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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福花染色体核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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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四福花 〔6 78 ! 9 # : ! # ; , 。”< ,< (= ! 8 ! ∗ &
>

1
>

? 2 〕体细咆具有 − /个染色体
。

其核

型组成为≅∃ 二 − / Α / ; Β .遵< ; Β Χ <  Β 7 ≅  
,

即具有 − 对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

Δ 对亚中部着丝

点染色体
,

) 对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和 / 对端部着 丝点染色体
。

四福花染色体核型分析表明
,

与传统对五福花科植物染色体具 Ε 基数的认识不同
,

其基

数应为Φ Α . ∋
。

与Γ # Η 2 #
Ι3 所发现的具 .∋ 基数的三倍体五福花的核型相比较

,

二者在核型组

成及染色体结构上都有明显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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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福花是五福花科一单种新属
,

我国特有
。

. Ε , )年首次在四川省发现
, . Ε ∋ .年吴征

锰教授定名为6  8! 9 # 二 ! # ; 叮∃
+  ’< (= !8 !∗ &

>

1
>

?
2 ,

并认为它处于该科较原始的

位置
。

五福花 (月9 # : ! # #< ϑΙ ! 0 00’∃! Κ
>

∗ 广布北温带
,

产于欧洲与北美的染色体数为

≅ ∃ Α − / (Λ # Μ # 0# Ν <Μ !
Ο
! , . Ε / / Π ≅Ι 2 Μ # Ν ! , . Ε / Δ Π 4# ∃ < # ∃ Θ Ρ! Μ 8 , . Ε / ∋ Π Ρ! Μ 8 ,

. Ε / ∋ , Κ Σ Ρ 8 , . Ε Δ Τ , Λ Μ ! 03∃ <Μ !  ! 0
> , . Ε Δ Χ Π Υ ! 8  ! <  ∃ # Ν !  ! 0

> , . Ε Δ Χ , ς   8 3∃
,

. Ε Δ ∋ ∗ , 产于 日本的有 − 个不同的染色体数
,

≅Γ Α Χ ,
、

, Χ ( = ! 8 ! , . Ε , / ∗
,

≅ ∃ Α − /

(Υ 2 8 ! , ! Ω !  ! 0
> , . Ε / Τ∗

。

按传统的看法
,

五福花的染色体基数
: Α Ε ,

因此具 − /个

染色体的被认为是四倍体 〔)∃( Χ :∗ Α − /〕
,

具Χ, 个染色体的被认为是五倍 〔)∃ (<:∗ 二

Χ, 〕
,

具 ,Χ 个染色体的被认为是六倍体 〔)∃( / :∗ Α , Χ〕
。

= !8 ! ( . Ε , / ∗ 认为 日本产的

五福花在具甸旬性和鳞茎这两个特点上与欧洲的植物有别
,

将它们定名为
>

川Ξ< ϑΙ
! Ψ

 003∃ ! Ν ! 8 >

Ο! Ρ! ∃ Ζ ! = ! 8 ! 。

. Ε Δ Χ年 日本 Γ # Η 2 Ι 3 等通过核型分析发现≅∃ Α , Χ的五福

花是基数为
: 二 .∋ 的三倍体

,

并观察到在该材料染色体的长
、

短臂上有许多随体
。

关于四福花 ( 6
> # 卿 Ζ ∃ <公< ∗ 的染色体数目

,
= ! 8 ! ( . Ε ∋ − ∗ 曾提 到 ≅∃ Α − /

(Υ 2 8 ! < ! Ω ! ,

未发表∗
。

研究五福花科三个属不同植物的染色体
,

对 于探讨其系统位置及物种演化是十分有

意义的
。

本文报道对四福花染色体核型研究的结果
。

本文于 .Ε ∋ ,年. )月 . Τ 日收到
。

本工作承象吴征钱先生指导
,

刘尧章同志协助引种栽培
,

特致谢忱
。



., Χ
∋ 卷云 南 植 物 研 究 ∋ 定

材 料 和 方 法

本试验所用材料于 . Ε ∋ ,年 .Τ 月中下旬采自四川省峨眉山海拔 ) − Τ Τ米的针 阔叶混交林

下
,

引种于昆明植物园荫棚内
。

选取 的根尖在。
>

ΤΤ )对 ∋ 一经基哇琳溶液中
,

室温下处理

/ 小时
,

用卡诺氏固定液 (Ε , [洒精
一
冰酷酸 − + . ∗ 固定 ) Χ小时

。

固定材料经 ΔΤ [ 酒

精至水
,

水洗后用 Τ
>

, Γ = & ∴ / Τ# ϑ 恒温水解 , 一 Δ 分钟
,

水洗后再用石碳酸一品红染

色并压片
。

经冰冻脱盖片后
,

用油派胶封片制成永久片
。

根据照片测量
、

计算染色体的

绝对长度
、

相对长度
、

着丝点指数
,

并按染色体着丝点位置及长度将染色体分类
、

编
一

号

制成核型图 (图版 . ∗ 并绘制核型模式图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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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察 结 果

四福花 6 ≅ 。了Δ 。Α 。二 。 。Ε 。论。“公“1 体细胞具有 ∃ 个染色体
。

其核型组成为!7 二  ∃ Φ

∃ Ε Γ ∀Η
ΙΕ 十 ΗΙ ; 十 ∀ !”,

即具有  对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 / 对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 ! 对

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和 ∃ 对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

全部染色体长度变 化 范 围 为  
,

ϑ/ 一

∀ #
,

# Κ微米
。

第 ∀ 至  组染色体包括  对中部着丝点染色休
,

其着丝点指数 6短臂 Δ 长臂1 变化

在 ∀
,

#一 #
,

ϑ∃ 之间
。

第 Η 至 ∀# 组染色体包括 / 对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

其着丝点指数变化在 #
,

”一#
,

 /



) 期 梁汉兴
+

四福花染色体核型的分析 . , ,

之间
。

第∃ 至 .) 组染色体包括 ) 对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

其着丝点指数分别为Τ
>

)Δ 和Τ
>

) Χ
。

第.− 至第.∋ 组染色体包括 / 对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

其着丝点数均为Τ
>

Τ Τ
。

讨 论

.
>

我们的研究结果
,

四福花 (6
> 。 ,

∃ 公朋
+ 公+ ∗在体细胞染色体数目方面与= !8 !

提及

的≅∃ 二 − /一致
。

但根据核型分析可以确定
,

四福花为具基数
: 二 .∋ 的二倍体

,

与传统的

五福花为具基数
: 二 Ε 的多倍体的认识不一致

。

)
>

四福花 (6
> # # 犷∃ < Ζ< ∗ 核型组成为Υ (≅∃ ∗ Α − / 二 / ; Β . Χ <; Β Χ <  Β .)  无带随

体的染色体
。

Γ # Η 2 Ι 3等做的五福花 (月
>

Τ Τ + Ι!  00Ζ∃ ! ∗ 核型组成为Υ (≅∃ ∗ Α , Χ Α . ∋

; 十 Η< ; 十 / 、 十 ≅0  ,

许多染色体长
、

短臂上都带有随体
。

因此
,

二者虽有相同的基数
,

但在核型组成和染色休结构上都有显著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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