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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j J戈 ~~ iíτ-饿酸 1m定 Ú1缺布11附:仁中有] 吾 jlJ

丝状 jJ义介(以于-m约 i 1 r_:L! ~. , 11:1. '<íHJ.与性 :U~J没分 11 1

区分 ， 整个接仁呈紧密结构 ， 染 f，:'. t豆子小而j密度

大， 核仁组织中心伸向外边， 萎缩呈 半 圆形

( 图 5 )。而用 TØ1'f鸟酸染色的同类烈的核仁中 ，

尽管丝iI~成分的两股"绳子"扭得比较紧，似乎

收缩、 变粗 ， 而且集中在核仁的中间位置上，

与粒:快成分有明显的区分 ， 与戌二略一饿酸固

定者相比， 粒子显得疏而粗(图版图 6 )。

讨论

用电子显微镜探索核仁的细微结构随着标

本j~IJ备技术的改进而进展，用睦类固定，证明

核仁中染色质的结构是分散的， 用单一-的城酸

固定以来也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效果，近年来

采用戊二百在一锹酸的结合使用得到了比较好的

效果 [3 ] 。 因此， 直到现在仍被作为一种常规的

标准方法来用。 用此法固定的图像中所显示出

的核仁丝状成分细而长， 粒子小而密， 表明用

它固定后所丢失的物质少， 对于保存愤酸、 蛋

白物质的范围可能比较宽广，因此，更能够反

应生物标式的其实情况，无疑对于研究植物细

胞核、 核仁的细微结构和核物质的变化是非常

有益的。 但是，对于我们实验中用于研究黄瓜

根尖细胞核仁中丝状成分时显然不够理想， 因

为用此法 iiJT!定的材料中 ， 核仁染 色较j泵， 丝;k

成分和粒状成分细而致密，它们之间的界限很

难区分， 致使丝状成分的显现不盼 I j;J _~ι 突

出 ， 造成了观察和量度方面的某些困难， 我们

采用的仅用戊二醒固定 ， J15í水 R;J用磷鸽酸染色

的方法，使核仁 rl:J丝状成分显得粗而染色深，

粒状成分的粒子显得大而少，因此， 背景显得

染色浅。 显然 ， 用这种方法的结果可能是由于

固定不够而丢失的物质比较多 或者保存核酸 、

蛋白物质的范围比较狭窄， 也可能是脱水时某

些固未固定之物质进一步凝聚所造成。 我们正

是利用这一点使丝状成分在比较皮的背景下更

加突出地显示其面貌， 从而更加l有利于实验中

的观察和宣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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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种新的植物染色体染色的方法*

j奈传馨

(武汉大学

在植物细胞遗传学研究中 ， 休细胞染色休

的鉴别 ， 主要是以其全 辰 、 臂长、 着丝点位置

和特殊的结构如随体~~;为依据的，近年来用有

荧光性的 l喳 盯 1 1因 ( quinacrine-fluorescent) 或

Giemsa 染色的分带技术进行研究， 可以在很

多植物中鉴别单个的染色体，但遗憾的是， 荧

光性l噩盯咽戎 Giemsa 分带程序比起常规的

生物系)

Feulgen H1飞醋酸地衣红(aceto-orcein) 、 醋酸洋

红(aceto-carmine)等染色方法来要虫'时并 且困

难得多。作者在植物染色体的分带的研究过程

中， 为了寻找一种简易的染色方法， 采用了多

种染色剂染色并进行了比较， 其中采用了改良

· 木文承李晓迦同志协助摄影， 特!lt敌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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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炭酸品红 ( carbol-fuchsin) 染色剂，对蚕

