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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恩茅捂 [尸 kes／ya岫·．f mI (A．(]aev．)C-,auss~]4个 间居群的染色体棱型 

进行了研究。结果表 明：4个不 同居群 的染色体按型相似，棱型公式均 为 K (2lI) =24=24m． 

按型不对称性都属于 lA型．染色体次缢痕的数 目和位置一致 (No 3长臂上)；4个不 同居群仅 

在染色体长度比、着墼点端化值等指标上存在差异。与其他非掸子植材相比。思茅橙在染色体 

上较为保守。 

美■词 星jE坐 县薤：差j噬 ：燕垒． 

思茅松 [P／nus kes(ya*ear．／angbmnens／s 

(A．Chev．)C-,mlssen]是 卡 西亚 松 (Pblus 

kes／ya t~oyk, Go )的地理变种⋯，在我国 

分布于云南的南亚热带及准热带的湿润及半 

湿润地 区，而集 中分布于思茅 、景末、镇 

源、景各 、普洱、墨江等县【 ，是我国主要 

用材和采脂树种之一。 

思茅松的遗传改 良工作始于 80年代初 

期。云南省林业科学院通过恩茅松的地理种 

源试验 ，分别评选出适于用材和适于采脂的 

优良种源L3一。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思茅松优 

良林分和优树选择的研究【4,5 J。 

思茅松染色体核型的研究，国外未见报 

道。国内仅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在探讨云南_松 

(Jpir yumun'w~／s Franeh)与思茅松亲缘关 

系时 ，报道 了思茅松思茅 种源 的染色体核 

型 J，但对思茅松不同居群的染色体核型未 

做进一步研究。本项研究结台云南省林业科 

学院的思茅松遗 传改 良工作 。对普洱 (用 

材)、思茅 (用材)、景东 (采脂 )及镇源 4 

个居群的思茅松染色体核型进行 了研究，以 

期对思茅松优质高效工业原料林培育技术的 

研究提供细胞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思茅松 4个不同居群的种子分别采 自普 

洱卫国局 、思茅曼歇坝 、景东者后 、镇源恩 

乐 ，由思茅松种源实验组提供。 

种子用水浸泡 24h后 。置培养皿 中于 

25oc恒 温箱 内培 养发芽 ，待胚根长至 l 

2em时，取根尖用 0．05％的秋水仙素溶液于 

25℃恒温处理 6～8h，用 95％乙酵和冰乙酸 

(比例 3：1)于冰水中固定 301~n，经 45％冰 

乙酸和 lN盐酸 (比例 l：1)在 砷℃下解离 

60—70s后，又用 l％的醋酸地衣红染色和 

压片，并显微摄影和制作永久装片。体细胞 

分裂 中期 核型 分析 根据 李懋 学 和 陈瑞 阳 

(1985)的标准"J，核型不对称性按 stebbiIIs 

(1971)的分类标准_l ．核型不对称程度的 

- I9朔一II—I7收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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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采用荒野久男等 (1975)[ 的方法 ．即 

着丝点端化值 (T·c·％) = (染色体长臂 

总长度／染色体总长度) x 100。 

2 试验结果 

2．1 染色体数 目 

从思茅松 4个不 同居群的染色体制 片 

中，各观察 60个细胞。并 以其进行染色体 

计数 ，结果表明思茅松 4个不同居群的根尖 

_  

业  

麓 
雩 ㈣ 

1 2 3 4 5 6 7 8 9 l0 l1 1P 

色体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ill t11 

垫色体序号 

细胞染色体数 目极恒定，均为 2n=24，未 

发现有非整倍性变异 ，这与国外有关松属 

(／SZnus)植物的染色体数报道一致。 

2．2 染色体组型 

染色体组型是各用 1O个细胞的染色体 

测量计算取其平均值。次缢痕是用显徽镜观 

察制片与照片配合确定。 

思茅松 4个不同居群的根尖细胞染色体 

形态结构和核型如图版I、Ⅱ：A—H所示，核 

型分析见表 1、表 2，核型模式图见图 1。 

色体序号 

田 1 思茅按不阿居群的肇邑傩括型模式田 
A：}洱卫圆局居群；B：思茅曼耻埂居群；c：菁东者后居并 ： 

寰 i 思茅槛不同居群的 色体桉型●缸 
D．镇薄恳乐居并 

-＼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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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思茅松 4个不同居群的染色体核型，均 

