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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 ‘山茶属山茶组的细胞地理学研究 

闵天禄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650204) 

摘要 本文总结了山茶组植物的细胞学资料，结合形态和地理学特征讨论了该组植物扩散及分化 

的规律。山茶组植物具有相同的染色体基数 (x=15)，变化较大的倍性 (2x，4x，6x，8x)。其 中 

子房无毛的种类除 C．chekiangoleosa Hu，C．japoniaca L．的个别居群外都是二倍体；多倍体主要 

出现在苞、萼、花后脱落，子房被毛的种类中，分布于南岭以西至西南地区，南岭及南岭以东、 

以南地区未发现多倍体。山茶组植物的核型进化有明显的方向性，核型的不对称性从低向高演 

化；南岭及附近地区的类群核型不对称性较低，而远离这一地区的类群核型不对称性较高。作者 

认为南岭及附近地区是山茶组植物的分布中心和分化中心 ；云贵高原及其邻近地区是它的次生分 

化中心，在这一地区杂交和多倍化是物种形成和分化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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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ytogeographical Study of Camellia，Sect．Camellia 

ZHANG n—Ju MING Tien—Lu 

(KunmingInstitute ofBotany，The ChineseAcademyofSc／enee，Kunming650204) 

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c~ologicM data of Sect．Camellia was coflected and summarized，and the disper- 

sal and differentiation disscussed by means of cytogeographical method．Sect．Camellia contained the saIne basis 

ehronio~ome number，x= 15，and varied ploidy，2x，4x，6x and 8x．The 4 species and 2 varieties with 

glabrous gymoeium，dis~buted mainly in the south—east and east of China to Japan，were all diploid except 

,'some population of C．chekiangcleosa Hu and C．japonica in Korea，but 8 species with hairy gymoeium，dis— 

tributed concentratedly in Yunnan—Guizhou plateau．included 4 polyploi& species or complexes． rhere were 

onlytwo kinds ofkaryotypes，2Aand 2B，in Sect．Camellia．Co,np~i-sthensymm~t~ ofthe kary( rpes showed 

that karyotyp~evolution had a clear direction in Sect．CameUia，which was from symm~t~ to nsymm~t~．The 

species in Nanlin mounains and nearby had more—symmitrieal karyotyp~than that far from the above aem．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The authors concluded that Nanlin mountains and rlearby was an original differentia- 

tion center of Sect．Camellia，and Yunnan—Guizhou plateau was only a second center，where the hybridization 

and polyoploidization was an important speciation eoLi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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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组 (Sect．Camellia)植物集中分布于我国亚热带地区，只有 C．japonica向东扩散到 日本和韩国。 

该组植物以大而艳丽的花闻名于世 ，历来受到分类学家和园艺学家的关注，但对该组植物的种类划分、扩 

散路线、分化和进化趋势存在很大争论 (闵天禄，1998；张宏达，1981；Sealy，1958)。从本世纪 30年代 

开始，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细胞学工作 (Moriniag，1931；Ammal，1953；Kondo，1977a，1977b，1977c；Kon． 

do et al，1991，1986；黄少甫 ，1987a，1987b，1986，1981；顾志建等，1992，1990a，1990b，1988a，1988b；肖 

调江等，1996．1991)，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但少见全面的总结。本文收集整理了上述细胞学成果，结合 

自己的工作用细胞地理学的方法来探讨山茶组植物的扩散和分化的规律。 

1 山茶组植物的染色体数目和核型资料 

表 1列出山茶组植物的细胞学资料。按闵天禄 (1998)的最新订正，全组共 12种 6变种。除 C． 

aza／ea外都已具染色体数目的报道。有的文献未指明材料原产地且未发现种内新倍性，本文没有引用。 

表中部分结果出自本文 ，方法采用成熟的种子萌发，取幼嫩的根尖，秋水仙素处理，常规程序制片， 

统计染色体数目。结果见图 1。 

5 

图1 山茶组5个种的染色体数目 

Fig．1 The chnHn0嗣mIes of5 species of Sect．Camellia 

1．C．chekiangoleosa(C．cro．B／ssma)2n=90；2．C．reticulata(C．xylocarpa)2n=90；3．C．pilardii 2n=30；4．C 

chekiangoleosa 2n=30；5．C．semiserrata var．magm~arpa 2n=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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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倍体的上述分布格局我们可以推断：①虽然云贵高原分布有大量的红山茶，但不可能是山茶组的 