豆和洋葱的根尖及丽藻等植物进行染色， 效果

很好，并有一定区分染色的作用 ， 证明改良的

石炭酸品红是一种优良的核染色剂。特别是作

者在试验中又采用了 Wright 氏染色剂进行染

色，区分染色作用的效果更佳。现以蚕豆根尖

分生组织染色体的制备为例作如下简述。

材料与方法

〈一) Wright 氏染色剂配方s

Wright 染料粉 0. 1克

甲醇〈无丙酣存在 ) 7.5 毫升

二者混合 1-2 天后，使染料粉充分溶于甲醇中 ，

再进行过滤才可应用， 染色液的保存也无特殊要求 ，

配成后可装入棕色滴瓶中置实验室备用 。

(二〉染色操作步骤 g

1. 前处理g 在上午 9 时左右剪下蚕豆根尖 1-2

毫米置于饱和的对二氯苯溶液中 ， 在 5 0C 以下的条件

处理 3 小时。

2 . 固定 2 倒掉饱和的对二氯苯溶液， 蒸馆水冲

洗数次， 用吸水纸将水分吸干， 再加入无水酒精:冰

醋酸( 3: 1)固定液固定 2-4 小时。

3 . 解离 z 倒掉固定液，用蒸馆水冲洗数次， 吸

干水分，加入 1N 盐政 : 45%醋酸(2 : 1)溶液 ， 在 20→

25 0C条件下解离 10-15 分钟。

4 . 染色:倒掉解离溶液，用 50%酒精洗一次后 ，

再用蒸馆水冲洗， 吸干水分 ， 加入配制好的 Wright 氏

染色剂 ， 使全部蚕豆根尖漫?包子溶液中，时间为 1-2

小时。

5 . 压片:倒掉染液用 45%醋酸洗一次， 然后将

材料置于载玻片 七， 并滴上一滴 45 %醋酸，用银子将

根尖捣古平;使其分散于 45%醋酸溶液中 ， 加上盖玻片，

用银子尖头端或解剖针轻轻敲打， 使细胞散开， 盖上

吸水纸， 左手按住吸水纸并固定其下的盖片， 勿使其

移动， 用右手姆指或铅笔橡皮头端对准根尖部位适当

施加压力，使材料压成一均匀薄片。为了增强染色效

果 ， 在压片前及压片过程中在酒精灯火焰上微微加 热

数次。

6. 脱水及封片: 将所压攻片置冰凉致 冷苦苦上冰

冻后 ， 揭去盖片， 再顺序用 95% 、 100 %酒精脱水，

置二甲苯中透明 1 小时，用中性树胶封片。

采用新鲜蚕豆恨尖 ， 省去 1 ， 2 步骤， 从解离开

始顺序制片亦可。

结果

将上述所TIiiJ蚕豆根尖标本置显微 镜下观

察，选择染色体分散良好的细胞在 100 x 油镜

下进行显微照相。 蚕豆根尖分生组织经 Wright

氏染色剂染色后，虽细胞质及细胞核均染上不

同程度的红色(粉红或|暗红) ， 但染色体能清

晰可见，着丝点、随体、 次 f益康及姐妹染色单

体均能分辨清楚，有可能成为研究植物染色体

分带的一个新途径(图 1 )。此种方法不但快速、

简单、易行，而且效果也为其他染色剂(如石炭

酸品红)染色要好得多 ( 图 2 )。 但应用此法所，

得的植物染色体带纹应属何种带型及此种染色

法的应用范围有多广，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图 1 用 Wright 民染色剂染 色 的蚕豆根尖

染色体及其带纹

图 2 用碳重量晶红染色剂染色的蚕豆根尖染

色体及其带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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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严物的放射活性(三次实验结果)

小牛j向眼 ρ;有大量的 DNA ， 而 RNA 含章'

相对地少 ， mRN .A. lìl l ] 见少 。 因此采用从 l肉眼13

RN A 41 乡~{t mRN人 的方法则提取损失很大 。

本实验用 fl !l) 备核楷体 RNA ， 再:ì{t-- j;提 m

mRNA , 可大大减少 mRNA 的损失。 木实验

用寡(dT)纤维素柱和1 Sepharose 4 B 柱层析纯化

mRNA ，可达到较满意的效果。参考 ROSfl1 等方

fj，、 [ 1 9JmRNA 亘 在 11-- 5 mg 以上 !Jj f-fj 较纯 的

mRNA ， l omg 以 _ 1二则达不到纯(七目的 。 经纯

化的 mRNA 进行尿素一琼脂 情凝般电泳[ig] ，

论讨

图 4

(上接第 3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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