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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蒿属 6个种 的核形态学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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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紫葳科角蒿属 (tm：arv／／／ea)6种植物 (其中两头毛 tnca．,~／ea田眦 包括红花和白花 2 

个类型)进行了核形态学研究 它们 的间期 核均为简单染 色中心型．前期染 色体为 中间型 ， 

体细胞中期染色体数 目均为 2n=22，核型公式分别为 ：(1)两头毛 (红花类型 )lnca．,~／ea OY- 

肌 (Bed—tlower~om1) =丑= n+ 幅 盯) +铀 】(1sⅡ)，着丝点端化值 (T C ％)为 62，71％， 

臂措数 (N F 值 为地 (h】两头毛 (自桃 !)t 蛳 (~fite—flowerform) =丑=l6丑 (1S酣) 

+缸，T．C．％值为 70 62％，N．F．值 为 弼； (2)鸡 肉参 t m。 =22= +8in(1s盯)+8st， 

T C％值为 70 07％，N．F．值为 36；(3)红渡罗花 1 2n=22=m +6~a+6st．T．C．％值为 

61 33％．N．F 值为 38； (4)单叶波罗 花 1．forresa／2n=翌=4m+8sin+lost(1s )，T．C．％值 为 

73 10％．N F 值为 34； (5)中旬 角蒿 t． 胁rl · 2n=22=4m+8锄 +10st，T．C．％值 为 

72 31％ ．N．F．值为 34；(6)黄渡 罗花 1．1utea 2n=22=4m+8sm (2sAT) +10st，T．C．％值 为 

69 47％ ，N．F 值为 34。上 述几种植 物中，除两头毛 (红花类型 )的桩 型不对称性 为 2A型 

外，其采几种的棱型不对 称性都属于 3A型：本 文观 察的 6种植 物的棱形 态结构均 为首次报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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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yomorphology of Six lncarvillea Species 

xIAO} a，ZHOU Qi—Xing，Gig Zhi一．1j虮 ，GUAN Kai—Yun 

(K k￡m  ofBotany．~hir~eAcad~ay ofS~~'xes． m  650204， ) 

Ah ct：Inthe presetct paper，six speciesinlnca~／ea，Bignoniae~ae， b 肿神 ol0 eallyin— 

vestlgated The interphase nuclei and t~ophase chr[啪l0s0rI1e8 0f all daese吕p were roland Io be 0fthe sire- 

ple chromocenter tyq：~e and the interstitial type respectively．11 ⅢebpIIa5e ch工DIrI嘴0rEle number 2n=22 was 

countedfor each species karyot~ weref,~mulatedto be 2n=22=14m 4- )+ (1SAT)for 

I．0r创  ( 一flowerform)，2n=22=临 (】s盯)十白 f0丁t．o／-gr／／~(white—flowerform)，2n=丑=6n 

+8蛐 (】s )+缸 for1．mⅡ ，7n=丑=nn+6里tl+融 t． ， ， =丑=4m+8董Il 4-地 (1SAT)for 

1．fo,ve~ ． =丑= 4-断 4-地 h  1 zhongd／anens／s，and 7n=丑= +＆m (研 ) 4-地  t．futea， 

respectively．The centromeric termi~ on value(T C．％) 62．71％ for 1．讲舭 ( 一flower 

衄)，70 62％ 1 ("~4fite—flowerform)，70．07％ for t．ma／rei，61．33％ for t出 州 ， 

· 通讯联络人 ?atthor h c0msp∞’ 口。e 

收稿 日期 ：∞吣 一12—25，2001—07—10接受发表 

作者简彳r：肖华，(1975一)，女，硕士研究生，从事植物分子细胞遗传学研究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24卷 

