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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王鼠的染色体研究’‘’
庞宏 陈宜峰 陈俊才
（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210024)

本文报道了云南省西双版纳王鼠 (Rattus rajah）的核型，染色体数目为52，其中包括 18对端着丝

粒染色体、7对中着丝粒染色体以及一对性染色体，X为中着丝粒染色体，Y为端着丝粒染色体。不同

于 Yong的研究结果。此外，文章中还从核型上讨论了王鼠在家鼠属动物中所处的分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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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鼠(R. rajah）是啮齿类家鼠属 (Genus

Zattus）动物，它们生活于泰国、老挝、印度尼西

亚和马来西亚等地的热带雨林中［133，我国仅分

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11。有关王鼠的核型

国内至今还未见报道，而国外学者间的研究结

果又存在有较大的差异。Yong认为，马来西亚

王鼠的体细胞染色体数为 36"'，而 Yosida报

道了泰国王鼠染色体数目为52161。我们于1989

年5月间在云南西双版纳励腊县捕获了2只王

鼠(1 },1d')，对其进行了染色体分析研究，结

果与 Yosida的报道相符合。

材 料·与 方 法

（一）实验材料

实验用王鼠 (Rattus rajah）均捕获于云

南省西双版纳州励腊县补蚌原始森林之中。其

中雄性个体一只，雌性个体一只。

（二）染色体制备及测最

采用骨髓细胞染色体空气千燥法制片。每

克体重注射3微克的秋水仙素，2％ 柠檬酸钠

溶液冲洗骨髓细胞，0.075mol/L的氯化钠溶液

室温下低渗30分钟，用甲醇：冰醋x(3:1)的混

合液进行固定，反复3次。制成细饱悬液，滴

片，千燥后用10多 Giemsa染色。

按常规方法进行染色体相对长度及臂比的

测定。

纳王鼠的染色体数目为苏2，其染色体测量数据

见表1。根据各对染色体的相对长度和臂比数

值，绘制了西双版纳王鼠染色体的相对长度和

臂比模式图（图1)0

依照 Levan的染色体分类标准[41，西双版

纳王鼠的常染色体由18对端着丝粒染色体、7
对中着丝粒染色体组成。个体性别由一对性染

色体决定，雄性XY,雌性XX，其中X为中着丝

粒染色体，Y为端着丝粒染色体。（图2)。这

与 Yong所报道的马来西亚王鼠染色体数目

为36有较大的差异E31，而与日本学者 Yosida

报道的泰国王鼠染色体数目一致［[61。不同研究

图 1 王,c,染色体怕对长度和臂比模式图

结 果 与 讨 论

常规体细胞染色体计数结果表明，西双版

Pang Hong et al.. A Study on Karyotype of
Rat，二：ra护ah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资助项目。

1)衷心感谢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吴德林先生在捕
鼠过程中给予的帮助以及对鼠种的分类鉴定。

本文于 1990年 12月5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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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1 王歇染色体测盆结果

序号 相对长度 臂 比

1 75．10士 2.12 1.13士 0.04 

2 64.82士 2.43 1.33士 0.12 

3 53.78土 3.14 1.23士 0·13 

今 46.67土 2.68 1。14十 0.07 

5 41.55土 1.76 1.34士 0.11 

6 38.04士 0.56 1.32士 0．10 

7 36.20土 0.67 1．16士 0.08 

8 34.57士 0.76 

9 33.37土 0.57 

10 31.84十 0.95 

11 30.88土 1.01 

12 29.41土 0.99 

13 27.96十 1.08 

14 26．14十 0.85

15 24.53-1-0.61

16 23.26+ 1 .38

17 22.28十 0.94 

18 20.67士 1.69 

19 59.20士 4.51 

20 49.48土 2.45 

21 41.67士 2．18

22 37.41＋ 1．11

23 34.24士 0.96 

24 31.64土 1.91 

25 21.53士 1.91 

X 53.47士 5.55 1．10土 0.06 

10.09土0.99 

图z 西双版纳主徽伪核旦

2n，52,无带。

者间有这样大的分歧已很难用染色体变异来加

以解释。笔者从经典动物分类学研究中得到了

一点启发。 分类学家 Ellerman曾发现王鼠

(R. rajah）与同属动物 R. sari f e；在系统发

生上十分接近，而且在形态上也很相似，二者亲

缘关系较近13]。一般认为，亲缘关系接近而形

态上又相似的同属动物在核型上也应具有一定

的相似性，这在家鼠属动物屋顶鼠 (R. rattus)

