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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特有植物瑞丽茜树的染色体核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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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次报道了瑞丽茜树的染色体数目和核型。结果表明：瑞丽茜树的染色体为二倍体，染色体较小，长度在 1．25— 

2．25 m，核型公式为2n=2x=22=10m+2sin，属于“2A”型。 

关键词：瑞丽茜树 ；染色体 ；核型 

中图分类号：Q949．7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581(2011)06—0063—02 

Study on Chromosome Karyotype of Peculiar Plant Fosbergia shweliensis in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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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hromosome number and karyotype of Fosbergia shweliensis(Anth．)Tirveng．＆Sastre are reported firstly．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romosome of Fosbergia shweliensis is diploid and small，its length ranges from 1．25 txm to 2．25 Ixm，the karyo— 

gram fits well to the formula of 2n=2x=22=10m +2sm．and the karyotypc belongs to the type of“2A”． 

Key words：Fosbergia shweliensis；Chromosome；Karyotype 

瑞丽茜树(Fosbergia shweliensis(Anth．)Tirveng．& 

Sastre)属 于茜草科 (Rubiaceae)金鸡纳亚科 (Cincho· 

noideae)栀子族(Gardenieae)大果茜属(Fosbergia)，特产 

云南 西部，生于海拔 1800～2000 m处 的山谷 溪边 

林 。瑞丽茜树的分类归属上一直存在争议。1934 

年，J．Anthony根据 G．Forrest于 1919年6月在中国云南 

采集的18064号标本，在 Royal Botanic Garden，Edinburgh 

上发表一个新种，Randia shweliensis J．Anthony 。Tir— 

vengadum和Sastr(1997) 经过研究，将Randia shwelien— 

s J．Anthony从Randia L．中独立出来，作为属的模式 

种，建立新属 Fosbergia，其学名更正为 Fosbergia shwelien一 

(J．Anthony)Tirveng．&Sastre。Tirvengadum和 Sastre 

的处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Flora of China))仍将瑞 

丽茜树放到 Randia中，而《中国植物志》和《云南植物 

志》将瑞丽茜树放到Aidia I．our中。李恒等 (2006)[6 3接 

受了Tirvengadum和Sastre的处理，将瑞丽茜树重新放到 

到 Fosbergia中。Fosbergia是茜草科栀子族的一个新属， 

它区别于栀子族其他属的特点在于其花大而艳丽和果 

实，而区别于Aidia的特点在于花序顶生、花序和果实 

大。本研究首次报道了瑞丽茜树的核型，为Fosbergia系 

统分类和种质资源保存提供细胞学资料。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试验材料为栽培于昆明植物园内的瑞丽茜 

树幼嫩根尖，瑞丽茜树的幼苗采自高黎贡山，凭证标本存 

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1．2 方法 染色体制片采用常规制片法。以个体为取 

材单位，①取生长旺盛的幼嫩根尖，用饱和对二氯苯水溶 

液在室温下预处理0．5～1 h；②用卡诺氏固定液(无水乙 

醇：冰醋酸=3：1)于4℃下固定2 h；③蒸馏水漂洗3次 

后，在60℃恒温下用 1 mol／L HC1解离 1 min；④根尖充 

分漂洗后，取 1／2个根尖的乳白色分生组织于载玻片上， 

滴 1～2滴卡宝品红染色2～3 min；⑤压片，镜检，制作永 

久封片；⑥选取染色体分散好且着丝粒清晰的细胞拍照； 

⑦测量每个染色体的总长及臂长。共观察5株植物30 

个以上染色体分散好的有丝分裂中期细胞，以其中85％ 

以上细胞具有恒定的一致的染色体数作为该植物的染色 

体数目。核型分析根据李懋学和陈瑞阳 的方法，取5 

个细胞的核型平均值。核型分类按 Stebbins的核型分类 

标准 划分。 

2 结果和讨论 

通过对材料中期分裂相的细胞进行观察和统计，瑞 

丽茜树的染色体数 目为22，核型为2n=2x=20m+2sm， 

其体细胞有丝分裂中期染色体形态和同源染色体配对图 

见图1，染色体参数见表1，有丝分裂过程见图2。瑞丽茜 

树的染色体核型不对称系数(ASK％)为52．78％，最长 

染色体为2．25 m，最短的仅为1．25 m，最长染色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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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短染色体之比为1．8，平均臂比为1．12，臂比值大于2 

的染色体百分比为9％。根据 Stebbins的核型分类标 

准 ，瑞丽茜树的染色体核型为“2A”型。 

瑞丽茜树属于金鸡纳亚科栀子族。有关染色体研 

究的结果显示茜草科植物的基数为 x=6～17，通常为 

l1，次为 9和 l2 。茜草科栀子族栀子属 (Gardenia 

Eills)的模式种栀子(Gardenia j~minoides Eills)染色体 

数目为2n=22 “ 。栀子族的弄岗南茜(Rubovietnamia 

nonggangensis F．J．Mou&D．X．Zhang)的染色体数目为 

2n=22 。因此，可以确定瑞丽茜树为二倍体，染色体 

基数x：11。 

小染色体在做核型分析会有一定困难，因此，在制 

备染色体过程中，应适当缩短前期预处理时间，以获得晚 

前期和早中期的分裂相，提高核型分析的准确性。 

●●H "秘¨”甜蛆一¨．- 

图1 瑞丽茜树的中期分裂相和核型 

表1 瑞丽茜树的染色体参数 

染色体
— — 塑 度／％ 臂比 着丝点 

序号 长臂(L)短臂(S)全长(T=L+S) (IIS) 位置 

问 核 期 前 期 核 

_ 一_  
p期 核  后 期 核 末 别 核  

图2 瑞丽茜树细胞有丝分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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