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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纹蟒非入侵式采样和线粒体基因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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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非入侵式采样! 提取网纹蟒
765*"% $+5-8#'&5#4

粪便和新鲜蛇蜕的基因组! 探讨非入侵式采样在蛇类研究

中的可能性% 利用聚合酶链式反应"

:;<

&测定和拼接网纹蟒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 结合
=>4?@4A

中蟒科
:BCD+4,*@>

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 对蟒科物种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发现$ 蛇蜕中提取的
EFG

优于粪便! 液氮处理能提高
EFG

质量浓度% 网纹蟒线粒体基因组全长
96 7&9 HI

! 基因排布和结构同蟒科物种一致! 但部分基因起始密码子和终止

密码子存在差异% 根据系统发育树分析推测! 与蚺科
?+,*@>

相比! 蟒科和闪鳞蛇科
J>4+I>KC,*@>

进化关系更接近%

对蛇类物种进化过程的分析发现$ 热点区域存在
!

个相似度非常高的控制区! 系统树上的拓扑结构呈簇状排列!

推测
!

个控制区的结构来源于一个祖先% 这种种内进化的模式为协同进化% 图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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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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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动物学' 网纹蟒' 非入侵式采样' 蛇蜕' 线粒体' 进化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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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纹蟒
765*"% $+5-8#'&5#4

属于蛇亚目
L>SI>4C>3

原蛇附目
W>4+ID,*,@

蟒科
:BCD+4,*@>

" 广泛分布于东

南亚" 在印度尼西亚存在海岛变体&

9

'

" 其皮张被认为是皮毛产业奢侈品的来源" 是东南亚重要的经济自

然资源( 目前" 该物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易危等级%

O[K4>S@HK> 3I>R,>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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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濒危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

物种( 受捕猎影响" 该物种在东南亚各国不同地区的种群遗传多样性已遭到破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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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回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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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 亟待有计划的种群复苏和保护工作"

!

#

$ 蛇类进化历史久远! 生存环境复杂多样! 但其形态特征相对

较为保守! 加上趋同进化! 造成可用于蛇类系统学研究的形态方面信息较少! 因此! 依据形态学信息很

难解决蛇类系统关系$ 生物分子所具有的信息量大% 完全不相同% 较为真实记录生物进化信息等特点!

可弥补形态学信息的不足! 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蛇类系统发生的研究中"

#

#

$ 研究认为& 作为一个与能量

代谢有关的细胞器! 真核生物的线粒体具有相对独立的遗传物质即线粒体
$%&

'

'()*+,*-./(01 $%&

!

')$%&

(! 研究线粒体基因组并利用线粒体
$%&

全序列分析进行系统建树! 能够克服单个基因仅能带来

的有限信息! 更加全面地揭示物种进化与系统发生$ 目前关于网纹蟒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仅集中在几个线

粒体基因相关的系统分析上"

!

#

! 在线粒体全基因组方面上存在欠缺$ 本研究拟采用无损伤性取样! 提取

网纹蟒线粒体
$%&

! 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

234

(扩增拼接得到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 以评估非入侵式采

样在蛇类研究中的可行性) 以网纹蟒线粒体基因组序列信息和结构特征分析为依据! 结合
56-70-8

中

近缘物种'蟒科! 蚺科
7*(.06

和闪鳞蛇科
96-*:61)(.06

(已发现的线粒体基因组序列! 构建系统发生树!

探讨蛇亚目的系统发生关系! 并结合蛇亚目线粒体基因组不同的排列顺序来讨论蛇亚目线粒体基因组的

重排$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样品

试验所用网纹蟒的蛇蜕和新鲜粪便均来源于杭州动物园! 于每日喂食时观察并收集得到$ 粪便用体

积分数
<=>

乙醇浸泡! 蛇蜕用体积分数
?@>

的乙醇固定! 带回实验室后保存于
"A= #

的冰箱中备用$

!"#

基因组
$%&

的提取

粪便样品分剥离表面和内层部分
A

种! 蛇蜕样品剪碎后一部分室温下研磨! 另一部液氮研磨至粉

碎$ 各样品取
!

