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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毛毡 ( mamillata Hanee)属于紫金牛 

科 (Myrsinaceae)紫金牛属 (A )，主产于我国 

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等省。生长于密林 

下阴湿的地方。红毛毡是一种常用的中草药，全草 

有清热利湿、活血止血、去腐生肌之功效 (云南植 

物研究所，1977)；同时，花粉红色，每花序有花 

7～15朵，果实球形，宿存，鲜红色，也是一种很 

好的仡果兼具的观赏植物。 

关于红毛毡的染色体数目及核型尚末见报道， 

本文对其进行了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l 材料和方法 

材料采自云南省麻粟坡县，现栽培r昆明植物所植物园 

种质资源与野牛花卉组苗阑内 取牛长旺盛的根尖，经对二 

氯苯室温下预处理 2～3 h后，用卡诺氏I固定液 (无水乙醇： 

冰醋酸：3：1)在冰水中固定 30rain，过 50％乙醇，蒸馏水 

洗 6occ_卜，在解离液 (1 mol／L盐酸：45％醋酸=1：1)中解 

离60 s。卡宝品红染色，常规压片，光学显微镜下脱察，照 

相。凭证标本存放于中旧科学院昆明植物所植物园。 

体细胞中期染色体核 分析据李懋学和陈瑞刚 (1985) 

的标准，核不对称性按 Stebbilrs(1971)的分类标准，核不 

对称程度用着丝点端化值 (Centromeric tenninalization value 

简称T．C．)来衡蟹，(T．C．％)= (染色体长臂总长度／染 

色体总长度)×100。分析时取 5个染色体分散良好的细胞 

照片用游标卡尺进行测量，换算，取平均值。 

2 结果与讨论 

染色体数目及核型见图 l，核型分析参数列于 

表 l。 

红毛毡的体细胞中期染色体数目为 2n=44， 

核型公式为2n：2x=44=38m+4sin+2T，其中第 

19、21对为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第22对为端部 

着丝点染色体，其余 19对为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染色体相对长度变化范围为 1．5O～2。97。染色体长 

度比 (最长染色体／最短染色体)为2。8，不对称性 

属 2B型，T．C。％值为 57。70％。 

紫金牛属植物约 300余种，我国有 69种，主 

要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地区 ( 南植物研究所， 

1977)。Darlington和Wylie(1945)曾报道本属植物 

A．solalw．cea的染色体基数为 x：23，Wu和 Raven 

(2000)记载该属植物 A．crispa的染色体数目是 24， 

46；A．e脚站 2n=48，而本文研究的红毛毡的染色体 

数目为2n=44，基数为x=22，与他们的也 同。由 

此可见，该属的染色体数日不同，存在一定的变异。 
一 般情况下，一个属的染色体基数应该相同，但 

基金项 日：豳家门然科学箍金 (30571 137)， 南省自然科学基金 (2005C0051M)及【fl国科学院知识创新 1 程试点资助项I 

成为【{I圈水稻研究所博士 

收稿『I期：2005—04 26，2005—05 27接受发表 

f1：肯简介：张K芹 (1953一)女，⋯尔人，研究员，主要从事野牛植物资源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E—mail：zJ'lartgchangqin@mail．kib．∞ ．Ciq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2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28卷 

从已报道的该属植物的染色体基数来看本属变异较 大，因此还需对本属内的其他种进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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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红毛毡的染色体数同 (A)及核型 (B) 

Fig．1 The chromosome number(A)and karyotype(B)of A．mam／l／o~ 

表 1 红毛毡的核型参数表 

Table 1 qhe k~ otype data of Adisiamamilkaa 

5 iJm 

序号 相对长度 臂比 类型 序号 相对长度 臂比 类型 

Chromosome number Relative J g出 (％) Ann ratio Type (：hmmD number Relativelength(％) Arm ratio Ty0e 

1 2．97 1．23 m 12 2．39 1．14 ITI 

2 2．89 1．15 ITI 13 2．39 1．19 m 

3 2．75 1．24 ITI l4 2．36 1．11 m 

4 2．78 1．15 ITI 15 2．17 1．22 ITI 

5 2．5O 1．5O m l6 2．16 1．13 ITI 

6 2．63 1．19 m 17 2．1O 1．34 [I1 

7 2．6o 1．12 m 18 2．10 1．15 m 

8 2．56 1．1O m I9 2．09 1．58 sm 

9 2．5O 1．13 ITI 2O 2．O1 1．14 m 

l0 2，46 1．3l m 21 1+58 2
． 13 grn 

I1 2．41 1．14 ITI 22 1．57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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