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l9卷第 2期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9§】年6月 Acta Unlv．Agrlc．Borea Jl-occld entali~ 

Vo1．19 No．2 

lun． 1 991 

有丝分裂中期染色体超级结构研究初报 

A Re sea rc h Repo rt on Supe r—st ruct u re s of Mftoti c 

Ch roRlo some$ fn Metaphase 

詹 铁 生 

(育 牧系 ) 

Zhan Tiesheng 

(D partmenf o，A Ⅲ口i s̈bandrY) 

关■词 染色体，超级绪构，有丝分裂 

Key words chromos0mes，super—Structures，metaphase 

中置分粪号 Q343．23 

染色体结构由于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与实用价值，已成为几十年来深为世界关注的 

重大研究课题，仅在 《染色体结构与 功 能 会 议 文 集 》 (Cold Spring Harbor Syrup． 

Qant．Bio1．1974．)一书中 就 介绍了上百种剖析染色体的方法。以后这种研究势 头并 

没有减弱。从50年代开始，利用电子显徽镜对染色体进行观察，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染色 

体纤维折叠模型 ⋯ 、螺旋模型 ⋯ 、辐射环模型 ⋯ 、辐射环与螺旋共存 模 型 ⋯ 以 及 

染色体骨架模型等。这些模型各有自己的研究依据，彼此不同，甚至差异很大。由于所 

用的电镜技术，只能观察到中期染色体致密结构的表面，因此均未能提供一张令人信服 

的染色体超微结构图片。国内自8 0年代开始对染色体结构进行电镜观察 ，仍然 没 有 

克服这一技术障碍。 

为了探索染色体超级结构，作者从1 988年开始研究，现在已经得到初步结果。 

材辩与方法 采用外周血培养技术进行细胞培养。从猪的耳静脉采血，在无菌条件 

下，把外周血注入培养瓶中，培养液用RPMI1 640，在38．5℃培养72 h收 获，然 后用气干法 

制做染色体标本片，进行显微观察与显微摄影。显微摄影及观察在一套特殊方法中进行。 

结果 经过长期研究，对中期染色体超级结构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l用作者摸 

索出的一套方法进行观察，其结果如图版所示。图1是猪的2号染色体放大3 500倍 的 照 

片。臂比为1．48：1，着丝粒区在染色单体上的横径明显变细，两条姐妹染色单体 在 着 

丝粒区及长臂端部仍然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中期染色体的基本形态与致霄结构。图2是 

同一条中期染色体经过16 000倍放大所显示的图像。这一高倍放大照片，不但保持了 图 

l中2号染色体的外形特征，而且内部的超级结构也得到比较清楚 的显示，表现 出螺旋形 

的构造。图 3是猪的1O号染色体超级结构照片。低倍观察时保持了一般中期染 色 体 特 

征，高倍放大时的超级结构，其螺旋结构更加明显规则，每个螺环之间的阀距 几 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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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是～种高度有序的结构‘。图片的螺旋构形同纤维折叠模型截然不同，与多级螺旋模 

型有所不同，与辐射环螺旋共存模型有点相似，具体的结构模型只有经过进一步研究后方 

能提出。 

长期以来，染色体超级结构只是一种假说与模型，缺少清楚显示超级结构的照片。 

国内外已发表的中期染色体电子显微镜照片，由于技术限制，致密状态的中期构染色体 

难以显示内部结构，使染色体结构松散后，又失去了天然结构。本文的图片弥补了这一 

不足。在不改变中期染色体致密状态的条件下，显示出内部结构。 

图版 中期染色体超级结构 

1 猎2号染色悻，衰瑰出中新染色的敢密鳍丰句与外形特征3 500 x，2 图1染色体I6 oo0f~ E．示的超教结构· 

j 靖1O号 染色悻 茸薮结 构 1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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