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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瓜 粗 线 期 染 色 体 形 态

张成福 马正谭 魏晓明 郭德栋

比丹江师范学院 ) (齐齐哈尔园己所 ) (黑龙江大学生物 系 )

摘 要

本研完分析 了二倍体 西瓜的粗 线期染 色体形 态
,

主要注意其常染色质和异染色质分化的

特征性模式及长度
、

臂比 等染 色体 参数
。

西瓜粗线期 染色体的染 色粒
,

显示近 中分布类型
,

异染色质 区定位 于着丝 点附近
。

从形态上 鉴定 了全部 11 条粗 线期 染 色体
,

初 步建立 了粗 线期

核型
,

这时进一步研究西瓜细 胞遗传学非常有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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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瓜染 色体较小
,

有 丝分裂中期形 态分化太 少
,

因此各个报道是不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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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 9 70 )报 道
,

西瓜

中期染色体长度 变化在 1
.

24 一 2
.

88 微术之 间
,

绝大部 分为亚 中着丝 点 染色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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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 为中部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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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色体
,

只 有一 时染 色体

不 着臂
。

显然
,

利用常规染 色体技术很难在有丝分裂中期
,

准确地鉴别每 条染 色体
。

至于 减

数分裂研究
,

报道也很少
。

应 当承认
,

西瓜细 胞遗传研究是比较 落后的
。

迄今 为止
,

尚 无 西

瓜粗 线期核型
,

染 色体形态方面的报道
。

查清西瓜染 色体形 态
,

识 别每 条染色体
,

是西瓜细

胞遗传学墓础工作之一
,

时于 西瓜遗传分析
、

染色体操纵
、

进化及亲缘关 系的研究
,

具有重

要意义
。

我们 对西瓜粗线期染色体形态进行 了初 步研 究
,

并在此报道 西瓜粗线期核型
。

材 料 及 方 法

材料是齐齐哈尔 市园艺研究所提纯的早花品种
。

从现蕾植株上采集花芽
,

固定于新配制

的冰乙酸和 乙醇 ( 1 : 3 ) 混合液中24 小时以上
,

以后转移到70 %的乙醇 中
,

放在冰箱里保

存到利用
。

从固定的花芽中收集粗线期阶段的花药
,

放在纤维素酶(2
.

5% )和果胶酶(2
.

5% )

混合液中
,

室温下酶解 3
.

5一 5 小时
,

蒸溜水洗涤
,

二 次
,

置 于乙 醇一 盐 酸 一洋 红 染 色 液

(Sn
o w

.

1 9 6 3年 ) 中
,

室温下染色 24 小时以上
。

用常规方法压 片或于一滴丙酸 水合三 熟乙

醛一洋红染色液中压片
。

相差显微镜观察及摄影
,

测定染色体各种参数
。

山于西瓜花药中减数分裂阶段不完全同步
.

从不同细胞分散的单个二价体收缩程度 可能

基有差异的
。

因而简单地比较染色体参数并不能准确地鉴定每条二价体
。

为了准确地鉴定
.

找们选用有两条二价体以上分散 良好的细胞
,

进行比较
,

构成模式图 按染色体参数和特定

结构
,

将每条分析清楚的二价体合并归类
,

鉴定染色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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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染色体总 长度
,

将每个粗线期染色体编号
。

最 长的编为 1
一

号染色体
,

依此类推
。

按

L “v a n
等 (1 9 6 4 ) 命名法对染色体着丝点位置命名

。

结 果

本实验测得的结构参数
,

如染色体 长度
、

短臂及 长臂的 长度
、

臂比
、

相对 长度及染色体

类型等列于表 1
。

染色体参数的变异系数
,

核仁组织者的有无等
,

记于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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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以微米为单位
; 士后之数字为标准差

。

二 随体染色体
,

随体计算在染色体长度之内
。

⋯ m 为中部
, s 爪为 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休

。

表 2 染色体参数的变异系数

一一
西瓜 11 条粗线期染色体中

,

异染色质区的染色粒大都定位于着丝饭附近
, ‘

常染色质区分

布于染色体两臂的远端部分
,

清晰显示近中间分布类烈
。

染色体组山 2 个亚中部着丝点染色

体 ( 2 号和 10 号 ) Tll g 个
,

1
‘

部首丝点染色体 ( 1 号
、

3 一 。
一

号
、

1 1 号 ) 构成 其中 1 。号染色

体与中yp o a
‘

r
.

