pocock(1941)、A11en(1938)认为青鼬的阴茎骨高度特 

化，上唇鼻垫纵沟的深浅程度和尾的长度与貂属典型种类存在较大差异，而把青鼬列为 

Charroaia属。但因青鼬与貂属动物在头骨、齿数及齿型上都比较接近，特别是头骨外 

形与石貂 (Martes foina)酷似，故多数学者仍赞同Gray的观点。 

将青鼬与貂属其它种的核型进行比较，发现青鼬的染色体数目与貂属其它种有明显 

不同 (表 1)。貂属其它种 (Mattes spp．)的2n均为38，只有青鼬的 2n=40，而且染 

色体形态上亦存在不少差异。 。 

囊1 轺■中B个种的棱盈比较 

Table l The eomp~ so． of 『o圩P薛 of six sP。c；薛 Martes． 

S pecies J． 。。 。 J 矗 墨。 

M ．,tim eri~ctte 妞 =3B 30(M +SM )+6《A) XY《SM ．A) Hsu，T．C．‘l盯 1) 

M．『。ina 妞 =3B l0(M)+‘《SM)+2re(ST) XX(M M) Rel*zol*~，A．(1g7D)． 

M．卅d 时 ：Ⅱ=3B 如fM，+s(5M，+8(A) XY(SM，M， r1豫 。珥矗fcEgt·A．C．E 且P．( 黜)． 

M ．P∞ nm “ 2Ⅱ 38 8O【M +SM 4-ST)+e(A) BenirSChke．K．et卫1．(1966)． 

M．ziheI| 口 2Ⅱ=38 25(M+SM+ST)+B(A) )n (SM。SM) r】埔 耵c|Ht，A．C．Ⅱ皿P．0252)． 

Fpa0po~aTc,~afi (1982)报道了石貂和梧貂 (Martes mattes)的G带，c 带及 Ag- 

NORs。通过 G带带纹的逐一对比，发现青鼬与石貂有 16对染色体带纹相似，有 3对 

(No．8，16，19)不同’丽与梧貂只有l5对染色体带纹相似， 4对 (No．8，10，16，19)不 

同。然而，青鼬的G带与同科鼬属的黄鼬 (Mustela sibirica)G带带纹相比，则仅有10 

对相似，有 9对 (No．3，8，I2，13，14，16，17，18，19)不同。Ag-NORs的数 目在青鼬、石 

貂和松貂中均只有 1对，且都位于染色体的次缢痕区域。可黄鼬的Ag-NORs则为 3个 

(王建华等，1982)，除了分布在次缢痕部位外，还分布于 No．11的一条周源染色傩 

上。青鼬，石貂和松貂具次缢痕的那对染色体短臂及着丝点均显c带阳性，而黄鼬具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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缢痕的染色体仅是着丝点 C带浅染 (王建华等，1982)。青鼬有2对染色体 (No．11， 

13)短臂具有端位异染色质，而石貂、松貂和黄鼬均没有。 

综上所述，青鼬虽然在2n数 目上与貂属其它种有明显不同，但在鼬科中有些属染色 

体数 目变化也较大，如鼬属Musteta 2n=30—44J斑臭鼬属 Spitogale 2a=6O一64。所 

以2n的数 目变化可能不能作为鼬科属级分类的标准。通过G带、C带和Ag-NORs的比较 

分析可知，青鼬虽与石貂，松貂有差异，但远没有与同科鼬属黄鼬的差异显著。因此， 

似不宜将青鼬从貂属中独立出来而分为另外一个属。根据青鼬的核型和带型都与石貂、 

松貂等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且明显大于石貂与松貂相互间的差异， 因此，我们认为将 

青鼬归为貂属的一个亚属较为适宜。 

由G带带纹比较可知，石貂和橙貂的亲缘关系最相接近，宣 互塑 关系相对地 
较松貂近。从异染色质C带分析可知青鼬是较特化的类群。因为青鼬的No．8染色体整个 

长臂显示C带阳性，且N0．11，13染色体短臂具有端位异染色质。染色体间的不对称性易 

位和臂内倒位可能导致结构异染色质减少 (Hsu等，1971I Yosida，1980jShi等，1980)， 

也可能导致插入异染色质增加，甚至出现完全为异染色质臂。这些都能促使物种进一步 

分化 (Hsu等，1971)，可能是一种特化的指征，这与形态上青鼬阴茎骨高度特化相吻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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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摘妻 (̂ bst ract) 

CHROM 0S0M E STUDY 0F YELL0W —THR0ATED 

MARTEN (MARTES FLAVIGULA) 

CHEN Zhiping LIU Ruiqing W ANG Yingxia~g 

(Kunming InSHtute ol Zoology，Academia sf町∞，Kunming) 

The karyotype of Martes flaviguga，captured from the WESt of Yunnan， has been 

studied from ebromo：ome preparations of cuIture fibrob1astes and bone marro w cell5． 

The t]ttmbcr of diploid chFomogmT1e is 40． Autosomes consist of 5 pairs of metaeentri— 

gs， 7 pairs of submetacentries， 4 pairs of subteloeentries and 3 pairs of tetocentrics．X 

is a m etaeentrie chroinosom e． 

The G—banded，C—banded and silver—stained karyotypes have been observ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entromerlc distribution of heteroehromatin is demonstrated in al1 

chro mosomes except one曲 romsome of No．14．No．1 9 and the Iong arms of No．8 are 

com pletely C—band positive． The tero aina。of No．11 and No． 1 3 chro mosomes is with 

heterochro matin．A g-NORs are located at the secondary constriction of No．1 5． 

By means of eomparing M．]~avigula with M．1oina，M．mattes and Mustela sibir— 

ico in G—banded，C-banded and silved-stained karyotypes，we think that M．flaHgula 

should be a subgenas of Martes，moreo＼’er，M．，；0 g“ 口 is a spcclalizcd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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