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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报道了葫芦科绞股蓝属 (GynostemmaBI)8种共 20个居群的染色体数目，分别为

2n；22， 33， 44， 66， 88， 多 倍 体 现 象 极 为 普 遍 。 两 个 亚 属 } 绞 股 蓝 亚 属 (Subgcn
．

Gynostemma)和喙果藤亚属 (Subgen．Triostellum)的染色体基数均为 x叠11，并结合该属植物

形态特征、繁殖方式和地理分布，对普遍出现的多倍体现象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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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股蓝属 (GynoMemmaB1．)是分布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 1个属 ‘卜”，大多数种类分布干

中国长江以南，尤其是西南地区。本文对该属植物8种 1变种 20个居群的染色体进行了理襄，做了比较

详细的研究，其中4种 l变种为首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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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野外琅根尖或采集植物栽培后取根尖用 0．002m01／L 8羟基喹啉预处理 2—4h或用 O01％秋水仙素

预处理约 2h，卡诺周定液周定 4—6h，O．5m01／L盐酸在恒温下水解约 10rain，石碳酸品红 染色后 制

片，熟色体计教 20个细胞以上。材料来源及凭证标本见表 1，凭证标本存放于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妍究

所标本室 (KUN)。

结果和讨论

1．染色体数 目

饺股蓝 属植物的染色体较 小，其体细胞染色体教 目分别为 2n=22，33，44，66和 88(表 1，图

1)， 染色体 基教为 x=11。饺 股蓝 属植 物 由于子 房和果实形志 的差异被分为两个 亚属：饺股蓝 亚属

(Subsen．Gynostemma)和囔果藤亚属 (Subgen．Triostellum(z．P．WangetQ．z Xie)C Y．wuets．K．

Chen)[I_]。前者雌蕊的花挂细而徽弯，果时脱落而不宿存，只留下 3个脐状的痕迹，果实圊球形，浆

果状，成 热后不开裂}喙果藤亚属雌花的花柱较粗而直，呈喙状，果时宿存而明显，果 实蒴果状，成热

后3j凸3个花柱间的缝线开裂。薜样骥等 ¨’将绞股蓝【G pentaphyllum(Thunb．)Mak．)】染色体数 目

2n；28，哮果饺股 蓝 (G yixingense(z P．WangetQ z．Xic)C Y．WuetS K．Chcn)2n=22亦作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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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属间的区别特征之一。李妆娟等 报道了绞股蓝属 3十种类的染色体数目，表明两亚属染色体基数 

均为 x；1 1，我们通过对该属值物大多数种类的染色体现寨，进一步证实了本属具有相同的染色体基数 

(x=11)，是一个自然类群。薛祥骥等 报道绞般蓝的染色体数目为2n=28，图片也不清晰，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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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垃段蓝属植物的染色悻 

Fig 1 The somatic chromosomesinmitoticmetaphas~inthe genusGyno~temmaBI_I
． Cm 。 mm口microspermum 

(2a 22)：214．G．pentap~yllum (Thunb．)Mak v ．daaycarpum (2 Zh~Lo 86—123．2n=22；卜 4 Zhao 86—3I．2n=22 

33) 5 G／ongipes(2n=44)：6．G．1ax珊， 朋 (2n=22)；7 G．penlagynum (2n=22)：8．G．yixingense(2n；88)：9 G 

guangxiense(2n 22)：lo__Il G pentaphytlum(Thunb)Mak var．pentaphyltum 

^．． 彳 

，  

．．．．～ ．．．“～ 

。  

一 

，

一 

． ． ． 

● 1 ．

● ●
～ 

一 

▲ 

● 

●I． 

●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期 高信芬等：绞股蓝的染色体研究 31 5 

该种 2n=28不正确，同时 Borgman 曾报道 (Gynostemma sp．)的染色体数 目2n=24也是错误的。 

2．多倍体现象与地理分布 

从绞股蓝属植物地理分布 (图 2)来看，广西绞股蓝分布于广西龙州 龙津及大新等地J五柱饺股 

蓝分布于湖南大庸、桃源等地}小耔绞股蓝仅分布 于云南西双版纳 ，疏花饺股蓝的分布区更为狭小，仅 

分布于安霰宣城的一个小山沟中。这些种类不但分布区相对抉小，生态环境也较单一，其染色体数目均 

为2n；22，是二倍体。而具有多倍体的种类，分布区则相对狭大：心耔绞股蓝分布于陕西南部及期北西 

部}长梗绞股蓝 在陕西南部、四川、云南北部及贵州北部均 有分布 嚎果绞股蓝则点状分布于浙江杭 

州、江苏宜兴、安徽铜陵等地。染色体倍性变异最大的绞股蓝——从二倍体到八倍体 ，其分布区也是最 

广的，种的分布区几乎就是属的分布区范围，生志环境 多样化，从山地灌丛、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林 

到热带南林的林下，均有分布，多倍体居群在种的分布区中呈点块状分布。从生境来看，多倍体居群常 

生长在掇湿润且阳光不充足的阔叶林下，如期南大庸，云南盈江，浙江杭州等地。 

一  f ： 。 r ．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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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产笈股蓝 的分布 1．心籽笈膛蓝I 2．喙果笈股蓝I 3琉花蛀靛蓝}4 籽笈股蓝I 5五柱蛀靛蓝I 6广西 

笈股蓝I 7笈硷蓝I 8毛果笈膛蓝 

Fig 2 Distribution of nosremma form China J C cardfigspermum；2 G yixingense；3．G laxiflorum；4 G． 

microspermum；5．G pentagynum；6 G．guangxiense；7．G pentaphyltum 8．G pentaphyllum vg3．．da~ycarpltm 

