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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属古茶组植物的细胞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650204) 卵· 
摘要 对 8种 山茶属古茶组 (Sect Archecamellia Scaly)植物的 核型进行了研究。结 果如下： 

Cardellia “ febia 2n：2x 30：21m+9sm；C．pingguoensis 2n=2x；30；23m(1sat)+7sin；C 

pingguoenis var．terminalis 2n=2x；30；24m+6sm；C．廊 vida 2n 2x；30；23m+7sm；C 

parripetala 2n；2x；30=21m(1satH9sm；C tonkinensis 2n=2x 30 26m+3sm+lst；C．huana 

2n 2x 3O 22m+Ssm； C． fascicularis 2n=2x：30=1 8m+12sm(1sat)： C． pubipetala 

2n⋯2x 30 18m(2satH10sm(1sat)+2st其 中4种 1变种的核型为首次报道。总结古茶组植物的 

所有核 型资料，发现具有下列特征：(1)古茶组植物的染色体数 目一致，都是 2n罩30，垒为二 

倍体j(2)组 内种 间核 型比较相似，常有 2O 24条 m染色体，6— 10条 sm 染色体，O一2条 st 

染色体，随体常为 2个；(3)整个组的核 型的不对称性较低，几乎垒是 2A型，结台该组植物的 

形态和地理分布特点，认为在古茶组植物的进化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基因突变和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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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RYoTYPICAL STUDY oF SECT．ARCHECAM ELLIA OF 

GENUS CAM ELLIA 

ZHANG W en—Ju．M ING Tian—Lu 

(Kunming l~atitule ofao rany，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Kunming 650204) 

Abstract 8 spec ies of yellow Camellia were cytotaxonomically studied in this work，7 ofwhich be- 

long to Sect．Archecamellia Some of karyotype s are reported for the t-n'st time．The resul~ are 

show as follows： C． P“抽  6 2n；2x；30= 21m+gsm； C p／ngguoens／s 

2n=2x=30=23m(1sat)+7sm；C pingguoenis vat．terrainalis 2n=2x 30 24m+6sm；C．flavida 

2n=2x 30 23m+7sm； c parvipetala 2n；2x=30=2lm(1sat)+9sm； c tonicin删  

2n=2x=30 26m+3sm+Ist； C huana 2n；2x=30—22m+8sm； c fascicularis 

2n=2x=30：18m+12sm(1sat)； C． pubipetala 2n=2x 30—18m(2satH10sm(1 satJ+2st． All 

cytological data of Sect Archecam ellia were collected Three characters of the karyotypes of Sect 

Archecaraellia welx~found according to these data．(1)All species of this section have a commol['l 

chromosome number 2n=30，and are diploid (2)The karyotypes of species are very similar． 

There ere 2O 24 m—chromosomes，6_I IO sm—chromosomes o_ 2 st-chrolaloso me8 and O 2 

satlites ii1 this section The satlites are usually situated in two pairs of the shortest chromosomes． 

(3)The asymmetry of karyotype s is relatively low．The karyotyl~s are almost 2A．The avera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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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ln ratio is only 1 52 in this soction Based on above results and external morphology
．
the au． 

thors ded uced that gene mutation and recombination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Sect
．  

Archecameltia and polyploidy hardly takes any effect 

Key words Camellia Soct．Areheeameltia Karyotype 

古茶组 (Soct．Archecametlia Sealy)是 山茶属中一个重要的类群 EI,23。本文作者 曾对其分类学 

范围进行了订正，将著名的金花茶 (Sect．Chrysantha Chang)归人其中。本文研究 了 8种 1变种垒花茶 

的核型，并收集总结了前人报道的该群植物的细胞学资料 叫 ，以期从细胞学水平揭示竣组植物在 山 

茶属 中的系统位置。 

材料和方法 

实验材料采 自广西、云南和贵州等地，详见表 1。凭证标本存干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取劫搬的根尖或刚萌发的幼芽，同 0．05％的秋水仙素水 液在室温下处理 5—6 h'用卡诺 固定掖 固 

定 2—6 h'用 lmol／L的盐酸干 60"C温水 中解离 lmin，用卡宝品红染色、压片。棱型分析采用李慧学 

等 的标准。 由于山茶属植物的 染色体小而且 长短差异较小 ，不容 易准确配对 ，因而 参考 Kon 

do 、顾志建等 m 对 山茶属植物的棱型分析方法，不进行配对，而根据染色体长度从长到短排列
。 

袭 l 实驻材料概况 

Table 1 The situation ofobserved materials 

表 2 8种山茶一檀物接型的比较 

Table 2 A karyotypical com parisonfor 8 sr~eiesofCamellia 

R：Average of allal ratio、L／s Longest chromosome／Shortest．AsK％ (Total Length oflong arms／丁0l丑llength 

ofchromosomes)×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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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结果 