次重复! 基因组
$%&

提取参考文献"

@

#方法$ 经
%0-*$/*:

$%

!!==

检测计算质量浓度和

纯度
!

'

A"=

(

B!

'

AC=

($

!"'

片段扩增

根据亲缘物种的线粒体基因组序列设计扩增引物! 采用高保真酶'

2,0-)0

&

DE:6/ F(.61()G $%& 2*1G'

'6/0H6

! 诺唯赞! 南京(进行扩增!

234

产物经电泳确定大小符合要求时! 交由上海博尚生物公司测序$

若
234

产物呈现多条带! 则采用割胶回收试剂盒获取目的大小片段! 用
:I$';?J

质粒'

J0K040

! 大连(

连接! 选取阳性克隆后送出测序$

!"(

数据分析

'

;

(网纹蟒线粒体基因组各基因%

)4%&

长度和基因起始密码子分析$ 用
$-0H)0/

软件包拼接测序序

列! 用
)4%& H+0-

'

,)):LMM1*N610OPE+H+Q6.EM )4%&H+0-'DRM

(确定
)4%&

的位置和类型! 采用
S5$4&T

'

,)):HL

MM+,1*/*O*UQ':(':'V*1'Q':VQ.6MS5$/0NQ ,)'1

(绘制网纹蟒线粒体结构及基因结构图$ 在分析过程中! 网

纹蟒记为
42

! 以蟒科的缅甸蟒
"#$%&' ()*)$$+,-

'

27

!

%3W=A;X<?

( ! 印度蟒
"#$%&' .&/,0,-

'

2I

!

%3W=;@C;A

(和球蟒
"#$%&' 012),-

'

24

!

%3W==<!??

(作为对比$ '

A

(根据相关基因% 控制区'

+*-)/*1 /6V(*-

(

和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建树分析蟒科% 蚺科和闪鳞蛇科的进化关系$ 用
I6V0 @Q=

软件"

"

#比对序列及构建

系统进化树! 蟒科物种为缅甸蟒% 印度蟒和球蟒! 蚺科物种为红尾蚺
3&+ 4&'-$0)*$&0

'

73

!

%3W==<!?C

(

和 玫 瑰 蚺
5%+0)'+ $0)*)02+$ +

'

3J

!

5YA==@?@

(! 闪 鳞 蛇 科 物 种 为 闪 鳞 蛇
61'71/$)- ,')4&/& 0

'

9Z

!

%3W==<X=A

(! 以原蛇亚目的圆环蛇
8')/),- -4#$+/1

'

&D

!

5YA==@?[

(作为外类群$'

!

(蛇类具有多种线粒体

结构排布次序! 采用
S5$4&T

软件绘制各蛇类线粒体基因结构图可清楚地分析线粒体基因在进化过程

中的变动$ 对分属不同科属的
;;

个物种构建系统进化树! 分别为缅甸蟒% 球蟒% 红尾蚺% 闪鳞蛇和存

在
;

个控制区和
)4%&'

TY&%3\ 基因簇的细盲蛇科
]6:)*)G:,1*:(.06

物种西南细盲蛇
91'+ %,.)/)-

'

4^

!

%3W==@?";

(! 含有
A

个控制区和存在
)4%&'

2复制的蝰科
_(:6/(.06

物种冲绳烙铁头
:*&7%)- &;)'+*1'-)-

'

SS

!

%3W==<[?<

(和美洲蝮
82;)-$0&<&' 7)-4)*&0,-

'

&2

!

RF""?X<<

(! 含有
A

个控制区和存在
)4%&`

2复

制的游蛇亚科
3*1EO/(.06

物种北美玉米蛇
"+'$%10&7%)- -/&=)'-;))

'

2D

!

%3W==?<"?

(和半棱鳞链蛇
!)'&<&'

-1.)4+0)'+$,-

'

$D

!

%3W==;?X@

(!

/4%&

长度存在增加和含有
)4%&'

]

'

Y

(

I 和
)4%&'

T

'

&%3\

(结构的疣鳞蛇科

&+/*+,*/.(.06

物种疣鳞蛇
840&4%&0<,- 20+',/+$,-

'

&5

!

