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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我国动物

遗传学的成就．

王 春 元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

建国以来，在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动物遗传学发展很快，取得

了不少成绩。建国十周年时，崔道仿曾对“十年

来我国动物遗传的成就N作过总结性的介绍[170

为了庆祝建国三十周年，本文主要对1959年以

来我国动物遗传的成就作一简要的介绍，以表

纪念。

一、杂交育种和杂种优势利用

（一）养蚕业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

丰富的家蚕品种资源，是桑蚕的发源地和蚕丝

的出口国。孙本忠曾培育了镇三、镇四新品种，

不但产丝量高，丝质好，而且发现这种蚕有一种

奇异的特征，雌蚕体有黑色斑纹，雄蚕没有，从

而大大地简化了蚕种繁殖上鉴定雌雄的过程，

提高了烘蚕的质量和丝的均匀度。中国科学院

实验生物研究所培育出5个蓖麻蚕新品种，即

素白型、姬黄型、蓝皮型、花白型和花黄型。蓖

麻蚕原产印度，在任一发生阶段中都不休眠。该

所利用蓖麻蚕与擂蚕杂交，解决了蓖麻蚕以蛹

越冬的问题[21。江苏省高资蚕种场于1970年
育成了江苏蚕1号和2号新品种，已在该省推

广。

（二）养鱼业 自1958年池塘饲养青、

草、继、编四大家鱼人工繁殖陆续获得成功以

来，到1961年全国已推广了人工繁殖鱼苗，结
束了到江河捞取鱼苗的时代『习。

在鱼类杂交育种上，湖北省水生所[al和梁

志成『51等曾对不同品种鲤鱼进行杂交，发现兴

国红鲤？X散鳞镜鲤d'；龙州镜鲤？X散鳞

镜鲤d'，以及红鲤与团鲤的杂种一代都具有明

显的优势。杂种生长快，抗病力强。还有红荷

包鲤？X元江鲤d杂交培育成的荷元杂交鲍,

肉细鲜美，深受群众欢迎〔‘，。

在鱼类的育种工作中还开展了远缘杂交的

工作。一长江水产所［[7l利用缩鱼？、醚鱼了进行

多次人工杂交，得到了缩鳞杂交子一代。子一

代的雄鱼又同Ark鱼回X,其后代无论在鱼种阶

段或成鱼阶段都比墉鱼发育快。此外，草鱼X

团头纺、团头妨 X长春蝙,鲤 X螂、大鳞白缝

X白鳞、海南岛大鳞鳞 X珠江鳗、长江鲤 X螂

鱼和泥鳅 X鱼即鱼的杂交等都获得了成功，为培

育新品种提供了新来源。

鱼精子低温保存和长途运输的成功「al，为

不同水系草、鳞、墉等的种内杂交创造了有利的

条件；此外，利用激素喂养莫桑比克罗非鱼（即

非洲螂鱼）的幼鱼，促进其性转化的研究也获得

成功『9,101，这对于在生产上饲养生长快的单一性

别的鱼，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成为可能。

（三）畜牧业 对原有的牲畜逐步进行

了选优汰劣，同时开展杂交育种工作。如北京

黑猪、吉林花猪等都是品种间杂交，通过横交固

定培育而成的。

我国已育成贵州黑白花奶牛。它是采用荷

兰公牛与贵州黑母牛杂交选育而成的乳肉兼用

型。培育肉牛新品种的工作也有良好的开端。

吉林；辽宁、河北和内蒙联合培育的草原红牛，
已初具雏型。适应于南、北方不同气候条件的

各种类型肉牛也在培育之中。
我国于 1953年育成了第一个毛肉兼用的

新疆细毛羊，现分布于全国各地养羊区，对改良

我国粗毛羊起了重大的作用。 此外，还育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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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细毛羊、军垦细毛羊、内蒙古刹毛羊和青海

细毛羊等优良品种。

我国已育成新狼山鸡品种‘川。它是采用澳

洲黑鸡对狼山鸡进行插人杂交选育而成的卵肉

兼用的优良鸡种，已在各地推广。其他鸡和鸭的

品种间杂交也在进行，如澳洲黑与来享鸡杂交、

金定鸭与北京鸭的杂交都有明显的优势山’。近

年来，肉用仔鸡生产在我国发展也很快。已育

成的海科白鸡，具有生活力强、适应性广的特

点。在一般饲养情况下，70天可达出口标准［[131

在畜牧业生产上，也较广泛地应用了远缘

杂交，它可以使现有畜禽引人许多新品质，丰富

了“基因库”，为创造新物种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如，在我国青海、西藏一带常用黄牛与耗牛杂

