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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盐浴低温处理对果蝇麻醉效应探索
＊

张 雪 兰 王 亚文 侯 杰 周 杰
＂

（ 吉林大 学生命科 学学 院 吉林长春 1 3 0 0 2 3
）

摘要 为 提 高 生 物 学 实验 室 的 安全性和环境友好性 ，
对 0尤 以 下 低温对果蝇麻醉效果及低

温麻醉对果蝇繁殖 能 力 的 影 响 规律进行探 索 。 利 用 冰 盐混合物 创 造不 同 温度环境
，

观测 果蝇的

麻醉 时 间 、 麻醉率 、 苏 醒时 间 、 苏醒率 、
2 4ｈ 生存率 、繁殖能 力 、 寿 命及攀爬指数 ，

探索低 温麻醉

对果蝇的 影响 。 冰盐浴所提供 的低 温 环境
，
可 以在 3ｍｉｎ 内使果蝇麻醉 ，

与 乙醚麻醉相 比 ，
低温

麻醉方法对果蝇的 寿命 、运动能 力及繁殖 能 力 未见 明 显影 响 。 低 温麻醉为 以 果蝇 为研究对 象的

科研和教 学提供 了 安全 、 可靠 、成功 率 高 的 实 验新技术和新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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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以 果蝇为研究对象 的科研和教学工作 中 ， 1 2 5ｍＬ 广 口 培养瓶中 培养 ，
2 5ｔ培养 2 4 ｈ 后进行

果蝇麻醉是
一项非常重 要的基本操作 。 目前大部后续实验

，
以避免乙醚麻醉对果蝇行为产生的影响 。

分生物学实验室
，
用乙 醚麻醉果蝇 ［ 1

－

3
］

。 但是乙 醚 1 ． 2
．
2 低 温麻醉 使用 1 2 5 ｍＬ 广 口瓶作 为麻醉

一方面对操作者有毒害作用
；
另 一方面在果蝇体瓶 。 麻醉前 ，将麻醉瓶洗净灭菌 ，实验前将培养瓶

内 有残 留
，
ＶａｎＤｉ

ｊ
ｋｅｎ 指 出

，

乙 醚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的果蝇转移到麻醉瓶 中 。 轻敲瓶壁使全部果蝇

（
4 5 0ｈ ）都会显著抑制果蝇的 活动 ⑷ ， 因 此研究人落在麻醉瓶底部 ， 迅速将麻醉瓶置于不 同温度的

员不断探索新 的果蝇麻醉方法⑴ 。冰盐浴 中 ， 并开始计时 ，
冰盐混合物 以低于瓶 口

果蝇 作为来源于温 带的 物种 ， 具有极强 的温 3 ￣ 4 ｃｍ 为宜
，
记录果蝇低温麻醉相关时 间参数 。

度灵敏性
，
在较低 温度 下会 出 现 寒意 昏 迷 （

ｃｈｉｌ ｌ待果蝇全部麻醉后
，
将麻醉瓶移至 2 5 ｔ环境 中

，

ｃｏｍａ
）现象 ［

6 ］

，
本研究拟针对果蝇 低温条件下这一 记录果蝇苏醒相关时间参数 。果蝇全部苏 醒后

，
将

生理反应 ，进行果蝇麻醉技术的研究与探索 。 利用果蝇转移入含新鲜培养 基的 培养瓶 中 2 5 弋培养 。

冰盐混合物制 备零度及 低于零度 的环境 温度 ， 从果蝇麻醉和苏醒标 准 ，参照许乐乐等 的方法 ［ 5 ］

， 所

麻醉对果蝇的运动 、 生存及繁殖能力 的影响进行有实验数据 均取 3 组 以上实 验结果 的平 均值 ， 每

综合评估 ，
探索低 温环境对果蝇 的麻醉效应 。个温度每组实验果蝇数为 3 5 只 以上 。

1 材料与方法 1 ． 2 ． 3 果 蝇攀爬指数 果蝇经各种低 温条件麻

1
．

1 实验材料及麻醉试剂醉后
，
置于 2 5Ｔ培养 2 4 ｈ 后进行运动能力研究⑷ 。

1 ． 1 ． 1 果蝇原种 黑腹果 蝇 （
ｉ）ｒｏＳ 0ｐ／ｕ7ａｉｎｅ〗ａ？ 0 －果蝇管从下至上均分为 5 个评分区域

，
各 区域相

ｇａｓｔｅｒ ）在 2 5 ￥下 的生化培养箱 中 培养 ，使用玉米 － 应评分指数为 1 、 2 、 3 、 4 、 5 。 从全部果蝇个体震落

琼脂培养基培养 。在分组操作之前 ，未接受任何麻至试管底部后第 3 ｓ 时
，
计算各 区域 内果蝇个体

醉剂或麻醉方法刺激 。数 ，
重复 2 0 次震落并计数各区域果蝇个体数 。 每

1 ．
1

． 2 麻醉试剂组果蝇随机取样 3 5 只 ，
按如下公式计算果蝇攀爬

冰盐浴 ：
按 照文献所述 比例配制不 同 温度冰指数

，
以评定运动能力 。

盐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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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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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1 ． 2 ． 1 果蝇准备 用 乙醚麻醉果 蝇 分辨雌雄

