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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银染技术对中国 4 个地方黄牛品种 (蒙古牛
、

秦川牛
、

岭南牛和西镇牛 )4 。 头

的 A g
一

N O R
.

作了比较研究
.

结果表明
,

蒙古牛
、

秦川牛和岭南牛每细胞 A g
一

N O R
.

数变化范

围为 3~ 1 0 个
,

西镇牛为 2~ 1 0 个
,

平均分别为 5
.

5 1 5士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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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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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 3士 0
.

3 1 6
,

5
.

3 7 7士 0
.

2 7 9

和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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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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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g
一

N O R
.

表现了细胞
、

个体和品种间的多态性
.

关键词 银染核仁组织区
,

多态性
,

黄牛

中图分类号 5 8 2 5
.

8 1
,

Q 9 5 3
.

3

银染核仁组织 区 ( A g
一

N O R
.

)是研究 1 85 士 2 8 5 r R N A 基因位点和功能的一种细胞遗

传标记
,

现已广泛应用于人类遗传学的许多分支学科
。

近年来
,

已应用于家畜的细胞遗传

学研究
,

并发现它与家畜的种和品种的起源有关比
” .

在我国关于牛的 A g
一

N O R
.

已有不

少报道
,

但多以单个品种为对象
。

我国牛数量多
,

品种繁
,

分布广
,

是世界牛种一个非常宝

贵的基因库
.

因此
,

对中国牛遗传特征的了解
,

对其开发和利用有重要意义
.

A g
一

N O R
.

作

为一个新的遗传标记
,

已被人们所重视
。

本文通过 4 个地方黄牛品种 A g
一

N O R
.

的比较研

究
,

以探索中国黄牛 A g 一
N O R s

的遗传特征
,

为中国牛品种鉴定和分类提供新的依据和线

索
。

1 材料与方法

实验用 4 个地方黄牛品种共计 40 头牛
。

其 中蒙古牛 7头 (6 舍1早 )
,

选自陕西省延安

地区
;
秦川牛 n 头 ( 9舍2早 )

,

选自陕西省家畜改良站和杨陵区
;
岭南牛 n 头 ( 6 含5早)

,

选

自岭南牛保种 区陕西省山阳县
; 西镇牛 n 头 ( 5含6早 )

,

选自西镇牛良种场和西乡县
。

采用

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和常规法制备染色体标本
,

用 A g
一

I 法
〔3 ,
银染

.

对每个个体的银染标

本观察 50 个 以上着色合适
、

完整
、

分散 良好的中期分裂细胞
,

观察 A g
一

N O R
.

的表现特

征
,

统计 A g
一

N O R
.

数目
,

并对具有代表性的细胞显微摄影
,

作核型分析
,

染色体对按大小

排列
,

观察 A g
一

N O R
.

存在的染色体及部位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A g
一

N O R
:

的分布

对 4 个黄牛品种 40 个银染着色合适
、

清晰的中期分裂细胞剪贴
、

配对
,

按大小递减排

列结果发现
,

除秦川牛 8 号染 色体 外
,

在 4 个黄牛品种中
,

第 2
,

3
,

4
,

5
,

8
,

1 1
,

2 3
,

2 6 和 28

修改稿收到 日期
:

19 9 4一。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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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牛在 3
,

5
,

7
,

8
,

10 个上有差异
; 秦川牛与岭南牛在 9 个上有差异

,

与西镇牛在 8 个上有

差异
;
岭南牛与西镇牛在各分布频率上均无显著差异

.

这表明不同品种不仅在 A g
一
N O .R

均数上有差异
,

而且在不同 A g
一

N O R
.

数 目细胞频率上也有差异
,

并且各品种在地理位置

上相距愈远
,

差异有增大的趋势
。

3 讨 论

核仁组织区 ( N O R
.

)是核糖体 R N A 基 因存在的部位
,

银染核组织区反映了细胞中有

转录活性的
r R N A 基因的数量和位点

。

H o

dn
e r so n 〔幻

把普通牛的 N O R
.

定位于第 2
,

3
,

4
,

5

和 28 号常染色体臂 的末端
;

eB ar r id on D D [’) 通过对欧洲普通牛的研究
,

认为普通牛的

A g
一

N O R
.

位 点分别在 第 2
,

3
,

4
,

n 和 28 号染色体臂的末端
; M a yr 即也把瘤牛的 A g -

N O R
.

定位于这几对染色体上
; 陈文元

〔 6J
通过对奶牛

、

耗牛及其杂种 A g
一

N O R
.

的研究表

明
,

奶牛 A g
一
N O R

.

在第 2
, 3

,

4
,

5
,

26 和 28 号常染色体上
,

杂种牛出现在第 2
,

3
,

4
,

5
,

1 1
,

26 和 28 号染色体上
。

在本研究中
,

这 4 个 品种除在以上染色体上 出现 N O R
.

外
,

还发现

蒙古牛
、

岭南牛和西镇牛在第 8 和 23 号染色体上存在 N O R
. ,

秦川牛在 23 号染色体上存

在 N O R二 于妆梁
、

陈琳等
` ,一 ”
近几年通过对中国其他黄牛品种

,

如延边牛
、

鲁西牛
、

晋南牛

等 A g
一

N O R
,

的研究
,

也发现一小染色体存在 N O R
. ,

并认为大约为第 21 或 22 对
。

因此
,

关于中国黄牛 A g
一

N O R
.

的定位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尽管如此
,

哺乳动物 A g
一

N O R
.

的

数目和位点的多态性变化是存在的
〔们 ,

中国黄牛品种银染核仁组织区的分布可能有其独

特之处
,

这也许与中国地方黄牛品种独特的来源与形成有关
。

银染是对 N O R
.

的特异性染色
,

染的物质是靠近 N O R
.

的蛋白质
。

不同银染颗粒的大

小可反映该位点
r R N A 基因的活性

。

在本研究中
,

不同染色体及同源染色体上有时表现

了银染颗粒大 小上的多态性
,

这表 明在黄牛 品种 中
,

不同染色体及 同源染色体上
r R N A

基因的活性可能有差异
。

在家猪上 已有报道
〔 ,

·
’ 。 , ,

A g
一

N O R
.

不但有品种和个体差异
,

而且与猪的起源进化有

关
。

对牛 A g
一

N O R
.

的研究表明
,

A g
一

N O R
.

同样具有 品种特征
。

延边牛每细胞平均 A g
-

N O R
.

为 6
.

4 7 个 〔, , ,

黑 白花牛 为 6
.

4 5 〔川
,

云南丽江黄牛为 5
.

1 3 〔` , , ,

而雷琼黄牛和四川黄

牛仅为 4
.

75 和 4
.

30
〔
13)

.

在本研究中
,

4个品种不仅表现了 A g
一

N O R
.

的品种特征
,

而且品

种间不同 N O R
.

数的细胞频率也有差异
.

这在其他品种还 尚未见报道
。

由于 A g
一

N O R
.

是

随染色体而遗传的
,

因此 A g
一

N O R
,

可作为品种特征的遗传标记之一
,

用于研究品种间的

差异
,

以探讨品种的起源进化
,

为黄牛品种鉴定和分类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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