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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遗传标记在实验动物遗传质量控制中的应用》主要对实验动物的遗传质量控制内容、检测技术进行
概述，并结合实验室研究，对细胞遗传标记、随机扩增多态DNA标记（RAPD）、微卫星DNA遗传标
记以及线粒体标记等开发和应用进行了总结。主要以中国地鼠为例进行了初步研究，取得了一些有价
值的结果。在研究工作中先后得到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实验动物的保存和利用（项目编号
：2002DEA10010）以及中国地鼠微卫星DNA遗传标记检测体系的建立（项目编号：2005 K0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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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永久封片的制作：做出的染色体片子，可以再把其放在培养皿里临时保存。具体的做法是
在培养皿里放一张滤纸，把滤纸浸湿，然后把做好的染色体制片放进去，这样可以临时保存好所做出
的染色体片子。但是这种方法只能是作为临时保存用，因为随着时间的延长，染色体也会由于逐渐地
缩水而收缩，最后就不能很清晰地看见染色体。　　为了把好的染色体制片长久地保存下来，可以制
作永久封片。可以用冷冻脱片封片法，具体的做法如下：制好的染色体制片用制冷器进行冷冻，待冷
冻片把盖玻片掀开，这个过程应该在没有解冻之前完分别把盖玻片和载玻片放在37℃的烘箱中，将其
烘干后，再在二甲苯中浸泡10～20min，最后用中性树胶进行封片。在这应该注意的一点是进行封片的
时候应该将载玻片和盖玻片分别进行封片。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也可以制作永久制片。　　第二节
染色体的带型分析　　染色体的染色技术可以分为普通染色和显带染色两大类。普通染色是将普通染
料直接染色在染色体标本上。由于整条染色体都均匀着色，在显微镜下只能看到染色体外形，看不清
其内部结构，因此只能根据染色体的相对长度和着丝粒位置等外形特征来识别染色体。这种染色方法
只能正确地识别出人类第1、2、3、16，17、18号和Y染色体，不能正确地识别出其他染色体及染色体
上的不同片段。所以对各条染色体的微小结构变化，如缺失、易位等也不能辨别出来，对许多染色体
异常的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显带染色是将染色体经过一定程序的处理，并用特定的染料染色后，使
染色体在其轴上显示出一个个明暗交替或深浅不同的横纹，这些横纹就是染色体的带。每条染色体都
有一定数量、一定排列顺序、一定宽窄和染色深浅或明暗不同的带，这就构成了每条染色体的带型。
　　一、染色体显带技术的原理　　染色体显带技术（bandingtechnique）最早开始于瑞典科学
家Caspersson等（1968）的开拓性工作，他们用荧光染料氮芥喹吖因（quinacrinemustard，QM）处理染
色体，使染色体的不同部位分化染色，显示出明暗交替的荧光带纹（Q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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