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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东南部的墨脱地区处于雅鲁藏布江的腹地，其河谷区域的海拔在 600～2 500 m之间，属热带亚热 

带地区。1992年孙航等对这一地区的植物区系作了实地的调查研究，在大量标本的采集过程中，获得部分 

种的细胞学研究材料，随后我们对这些植物进行了染色体的观察研究。其目的在于为深入探讨这一区域植 

物的发生演化积累基础资料。顾志建等 (1993a，b)、王丽等 (1994)对青藏高原的一些植物作了研究 

后，使我们在宏观研究的基础上对那里的部分植物的遗传结构的变异和演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本次的研 

究报道是先前工作的继续，现将研究的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的来源见表 1，凭证标本存于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采回的研究材料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使 

其生长出大量的新生根。取新生根尖，用 0．02 的 8 基喹啉和 0．1 的秋水仙素在室温下预处理 2～4 

h，然后卡诺固定液 I(冰乙酸 t乙醇 95 ，1 t 3)在冰水 (4℃左右)中固定 20 min，再用 1 t 1的 1 

mol／L盐酸和 45 的冰乙酸在 60℃下水解 30 s，1 的醋酸地衣红染色 。压片和观察，选染色体分散较 

好的细胞进行显徽摄影。 

2 观察结果 

西南鹿药 Smllacina fuscum Wal1．这个种主要分布于滇西北至喜马拉雅，染色体数目早先的报道有 ， 

2n=36，72，66，28(Kumar，1959，Kurosawa，1966，Sharma，1970)。Mehra and Saehdeva(1979)从东 

喜玛拉雅采集到的材料 ，其染色体数 目是 2n=72，而王丽等 (1993)从云南 云龙获得的材料则 为 

2n=36。我们的观察是体细胞染色体数为 2n=54(图 1：a)。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种的遗传变异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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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西藏墨脱地区 10种植物的中期染色体 

a．西南鹿药，b．三脉黄精，c．对叶黄精，d．腋花扭柄花，e．长蕊万寿竹，f．旋花茄，g．野百合， 

h．闭夹藤 ，i．双耳南星；j．昂天葵 

Fig．1 The M etaphaae chromosomes of 10 species from M otuo，Xizang 

a．S，，l zc 4知 c“，，l WanIb．PolygonatumgriffithiiBakerIc．Polygonatum oppisit帕lium(Wal1)Royle，d．Streptolms 

simplexD．Don，e．Disporum bodinie~ 6vl etVaniot)Wang etTang，f．So~num 5 m Roxb，g．Crotalaria sessilfflora 

L．Ih．Magers~assaraicaI t Arisaema biauriculatum W．W．Sm et Hand．一Mazz．，j．Artlbroma augusta ．)L．F． 

乎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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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l 实验材 料来豫 

Table 1 The origin of material 

长蕊万寿竹 Disporum bodinieri (L∈v1．et Vaniot)Wang et Tang．该种分布于华中、西南及藏东 

南。Kurosawa(1983)首次报道了它的染色体数 目2n=16，本文的结果与 Kurosawa的报道相同，也是 

2n一16(图 1：e)。这个属的细胞学研究从 3O年代至今许多作者对该属不同种作了观察研究，多数种为 

2n=16，少数种为 2n=14，甚至同一种有 2n=16和 2n=14两种染色体数 目。顾志建等 (1993b)对万寿 

竹(Du- rlA．m cantoniense)6个居群核型变异研究时，结合前人的大量工作对该属的染色体基数展开了讨 

论，认为万寿竹属 (D／sp0rum)的染色体基数有 x=8，x一7两种。 

对叶黄精 Polygonatun oppisitffolium (Wal1．)Royle． 

这个种仅分布于东喜马拉雅一带，体细胞染色体 2n=30(图1：c)。Sharma(1970)首次报道该种的 

染色体数目 2n=30}Malla et al(1981)的报道则是 2n=24，Roy et al Q988)采 自东喜马拉雅的该种材 

料的研究结果为 2n一30。我们的结果与Roy et al 0988)的相同。 

三脉黄精 Poiygonatum griffithfl Baker 

分布于藏东南至印度北部，体细胞染色体数 目2n=36(图1．b)，为首次报道。 

腋花扭柄花 Streptopus simplex D．Don． 

分布于横断山至喜马拉雅东南部。体细胞染色体数 目 2n=32(图 1；d)，该属的染色体基数 x一8 

(Darlington et al,1955),因此这个种为四倍体并是首次报道。 

双耳南量 Arisaema btauriculatum W．W．Sm et Hand．_Mazz． 

分布于云南至墨脱。体细胞染色体数目2n=28(图 1：i)，这个属的染色体资料较为丰富，从 3O年代 

至今许多作者作了报道(【)arlington et al，1955}Peter et al，1978~1901)。本属的染色体基数有 x一13， 

x一14两个。双耳南星的染色体基数应是 x一14，2n=28为二倍体，并首次报道。 

野百合 Crotalarla sessillflora L． 

从东喜玛拉雅到长江南北各省至 日本均有分布。体细胞染色体数 目为 2n=16(图 1：g)Bir al 

0977，1990)先后两次报道了该种的染色体数目n=8，2n=16，本文的结果也是 2n=16。 

旋花茄 Solanum spiraea Roxb． 

从藏东南到长江中游一带都有分布。体细胞染色体数目2n=48(图1：f)，Kuriachan et al(1988)首 

次报道了该种的染色体数目n一12，2n=24，茄属的染色体基数为 x一12，分布在墨脱的该种为四倍体。 

闭夹藤 Mastersta assamica 

分布于墨脱及印度东北部。体细胞染色体数目 2n=22(图 1：h)，闭荚藤属 (Mastersia)共 2种，喜 

马拉雅热带地区 1种，即闭荚藤 (Mastersia assarmica)，并为这一地区的新记录，另一种 M．bareri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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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于苏拉威西 (孙航等，1996)。该种的染色体数目为首次报道。 

昂天葵 Ambroma augusta (L．)L．f． 

从热带喜马拉雅经西南、华南到热带亚洲 ，热带的广布种 。体细胞染色体数目 2n=16(图 1：j)， 

Chatterjee Q969)，Sarkar et al(1972)分别报道了该种花粉母细胞的染色体，前者报道的是 n=10，后 

者的是 n—l1，与我们的观察结果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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