后
， 每组随机选取 5 只雄蝇和 5 只 雌蝇放入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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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中 ：
Ｍ 是果蝇攀爬指数 ，

Ｎ 是参与实验果＊ 3 不爾絲ｆｔ ＆ａ＃践 咖

蝇数
，
ｉ 是评分 区域

，

ｘｉ 是各个评分 区域 内 的 果蝇
乙ｇＯｔ－代－

9Ｔ－

2 1 ． 5 1

数 ， ｙｉ 是各个评分 区域的评分指数 ，
攀爬指数分布⑷ 4 ± 1 5 ± 1 3 ± 0 2 ± 0 3 ± 1

范 围为 1
￣

5成 蛹 出 现 时间
（
ｄ

）
 7 ± 1 8 ± 0 6 ± 0 7 ± 2 6 ± 1

2结果与 ‘论成 虫 出 现时间
（
ｄ

）
 1 2 ± 1 1 3 ± 1 1 1 ± 1 1 3 ± 1 1 1 ± 0

2
．

1 不 同温度处理对果蝇 的影响 观察不 同温度从表 3 可 以看 出
， 与 乙酸麻辞相 比 ，低温麻醉

Ｘ才果蝇麻醉时间 、苏醒时间 的影响 ，结果见表 1 。对果＿■能力 子代 的发育能力没有ｆｉ

表 1 低温 及 乙 醚对果 蝇麻 醉时间 及 苏醒 时间 的彩响著影响 。

乙 醚Ｏｔ－

4

＂

Ｃ－

9 Ｘ．
－

ｌ ｌ
． Ｓｔ综上

，
本文 探讨 了低 温环境对果姆 的麻醉效

麻醉 时间 （
ｓ

）

—“

 9 4± 2 6 0 0± 0 4 7 ± 3 6

—

9 2 ± 6 1

一“

8 4 ± 5 4应 ，结果 表明 ，果蝇从 2 5 Ｔ ：转 移到各个低于 Ｏｔ低

麻 醉率 1 0 0％1 0 0％1 0 0 ％ 1 0 0％ 1 0 0％温环境 后 3 ｍ ｉｎ 以 内全部麻醉 ， 除 －

3 0 ￥实 验组

苏醒时 间 （ ｓ
） 3 4 4 ± 6 8 7 2 ± 1 3 2 4 0 ± 3 5 2 2 3 ± 4 7 1 0 7 ± 1 3外

，
麻醉后 的果蝇 回到 2 5 Ｔ后 8 ｍｉｎ 内全部苏醒 ，

苏 醒率 1 0 0％ 1 0 0 ％ 1 0 0 ％ 1 0 0％ 1 0 0％各个麻醉温度下 2 4 ｈ 内 的存活率为 1 0 0 ％ 。

表 1 显示 ， 与其他各个麻醉条件相比 ，需要对麻醉后果蝇 的运动能力进行观 1 1

，
发现经

更长的时间 （ 1 0 ｍｉｎ
）
才能实现果蝇的全部麻醉 。 ＾力

姆在低温下麟Ｍ较大的个体差异
，
雜操姆

— ［
4

］

。

及的环境温差越大 ，果蝇呈现的个体差异越大 。
3

与表 1 中 各个麻醉条件相 比
’
果蝇麻醉瓶在

？

ｗｒ钚谙 由 联 ＫＭ软至 7 ＶＴ 邮 公里
和环境友好的特性

’

不需要做更多 的技术培训和

上 设备更新 ，
多数生物学实验室可 以直接进行利用 ，

練术 的探索和研发 为建立安全 、 绿色 的生物学
不再

＾

寸论－赃 的实验条件 。

、实验室提供 了新 的思路 。

麻醉后 的職 ’脱舰關 到 2 5 ＾后 ’ 在 3 ￣

冰盐關温雌导不购性雑慢性导致了
4Ｍ－ 2 1 ． 5 1 Ｃ

材法呈现出歡赚擴散性
，
下－步 以温度

麻醉的果媚在 1ｍｉｎ 左右苏醒 ’ 果媚全部苏醒肖
传导均勾随体作为冷媒 ， 探索低温环境下的 果

。

蝇麻醉规律
，
深 人研究不 同低温环境对果蝇麻醉

2 ． 2 低 温处理对果姆 寿命的影 响 将不 问 条件 8 ＾ 1 ：＾子
？

层？ｆｉｌｌ差

麻醉并 苏醒后的果蝇置 于 2 5 Ｔ恒温培养
，
观察果

蝇 2 4 ｈ 存活率 、攀爬指数及寿命 ，结果见表 2 。

 1 刘 祖洞 ． 遗传学 实验 ．北 京 ： 高等教育 出版 社
，

1 9 7 9 ．

表 2 不 同麻 醉条 件处 理对果 睡 2 4ｈ 存活 率
、

 2 滕利荣．生 物学基础实验教程 ？第 3 版．北京 ：科学出版社 ， 2 0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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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杨 大翔 ． 遗传学 实验 ．北京 ：科 学出 版 社 ，