交，一代杂种叫骗牛。公偏牛没有繁殖力，母偏

牛能正常发情，无论偏牛与公黄牛或公耗牛交

配都能产生后代。此外，用不同品种奶牛和肉牛

的冷冻精液改良耗牛也获得了成功。另外，黄牛

X水牛、绵羊 X山羊、家鸭 X番鸭、鸡 X火

鸡、梅花鹿 X马鹿、新疆马鹿 X黑鹿等的远缘

杂交，在我国都已获得成功。

家畜胚胎移植— 借腹怀胎，在畜牧业生

产上已成为扩大优良品种的一项重要的技术措

施。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203组在家兔胚胎

移植成功的基础上，于1974年开展了绵羊胚胎

移植实验获得成功[l 41。随后又利用激素促进超

数排卵及对超排卵的移植，也获得良好的效

果Cl 510紧接着又开展了奶牛和黄牛的手术和非

手术胚胎移植，于 1978年获得了移植小牛。家

畜胚胎移植的成功，为我国填补了这一领域的

空白，在畜牧业生产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进行了毛蟹、青虾、娃娃鱼、鳖、龟、水貂等的试

养工作，特别是大湖移养，已证明具有较大的经

济效果以‘，。

鹿的驯化工作在我国已经取得成功。大熊

猫为稀有珍遗的动物，北京动物园于1963年在

人工饲养下成功地使一只雌熊猫第一次繁殖了

后代，并于1978年利用人工授精繁殖大熊猫，

首次在我国获得了成功L171。另外，对于野生动

物的驯养，也在不少重点地区开展了工作。

三、细胞遗传学研究

二、引 种 驯 化

我国比较重视引种驯化的工作。在鱼类，

肯定了团头鱿在全国各地的饲养价值，证明了

新的放养对象M鱼（银姻、黄尾蜜m、细鳞斜领
姻）对池塘的增产效果；研究了非洲螂鱼的繁殖

控制、稻田和海水放养；探索了胭脂鱼在水库中

的生长和中华鳃鱼的人工养殖。新从国外引进

的四种罗非鱼已在各省试养。此外，在各地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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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胞遗传学方面，我国主要开展了动物