发源地。这与肖调江等 (1996)得到的结论相似。原因在于多倍化在进化中几乎是不可逆的，空间上有离 

心分布的趋势，分布区的边缘更容易形成多倍体 (Stebbins，195o)。肖调江等还指出红山茶的起源地在华 

东或华南。江西 的种 目前有 两个 已知 染色体 数 目 C．subintegra为 2n=30 (黄少 甫等，1981)，C． 

chekiangoleosa(C．crasissima CllaI1g)是 2n=90(本文)。我们认为起源于华东的可能性不大，最可能起源 

于华南。闵天禄 (1998)依据形态地理分析也得出这样的结论。②苞萼多少宿存的种类不仅地理分布上很 

少重叠，而且形态上也容易区别，而苞萼脱落、子房被密毛的种类分布上常彼此重叠，形态上也难以划出 

种间界限。这反应出两个类群在物种的形成方式和形成时间上不同。后一类群的种类中。以 C．pitardii为 

中心，包括 C．saluenensis、C．retictdab~等构成一个复合体 (夏丽芳，1994，Parks et al，1963)，还可能以 

C．mairei为中心，包括 Cpolyodonta，构成另一个复合体 (闵天禄，1998)。在这样的复合体中，杂交和 

多倍化至关重要 (Stebbins，1950)。从多倍体的分布格局看，都属于 Stebbins(195o)所说的幼年复合体， 

种类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而前一类群的种类则主要在二倍体水平上分化，隔离应起主要作用，目前不清 

楚那些因素造成了隔离。 

我们可以从地质历史环境的变迁上为上述染色体的分布格局找到部分解释．晚第三纪开始的喜马拉雅 

造山运动对西南地区的地貌和古气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山体的相继抬升，形成了复杂而多变的环 

境，为多倍体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合适的生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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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山茶组植物的核型分布 

Fig．3 The distrilmtion of k日I types ofSect．Caraellia 

1． C． chdda~ deos．； 2． C． po／yodonta； 3． C． sem／sserata； 4． C． polyodont~ Ⅶr 

|c0 Ⅻ ；5．C．ed／thae；6．C． p ；7．C．pitardii；8．C．pitardiivat．variabilis；9 

C． l‘I越B；10．C．mairei；11．C．sa／uenens／s 

3 核型的进化 

对山茶组核型资料的分析也有力地支持上述论点。参照李林初 (1993)的方法，以最长染色体比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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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之值 (L／S)为横坐标，以平均臂比值 (AR)为纵坐标作二维散点图 (图3)。从图中可见核型并非 

随机分布，而是表现出下列特征：①几乎所有的核型都集中分布于两条近乎平行的线之间，呈从左下角至 

右上角分布的一条带；②南岭及附近地区的几个种 C．chekiangoleosa，C．polyodonta，C．semiserrata位于左 

下角，远离这一地区的种 C，edithae，C．japonica，C．pitardii va．r．variabilis，C．reticulata，C．mairei等位 

于右上方；③多倍体多分布于右上方，二倍体多位于左下方。 

L／S和 AR都是描述核型不对称性大小的参数。特征①表明虽然在形态上和空间上山茶组辐射状分化 

和扩散，但核型的进化却具有明显的方向性。Stebbins(1950)总结高等植物的核型演化规律，认为核型一 

般从对称向不对称演化。反映在图 3上表现为从左下方向右上方演化。因此图 3进一步揭示出山茶组演化 

和扩散的方向，表明南岭及附近地区可能是山茶组植物的早期分化中心。 

进一步分析南岭及附近地区的几个种 C．polyodonm，C．chekiangoleosa，C．semiserrata，可以看出分布 

于南岭北面的 C．chekiangoleosa与南面的C．polyodonta的核型比较接近，而分布于南部的 C．semiserrata具 

有比前两者稍为进化的核型，说明由于 C．hongkongensis，G． 和 C．subintegra等 3种尚无核型资料， 

因此还有待于积累更多的细胞学资料作深入的研究，方可得出进一步的结论。 

4 花瓣色素的变化 

Sakata等 (1992)深入研究了山茶组的花瓣色素，发现 C．saluenensis和 C．pitardii及C．reticulata具有 

结构复杂的色素，C．chekiangoleosa，C．semisserata，C．japonica和 C．japonica va．r．rusticana的色素较前面 

简单，C．polyodontn具有前两类色素。Sakata等 (1992)还指出控制前一类色素的基因相对于控制后一类色 

素的基因为显性。以山茶组起源于云南而向东扩散这一观点为基础，Sakata等认为山茶组花瓣色素的变化 

是经过退化性突变从复杂向简单演化。如果我们相信色素是从简单向复杂进化这样一种普遍的规律，那 

么，山茶组花瓣色素变化所揭示出的种系关系就是：向西 C．chekiangolosa或 C．semiserrata— C．polyodonta 

÷ C．pitardii．C．saluensis和 C．reticulata；向东侧 C．chekiangoleosa或 C．semiserrta÷ C．japonica÷ C． 

japionica var．rustieana。这一方向正好与细胞地理学和形态学所揭示的方向相一致。 

致谢 中南林学院漆龙林教授提供部分实验材料，云南大学黄瑞复教授、虞泓博士在实验中给予很大 

帮助，北京植物研究所汤彦承先生、昆明植物研究所顾志建先生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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