%3W==<X==

(和管蛇科
3G1(-./*:,((.06

物种红尾管

白 天等& 网纹蟒非入侵式采样和线粒体基因组分析
XX@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年
!

月
!%

日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表
!

蟒科蛇类的线粒体蛋白质基因长度! 起始密码子! 终止密码子和
"#$%

&'()* ! +,-.'/0,1 ,2 )*13456 74'/4 8,9,1 '19 74,. 8,9,1 01 :;45,109'*

基因 长度
<(.

起始密码子 终止密码子

=!> # !$!

#?> # @#A< # @##< # @#!< # @#!

!"#$#

!

BC#

"

$?D< $?D< $?A< $?A E&E &

!%&$!

!

BC!

"

# %F! E&E EGE<&EE<&EE<&EE

'()= = ?"! G&G EGE

*()! ?H? G&G &E

+,-H =D=< =D=< =?H< =?H G&G<E&G<E&G<E&G &EE

%,-? ?H= E&G &EE

*()F DHA E&G +E&

!%&$F

!

BCF

"

FAF E&& EE&

!%&$A.

!

BCAI

"

!$= E&G &EE

!+&$A

!

BCA

"

= F@? E&G EGE

!+&$@

!

BC@

"

= D$A< = DHH< = D$A< = D$A E&G &EE

!+&$?

!

BC?

"

@=F E&E<&+&<E&G<E&G EGG<EGE<EGG<EGG

*/01 = ==A< = ==A< = ===< = === E&G &

说明# 各比较项中$ 当不同物种间存在差异时$ 表达顺序为网纹蟒% 缅甸蟒% 印度蟒和球蟒

蛇
*/234567893: 6;<<;:

!

+J

$

B+K""DA"=

"&

!

结果与分析

!&'

样品基因组检测

对提取到的
CBE

的检测发现$ 蛇蜕样品
CBE

质量浓度最高$ 粪便表层次之$ 粪便内层最低' 粪便

内层样品
&

!

!?"

"

<&

!

!H"

"最高$ 说明样品
CBE

纯度较差$ 其他样品的
&

!

!?"

"

<&

!

!H"

"均为
=LD"#MH

$ 符

合后续实验要求!表
=

"&

:+J

扩增试验显示# 室温或液氮研磨$ 蛇蜕样品中提取的基因组
CBE

均能扩

增出长度为
= %%%"= @%% (.

的片段' 而来源于粪便表层或内层样品的基因组扩增得到
D%%"= %%% (.

片

段和
= %%%"= @%% (.

片段的效果均不佳&

表
(

所采用的样品类型提取
)$%

和扩增情况

&'()* = G*1,-08 CBE *N4/'84*9 2/,- 9022*/*14 4;.*7 ,2 7'-.)*7 '19 45* 7O88*77 /'4* ,2 :+J

样品类型
!

CBE

<

!

-3

(

I

##

"

&

!

!?%

"

<&

!

!H%

" 扩增
#

成功率
<P

扩增
!

成功率
<P

粪便表层样品
F!HM?F $ =?=M?D =MDH $ %M%F H% !%

粪便内层样品
=@MHF $ AMA@ =MHD $ %M%A !% %

蛇蜕样品
%

液氮处理
! ==?MDF $ =D=MHA =MDF $ %M%! =%% =%%

蛇蜕样品
%

室温处理
= !HAMFF $ !==M=! =M?$ $ %M%A =%% =%%

说明# 扩增引物均为
@

对& 扩增
=

得到产物长度
D%%&= %%% (.

为成功' 扩增
!

得到产物长度
= %%%&= @%% (.

为成功

*+*

蟒科蛇类线粒体基因组分析

对
:+J

扩增产物进行测序和序列拼接$ 得到长度为
=D ?A= (.

的网纹蟒线粒体基因组完整序列

!

G*1Q'1R

#

STA=%%FF

"!图
=

"$ 序列含
!

个
/JBE

基因$

=F

个编码区$

!!

个
4JBE

基因和
!

个控制区

!表
!