所有观寨材料的染色体数 目、形态如图 1和图 2，表 2是几个种染色体参数的比较。 

1．显脉盒花茶 C．euphlehia Merr．cx Sealy 

宋 文 芹 、 廖嫂 刃 [ 曾报道过 该种 的棱型 。前者 为 2n⋯2x 30 18m+12sm+2sat， 后者 为 

2n⋯2x 30 18m+12sm。我们观寨的棱型为 2n=2x=30 21m+9sm。三者问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属于 

植物居群问的差异还是 由于制片和稠I量 中人为造成的误差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平果盒花茶 C．piDg o∞ s D．Fang 

棱型公式为 2n⋯2x 30 23m (Isat)+7sm。这与陈维新 报道的结果 2n=2x=30=20m 

(2sat)+10sm 有所不同。 

3．顶生盒花茶 C．ptnggeoensts Val"terminalls(Liang et Su)Ming ct Chang 

棱型公式为 2n⋯2x 30 24m+6sm，此变种棱型为首次报道，该变种分布十分抉窄，捌目前为止仅 

在广西天等县的几座 山头发现。原定为独立的种，但除花顶生且稍大外，与 C pingguoensis十分相似 ， 

因而作者 将其定为 C．pigguoensis的变种。从我们观寨的棱型看，两个类群十分相似。 

4．淡黄盒花茶 C．flavida Chang 

秦 新 民等 ¨ 报 道过 此 种的 棱 型为 2n⋯2x 30 24m (2sat)+6sm。我 们 散 的结 果 是 

2n⋯2x 30 23m+7sm，与秦的结果十分接近。我们的材料采自广西凭样，曾定为 C．ptilosperma，但与 

C．砌vida无明显差异，因而将其归并，上述相似的棱型也支持这种归并。 

5．小■金花茶 C．parvipetala Lialag ct Su 

材料来 自广西凭样。棱型为 2n⋯2x 30 21m (1sat)+9sin。此种棱型为首次报道。 

6．薄叶金花茶 C．tonMnensis(eitard)Coh． Stuart 

该种包括 3个新异名 0]：C．chrysanthoides C．1ongzhouensis C．xiashiensis．我们研究的材料采白广 

西龙州大青山，原定为 C．chrysanthoides，棱型为 2n=2x=30=23m+6sm+lst。秦新民等曾报道采自广西 

凭样的 c x~ashiensis的棱型为 2n⋯2x 30 24m(2sa sm，两者间差异很小。 

7．云南盒花茶 C．fitsekularls Chang 

材料采 白云南河 口，是 古茶组 中产于云 南的唯一种 。棱型公式为 2n=2x=30=lgm+12sm (sat)。 

此棱型一十明显的特征就是具有较高的平均臂比值 ( =1．73)，比整个组的平均值 1 52要明显大。 

8．贵州盒花茶 C．buana Ming ct Zhang 

该 种 是 古 荣 组 内 分 布 最 北 的 种 ， 产 于 贵 州 广 西 交 界 的 红 水 河 一 带 。 棱 型 公 式 为 

2n=2x：30=22m+gsm。该种染色体救目和棱型为首次报道。 由于材料有限，上述棱型 数据仅来祸i一个 

好的分裂相，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9．毛■金花茶 C．publpetala Luo 

棱型公式为 2n=2x=30=18m(2sat 10sm(1satH2sto平均臂比为 1 75，L／S值为 2．32。曹慧娟等 

报道过该种的棱型为 2n=2x=30ffi26m (2．sat)+4sm，平均臂比 1．45，L／s值 2 30。上述结果有所差 

异，但两者都有较大的 L／s值，棱型类别都属于 2B型。奉文作者根据该种花柱约 1／2合生、花梗撮 

短以及苞被片较大等特征将其从古茶组中分 出 b ，该种 棱型的不对称性 明显高于 古茶组 (表 3)，按 

Stebbins邙 关于高等植物棱型演化的一般规律，毛瓣金花茶进化水平要高于古茶组，这与形态上反映出 

的情况一致，支持将它从古茶组中分出。 

h 

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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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6种山茶的体细胞染色体形志和棱型 

A．显脉盘花茶|B 平果金花花 ‘C 浚黄金花茶‘D．小瓣盘花茶}E．薄叶盘艳茶，F 责州金花茶 

Fig．1 The morphology somatic chromosomes and karyotypes of6 species of Camellia 

C evpldebia：B C．p gg̈oemi C．C l口vlda；D C parrtpetala；E C tonkinensi~；F C 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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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古蓑组檀物的植塑比较 

