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3

1 9 9 5
卷 第 2期
年 4 月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A

e t a U n iv
.

A只 r ie
.

B
o r e a

l i
一 o e e id

e n t a l i s
V o l

.

23 N o
.

2

A p r
.

1 9 9 5

岭南牛的染色体研究

陈 宏 邱 怀 何福海
(西北农业大学 畜牧系

,

陕西杨陵 7 12 10 0) (陕西省山阳县畜牧局
,

陕西山阳 7 2 6 4 00)

摘 要 研究了 n 头 (6 舍5 早)岭南牛的核型
、

G 带
、

C 带和 掩
一
N O .R

.

结果发现
,

岭南

牛群体内 Y 染色体存在多态性
,

Y 染色体有中和近端着丝粒染色体
,

中着丝粒 Y 染色体的 G

带和 C 带与普通牛 (OB
s t a u

r’u s )相同
,

近端着丝粒 Y 染色体 G 带和 C 带与瘤牛 (OB
s idn icu

s )

相同
.

统计了 2 9 2 8 个细胞的 A g
一
N O R

.

数目
,

每细胞平均 A g
一
N O R

.

数为 5
.

377 士 。
.

2 7 9
,

变化

范围 3~ 1 0 个
。

认为岭南牛是我国北方普通牛与南方肩峰牛两大牛群汇合交汇点的南部边缘

之一
。

关键词 Y 染色体
,

多态性
,

A g
一
N O R

. ,

岭南牛

中图分类号 5 8 2 3
.

8 1 0
·

2

岭南牛主产于秦巴 山区的山阳
、

镇安
、

柞水等县
,

属 巴 山黄牛的一大类群
。

岭南牛具有

适应性强
、

耐粗饲
、

善爬坡
、

挽力大
、

繁殖性能好
、

屠宰率高
、

早熟易肥等特性
。

属我国黄牛

中小型个体
。

公牛普甲高
,

肩峰发达
。

有关岭南牛的生物学特征
、

体尺
、

繁殖性能
、

役用及

肉用性能 已有研究
〔’ 〕 。

但关于岭南牛的细胞遗传特征还未见报道
。

为了了解岭南牛的细胞

遗传特征
,

为岭南牛的品种鉴定
,

分类提供基础资料
,

进行了本项研究工作
。

1 材料与方法

实验用岭南牛 n 头 ( 6 舍5早)
,

来 自岭南牛中心保种区陕西省山阳县户垣乡
.

采用常规法做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和制备染色体标本
,

iG
e m s a 染色

。

选择分散良好
、

形态好的分裂细胞显微照相和分析
.

G 带
:

采用胰酶
一

G i e m s a 法 [ , 」; C 带
:

采用 B a ( O H )
2

法
[ , ]

.

常规
一

C 带连续染色
:

对分散 良好的中期分裂细胞经 iG
e m s a

染色
,

显微照相后
,

95 %

酒精中脱色
,

然后按 C
一

带法处理
,

鉴别出近端着丝粒 Y 染色体后
,

作测量分析
。

银染
:

采用 A g
一

I 法
〔’ 二对分散较好的染色体标本做银染

。

对每个个体的银染标本一般

观察 50 个以上的细胞
,

统计每个细胞的 A g
一

N O R
,

数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核 型

经分析
,

岭南牛 二倍体细胞 2n ~ 60 母牛核型为 60
,

X X
,

公牛为 60 X Y
.

除性染 色体

外
,

58 条常染 色体全为近端着丝粒染色体
,

X 染色体为一大的亚中着丝染色体
,

Y 染色体

表现了品种内个体间的多态性
。

在所研究的 6 头岭南公牛中
,

l 头公牛 Y 染色体为中着丝

粒染色体 (附图
一

l )
,

5 头公牛为近端着丝粒 Y 染色体 (附图
一

2 )
,

近端着丝粒 Y 染色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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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染色体在大小和形态上不易区分
。

采用常规
一

C带法即可准确鉴别出 Y 染色体 (附图
一

4 )
.

经观察
,

近端着丝粒 Y 染色体有一明显的短臂
,

但在晚中期的细胞中
,

几乎看不到短

臂的存在
。

对 52 个 中期分裂相染色体测量了相对长度和 X
,

Y 染色体的臂 比
、

着丝点指

数
,

结果见表 1
.

X 染色体相对长度为 5
.

26 4 士 0
.

