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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中 包含“ 白鱼；线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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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特异性引物对 白鱼（Anabarilius grahami）DNA进行PCR扩增，获得了 白鱼线粒体DNA控
制区基因全序列（930 bp）。控制区T、C、A和G碱基组成为29.8%、22.5%、33.0%和14.7%。对照其他

已报道的鱼类控制区结构，对 白鱼控制区结构进行了分析，识别了其终止序列区、中央保守区和保守序列

区，找到了终止相关的序列TAS以及保守序列（CSB-F、CSB-D、CSB-1、CSB-2、CSB-3）。同时运用DNA
分析软件对 白鱼一个驯养种群（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珍稀鱼类繁育中心）及两个自然地理种群（江川
县明星鱼洞、江川县牛摩村）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两个自然种群存在较强基因交流，未出现遗传
分化；人工驯养种群遗传多样性最高，种群复壮程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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