褐家鼠 (R. norvegicus）和黄胸鼠 (R. flavi-

pectus）等的核型中已可以看出这种现象〔”。有
关 R. surife；的核型，Y o ng和 Yosida曾分

别有过报道，染色体数目均为52，包括19对端

着丝粒染色体、2对亚端着丝粒染色体、4对中

着丝粒染色体和1对中着丝粒的性染色体，X

较大，Y较小‘5,61。由此可见，笔者和 Yosida报

道约王鼠染色体不但在数目上与其亲缘关系接

近的 R. surf介：相同，而且在染色体类型上也

有相似之处。据此，笔者推测 Yong所认为的

“马来西亚王鼠" (2n = 36）很可能是其他鼠

种。

（下转第26页）



表z 平阳．素诱发的染色体畸变精子率和断裂均数

畸 变 畸变精子率总断裂数一断裂均数
精子数 （％）

4 ；．。 一 一 0.07 

39 39.0 190 1.90* 
44 44.0- ｛ 2.70* 
5斗 52 .4* 一 2了0 2.86* 

｛398 
PYI：平阳霉素20,ug/ml处理组；PYI1：平阳贾素a0ug/

ml处理组； PY111：平阳悲素60,ug/ml处理组 -P<0.01

4务，属于国外学者报道的正常精子染色体自发

结构畸变率1.4-13.6并范围en0 经平阳霉素

20,ug, 401zg, 60/zg/ml处丫一万的各组畸变精子率

分别为39.0务、44.0务、52.4务。 经统计学处

理各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非常显著（尸＜

0.01)0

目前国外学者在对正常人和癌患者放、化

疗前后精子染色体畸变率的研究中仅用了 “染

色体结构畸变精子率”作为实验参数。我们发

现仅用这个参数不足以全面反映化学物的致断

作用。因为畸变精子率在实验数据处理时是以

1个精子为单位。在1个精子中发生I次或发

生多次断裂均只计为1个畸变精子。而本实验

平阳霉素处理各组中常见．1个畸变精子内有1

种或I种以上类型的多个染色体结构畸变。因

此我们首次应用“断裂均数”即每个观察精子中

发生断裂的平均次数来作为评价化学物致断裂

性的另外1个实验参数。“畸变精子率”反映待

测化学物的致断效应在精子群体中的发生率，

用以评价该化学物引起的剂量反应关系。 “断

裂均数”反映待测化学物的致断强度，用以评价

该化学物引起的剂量效应关系。同时应用两个

实验参数就能为化学物的致断性作出较为全面

的评价。本研究中平阳霉素处理各组与对照组

比较，其断裂均数增高非常显著（P＜0.01)，而

且存在剂量效应关系。

本研究应用已知的致断剂处理人精子得到

阳性结果表明这一新的离体测试系统是成功

的。该实验系统的优点在于：（I)能直接检测

化学物质对人精子中染色体的致断作用，避免

了传统方法 （以人类体细胞或哺乳动物生殖细

胞作材料）可能带来的偏差；(2)精子体系是

一个同步化的群体，同时异合卵只能发育到第

1次卵裂，因此避免了细胞继续分裂时畸变产

物随着细胞死亡而丢失，由此可确定最大的剂

量效应。

这一新的实验系统为研究化学物质对人精

子染色体的致断作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检测手

段。它在遗传毒理学、优生学、受精生物学、男
性学、医学遗传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领域中以

及在医药、农药、食品、化工等多种行业产品的

安全性监测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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