73 10％ for，如 ，72 31％ for，．zl~rcgd／anem／s．and69．47％ for， 1urea The N．F．value 44 

，．卿 (red—flow~-form)．38for ． (white—flowerf )，36for ma／re／．38for，由一 

／avcyi，34for fo,-,~t／／，34for ，．； ' m ．and 34for ，． L ．Exceptthat of a／gum (red— 

flowerform) of 2Atypet theb珂 『pe a5 e ofthe other species all 0f 3Atype'lhek町 

mml：b~Qgy ofthese6印 esm lnam／B~ w∞ reported here the曲 time 

Key s： Bignoniaceac lnear~Tea；Karyon p gy 

紫葳科角蒿属 (bw．arvillea)植物约有 l5种，分布范围自中亚 ，经喜马拉雅山区至东 

亚。我国产 11种 ，3变种 ，主要位于西南 、西北部及北部 (王文采 ，1990)。该属共包括 

角蒿亚属 Subgen．Incarvillea、两头 毛亚属 SI1b n．Am~ohieome和 波罗花亚属 su ．Pterosel- 

eris 3个亚属。本文所研究的两头毛 ，．arguta属于两头毛亚属，鸡 肉参 ，．n'mirei、红波罗花 

，．delavayi、黄波罗花 ， 1utea、中甸角蒿 ，．zhongdianensis及单叶波罗花 ，．forrestii均属于波 

罗花亚属。本属多数种类花大而颜色鲜艳 ，可引种栽培，供庭园观赏。两头毛全草可人 

药 ，根可治腹泻。黄波罗花 、红波罗花 、鸡肉参的根均可人药。本文对上述 6种植物进行 

了核形态学的比较研究 ，结合形态学性状对它们的亲缘关系进行了讨论。 

1 材 料和方法 

本文报道的 6种角蒿属植物材料均从原产地引种并栽培于昆明植物园 (表 1)。取植 

物新生根尖用 o．05％秋水仙素预处理 2 5 h，在解离液 (1：1的 45％冰醋酸：1 mol／L盐 

酸)中，于 60屯条件下解离 1 mln。1％的醋酸地衣红染色和压片。每个样本取不少于 1O 

个细胞进行染色体计数 ，并耐 5个染色体分散较好的细胞进行照相和核型分析 。间期核和 

有丝分裂前期染色体的形态划分按 Tmlaka(1971，1977)的标准。中期核型图按同源性进 

行配对．核型分析方法参考李懋学和陈瑞 阳 (1985)的标准 ，核型不对称性依据 Stebbins 

(1971)的分类标准进行判断，核型不对称程度的计算采用 Amno等 (1975)的方法 ，即着 

丝点端化值 (T．c．％) = (染色体长臂长度／染色体总长度) ×100。 

裹 1 檀糊材料的来源 

Table 1 m 0f nmu~xials 

2 结果和讨论 

角蒿属 6种的间期核和前期染色体的形态特征 比较一致 。间期核中染色 中心数 目较 

少 ，形状比较规则，多集中分布于细胞核的一侧。前期染色体由染色深浅不一的节段相间 

排列而成，每一条染色体的端部具有染色较深的异固缩点 (图 1，A，B)。按照 Tanak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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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它们的问期核属于简单染色中心型 ，前期染色体则属于中间型。中期染色体形态略 

有差异，核型参数见表 2，各种的核型特征如下。 

(1)两头毛 (红花类型)，．arguta(Boyle)Royle(red—flowerfom0 2n=22=14m (2s~r) 

+8吕m (1SAT)(图 1．a；图 2，a) 

中期染色体由 14条中部着丝点染色体和 8条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组成。其中第 1、2、 

3、4、11、12、21和 22条染色体为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其余 l4条染色体均为中部着丝 

点染色体。在第 l9、20和 2l条 染 色体 的短臂 上各 有一 明显 的 随体 。着 丝点 端化 值 

(T．c．％)为 62．71％，染色 体相 对长度 比为 1．70，核 型不 对称性属于 2A型 ，臂 指数 

(N．F．值)为 44。 

(1a)两头毛 (白花类型)，．arguta (white—flowerform)2n=22=16sm (1SAT) +6st 

(图 1，e；图2，e) 

中期染色体由 l6条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和 6条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组成 其中第 5、 

6、11、12、13和 14条染色体为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其余 16条均为亚中部着丝点染色 

体。在第 2l条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的短臂上有一明显的随体。T．c．值 为 70．62％，染色 

体长度比为 1．63，核型不对称性属于 3A型 ，N．F．值为 38 

(2)鸡肉参 ，．magi(L6v1．)Grierson 2n=22=6m+8sm (1SAT) +8st(图 1，c；图 

2，e) 

中期染色体由 6条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8条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和 8条亚端部着丝点 

染色体组成。其中第 3、4、5、6、17和 l8条染色体 为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第 7、8、9、 

10、l1、l2、l3和 14条染色体条为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其余 8条染色体为亚 中部 着丝 

点染色体 。在第 20条染色体 的短臂上有一个随体。T．c．值为 70．07％，染色体 长度 比为 

2．18，核型不对称性属于 3A型 ，N．F．值为 36。 

(3)红波罗花 ，．delavaTi Bur．et Franch 2n=22=10m+6sm+6st(图 1，d；图 2，d) 

中期染色体由 10条中部着丝点染色体、6条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和 6条亚端部着丝点 

染色体组成。其中第 1、2、3、4、7、8、17、18、21和 22条染色体为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 

第 11、l2、l3、l4、l9和 20条染色体为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其余 6条染色体均为亚中 

部着丝点染色体 T．c．值为 61．33％，染色体 长度 比为 1．79，核型不对称性属于 3A型， 

N．F．值 为 38。 

(4)单 叶渡罗花 ，．forrestii Fletcher 2n=22=4m+8sra+10st(1SAT) (图 1，b；图 2， 

b) 

