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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蟾蛤和新疆绿蟾蛤的核型、

C一带和Ag-NORsI )
李 树 深

（云南大学生物系，昆明 650091)

本文报道了云南的哀牢蟾赊和新疆绿蟾蛤的核型I C-带和 Ag-NORso 新疆绿蟾赊 2n=44

(36M＋8SM), NF，88，除 Nos. 7, 8, 13, 14四对是SM外，其余诸对均为M，一对随体和 Ag-NORs

位于 12q ter, C一带位于全部染色体的着丝点区域，随体位置也显示C一带，并有少数不稳定的端位和插

入型C一带。推测它可能是来自欧洲绿蟾蛛的老四倍体类型。哀牢蟾蛛 2”二22 (20M十2SM), NF-

44，其中只有 No. 7为 SM，一对 Ag-NORs和随体位于 6q ter，但该区域不着染C-带；全部染色体的

着丝点显示不同程度的C-带正染；本种未发现与性别相关的异形染色体。最后，文中讨论了蟾蛛属的

核型演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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蟾NZ科动物在全球广泛分布于除澳 大利

亚、新几内亚和马塔加斯岛之外的温带和热带

地区，种类繁多，约300余种［1101，我国计2属14

种11,81。绝大多数蟾蛛有角质化皮肤、陆栖，具

有毕氏器。Bogart (1972), Tandy和 Tandy

(1976), Schmid (1978'82）对美洲的蟾赊、

Kuramoto (1989), Matsui (1985）对:/洲的

瞻蛛，M orescalchi（1973), Birstein（1981)

对欧洲的蟾赊、Scheel (1970), Bogart (1972)
对非洲的蟾蛛作过各种核、带型研究。 杨玉

华〔61、尚克刚等[41温昌祥等[71，杨慧一〔n、何海

晏131等对分布在我国的中华蟾赊，花背蟾赊、黑

眶蟾赊等做过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吴敏等121报

道了新疆绿蟾赊的核型，但未有带型资料。本

文拟报道分布在云南的哀牢蟾蛛和新疆绿蟾赊

的核型、C一带和 Ag-NORs，并对新疆绿蟾赊

的分类地位和起源等问题作了广泛讨论。

(B. viridis), 3？, 1990年7月采自新疆伊犁

和库尔勒。染色体玻片标本沿用本实验室的骨

髓细胞蒸气固定法［t13]5染色体类型的划分依照

Morescalchiu4，标准，C一带用 BSG法〔18]，银带

按 Howell等‘III法进行0

结 果

哀牢蟾蛤（图1，W版1, D.E.F；表1)

2n～22 (20M十2SM), NF～44, No. 7为

SM，其余各对为M，相邻染色体对间，在相对长

度方面除No. 7和 No. 8，在臂比值方面除No. l

与 No.2, No.4与 No. 5,No.5与 No.6,No.8

与 No.9, No. 10与 No. 11之间无显著性差

异外，其余各对间都达到显著性差异。核型模

式为6＋，，随体位于6q ter (q：长臂，ter～
terminal:端位），但出现频率仅 2/15,几呈现异

材 料 与 方 法

哀牢蟾蛛 (Bufo ailaoanus), 3？、la,

1987--1938年采自云南景东哀牢山；绿蟾除

Li Shushen: The Karyotypes, C-banding and Ag-
NORs of Bufo ailaoanus and B. viridis from

Xinjiang Province
均 新疆绿蟾蛛标本由云南大学生物系87级同学潘庆和刘

胜帮助采集．

本文于 1990年 12月4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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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 哀牢蟾蛛和新疆绿AMIt核型和带型模式图

A.新疆绿蟾蛛；B.哀牢蟾蛛．

二 银染 NORs, C一带和随体；00银染 NORs和随体；．．稳定C一带；遥"u不稳定C-带．

形。一对 Ag-NORs亦位于6q ter，也表现出

异形现象，但不被 C一带正染。全部染色体只显

示着丝点C一带，其中以 No. 3的染色区域较

大。本种未发现与性别相关的异形染色体。

新疆绿蟾蛛（图1,图版I, A. B. C )
2n～44(36M＋8SM), NF～88，除 Nos. 7,

8,13,14四对为SM外，其余均为M, 44条染

色体可排成22对，但是按顺序相邻二对间无论

相对长度和臂比值都十分接近，相异甚小。因

此，实际上可将4条染色体排为一组，共 11组，

其核型模式可写成 6(X2)+5(X2)，十分可能

是一个N倍体类型。12q ter偶尔显示随体，频

率仅 1/11，且只在一个染色上出现。一对 Ag-

NORs也在12q ter; No.1长臂有长度异形现

象。该种的C-带较前一种丰富，小型染色体仅

有较浓的着丝点 C一带，大型染色体除着丝点

C一带外，另外还有少数不稳定的C一带，如Nos.