Tab．3 A karyotypica]com parison for Sect．drcheccanettia 

Origin of S
pecies 2n Type L ／S AsK ％ Authors 

materals 

30 20 8 2 2 2A 1 83 60 5l 1．52 黄锦培等 l982 广西 防城 

30 22 8 2 2A 1 99 59 7I 1．64 廖汉刃等 l991 广西 南宁 

30 22 8 2A 1．67 59 51 1．52 秦新民等 l991 广西 南宁 

C petelotii 30 22 8 2A 1 61 58 58 l_47 秦新民等 l991 广西 南宁 

<c chrysantha) 30 20 8 2 l 2A 1．39 5913 f 6i 肖l爵江荨 |991 广西 防城 

30 2010 1 2A l_70 5946 l 59 秦新民等 l992 广西 防城 

30 22 8 2 2A 1_47 58 37 l 44 豢新民等 1992 广西 南宁 

30 l612 2 Kondo 1983 广 西 

30 l8l2 2A 1．87 5909 1 62 廖汉刃等 199l 广西 防城 

C．euphlebia 30 l8l2 2 2A 宋文芹等 1983 广西 防域 

30 21 9 2A l 94 58．36 1 48 奉 文 广西 防城 

30 2O 8 2 2A I 55 ．1I 1．77 廖捉刃等 199l 广西 踌城 

C impressinervis 30 20 8 2 2A I 78 59．88 l_61 冉调江等 1991 广西 龙州 

30 1812 宋文芹等 1983 广西 龙州 

C petelotii v[Lr 30 20 8 2 2B 2 01 58．78 1．63 卢天玲等 l985 广西 南宁 

microcarpa 30 24 6 2 2B 2 21 58．14 1．53 曹童娟等 l986 广西 南宁 

30 20 l0 2 2A 1 83 60 32 1．58 辕雏 新等 l988 广 西 平 果 C
． pi~gguocnsis 30 23 7 1 2A l_84 59 63 1

．50 车 文 广西 平果 

C。pingguofD~s Vftr 30 24 6 2A 1
．92 58 27 l 43 车 文 广西 天等 t

erminglais 

30 24 6 2 2A 1．船 56 60 l 33 秦新民等 199l 广西 

C．flavida 30 24 6 2 2A 1．85 57I3 1 37 秦新民等 199l 组培苗 

30 23 7 2A l 99 58．97 1 48 本 文 广西 凭祥 

C jndochifleflsis 30 24 6 2 2A 1．65 58．85 1．45 秦新民等 1991 广西 龙州 

(C limonia) 30 24 6 2 2A l 99 57．97 1_42 秦新民等 1991 组培苗 

C．jndoohguensisvar 30 22 8 2 l 73 57．84 】．43 秦新民等 l991 广西 防墟 

tunghlncnsis 30 22 8 2 lB 2l5 57．72 1_38 秦新民等 l991 组培苗 

C ton虹nemas 30 24 6 2 2A 1
．87 57 22 1．37 秦新民等 I990 广西 凭祥 

(c xiashicnsis) 
(C chrysanthoid~J 30 23 6 l 2A 1．88 58 30 l 48 车 文 广西 大青山 

C parviv~：ala 30 21 9 1 2A l_99 60 20 l 58 车 文 广西 凭祥 

C facicularis 30 l8l2 2 2A 1．73 62．96 l 73 车 文 云南 河 口 

C huana 30 22 8 2̂  】 86 59 26 】52 本 文 贵州 量享 

讨 论 

总结古茶组植物的所有棱型资料(表 3)，该组 16种 3变种中，已有 10种 3变种的棱型报道，分析比 

较选些资料，古茶组植物的桉型有下列特征： 

(1)染色俸数 目十分稳定，垒都是=倍俸 ，2n=30。这与山茶属的许多组不一样，据黄少甫  ̈ 、 

李光涛 等人的统计，红山茶组、短桂茶组及连蕊茶组等都出现一定比例的多倍俸。 

(2)组内种间桉型较相似。30条染色体 中，常有 2O一24条中部着丝点染色俸 (m)，6一 lO条近中 

部着丝点染色体 (sin)，近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st)常没有或只有 1—2条。常有随体 l—2个。从表 3可 

以看出布同的种常有一样的或极为相似的核型。有 3个核型最为常见；2n=2x 30=24m+Osm 2sat)， 

2n 2x=30=22m+Ssm+(2sat)，2n=2x=30=20m+Ssm+2st+ (2sat)，如不考虑随体的差异，这 3类棱 

型约 占垒部棱型的 2／3。 

(3)不对称性鞍低。在已研究报道过的 29个棱型 中，有 26个是 2A型，1个 1B型，只有 2个为 

2B型。整个组的R (平均臂比)的平均值仅为 1．52，L／S(最长染色体 ／最短染色体)平均值为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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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 占茶组具有较为稳定的核型结构。但与同属其它组相比较，该组植物的外部形志变异却 

很大 。从这两点我们可以推测在古茶组植物的进化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基因突变和重组，多倍化和 染 

色体结构 t的犬变化不起明显作 用。古茶组植物集 中分布于越南北部和我国广西南部的热带雨林和季雨 

林中。 Ehrendofer 。。曾提出，热带雨棒 中的物种进化的特点是，在染色体结构变异方面表现援慢，进 

化主要是基因突变，物种形成靠外部隔离，在这种稳定环境下，新的多倍体很少产生 我们对古茶组植 

物的研究支持 Ehrendofer所提出的上述假说。 一 

囤 2 3种山茶的体细胞染色体形志和校型 

A．毛辩盎花茶；B 若南金花茶，C．顶生盒花荼 

Fig．2 Them orphology somatic chromosomes and karyotypes of3 specks ofCamellia 

c fasclcitaris；C．C pingguoens~vat termina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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