B ( 1 9 8 2) 报道的相似 鼓 氏染色体相当于最娜染色体的 2 倍
。

除 1 1 号之外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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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长染色体比短染色体变化的大一些
。

除 8 号之外
,

短臂比长臂变化大一些
。

变化最大的是 1

号染色体
。

西瓜粗线期染色体中
,

有二条染色体具有核仁组织能力
,

与核仁相结合
。

一条是第一号

染色体
,

次缴痕在短臂上着丝点附近
。

另一条是 6 号染色体
,

核仁区位于远端距随体6
.

63 微

米处
。

所有染色体都有明显的端粒结构
,

这对于识别每条染色体是非常有利的
。

下面简述各染色体的特征
。

第 1 号染色体是最长的
,

是基本核仁组织者染色体
。

这个染

色体由于与核仁相结合很易鉴别
,

但因为核仁组织区位于短臂的近着丝点处
,

较难看到长短

臂齐全的完整染色体图象
,

所 以测得的数据是变化最大的
。

短臂远端处有 5 个较 大 的 染 色

粒
,

长臂近中心有 5 一 6 个明显的染色粒
。

第 2 号染色体为亚中着丝点染色 体
.

深 染 色 粒

集中于近着丝点处
。

第 3 号染色体为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

染色粒仍为近中部
。

第 4 号染色体

短臂基本为异染色质区
,

分布较多染色粒
。

第 5 号染色体以染色粒较少为特征
。

第 6 号染色

体是与核仁相结合的染色休
。

第 7
一

弓
、

第 8 号和第 9 号染色体较难区分
,

7 号染色粒两臂相

似
。

8 号短臂染色粒较多
。

9 号长臂染色粒较多
。

第 10 号染色体为亚中着丝点染色体
。

第 11

号是最短的染色体
。

根据测得的染色体平均参数
,

初步绘出了西瓜 11 条粗线期染色体核型 (图 1
、

2 )
。

由于

}司一染色体的染色粒分布模式在细胞间和制片间有微细变化
,

因此
,

我们绘制的模式图
,

只

能反映粗线期染色体的多数情况
。

在减数分裂粗线期的发育过程 中
,

常 可观察到染色体开裂现象
。

这种开裂可 发 生 于 末

端
、 ‘

常染色质区和异染色质区等染色体的各个部位
。

也可观察到染色粒互相结合现象
。

这种

现象与甜菜粗线期观察到的情况相似
。

图 1 :
西瓜粗线期核型模式图 讨 论

注
:

CM
,

着丝点
,

S C
:

次缎痕
,

g
:

间陷

本研究揭示的西瓜粗线期染色体结构分化特

征
,

可 以初步鉴定每条染色体
。

但是 各 染 色 体

常常互相缠绕
,

很难获得全部染色体分散良好能

够鉴别的细胞
,

只有在一个细胞中全部二价体皆

具清晰 长度时
,

才
‘

能将其各条染色体相互 比较
。

然而这样的细胞极难找到
。

我们研究的是一个细

!!包中有两个以上分散良好的可分析的二价体
,

比

较其每条特征
,

将不同细胞的个别二价体归并为

同类
,

并进行测量
。

这种方法曾有人 应 用 于 甜

菜
。

西瓜染色粒分布模式为近中间类型
,

染色体

两 臂上定位于远端的淡染小染色粒
,

在不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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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制片间是变化的
。

这种细微变化可能是由于粗线期发育的不 同程 度螺旋化或不稳定所致

( B r o w n z g 峨9 ;
L a ln a n d E r i k s o n

,

1 9 6 5 )
。

我们把粗线期核塑
’涌汀人报道的体细胞核找lj进行 了 I匕较

。

粗线期最短染色体相当于最长

染色体的 5 0 %
,

而体细胞
,

卜期分别相当于 43
.

05 %
、

3 了
.

5和 6 6
.

盯%
。

粗线期染色体类型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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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小yp c a
报道相近

。

粗线期核型中相对长度变化 比中期 大 (6
.

40 一 1 2
.

80 对 7
.

5一 10
.

8 )
。

显

然
,

由于西瓜中期染色体较小
,

不易准确测量
,

因而造成报道不一致
,

精确度下降
.

粗线期

染色体较长
,

表现出明显分化
,

可以认为结果是比较可靠的
。

加之
,

西瓜粗线期染色体长度

与有丝分裂中期相比较
,

收缩 ]2 一20 倍
,

比其它作物收缩的强 (如甜菜 ) 这可说明
,

西瓜适

合于粗线期分析
.

我们发现西瓜粗线期两条染色体有核仁组织能力 ( 1 号和 6 号 )
,

这是体细胞分析中没

有确定的
。

我们用银染方法也证实西瓜有两条染色体有核仁组织者与粗线期分析相一致
。

图 2
、

图 1 一11 代表西瓜粗线期 1 一n 号染色体
,

图 12 一 15显示二价染色体开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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