2 0 0 4 ．

乙酸 0 尤＂

4 1^
－

9 1－

2 1 ． 5 Ｘ 1 4Ｖａｎ Ｄｉ
ｊ

ｋｅｎ ，ＶａｎＳａｍｂｅｅｋ ，Ｗ ．Ｓｃｈａｒｌ ｏｏ ． ．Ｉ ｎ＆ｌｅｎ ｃｅｏｆａｎｓｅｓｔ
－

2 4 ｈ存 活率1 0 0 ％ 1 0 0 ％ 1 0 0％ 1 0 0 ％ 1 0 0 ％ｈｅｓｉａｂ
ｙ
Ｃａｒｂｏｎｄ ｉｏｘｉｄｅａｎｄｅ ｔｈｅｒｏｎｌ ｏｃ ｏｍｏｔ ｏｒａｃｔｉｖ ｉｔ

ｙｉｎ

攀爬指 数 1 5 4 2
．
0 6 2

．
5 9 3 ． 0 6 2

．

0 5Ｄｒｏｓｏｐ
ｈ

ｉ
ｌａｒａｅ ｌａｎｏｇ

ａｓ
ｔ
ｅｒ ．Ｌ

ｉ
ｆｅ Ｓｃｉ

ｅｎｃｅ
， 

1 9 7 7
，

3 3
（

1 0
）

： 1 3 6 0
＿

1 3 6 】 ．

平均ｉ 命⑷ 4 8 ± 6 5 4 ± 2 5 8 ± 1 4 0 ± 1 5 4 5 ± 2 5 王斑 ？  5 种麟方法 对果姆 麻醉 效应 的探究 ■ 生 物学通 报
，

—

 2 0 1 2
，
4 7

（
5

）
： 5 1
＿

5 5 ．

表 2 显不
，与 乙酸麻醉相 比 ，低温麻醉对果绳 6Ｔｕｃｉ ｃＮ ．

，Ｂ ｒｕｎｉ
ｋ Ｍ． ．Ｇｅｎｏ ｔ

ｙｐ
ｅ ｄｅｐｅ

ｎｄｅｎｔａｂｉｌｉｔ
ｙ

ｏｆＤｒｏ ｓｏ
ｐ
ｈ ｉｌａ

2 4 ｈ 存活率 、攀爬指数均未见 明 显不 良影 响 。 低ｍｅ
ｌ
ａｎｏ

ｇ
ａｓｔ ｅｒ ｔｏ ｃ ｏｌｄｈ ａｒｄｉｎｅ ｓｓ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 ｅ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

ｇ
ｅｓ．

温麻醉后果 蝇 的寿命为 3 9 ￣ 5 8ｄ
， 其 中 －

9 ￥麻醉
Ｇｅｎｅｔｉ ｋａ

，
 1 9 7 5

，

7 ： 1 2 3
—

1 3 2 ．

的果蝇寿命表现 出 明显个体差异 。
7

8Ｇａｒ
ｇ
ａｎｏＪ ．

Ｗ．

，
Ｍａｒｔｉ ｎＩ．

，
ＢｈａｎｄａｒｉＰ ．

，
ｅｔ ａｌ． Ｒａ

ｐ
ｉ ｄｉ ｔｅｒａｔ ｉｖｅ

2 ． 3不 同温度处理刘
“

果：蝇后 代：

的影 卩向 将不 同ｎｅ
ｇ
ａ ｔｉｖｅ

ｇ
ｅｏｔ ａｘ ｉｓ

（
ＲＩＮＧ

）
： ａ ｎｅｗ ｍｅｔ

ｈｏｄ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 ｎ
ｇ
ａ
ｇ
ｅ
－

ｒｅｌａｔｅｄ

低 温条件处理后 的 果蝇 ，
置 2 5 ｔ恒 温培养 ，

记 录ｌ ｏｃｏｍｏｔｏ ｒｄｅｃｌ ｉｎｅ ｉｎＤｒｏｓｏ
ｐ
ｈｉｌ ａ． Ｅｘ

ｐ
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ｌＧｅｒｏｎｔｏ ｌｏ

ｇｙ
． 2 0 0 5 ，

麻醉 日 为第 1 天
， 分别观察其 幼虫 、 蛹 、成虫 的 产 4 0

（
5

）
： 3 8 6

—

3 9 5 ．

生时间 。（
Ｅ—ｍａｉ ｌ  ：

 ｊ
ｚｈｏｕ＠

ｊ
ｌｕ ． ｅｄｕ

？
ｃ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