10,11的长臂端位、No. 5长臂近着丝点区域、

No. 3的长臂插人型C一带。 而且随体位置为

C一带正染。

间期核有二个大小不一的银染颗粒 （图版

1,G),

裹1 哀牢．蛤的核型数据

讨 论

一、据 Kuramotoi'z，的统计，蟾赊科已有

近百种作了染色体研究，约占全部种类的三分

之一。 按其二倍体数可分为两大类； 其一是

2，二22, 6＋5，几乎所有欧亚大陆和美洲的

蟾赊都属于这一类；其二是2n～20,6＋4，与
第一类相比，少一对小型染色体，都分布在非洲

大陆。从综合因素分析，第一类是蟾赊科的原

始核型，第二类是原始核型通过融合或不等易

位产生的。除此之外，还有少数物种或居群是

多倍体性质的。如非洲的B. poweri（？）3n=
301181、亚洲的 B. cavirensis, B. danatensts,

4n 4 44115,221，它们分别是三倍体和四倍体类

型。本文所涉及的两种蟾tilt其体细胞染色体数

分别是22和44，后者显然是四倍体〔21。两者的

核型模式都是 6十5。已知我国蟾蛛科动物的

核型与之相似，但SM的数目和顺序略有差异。

中华蟾赊是 No. 4，花背蟾蛛是 Nos.4, 9,黑眶

蟾赊是 Nos.4, 7 [3,4,5,67。这些差异可能是臂间

倒位和相互易位所致。

二、本文所涉二种蟾蛛与绝大多数蟾A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2

染色体编号 相对长度 臂比值 着丝点位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5.91土0.14

14.99十0.11

14.18士0.19

12.91土0.14

10.37士0．17

9.20土0.14

4.98土0.11

4.97士0.09

4.65土0.08

4.21十 0.06

3.67士0.08

1.24十 0.02

1.29十0.03

1.19士0.04

1.31土0.03

1.22士0.08

1.37十 0.06

2.03十 0.07

1.32土0.09

1.28十 0.09

1.07一十0.01

1.09士0.02

M

M

M

M

M

M

SM

M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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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仅有一对端部次tta痕或随体和 Ag-NOR,,
Schmid"'I曾较广泛地研究了各大陆蟾赊的

Ag-NORs。 其中欧洲的 B. bufo是 6q ter,

B. calamita为Ilq ter, B. parvu：是 I lp ter

(P:短臂），绿蟾蛛 (B viridis）为 6q ter。北

美的7种，6种均为1q per (per一pericentric:
近着丝点区域），1种为lp per。南美的两种都

是7p inter (inter～interstitial：插人型）。而
非洲的四种出现6q inter, 7q inter, 10q inter

三种类型。我国的中华蟾蛛在6q ter、花背蟾

赊在4p ter",'j，哀牢蟾蛛也在6q ter，新疆的绿

蟾赊是四倍体类型，但随体和 Ag-NOR只有

一对，位于12q ter。但是若按四个染色体排为

一个同源组，它同样位于 No. 6上。从上面的

叙述可以看出，美洲的蟾赊种间 Ag-NORs的

变异较小，但是南美和北美之间却有明显差异。

而非洲、欧亚大陆的蟾赊种间差异也较大。

Bogart (1972）从核型观点出发，认为南美是蟾
赊科的起源地，经中美扩散到北美，经过白令陆

桥而扩散到欧亚大陆，最后到达非洲。因此南

美蟾蛛的 7q inter Ag-NOR可视为原始型。

同时，从上述的差异中，可以推测大陆间和大瑞

内部的蟾蛛种间核型差异，可能是包括异染色

质在内的倒位和易位引起的。

三、蟾赊科中多倍体类型很少，Schmi&l8)

报道非洲的 B. poweri (?), 3n = 30，有三个

7q inter Ag-NORs，同时被 C一带正染，被认

为是三倍体。Ma3。 等（1976）认为前苏联吉尔

吉斯的高海拔地区（1 610-3 500米）的绿蟾赊

2n = 44，是一种对高山不良环境适应的四倍体

居群，被命名为Bufo kavirensis (Kuramoto)o
但同一地区的低海拔带（650米）的却是一般的

二倍体绿蟾赊。吉尔吉斯与我国新g同属天山

山脉。因此，新疆的绿蟾赊是否为BA,avirensis?

抑或是另一个物种，有待对形态、地理分布和

细胞遗传学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有一点是

肯定的，欧洲绿蟾蛛的染色体数目是22,而新

疆的却是44，它不应是绿蟾蛛(B. viridis)。另

外，PisanetzEisl报道了前苏联土库曼斯坦西南

部的绿蟾赊的体细胞染色体数为44，被命名为

Bufo danatensis Pisanetzo在该地区还发现二

倍体与四倍体杂交产生的不育性三倍体后代。

而二倍体的绿蟾赊则分布在土库曼斯坦的东南

和南部。吴敏等［lal用新疆和田、哈密、乌苏和乌

鲁木齐的蟾蛛，进行核型分析，其体细胞染色体

数目是44，认为是一种四倍体。染色体数目的

加倍，虽然不是多倍体化的全部证据，但却是其

必要和充分的证据。本文的实验标本来自新疆

的伊犁和库尔勒，其体细胞染色体数目也是44,

可见新疆的绿蟾蛛是一油四倍体类型，从核型

角度，它与欧洲绿蟾蛛是不同的。根据以上事

实，中亚地区有三个四倍休类型都和绿蟾蛛有

密切关系，因此可能是它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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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深：哀牢蟾蛛和新疆绿蟾蛛的核型、C一带和Ag-NORs 图版 1

新弧绿蟾蛛的核型(A), Ag-NORs (B）和C一带 （C);衰牢蟾蛛的核型(D), Ag-NORs及其
异型 （E）和C-带 (F);新沮绿婚蛛的间期银染 (G）及1号染色体长度异型 （H)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