"& 其中重链编码
!H

个基因$ 轻链编码
$

个基因& 包含的
!

个
/JBE

基因!

=!> /JBE

和
=?> /JBE

"

位置和其余蛇类相同& 除了
!%&$?

!

BC?

"之外$ 其余
=!

个蛋白编码基因均位于重链上' 所有蛋白基因

都没有内含子$ 但和相邻的基因存在少许重叠或间隔& 发现的
!!

个
4JBE

基因存在蛇类特有的
IUS

和

VEB+W

基因簇&

!

个控制区位于非编码区$ 长度分别为
# !D#

和
# #$? (.

$ 序列相似度为
$?M?HP

&

对蟒科物种相关基因的长度% 起始密码子和终止密码子的分析发现$

A

个物种之间存在较高的同源

性 & 网纹蟒的
!%&$!

!

BC!

"终止密码子和
%,-H

起始密码子与其他物种不同 $ 是物种所特有的 '

!%&$?

!

BC?

"基因变异最大$ 起始密码子仅
!

个物种一致$ 终止密码子缅甸蟒不同于其余
F

个物种&

*()!

基因和
!%&$#

!

BC#

"较为保守$ 前者
A

个物种均以
&E

为终止密码子$ 后者则使用单碱基
&

作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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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终止密码子!

!"#

蟒科和蚺科物种进化分析

利用相关基因" 控制区和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构建系统树! 分析发现# 用蛋白基因构建的系统树拓

扑结构较为相近$ 以
!"#$

基因为例%图
#$

&' 蟒科物种聚集的支持率为
%&'

%

()

'

(*

'

(+

和
)(

枝&'

就亲缘关系而言' 闪鳞蛇科%

,-

&比蚺科%

+.

和
./

&更接近蟒科%图
#$

&! 用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构建的

系统树则表明# 蟒科%

()

'

(*

'

(+

和
)(

枝&和蚺科%

+.

和
./

枝&各自聚为一枝' 支持率都为
011'

$

同样' 闪鳞蛇科比蚺科更接近蟒科%支持率
%%'

&%图
#+

&! 由于数据库中玫瑰蚺%

./

&的
#

个控制区长度

仅为
#22

和
33! 45

' 和其他数据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删除该序列后对其他
&

个物种进行基于控制区的系

白 天等# 网纹蟒非入侵式采样和线粒体基因组分析

图
6

网纹蟒线粒体基因组结构示意图

图
6 789:;<=>8 ?><@A<; BC ;>=B89BD?A><E @:DB;: F=AG8=GA: >D %"&'() *+&,-./0&.1

2"&'() *+&,-./3&.1

图
#

蟒科! 闪鳞蛇科和蚺科的系统发育树

H>@GA: # (9IEB@:D:=>8 A:E<=>BDF9>5 4:=J::D (I=9BD>?<:K ,:DB5:E=>?<: <D? +B>?<:

.L

$L

!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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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树构建! 分析发现" 各物种的
!

个独立的控制区均先聚类# 物种间的控制区聚类关系表明蟒科的支持

率为
&%%'

$ 而闪鳞蛇% 蚺科和圆环蛇则为另外一分支&图
!(

'( 以上结果表明" 来源于同个物种的控制

区相似度更高) 相较于蚺科$ 闪鳞蛇科和蟒科的进化关系更接近*

!"#

蛇亚目物种线粒体结构排步分析

和其他脊椎动物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的比较发现$ 蛇亚目物种长度大小变化较大$ 主要原因为控制

区的长度和数量不同$ 基因组上存在一些重复序列区域* 对不同物种线粒体结构序列进行分析并构建系

统树&图
)

'$ 结果发现存在
)

种不同的基因结构$ 结构一主要存在于蟒科&

*+

和
+*

'$ 闪鳞蛇科&

,-

'$

蚺科&

.(

'和疣鳞蛇科&

/0

和
(*

'中$ 含有
!