2 46
,

介于 1 号与 2号常染色体之间
,

Y 染

色体相对长度平均为 2
.

0 51 士 。
.

1 40
,

介于 27 与 28 号染色体之间
。

表 1 岭南牛染色体相对长度嘴比和若丝点指数

染色体号 相对长度 ( 写 )

5
.

4 7 0士 0
.

1 8 8

4
.

8 9 6士 0
.

2 1 1

4
.

6 2 9士 0
.

1 2 7

4
.

4 7 0士 0
.

1 2 8

4
.

3 4 1士 0
.

1 0 9

4
.

2 2 5士 0
.

0 9 6

4
.

12 1士 0
.

0 8 6

4
.

0 1 0 士 0
.

0 7 9

3
.

9 0 3士 0
.

0 7 3

3
.

7 8 0 士 0
.

1 0 5

3
.

6 2 6士 0
.

1 0 1

3
.

4 5 6土 0
.

0 8 6

3
.

32 3士 0
.

0 8 6

3
.

20 8士 0
.

0 7 6

3
.

10 6士 0
.

0 7 7

3
.

0 12士 0
.

0 7 9

染色体号 相对长度 (写 )

2
.

90 9士 0
.

0 6 7

2
.

82 1士 0
.

0 8 3

2
.

74 0士 0
.

0 9 2

2
.

6马3士 0
.

0 9 1

2
.

55 8士 0
.

0 8 9

2
.

47 4士 0
.

0 7 8

2
.

38 9士 0
.

0 8 6

2
.

30 8士 0
.

0 8 4

2
.

2 14 士 0
.

0 8 4

2
.

14 6士 0 ` 0 7 5

2
.

0 6 9士 0
.

0 8 2

1
.

98 4士 0
.

0 8 9

1
.

90 3士 0
.

0 8 9

5
.

26 4士 0
.

2 4 6

2
.

08 2士 0
.

1 4 6

2
.

02 0士 0
.

13 8

粉 比 着 丝点指数

1人ǹ

恤J4

ōb6

柑乎Qé

Y (M )

Y (丁 )

.

1 1 2士 0
.

17 8
.

2 9 7士 0
.

12 8

3 2
.

2 36士 1
.

90 1

4 3
.

7 36士 2
.

3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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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M— 中着丝点染色体
. T

— 近端着丝较染色体
.

2
.

Z G 带带型

岭南牛核型有两种
,

其 G 带带型除 Y 染色体外一致
。

58 条常染色体着丝粒部位均为

负染 区
,

在常染色体的微小短臂上可显出不 同程度的浅染带
。

X 染色体着丝粒部位为深

染
,

短臂有两条深染带
,

长臂有四条深染带和一条浅染带
。

中着丝粒 Y 染色体着丝粒部位

为深染
,

短臂远端浅染
,

长臂近端深染
,

远端半深染
。

在染色体较短的分裂相中
,

长臂几乎

全为深染
。

近端着丝粒 Y 染色体微小短臂及着丝粒部位为半深染
,

长臂近端区为深染
,

远

端区有一清晰的半深染带
,

中部为一较宽的负染 (附图
一

3 )
.

表 2 岭南牛 A g
一
N O R

.

的分布

牛 号 住 别 观察细胞数
^ g 一 N O凡 分布

总数

1 34 2

2 23 7

6 2 6

6 3 7

22 0 4

13 2 8

20 0 9

15 0 3

8 4 1

2 13 4

9 0 3

1 57 6 4

出现范围 众数
ù乃亡」

亡口亡d

2 5 3

4 1 3

1 1 4

1 1 7

3 8 8

2 5 7

3 8 4

3 1 3

1 5 3

3 6 4

1 7 2

2 9 2 8

3~ 1 0

3~ 1 0

3~ 1 0

3~ 9

3~ 1 0

3~ 1 0

3~ 1 0

3~ 1 0

3~ 9

3~ 10

3~ 8

3~ l ()

6

5

5

4~ 5

5

6

5

4 ~ 6

每细胞平均数

5
.

3 0 4 士 1
.

1 3 8

5
.

4 16士 1
.

1 8 5

5
.

4 9 1士 1
.

1 6 4

5
.

4 4 4 士 1
.

0 6 6

5
.

6 8 0士 1
.

0 5 8

5
.

16 7士 1
.

0 9 1

5
.

2 3艺士 1
.

0 7 8

4
.

8 0 2士 1
.