3．繁殖方式殛倍性变异 

繁殖方式：绞股蓝属植物是多年生也可为一年生藤本。春天萌发新芽，冬天枯萎。在 自然界 中的繁 

殖是以营养体进行无性繁殖和产生种子的有性繁殖两种方式。无性繁殖根据生境的不同及繁殖部位不 

同，又有形成珠芽及不形成珠芽两种，而珠芽的形态往往与生境密切相关。该属中大多数种娄的无性繁殖 

是以地下茎及地面匍匐茎越冬的。尤其是在荫湿的密林下，冬天的霜冷不能到达林下，地上部分尤其是 

较幼嫩的藤茎枯萎，而茎的地下部分及匍匐地面的老茎由于有密林及枯萎的千藤遮蔽而仍具生命力，第 

二年就从未枯的茎的地下部分及地面匍訇老茎的节上萌发新芽及新根，而茎的地下部分及匍匐茎也不产 

生珠芽。但在较为干燥的疏林下，干冷的冬天霜冻直接侵害植株，植株通常产生珠芽越冬。珠芽是膨大 

而节间缩短的无叶的茎的顶端或幼芽，我们在野外观寨到两种珠芽的类型：(1)生长在杭州的八倍体喙 

果绞股蓝及安霰盘寨的八倍体绞股蓝，其地面匍甸茎的茎尖徽钻入橙孰的泥土中或落叶中，先靖掌大， 

节间缩短而形成 1—2cm 长的珠芽，每个珠芽包括 4—6个节，其节上的叶不发育。在植物 生长盛期，珠 

芽迅速发育生长，其节上产生比地面匍甸茎更多更粗壮的根以吸收营养及水分I而在植物生长后期，冬 

季临近时，地面匍匐茎通常千枯，而珠芽 由于泥土及落叶的覆盖并不枯萎，成为体眠芽越冬，第二年春 

天和地下的茎一起 萌发，产生新的匍匐茎。以这种方式繁殖的植株通常匍匐地面，周围无攀缘物，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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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少，结实率极低。(2)在豌花绞腔蓝和抗州的喙果绞腔蓝的另一居群 (染色体数 目不明)中，植株 

通常攀馨在小树及小灌丛上，开花多，培果率高，其地下茎的基部产生多十珠芽。环绕地下茎基部周 

围。疏花绞腔蓝的生境是干燥的稀疏小灌丛。喙果绞腔蓝则生长在干燥的林下乱石问，冬季干冷，植株 

地上部分枯萎。珠芽虽在植物生长早期开花前就形成，但当年并不发育，而是休眠到第二年春夏雨后才 

萌发，每一十珠 芽发育成一个新的植株，而每 一个新植株又产生多数珠芽 根据我们栽培震寨，琉花纹 

股蓝种子萌发的植株在第一年较少开花结实，而是产生珠芽越冬；而由珠芽发育形成的植株比种子发育 

的植株更粗壮，结实事更高，这可能是园为珠芽比种子船吸收更多的养分供植株生长发育的需要。 

多倍体复合群：多倍体现象在绞腔蓝属植物中昔遍存在，嗉果藤亚属的心籽绞腔蓝是一十六倍体的 

种粪，嗉果绞腔蓝具有二倍体和八倍俸的居群。绞股蓝亚属中长梗鲛腔蓝分别为二倍体制四倍件的居 

群}绞股蓝具有二倍体、四倍体、六倍体及八倍体的居群，其变 毛果毁般蓝 (C．penmphyUurn 

(Thunb．)Mak vat．dasycarpumC．Y．WucxC．Y．Wu etS K Chen)也具有二倍体及 倍俸蔚居群，在 

勐仑的二倍体居群中出现了三倍体的细胞型。 

从纹腔蓝的外部形态特征来看，由于居群的分布地点不同，其外部形态特征有较大的差异，从单叶 

到三小叶、五小叶甚至七小叶均可能在同一植株上发现。花萼片与花瓣长崖比由仅为花瓣的 1／5长刊与 

花瓣近等长，子房由下位到半下位，果实形志的葶筒线从顶端刊中部，种子形态从三角形蓟闫三角形或 

横向的近圆柱形。均呈连续的变化，但无明显的地理变异规律，是一十比较复杂的多倍傩复合群。但 

是，某些特征的变化可能与染色体的倍性变异有关，目前我们仅琨襄到染色体高倍性植株比二倍悻和四 

倍体植株稍大，如生长在湖南大庸张宗界的四倍体和安鬣攘县的二倍体植株，其外部形毒不能分辨，从 

果实和种子形志上，成熟果实直径均为4--Smm，种子扁三角形 3×2 x1(长 x宽 x厚)mm。而从日 

本引种栽培厦云南盈江的六倍体植株及安徽盒裹的八倍体植株明显比二倍体和四倍体粗壮，八倍件植株 

产生的果实直径达 g—lOmm，种子阔三角形，(4．5—5) ×2．5x2ram。长梗鲛般蓝与绞股蓝的差异仅表 

现在花梗的长度不同，而花梗长度在这一群中呈连续变化，无明显的间断，园此二者应归属为同一种 

(分类处理另文报道)。绞股蓝属植物多倍体的产生可能与植物种的分布区扩大和生态环境的改变密切辊 

关，要解决绞腔蓝这个多倍体复台群的地理变异规律，还有待于今后从细胞学上对更多的居群进行藤人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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