具有 ll对 (No．、1 11)长染色体，另有 1 

对 (N0．12)与箭者有明显差别的较短的染 

色体；所有 12对染色体 均具 中部着 丝点 

(m)染色体 4耷本同居群的核型不对称性 

都属于 1A型，即均属于比较典型的对称型 

核型；4个不同居群的染色体次缢痕的数 目 

与位置相 同，均只有第 3对染色体具次缢 

痕 ，且是在 长臂 上。 

4个不同居群染色体核型也存在一些差 

异。染色体长度比 染色体组相对长度变异 

幅度与相对长度差蕾务斩结果袅明：普洱卫 

国局居群与梭源恩乐君群较为接近，而思茅 

曼歇坝居群与景繇者后居群较为接近。着丝 

点端化值分析结果表明：4个居群问存在差 

异。染色体组臂比幅度分析结果：普洱卫国 

局居群、思茅曼歇坝居群和景东者后居群都 

较一致 ，镇源恩乐居群与前 3个居群比较有 

明 显差异 。 

从上述的分析结果，可以确认思茅松 4 

个不同居群的染色体核型相似，核型公式均 

为 (2n) =24=24m，属于比较典型的对 

称性核型，染 色体次缢 痕的数 目与位置一 

致，4个不同居群仅在染色体长度比、染色 

体组相对长度变异幅度 、相对长度差值、着 

丝点端化值与染色体组臂比幅度上存在一些 

差异。说明思 茅松在染色体 上是较为保 守 

的，尽管各个不同居群所处的生态环境不 

同，在长期 自然力的作用下，各个不同居群 

虽在某些表型特征上存在差异，但在染色体 

核型上的差异却很小，这与其他非裸子植物 

有很大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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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图版 I、Ⅱ A—D．思茅橙 4个不同居群细胞中期 

染色体 

E～H．思茅梧 4十不同居群体细胞染色体棱型图 

A和 E：瞢饵卫国局居群：B和 F：思茅曼戢填居群 

c和 G：量东者后居群；D和 H：镇舞恩乐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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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hromosome’s Karyotypes of Different Populations of 

脚 ~8r． 嘲蚰m眦 (A．Chev．)C~aussen 

Wu 丑m W_蛐slI 

(Yw  ：：I，】0f Fb Sciences，Kl i E 65∞∞) 

Gu '眦  

(K i gIⅡ啦j协te 0f B口 盯y．0Iin曲e 越km，0fsdm嘴 ， 帅 堆 c~o2o4) 

Abstract h present p叩盯，chr岫lof科ne’s k 印p髑 珊 _m咒sti罾曲 tlI the matI als offour d 

feⅫt popu 0rIs of‰  Vat． 洳  (A．c ．)GduBBen．chl ’SI【8r螂  

oftllese p0p-ll 。璐 m ∞。d alive珊 very s~Jlar．The karyotypes of眦 ta d啪m0s∞鹊 0f all 

thesep叩 撕0Ils愀 如硼Ⅲ1medto beK(2n)=24．=‰ ．The ka 。lypes asymme~y of a】lth嘴e pop— 

uhfiom we of 1A 期Pe． 皿 bers of sec0| 日Iy constriction in dⅫ咖帅舳meB of all these pc llatid憾 怵  

identica1．The daq c伽 ．m _砷m∞ of丑u p0 】l8t 佗 locatedinklIg蛐 馅 

thetlIiId autoehromo~me．Differencesinthese populations weremerely displayedin s∞Ileindex． such 

as thel吼 ratio c m0B衄les and the centmmefic te~ li*-qfion vs]．ue，etc．It w晒 indicated by 

investigation results that P／nus s var．／angb／anen~ (A．Chev．)GaI Ben was very conservative 

in~spect of chlHll口∞meB， c0mpaIed with other non~ynmosperms． 

Key words 胁  var． (A．Chev．)GaI n，population，chiDm~ e， 

b 01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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