个控制区及
1*2/"

3

&

4

'

5和
1*2/"

6

&

/2(7

'结构) 结构二存在于蝮

亚科&

88

和
/+

'和游蛇科&

9:

和
+:

'$ 和结构一的差异在于在
1*2/"

; 和控制区
#

中多了
#

个
1*2/"

+

)

相比于结构二$ 结构三的
1*2/"

3

&

4

'

5基因簇中$

1*2/"

4产生了基因轻重链的转化$ 形成了
1*2/"

345

) 而

结构四&代表为盲蛇总目
*<

'则为仅存在
#

个控制区$

1*2/"

3产生了移位$ 挪动至
!"#

前$ 而
1*2/"

3

&

4

'

5

和
1*2/"

6

&

/2(7

'通过移位分别转变为
1*2/"

;5和
1*2/"

6

&

4/2(7

'

*

图
)

不同基因结构的线粒体基因组系统进化树及基因结构示意图

=>?@AB ) +CDEF?BGB1>H 1ABB FI J>1FHCFGKA>FG LMNBK FG K>IIBABG1 ?BGB N1A@H1@ABN MGK 1CB AMGO FI PMA>MLEB MABM

Q

表示序列 " &

:

'

"9"#$%!"R"&'(S"&'(T"#$%)"0"!")"*"!"U)"!"U"<":!"3"!"V"

&

!"T

'

"

&

W

'

"#*+,"X"+"HFG1AFE !

)

Y

表示序列 " &

:

'

"9"#$%!"R"&'(S"&'(T"#$%)"0"!")"*"!"U)"!"U"<":!"3"!"V"

&

!"T

'

"

&

W

'

"#*+,"X"HFG1AFE !

)

Z

表示轻链的重复起始位点*

=

表示
1*2/"=

)

[

表示
1*2/"[

)

;

表示
1*2/";

)

+

表示
1*2/"=

)

3

表示
1*2/"3

)

4

表示
1*2/"4

)

5

表示
1*2/"5

)

6

表示
1*2/"6

)

/

表示
1*2/"/

)

2

表示
1*2/"2

)

(

表示
1*2/"(

)

7

表示
1*2/"7

)

:

表示
1*2/":

)

9

表示
1*2/"9

)

R

表示
1*2/"R

)

0

表示
1*2/"0

)

*

表示
1*2/"*

)

<

表示
1*2/"<

)

W

表示
1*2/"W

)

X

表示
1*2/"X

)

讨论

$"%

非入侵式采样在蛇类研究中的应用

在野生濒危动物中采集血液和脏器等常规样品非常困难$ 要建立濒危动物的物种基因库$ 亟待寻找

新的采样方法* 研究认为" 通过提取粪便
92/

或其他生物痕迹
92/

等非入侵式采样方法能够为遗传学

和生态学研究提供有效信息$ 在检测种群大小+ 物种饮食结构和大量物种的激素信息上具有现实意义,

\

-

*

蛇类的蜕皮行为为非入侵式采样提供了实例*

R<W9R/*

等,

S

-提取
$!

份蛇蜕样品基因组$ 通过
92/

条

形码技术鉴定出了
!)

种蛇类$ 但部分样品不能有效进行扩增* 石林春等,

$

-在利用蛇蜕鉴定中药材中的

蛇类物种来源时发现$ 采用线粒体细胞色素
(

氧化酶
;

亚基&

#$-

'作为引物$ 扩增片段不超过
& """ L]

*

网纹蟒是目前已知最长的蟒蛇$ 在东南亚国家捕杀严重$ 已被列为易危等级* 本研究以粪便样品和新鲜

蛇蜕为材料提取基因组
92/

$ 发现相较粪便样品$ 蛇蜕样品扩增得到的片段长度更长&

& """#& V"" L]

'$

U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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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氮研磨能有效提高
#$%

的提取品质! 满足后续实验要求" 粪便样品由于提取的
#$%

品质和质量浓度

不佳! 在长片段扩增中效率低下! 因此不建议使用"

!"#

蟒科和蚺科物种进化

本研究第
&

次完整地解析了网纹蟒的线粒体全基因组结构! 填补了网纹蟒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的空

白" 分析发现# 网纹蟒的基因结构$

'($%

顺序和控制区位置等均与蟒科物种一致! 但也发现存在物种

特异的特征! 如
!"#$)

以
%*%

作为终止密码子!