染色体组型的分析，小白鼠精子发生过程中细

胞核变化的规律，以及细胞核移植等方面的研

究工作。

陈宜峰等118,19，曾对我国珍贵动物金丝猴和

称猴的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作了染色体组型的

观察，证明金丝猴的二倍体2n一44,称猴的

2n＝42，它们的性染色体？XX, d' XY型。施

立明等〔203对赤庚、小虎及其子一代杂种进行了

细胞遗传学研究，指出赤魔的染色体2n=d'7,

？6, NF＝12;小虎的染色体2n二46, NF二

46。这两个核型差异如此之大，居然能杂交，令
人迷惑。通过对上海西郊公园雄赤虎和雌小虎

杂交后得到几只第一代杂种进行了外周血培

养，发现雄性杂种2n二27, XYIY2；雌性杂种

2n二26, XX，核型中，包含有赤虎和小魔的染

色体组分，从而有力地证明这是真正的第一代

杂种。此外，对我国的野牛和几种家畜（牛、羊、

猪）的染色体组型也进行了研究，这对于确定家

畜品种在遗传结构上的变异有了依据。

关于染色体与细胞分化的关系问题。吴政

安〔川利用离体培养对两栖类体细胞的染色体组

型及不同组织的染色体组型作了比较分析，结

果表明，中华大蟾赊2n二22，在同一个体不同

组织的细胞之间均无显著差异，因此，认为分化

的细胞并没有在染色体形态结构上得到反应。

然而杨永锉等〔221对摇蚊多线染色体的研究，曾

观察到不同组织的不同细胞的染色体，由于多

线程度的差异导致细胞体积和功能上的变化。



这些结果的分歧。值得进一步探讨。

关于人工单性生殖的个体是否有传种接代

的能力，朱洗等于1961年首先作了回答[231。他

们利用上海蟾蛛离体产的无膜卵球，经过针刺

注血后发育成的雌蟾赊，成熟后可产卵，受精发

育良好。这是世界上第一只无外祖父的母蟾赊

产卯传种。说明人工单性生殖的子裔是能够传

种接代的。

关于核质关系问题。童第周等[243将黑斑蛙

的红血球移人去核的黑斑蛙卵中，移人红血球

的核即分裂，卵子发育为正常的蜗蚌。这表明细

胞核具有全套的遗传功能，即核的全能性。在

鱼类，金鱼和螃皱鱼属于不同亚种，将金鱼核移

人去核的0皱鱼卵中，发育的胚胎为螃皱鱼性

状[253。这说明细胞质对细胞核有控制作用，性

状的发生受细胞质的影响。王春元等．61在进行

金鱼品种间的杂交试验中，曾发现金鱼的一些

性状（如体长、尾鳍等）表现为母性遗传的现象。
在虎头鱼与红细鱼的正反交中所得的结果表现

为偏于母体的性状。这也证明细胞质在遗传上

的作用，细胞质遗传在脊椎动物中同样是存在

的。螂鱼和鲤鱼属于不同的属。童第周等[257将

鲤鱼的核移入去核的卿鱼卵中，卵子能正常发

育成正常成鱼。它的性状有的类似鲤鱼；有的

为中间型，并且这样核质配合的杂种鱼能产生

具有正常功能的生殖细胞。这些试验表明核质

的关系是：细胞核具有全能性；遗传性状的出

现，是细胞核和细胞质相互作用的结果。细胞

质不但对发育和遗传有不同程度的作用，并能

控制细胞核的活动。引起细胞的分化。

四、辐射遗传研究

随着原子能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它作为强

大的能源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使人类面临着

遭受电离辐射损伤的危险。从生物学方面研究

辐射损伤及其遗传效应，对辐射防护和辐射育

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国遗传学工作者在

这方面也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

（一）关于剂盆率效应的问题 一次急

性照射与分次累积照射之间的辐射损伤有无差

异。张忠恕等[271以200伦X射线一次急性照射

和分次累积 （每隔24小时照射20伦，10天内

累积总剂量为200伦）局部照射称猴翠丸，观察

了精子发生中精母细胞第一次减数分裂后和早

末期所出现的染色体畸变率。其结果是一次急

性照射组的染色体畸变率要比分次累积照射组

增加一倍以上，且差异是显著的。周宪庭等〔281

以60 Coy一射线300伦一次急性照射及低剂量
长期诱发家兔染色体畸变也获得相类似的结

果。谈家祯等「291以不同剂量的Y射线（从最低

5伦到最高400伦）处理雄性称猴后，曾观察到
称猴精子发生过程中染色体畸变率的增长，是

与剂量的增加呈现指数的关系，即剂量增加一

倍，频率增加4倍。由此可见，在总剂量和剂量

强度相同时，一次急性照射所引起的细胞学损

伤要比分次累积照射更为严重，分次累积诱发

染色体畸变率的效应并不是按照简单的相加法

而累积的。

（二）不同类型细胞的敏感性 不同类

型的细胞对辐射的敏感性是否相同。 张忠忽

等[307以100伦X射线全身照射性成熟的称猴
后，在不同时期取出翠丸。曾观察到称猴的B

型精原细胞辐射敏感性大于A型精原细胞。汪

德耀等〔317以400伦X射线全身照射雄性小白

鼠，结果发现，精原细胞的减少，主要是由于细

胞死亡所致，精母细胞及减数分裂时对X射线

敏感性较精原细胞和有丝分裂为小。

（三）不同发育时期的辐射敏感性 汪

安琦等[321、王春元等[331曾对金鱼胚胎发育不同

时期的辐射敏感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同

一发育时期胚胎的死亡率、畸形率和染色体畸

变率均随剂量的增加而增加。但在不同发育时
期对射线的反应是有所不同的，其中以胚胎发

育早期— 1-细胞期最为敏感，随着胚龄的增

长而递减。但是在哺乳动物中，徐子成曾发现有

一个划分敏感期的分界点。他以200伦X射线
对出生后从6小时开始到7天的小鼠，分成12

个试验组进行全身一次照射，结果发现，在出生

24小时龄以前的各组的卵巢与对照组基本相

同，看不出病变；而在24小时龄以后的各组，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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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均发生明显的病变。 将这些组的动物分别