中期染色体由4条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8条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和 lO条亚端部着丝点 

染色体组成 。其中第 2和 7对染色体为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第 1、2、17、18、19、20、21 

和 22条染色体为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其余 lO条染色体为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在第 l6 

条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上有一随体。从形态上看 ，其中第 3，4条染色体应为同源染色体 ， 

但它们长度有差异 ，这是由于发生 了染色体结构变异所致。T．c．值为 73．10％，染色体长 

度 比为 1．81，核型不对称性属于 3A型，N．F．值 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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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 m 

图 1 角蒿属的间期核。前期厦中期染色件 

^：角蒿属的问期棱 B：角蒿属的前期染色体 a—E：角蒿属的中期染色体 a：两头毛 (红花类型)b：单叶渡罗花 

c：鸡肉参 d：红渡罗花 e：两头毛 (白花类型 )f：中旬角蒿 g：黄渡罗花 

Fig 1 The interphase nuclei， p呷 h 珊 瑚 啪 I蕾 and 日Fha特 删m蕊一  laca~ ／／ea 

^： IJ恤  nuclei 0fln~ao4llea B："i'he pr口】 黜 dI哪 舯m 0f hu：ar~ a口一g： The m 叩 dcomoson~  lne,amillea．4 

I argutatRed一肺 fom)b：Iforrestii c：I ramrei d：I_delavayi e：I_q帕 ( 一 m) 

I zhongditmeneis g： Il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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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角蒿属的棱型图 

两头毛 (红花类型)h：单叶被罗花c 鸡肉参 d 红波罗花e：唾头毛 (白花类型)f 中甸角蒿 黄畦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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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染色体由4条中部着丝点染色体、8条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和 1o条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组成。其中第 1、2、9和10条染色体为中部着丝点染色体，第 5、6、l1、12、13、14、21和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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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为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其余 l0条染色体均为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第 21和丑这对同源 

染色体长度有差异，也是 由于染色体结构发生变异所致。T．c．值为 72．31％，染色体长度 比为 

1．64，桉型不对称性属于3A型，N．F．值为 3 

(6)黄渡罗花 ，．1urea Bur．el FmrJeh 2n=丑=4m+8sin (驾龃)+lift(图版L 只；图版Ⅱ，g) 

中期染色体由4条中部着丝点染色体、8条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和 lO条亚端部着丝点 

染色体组成 其中第 3、4、9和 lO条染色体为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第 5、6、7、8、11、 

l2、l5、l6、l7和 l8条染色体为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其余 8条为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T．C．值为 69．47％，染 色体长度比为 1．6l，核型不对称性属于 3A型 ，MF．值为 34。 

该 6种角蒿属植物分属于两头毛亚属和波罗花亚属 ，除两头毛属于两头毛亚属外，其 

余 5种均属于渡罗花亚属 两头毛亚属在我国只有两头毛 1种 ，为多年生具茎草本或亚灌 

木，花冠一般淡红色或紫红色，少为白色 ，花冠筒基部内面被长柄状腺毛，花药裂片被琉 

柔毛 ，蒴果细长 ，种子两端具丝状毛。而波罗花亚属有 8种 ，我国均有分布 ，主要特征为 

具有块根，花药裂片光滑，种子卵形，平凸，具狭翅 ，翅全缘或有缺刻。 

从上述分析结果来看 ，该角蒿属 6个种 的染色体数 目均为 2n=22，染色体基数 x= 

11 它们的间期核和分裂前期染色体的构型都为同一类型 ，即分别为简单染色中心型和中 

间型。表明该属在属 内具有较一致的细胞学特征 尤其是单叶波罗花 ，．forest／／、中甸角 

蒿 ，．zhongd／anens／s和黄波罗花 ，．1urea的核型特征 比较相似 ，表现在它们的中期染色体都 

由4条 m、8条 $／11和 lO条 st型染色体构成 ，仅在随体数 目和位置上有差异。但 6种植物 

的中期染色体核形态特征也存在着一些差异 ，与亚属的划分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值得一提 

的是 ．本文研究的两头毛亚属 中的两头毛 ，．argzaa的两个类型，即红花类型和 白花类型 

在外部形态上非常～致 ，仅花色有区别 ，但二者在核型结构上却有所不同。两头毛红花类 

型的核型不对称性为 2A型，相对较为原始 ，其臂指数为 44，在 3条染色体上可以清楚地 

看到随体。而白花类型的核型不对称性属于 3A型，属于特化类型，其臂指数为 38，仅在 

第 2l条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上有 随体 出现。可见 ，两种类型尽管外部形态相似，却发生 

了较大的遗传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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