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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区文蛤的遗传多样性研究

阎 冰 邓岳文 杜晓东 兰国宝 王爱民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研究所 北海

湛江海洋大学水产学院

提要 以随机扩增多态性 ⁄ °⁄ 研究广西的山口 !北海 !犀牛角 !东兴的文蛤种群的

遗传多样性 ∀结果表明 在筛选的 个引物中 个呈阳性反应 其中 个引物可产生 条

稳定 !清晰的带 ∀山口 !北海 !犀牛角 !东兴的文蛤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指数分别为

多态位点比例分别为 个种群间的遗传

距离在 ∗ 之间 相邻种群的遗传差距较小 ∀除犀牛角种群以外 其它 个种群的遗

传变异水平较高 ∀

关键词 文蛤 种群 遗传多样性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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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 Μερετριξ µερετριξ 俗称车螺 !花蛤 !黄蛤 !海

蛤 属帘蛤科 ∂ !文蛤属 Μερετριξ 呈卵三角

形的双壳贝类 ∀文蛤的地理分布较广 日本 !朝鲜 !中

国沿海分布较多 我国自南到北都有文蛤的足迹 ∀文

蛤是蛤中上品 素有/ 天下第一鲜0的盛誉 ∀文蛤的增

养殖是一项投资省 !风险小 !见效快 !效益高的海养

业 因此 近 几年来 文蛤的增养殖得到了蓬勃的

发展 ∀但是在国内外 大都只是注重文蛤的增养殖 对

文蛤的遗传结构知之甚少 与该品种的增养殖业的可

持续发展很不适应 ∀因此 作者选取广西的山口 !北

海 !犀牛角 !东兴 个不同地理位置的文蛤 以随机扩

增多态性 ⁄ ° ⁄

°⁄ 分子标记来了解这些种群的遗传特性 以期为

该品种的遗传育种 !良种选育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本研究所用的材料来源于广西的山口 !北海 !犀

牛角 !东兴 ∀材料均为活体 带回实验室后取材 ∀

1 .2 ∆ΝΑ提取

每个个体取闭壳肌 剪碎 然后加入 Λ

裂解液 ≈ × 2 ≤ ∞⁄× 2

≤ ≥⁄≥ 蛋白酶 充分混

匀后 然后在 ε 过夜 变清的样品加 Λ 饱和

≤ 溶液 室温 离心 ∀上清液加等体

积的异丙醇 混匀 ε 下处理

离心 沉淀用 的乙醇洗涤 去乙醇 加

Λ ×∞ × 2 ≤ ∞⁄× ∀溶液中加入

Λ ε 保温 ∀然后加入等体积的苯

酚 Β氯仿 Β异戊醇 Β Β 提取 上清液

用氯仿 Β异戊醇 Β 提取 ∀上清液加入

倍体积无水乙醇沉淀至少 离心

取沉淀 的乙醇洗涤 室温干燥 加入 Λ

×∞ × 2 ≤ ∞⁄× ∀样品用紫外分光

光度计检测含量与纯度 ∀

1 .3 ΠΧΡ 反应

随机引物 !× ⁄ 酶 配有缓冲液 ! ≤ 溶液

和 ×° 从华美生物公司订购 其中引物的编号分别

为 ∗ ∗ ∗ ∀反应混合

液 Λ 含 × 2 ≤ ≤

≤ 明胶 ×°每种 引物

基因组 ⁄ × ⁄ 聚合酶 ∀珠海黑

马医学仪器有限公司的 扩增仪扩增 共 个循

环 预变性 ε ε ε 各 ε

最后 ε 保温 ∀扩增产物用 琼脂糖

胶 含 溴化乙锭 电泳分离 紫外透射仪观

察并摄影 ∀

1 4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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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间遗传相似性和遗传距离的计算如下 Φ