与正常雄鼠进行交配，所得结果与组织学观察

完全吻合，即出生24小时龄以前的雌鼠，均能

正常繁殖后代；而出生 24小时龄以后的雌鼠，

没有一个能正常繁殖的。这更证明了雌性小鼠

出生后24小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敏感期的分

界点。分得如此明显，简直是“全有”或“全无”的

反应。为了考察其原因，还将鼠的胚盘捣碎，做

成匀浆，然后抽提、消毒，注射到24小时龄以后

的鼠体，再进行同样的照射。结果又发现，出生

36/1、时龄的雌鼠，性成熟后仍能正常繁殖后代，

敏感点竟推迟了 12小时。它提示人们胚盘内确

有一种物质。能起到辐射防护的作用。很可惜，

15年前接近国际水平的新发现，竟被万恶的“四

人帮”破坏了「341

（四）直接照射和间接照射的比较 赵

寿元等「351以200伦X射线直接或间接照射称猴

辜丸。实验结果指出，直接照射引起精原细胞

减少。间接照射后，A型精原细胞减少，B型精

原细胞及精母细胞数量均有变化。可见，间接

照射对生殖细胞也有影响。作者认为这可能是

间接照射产生了某些物质，影响了细胞的正常

代谢活动所致。

（五）内照试验 陈秀兰等[361利用200

及400微居里的32p处理雄性小鼠，结果发现，

两种剂量均能使辜丸缩小，剂量大则影响更甚。

400微居里处理后的第5天就没有精原细胞的

分裂相，而初级精母细胞分裂相的消失是在第

25天。可见精原细胞对32P敏感性较初级精母细

胞为大，而且也观察到400微居里已能引起小

鼠精子发生过程的暂时中断。这种由内照引起

的辐射损伤一也是明显的。

其他如人工诱变，利用各种理化因素诱发

动物遗传变异的研究一也在进行，并且发现超声

波所引起的可见变异是可以遗传的‘371O

五、遗传工程研究

在动物的遗传工程方面，童第周等〔38,391从

娜鱼卵巢成熟卵子的细胞质中提取mRNA和
从鲤鱼成熟的翠丸的精子提取DNA，分别注人

金鱼的受精卵内，实验表明，外源 mRNA和

DNA都能诱导金鱼产生单尾性状，并且这种变

异是可以遗传给后代的。童第周等“。J还利用鲤

鱼卵子的 mRNA注人金鱼受精卵，也获得相

同的结果。 从而进一步说明不同属之间的

mRNA 也同样具有诱导性状变异的功能。为

了进一步探讨这种注射过鳃鱼的mRNA的“金

鲤鱼”其内部遗传机理是否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对遗传上有重要作用的同功酶— 乳酸脱氢酶

(LDH）同功酶进行了分析，发现“金鲤鱼”的肝

脏LDH同功酶图谱与金鱼或鲤鱼都不同。而是

综合了金鱼和鲤鱼的类似杂交鱼肝脏的 LDH

同功酶谱[4i10
在蚕上，陈元霖等[421利用家蚕的核酸诱导

蓖麻蚕遗传变异的研究中，曾观察到在5龄期

注人核酸蛋白（DNl'）的试验组内，其后代约有

3 3 j'o的突变体在形态上具有黑蚕（供体）的特
征，说明是异源核酸蛋白诱导的结果。

童第周等140J对不同纲间的动物进行试验，

他们从美西崛和加州螺两种不同物种的嵘螺提

取的 DNA分别注人蓝丹风金鱼和红龙睛金鱼

受精卵中，结果均有l%的幼鱼长出平衡器。经

组织学检查，发现这种平衡的内部结构和小蝶

螟的平衡器是一模一样的。这表明核酸对远缘

动物的发育、遗传也有诱导作用。这对于令后

利用人工方法改造动物的性状，培育动物新类

型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

其他方面的研究，如细胞融合、性别控制、

数理遗传学、免疫遗传学⋯⋯等也都开展了工

作，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以上是关于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动物遗传

学研究的概况。近十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

破坏，使本来同世界先进水平正在缩小的差距

又拉大了。目前，我国在动物遗传学基础理论方

面的研究还开展得不够广泛和深人，还有一些

薄弱环节和空白，如发生遗传学、数量遗传学以

及行为遗传学等方面。打倒了“四人帮即，科学

的春天来到了。去年10月，中国遗传学会成立

了，它标志着我国遗传学发展的新的里程碑，体

现了遗传学工作者团结战斗的新局面。我们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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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我国遗传学必

将有一个高速度的发展，为我国科学技术的现

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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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通报》外文版将于1930年复刊
《科宇通报》是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综合性自然科学

学术刊物。鉴于近年来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和我国

科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中国科学院决定于1980年

1月起恢复《科学通报》外文版，刊期暂定为月刊，相当

于中文版（半月刊）两期的合刊。

《科学通报》中、外文版的内容，除力求全面、及时

地以简报形式扼要报道我国基础科学以及农业、医学

和技术科学的基础研究成果外，为了更多、更快地报道

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于明年1月起另增辟“研究通讯”

专栏，只报道研究结果，每篇字数限在70。字以内。欢

迎我国科学工作者踊跃投稿。

读者对象：国内外科学技术工作者。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出版日期：中文版每月十五日、三十日，外文版每

月十日在北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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