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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染色体轴结构的观察 

张飞雄 

(首都师范大学牛物系，北京 100037) 

摘 要：对普通小麦(Tr#ic'um d 坤“ l ，)中期染色体进行常规制片银染的结果显示 ，染色体 中存在着染色深 

的轴结构，每个染色单体一条，轴在有些部位似乎是螺旋的。研究结果对染色体轴结构的真实性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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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关于非组蛋 白在染色体中的作用 日 

益受到广泛 的重视 ．它们 以轴／骨架 的形式存在于 

染色体 中．维持染色体的稳定和功能 ‘ 染色俸轴最 

初由Howe]l和 Hsu‘1 979)在人的培养细胞的染色 

体中发现报道 ．此后 ，人们相继在哺乳 动物、昆虫 

的有丝分裂及减数分裂染色体中都看到了银染的 

轴结构 ’。。然而．植物染色体轴结构的证据很少． 

迄今只有 Stack[1 991j在百合中的研究报道“。为了 

了解植物染色体轴的普遍性及其特点，我们以小麦 

为材料进行了研究．在光镜下观察到了染色体的轴 

结构．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将与方法 

供试材料普通小麦(g~il／l：ltm“Ⅲ m I，．)品种 

TZ1 3来 自于本系遗传研究室。 

种 l『经浸泡后放到湿润 的滤纸上．在 25’C下 

恒温培养萌发 待根长至 1～1 5 n 长时，切取生长 

旺盛的根尖，采用陈瑞阳等[1979)“去壁一低渗一 

火焰干燥法” 进行染色体制片，而后参照 Howell 

和 Hsu(1 979)的方法 对制片进行硝酸银染色 。用 

Olympus BH 2型生物显微镜观察、拍照。 

2 结果与讨论 

小麦根尖按常规染色体制片并经硝酸银染色 

后，在光镜下能清楚地看到染色体中央的轴结构． 

每个染色单体一条，横穿于染色单体的中央区域 

(图 1)。从染色程度来看 ．轴的染色很深 ．呈棕黑色； 

周 围的染色质染色较浅．呈淡黄色 同时我们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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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轴在有些部位其结构似乎是螺旋的(图 l，箭头所 

示 ) 

图 小麦c2n一42 中期部分染色体银染轴结构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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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 979年，Howell和 Hsu采用银染技术在 

光镜下观察到了人的培养细胞染色体中舶轴结 

构 ，但由于他们在制片之前对染色体进行了较长 

时间的低渗处理 ， 此有关轴 的真实性就受到一些 

作者舶怀疑，他们认为轴的显现是由于长时问的低 

渗处理使染色体不完全分散造成的密度差而形成 

的人为产物。。 。赵建等(1990 J比较了经过低渗和 

未经低渗处理舶疣蝗减数分裂染色体，所看到的轴 

无论是结构特征还是染色程度均相同，因而认为轴 

是染色体中自{J固有结构 在此前后的十米年时间 

里，许多作者应用不同的方法在其他动物和植物 

(尽管只有 一篇 j的有 丝分裂 与减数分裂染色体中 

都观察到了银染轴结构．为轴结构的真实性提供了 

强有力的证据。 。” 一。我们采用常规染色体制片方 

法，在银染前并没有对染色体进行特殊舶低渗等处 

理，同样也能看到轴结构的存在，其特点和染色程 

度与前人描述的相同．说明轴确实是染色体中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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