1 9 3

5
.

4 9 7士 1
.

0 7 9

5
.

8 6 3士 1
.

2 9 8

5
.

2 50士 1
.

1 9 7

5
.

3 7 7士 1
.

2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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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 带带型

C 带的深染区是异染色质存在的部位
。

岭南牛的异染色质主要分布在常染色体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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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染色体在大小和形态上不易区分
。

采用常规
一

C带法即可准确鉴别出 Y染色体 (附图
一

4)
.

经观察
,

近端着丝粒 Y 染色体有一明显的短臂
,

但在晚中期的细胞中
,

几乎看不到短

臂的存在
。

对 52 个 中期分裂相染色体测量了相对长度和 X
,

Y 染色体的臂 比
、

着丝点指

数
,

结果见表 1
.

X 染色体相对长度为 5
.

26 4 士 0
.

2 46
,

介于 1 号与 2号常染色体之间
,

Y 染

色体相对长度平均为 2
.

0 51 士 。
.

1 40
,

介于 27 与 28 号染色体之间
。

表 1 岭南牛染色体相对长度嘴比和若丝点指数

染色体号 相对长度 ( 写 )

5
.

4 7 0士 0
.

1 8 8

4
.

8 9 6士 0
.

2 1 1

4
.

6 2 9士 0
.

1 2 7

4
.

4 7 0士 0
.

1 2 8

4
.

3 4 1士 0
.

1 0 9

4
.

2 2 5士 0
.

0 9 6

4
.

12 1士 0
.

0 8 6

4
.

0 1 0 士 0
.

0 7 9

3
.

9 0 3士 0
.

0 7 3

3
.

7 8 0 士 0
.

1 0 5

3
.

6 2 6士 0
.

1 0 1

3
.

4 5 6土 0
.

0 8 6

3
.

32 3士 0
.

0 8 6

3
.

20 8士 0
.

0 7 6

3
.

10 6士 0
.

0 7 7

3
.

0 12士 0
.

0 7 9

染色体号 相对长度 (写 )

2
.

90 9士 0
.

0 6 7

2
.

82 1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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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 3

2
.

74 0士 0
.

0 9 2

2
.

6马3士 0
.

0 9 1

2
.

55 8士 0
.

0 8 9

2
.

47 4士 0
.

0 7 8

2
.

38 9士 0
.

0 8 6

2
.

30 8士 0
.

0 8 4

2
.

2 14 士 0
.

0 8 4

2
.

14 6士 0 ` 0 7 5

2
.

0 6 9士 0
.

0 8 2

1
.

98 4士 0
.

0 8 9

1
.

90 3士 0
.

0 8 9

5
.

26 4士 0
.

2 4 6

2
.

08 2士 0
.

1 4 6

2
.

02 0士 0
.

1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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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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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G 带带型

岭南牛核型有两种
,

其 G 带带型除 Y 染色体外一致
。

58 条常染色体着丝粒部位均为

负染 区
,

在常染色体的微小短臂上可显出不 同程度的浅染带
。

X 染色体着丝粒部位为深

染
,

短臂有两条深染带
,

长臂有四条深染带和一条浅染带
。

中着丝粒 Y 染色体着丝粒部位

为深染
,

短臂远端浅染
,

长臂近端深染
,

远端半深染
。

在染色体较短的分裂相中
,

长臂几乎

全为深染
。

近端着丝粒 Y 染色体微小短臂及着丝粒部位为半深染
,

长臂近端区为深染
,

远

端区有一清晰的半深染带
,

中部为一较宽的负染 (附图
一

3 )
.

表 2 岭南牛 A g
一
N O R

.

的分布

牛 号 住 别 观察细胞数
^ g 一 N O凡 分布

总数

1 34 2

2 23 7

6 2 6

6 3 7

22 0 4

13 2 8

20 0 9

15 0 3

8 4 1

2 13 4

9 0 3

1 57 6 4

出现范围 众数
ù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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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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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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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细胞平均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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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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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4 16士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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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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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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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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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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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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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 8

5
.

16 7士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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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3艺士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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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8 0 2士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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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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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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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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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8

5
.

2 50士 1
.

1 9 7

5
.

3 7 7士 1
.

2 7 9

公母母母公公公公公母母79835421061计5555555565右总

2
.