%&'+

以
*,*

作为起始密码子!

!%#$"

以
%,%

作为

起始密码子! 这
!

点均不同于其他蟒科已报道的物种%表
)

&"

关于蟒科和蚺科物种的分子系统相关研究! 主要采用部分线粒体基因结合核基因进行' 由于线粒体

全基因不能通过简单扩增得到! 在分析物种进化过程中尚未广泛使用(

-./0

)

" 但线粒体全基因组包含的信

息更多! 在解释进化关系时更具有说服力(

11

)

" 本研究结合多个线粒体基因%

()*+

!

123

和
1"3

&和多个核

基因的序列! 分析蟒科和蚺科物种的进化关系! 认为蚺科在这
!

个物种中先分化出来! 而蟒科和闪鳞蛇

科始终聚成姐妹群关系" 单基因和线粒体基因组的系统进化分析同样得到上述研究结果 %图
)%

! 图

)4

&! 进一步确定了蟒科$ 闪鳞蛇科和蚺科三者之间的进化关系(

10

)

"

!"!

蛇亚目线粒体基因组的重排

线粒体基因排列次序在进化过程中较为稳定! 但在两栖类$ 鱼类和一些有袋类等类群中发现存在基

因重复$ 基因重排和基因缺失等现象(

11"1)

)

" 蛇类线粒体基因组在演化过程中出现了某些基因排列顺序的

变化! 如
5

6

缺失$

'($%#

678基因簇和
'($%#

9%$:;基因簇中的基因重排$ 控制区重复$

'($%#

6移位和
'(#

$%#

<的功能缺失等(

11

)

! 进化程度高级的新蛇附目
:=>?@ABCDC=

中重排更加多样(

1!

)

" 由此认为# 具有共同

基因重排顺序的物种很有可能具有共同的祖先! 因为不同物种间共享的基因排列顺序! 不可能是通过趋

同进化而独立产生的"

蟒科在分类上属于蛇亚目原蛇附目" 结合基因结构和顺序分析! 蟒科目前已报道的
!

个物种和本研

究所报道的网纹蟒线粒体结构均体现出真蛇类物种的线粒体基因结构类型! 存在
'($%#

678基因簇和
'(#

$%#

9%$:;基因簇! 并且没有发生
'($%#

<的假基因化现象! 存在
2

个控制区! 且结构基本统一"

'($%#

678

基因簇由早期真蛇类的
'($%

6>E发生移位形成" 本研究发现# 除细盲蛇科物种%

(F

&外! 所列举的物种均

含有该基因' 而
'($%#

97%$:;基因簇由
'($%

*G?移位生成! 仅存在于细盲蛇科%

(F

&' 真蛇类
'($%

<H@假基

因的出现! 则表现为控制区
)

附近的
'($%

<H@ 假基因化 %

55

和
%<

&和控制区
1

附近的
'($%

<H@ 缺失

%

(F

&" 双控制区在其他爬行动物 (

1-

)

$ 两栖类 (

1!

)和鸟类 (

1I

)中也有存在! 重复控制区认为可能是功能上

%使得可以从多个位点启动复制和转录! 提高效率&和进化选择上的优势! 多次复制和插入形成并维持双

控制区(

1)

)

"

对控制区的聚类分析发现# 物种中独立存在的
)

个控制区在系统发生过程中并非按排列的位置成簇

聚集! 而是在各物种间聚成一枝%图
!:

&! 这和之前其他蛇类中描述的结果保持一致(

1)

)

" 控制区重复事

件认为发生在
J 000

万
=

前(

1)

)

# 在原始类群蠕蛇附目
3K@G>K@ABCDC=

和细盲蛇科中仅存在
1

个控制区! 随

着蛇类演化! 真蛇类线粒体中出现了控制区重复的事件! 而在此基础上基因重排演化出
'($%

的移位和

转化" 但聚类结果中
)

个控制区并没有按照
)

个分布进行聚类! 主要原因则是因为在物种进化过程中发

生了协同进化! 导致同个物种的
)

个控制区形成了较高的同源性! 相似度达
100L

(

1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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