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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fRAcr 

Up ωnow ， there are a lot of problems in the methods of DNA recovery from 喀rcse gel in the laboraω.ries of molecular 

biol鸣y. 比re we introduæ a ∞四1 easy-making 邵阳ratus for DNA isolation and ex位action 丘'cm agrose gel. It was shown by 

expe血nents 由此也is app缸atus has high-output，由lesaYÏng and 仅:or口nical advantages , and is v自y suitable for the spreading 

in the laboratories of our ∞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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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Homologue 有关的几个名词译名探讨

薛良义

(宁波大学海洋与水产系 宁波 315211)

随着分子系统学这一学科的迅速发展，与 homo

l嗯1巳一词有关的一些术语，如 orthologous，阳百logous

等，在科学期刊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如何翻译这

些术语?在此笔者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比mologuc(形容词 homologous，可作名词用)一词

来源于希腊语，该词的美式拼法为 Homolog，但文献上

大多采用英式拼法。该词有两部分组成， homo-意指
"same" ， -1咱le 意指"word"或"阻四"。 根据其意，化学
中通译同系化合物，生物学中通译为同源物。但在不

同的应用层次，所指的对象并不相同，因而可以有多个

译法，例如，进化生物学家早就使用该词表示同源器
官，而细胞遗传学家则使用该词来表示同源染色体。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和系统进化研究在分子水平上

的深入，分子系统学家赋予该词更广泛的涵义，用它来

表示同源基因 。

从分子系统学的观点来看，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同

源基因，即 orthologous，归ralogous 和 xenologous。 这些

词汇显然是由-logous 加上不同的前缀构成 ， orth-意指

正豆、正常的、邻、原等，归m表示近、侧、旁、 外、 副 、
拟、对、异常等， xeno-指异、外。 有人把 orthologous 译成
纵向同源物，阳ral咿us 译成横向同源、物，从字面意义

上讲是可以的，但这几个术语都是与分子系统进化有

关，因此可以把译名表达的意义更明确些。按定义 ， or

thologous 是指通过物种的进化产生的同源物，具体地
讲是指不同物种间相对应的基因或多基因家族中的相

对应成员，如人和老鼠的 α-血红蛋白基因就是 ortholo-

gous。 通过对不同物种 orthologous 的比较研究，可以了

解物种的系统进化历史。考虑到在系统进化研究上的

意义 ，把 orthologous 译为种系同源物，似乎更为恰当，

译名所表达的含义也更为明确。

Paralogous 是指由基因复制而产生的同源物，它可

以指同一物种内同一基因家族中的不同成员，如人的 α

和严血红蛋白基因，也可以指不同物种间相对应基因

家族中的不同成员，如人的 α 血红蛋白基因和鼠的 R

血红蛋白基因 。 Paralogous 只能用来研究基因的进化

历史，而不能用来研究物种的系统进化，因此可把 Par

alogous译为复制同源物。

Xenologous是指出于基因转移，如通过逆转录病

毒，使进化上不直接相关的物种间出现的同源基因，根

据其意可译为异源同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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