3 C 带带型

C 带的深染区是异染色质存在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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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期 陈 宏等
:

岭南牛的染色体研究 3 4

粒部位和 Y染色体 (附图
一

4 )上
。

染色特征为
:

常染色体着丝粒区域被深染
,

但不同染色体

上着色的强度和大小具有多态性
,

常染色体臂及整个 X 染色体为浅染
,

近端着丝粒 Y 染

色体整个被半深染
,

中着丝粒 Y 染色体着丝粒及长臂为半深染
,

短臂为半浅染 (附图
一

5 )
。

这在以往的资料中还未见报道
。

2
.

4 A g
一

N O R
.

从 n 头岭南牛 2 9 2 8 个细胞 A g
一

N O R
.

数 目的观察统计结果 (附图
一

6 和表 2) 看出
,

岭

南牛每细胞 A g
一

N O R
.

数变化范 围为 3一 10 个
,

平均为 5
.

3 77 士 0
.

27 9
.

A g
一

N O R
.

数在不

同细胞
、

不同个体间具有多态性
,

在细胞间
,

A g
一

N O R
.

以 5
,

6最多
,

分别占统计 细胞数的

36
.

06 %和 28
.

6 3 % (见表 3 )
。

在个体间
,

有 A g
一

N O R
.

数 4
,

8 的个体
,

也有接近 6 的个体
。

表 3 岭南牛 A g
一
N O R

.

数的细胞频率

细胞 N O R
.

数 3 4 5 6 7 8 9 10

翻率 ( % ) 4
.

6 1士 2
.

9曦 1 6
.

1一士 7
.

2一 3 6
.

0 6 士 5
.

2 9 2 8
.

6 3士 6
.

1 9 1 0
.

6 6士 `
.

2 8 2
.

8 5士 2
.

2 6 0
.

6 1士 0
.

6 3 0一 2土 0
.

3 0

3 讨 论

对于中国牛的起源
,

许多中外学者根据中国黄牛的体态和特征
、

历史记载及考古
、

地

理分布及生态类型作了大量工作
.

在《中国牛品种志》中
,

把中国黄牛分为北方黄牛
、

中原

黄牛和南方黄牛三大类群
,

并认为我国黄牛起源于普通牛 ( B os t a盯us )和瘤牛 ( B os idn i
-

C us )〔
, 〕 。

普通牛与瘤牛在核型及带型上的差异仅存在于 Y 染色体上
。

普通牛 Y 染色体为

中或亚 中着丝点染色体
,

瘤牛为近端着丝点 Y 染色体
。

根据近几年对中国黄牛细胞遗传

学的研究 〔`一〕 。

北方黄牛的 Y 染色体属普通牛型
,

南方黄牛的 Y 染色体多属瘤牛型
,

中原

黄牛多属两种类型的混合型
。

岭南牛虽具有两种类型的 Y 染色体
,

但以近端着丝点 Y 染

色体为主
。

岭南牛东邻南阳牛
,

南邻西镇牛
,

北邻秦川牛
.

南阳牛和西镇牛均为近端着丝

点 Y 染色体
,

而秦川牛则具有两种类型的 Y 染色体
。

因此
,

可以认为岭南牛是我国北方普

通牛与南方肩峰牛两大牛群汇合交汇点的南部边缘之一
。

从岭南牛的外貌特征及近端着

丝粒 Y 染色体的频率 ( 83
.

3% )推测
,

岭南牛主要受瘤牛的影响
,

同时渗有普通牛的血统
。

G u s t 。 v s s o n 〔 , 〕和 L in 汇̀
o 〕对普通牛的 G 带作过描述

,

P o t t e r 〔’ `〕
作过瘤牛的 G 带研究

,

认

为两种牛的 G 带带型基本相似
。

但未见关于常染色体着丝粒顶端带的报道
。

在本研究中
,

岭南牛的 G 带带型与以上报道基本一致
,

但发现在常染色体着丝粒的顶端有一浅带
,

其

大小和着色程度在不同染色体上有差异
,

并随染色体的收缩程度而变化
,

在晚前期或前中

期 比较明显
。

这在秦川牛 G 带的研究中也可观察到
。

已有报道
,

在耗牛
〔` ,」,

藏系绵羊
〔’ 3 〕
及

家猪
〔“ 〕
的近端着丝粒染体上有着丝粒顶端带

。

因此
,

近端着丝粒染色体着丝粒顶端带的

存在是肯定的
。

这个顶端浅带是否为中国黄牛所属
,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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