Ξ Ξ Ξ ∆ Φ 其中 Ξ 为种群 和种群

的共享位点 Ξ 和 Ξ 分别为种群 和种群 的位

点总数 遗传多样性指数 Η 2Ε ξ ξ Ν ξι 为位

点在某种群中出现的频率 Ν为在该种群中检测到的

位点总数 多态位点的比例 多态性 总带数 共有

带数 总带数 总带数指所有的扩增片段数 共有带

数是指所研究的种群共有的带数 ∀

结果

用 种引物进行筛选 其中 种引物呈阳性

反应 种引物 见表 可产生清晰 !可重复的扩增

带 ∀用这 种引物对 个种群进行 °≤ 扩增 共得到

条带 见表 大部分扩增片段的大小在 ∗

之间 ∀图 是引物 对 个群体样品

扩增产物的电泳图 ∀把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得到

的结果见表 !表 ∀

讨论

°⁄是以 碱基的任意序列寡核苷酸片段

为引物 对末位知序列的基因组 ⁄ 进行随机的

°≤ 扩增 扩增产物的多态性反应了基因组 ⁄ 相

应区域的多态性 ∀因其具有操作简单 能够快速有效

地提供基因组 ⁄ 的多态性数据等优点 所以自从

• 等 年建立 °⁄技术以来 被广泛应

用于种群间 !种间遗传关系的研究 构建遗传图谱

基因定位与分离≈ ∗ ∀

有关 °⁄在软体动物的应用的报道较少≈ ∗

但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该技术可检测到基因组 ⁄

丰富的遗传多态性 ∀本研究所用的 个引物中 每

个引物可产生 ∗ 条带 平均每种引物每个个体

扩增出 条带 同种引物对不同种群的扩增片段

数量的差异也比较明显 例如 引物 对山口种

群的扩增片段为 条 而对北海种群的扩增片段为

条 ∀

× 提 出 种 群 间 的 遗 传 距 离 是

∗ 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 这 个种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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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引物 和 的扩增电泳

从左至右 东兴种群 ∗ 道 犀牛角种群 ∗ 道 北海种群

∗ 道 山口种群 ∗ 道 ∀ 为分子量标记 Κ⁄

∞ ∀

ƒ √ ∏

ƒ ⁄ ¬ ∏ ∗ ÷ ∏ ∏

∗ ∏ ∗ ≥ ∏ ∏

∗ Κ⁄ ∞

的遗传距离在 ∗ 之间 没有超出这个范

围 ∀从地理位置来看 山口到北海 !犀牛角 !东兴的距

离逐渐增大 而结果表明了相邻两地理位置种群的遗

传距离偏小 地理相隔越远 遗传距离越大 ∀刘必谦

年在研究大连湾牡蛎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时 曾报

道过这种类似的结果 并且分析了原因≈ ∀鉴于本研

究所选取文蛤种群的地理位置相隔较近 没有地理隔

离 文蛤有浮游幼虫发育阶段 各地的气候条件变化

较小等因素 因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相邻地

理位置的种群存在着基因的交流 ∀

近年来 为了使研究的结果具有可比性 在植物

的遗传多样性研究中引入了香农遗传多样性指数 因

这个指数没有考虑到所测定的位点总数 而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 ∀在进行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时 作

者采用张四明等 年介绍的方法 考虑

了所测定的位点总数 ∀由于有关贝类的

°⁄的资料很少 而且没有进行遗传多样

性指数的分析 因此就本实验的数据很难有

直观的横向比较 ∀多态位点的比例也常是评

价遗传多样性的指标 兰宏等 年研究

滇金丝猴的 °⁄遗传多样性的结果表明

的 °⁄标记为多态 个体的遗传距离

为 并且得出了遗传多样性低的结

论 ∀张四明等 年研究中华鲟的遗传结

构的结果显示 的座位为多态 遗传距

离为 因而认为中华鲟核基因组遗传

变异较低 并且这个结果得到了反映核基因

遗传变异的蛋白质电泳研究的证实≈ ∀从本

研究的结果来看 文蛤种群内的多态位点比

例为 ∗ 之间 因此作者初步认为除

犀牛角种群的遗传变异略低外 其它 个文

蛤种群的遗传变异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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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ΣΤΥ∆Ψ ΟΝ ΓΕΝΕΤΙΧ ∆Ις ΕΡΣΙΤΨ ΟΦ Μερετριξ µερετριξ

ΒΨ ΡΑΠ∆

≠ ⁄∞ ≠∏2 ⁄ ÷ 2 2 • 2

Γυανγξι Ινστιτυτε οφ Οχεανογραπηψ, Βειηαι ,

Φισηεριεσ Χολλεγε , Ζηανϕιανγ Οχεαν Υνιϖερσιτψ,

Ρεχειϖεδ

Κεψ Ωορδ Μερετριξ µερετριξ ° ∏ √ °⁄

Αβστραχτ

√ ∏ ∏ Μερετρι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文编辑 李本川

厦门及其邻近地区虾池浮游动物的组成及分布

林元烧 曹文清 方旅平 杨圣云

厦门大学海洋学系

提要 分析了 年 月至 年 月逐月采自厦门及其附近地区 厦门杏林 ! 龙海角

美 !漳浦前亭 个虾池的浮游动物样品 份 鉴定出浮游动物 种 类 ∀本文初步报道浮

游动物的种类组成 !浮游动物的种类数和浮游动物的总个体数量的季节分布 并对不同地区的

虾池浮游动物的若干生态特征做了比较 ∀

关键词 虾池 浮游动物 种类组成 数量分布 厦门

福建省重中之重项目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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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动物是海洋生态系统中重要的能量转换者

把浮游植物的化学能转化为浮游动物的机械能和化

学能 也是肉食性动物的基础饵料≈ 在海洋生态系

统物流和能流渠道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浮游动物中

许多优势种类的种群动态不仅对水域生态系统的营

养动力学有重要的影响 并对上一营养层动物的种群

结构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 ∀虾池生态系是一个半人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