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栌菊木属及 白菊木属的细胞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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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栌 菊木 属及 白菊木 属的染 色体数 目进行 了首 次报 道：对 栌菊木 (Noue／~ ins~ ／s 

Franeh)分布 区内的 10个居群进行了细胞学研究 ，染色体数 目均为 2n：54=白菊木属在 中 

国分布的仅 白菊木 (Leuamler／s decora Kmz)一种 ，对漾濞这个居群的细胞学研究表 明，染 色 

体也为 2n=54。这两个属的基数可 能 X=9，它们可能为 6倍体。结合帚木菊族 已有的染色体 

报道及形态特征 、地理分布等韧步分析表 明：栌菊术种 内分化程度小 ，是一 自然类群 ；栌 菊 

木和白菊木可能有着较近缘的联系；栌菊术可能是古老孑遗植物的后裔 ，为适应环境而多 倍 

体化，得以保存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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栌菊木 (Nottel／a Franch．)为菊科管状 花亚科帚木菊族单型属植物 (程用谦 ， 

1996)，为我国特有珍稀植物．主要分布金 沙江干热河谷及其支流雅砻江、南 盘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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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沙江 ，其分布相当连续 ，在大姚县江底为优势群落。在南盘江流域，呈零星分布 。俞 

德浚 (1994)做了孢粉研究，其花粉长球形 ，三孔沟。李恒 (1995)进行 区系性质的评价 

认为栌菊木是起源于晚第三纪的较年青 的属。作者选取了 lO个居群对栌菊木进行细胞学 

研究 ，为探讨其分布格局成因、在帚术菊族 中的系统位置等提供重要的细胞学证据 。白菊 

木属 (Leucome~)为菊科管状花亚科 白菊木亚族植物，全世界共 66种 ，主要分布美州和 

亚洲。我国仅一种 Leucomeris d~oo~o,Kurz(亦 C,oehruma d,~oro,Klm)，为我国二级保护植物。 

白菊木分 布 于云 南 南部 至 西 部，越 南、泰 国、缅 甸 (程 用 谦 ，l996)及 印度 (Deb， 

1958)，与栌菊木形态特征 (除花序外)相近、地理分布有重叠，作为栌菊木的相关类群 

进行探讨。 

1 材料和方法 

实验材料来源见表 1：活材料栽培于昆明植物园，凭证标本存 于昆明植物研究所 标本馆 (Kim)。取 

生长 旺盛的植株新生根尖．用 8一羟基喹啉预处理 2 h。冰醋酸1：3乙醇固定 。7(】％乙醇硬化 ，蒸馏水洗 3 

敬 ，用 1 mol／L的 HCI解离 (6&C水浴锅)。蒸 馏水洗一 次，卡宝 品红染 色，制片镜检 。染色体 间期核 、 

前期的判定参照李懋学 (1991)的标准 。 

裹 1 实验材料来源 

Table1 sc s 0f experiment~m terials 

2 结果与讨论 

栌菊木 lO个居群的体细胞中期染色体数 目2n=54，间期核均为复杂染色 中心型 ，分 

裂前期染色体为近基型 (图 1：A～D)。白菊木体细胞 中期染色体数 目也 为 2n=54 (图 1： 

E)，其间期核 、分裂前期染色体特征与栌菊木相似。染色体小，不宜作核型分析 

通过对栌菊木 的 lO个居群 ，每个居群 5株个体的细胞学研究表明：栌菊木的染色体 

数 目在 lO个居群中稳定，这 lO个居群基本覆盖了栌菊木的分布区 ，代表了栌菊木分布区 

内的各种生境。说明在细胞学水平上 ，其遗传多样性较为稳定。从形态特征来看 ，栌菊木 

在各个居群 中也几乎无变异 ，说明栌菊木是一个相当 自然的类群，不存在地理宗或生态宗 

的分化。栌菊术属和白菊木属的染色体基数可能是 X=9(林有润，1997)。因此 ，它们应 

为 6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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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 栌菊术的间期校；B 栌菊木的前期 ；C．栌菊术的中期染色体 ；D 栌菊术的中期染色体 ；E．白菊术的中期染色体 

Fig 1 A lnterphase nucleus 0f 3'oge／／a；B ；C，D．Metap~ 0f A'oud／a；E Me Ph啊e of／．euc~o4a 

帚木菊族在全世界共 89属 ，南美最多 (林有润，1993)，中国分布区 9个属 ，帚菊属 

分布于亚洲，我国广布。蚂蚱腿子分布于我国北部地区。毛足菊属我国仅一种．亦可并人 

C-erbera (侯宽昭，~998)，分布于 中南部。二唇裂菊属资料少，暂不做讨论。这 4属 尚未 

见染色体数目报道。已有细胞学研究表明 (表 2)，帚木菊族染色体数目可能为 2n：24， 

2n=46，2n=5O，2n=54等。栌菊木和白菊木的染色体基数为 x=9，兔儿风属 x=12或 x 

：13，扶郎花属为 x：23或 x：25，大丁草属为 x：23 (Dalington等 ，1955)。可见 ，在帚 

木菊族 中，染色体基数及数 目均有较大变异，地理分布也有明显的差异。栌菊木与白菊木 

的地理分布有重叠：栌菊术分布于云南的鹤庆、永胜、丽江、中旬、昭通、禄劝、元谋、 

江川、华宁、蛾山、和四川的攀枝花、木里、会东、米易、盐源等地。白菊木属分布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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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和亚洲东南亚。白菊木 (1．e~eomeris decora Kurz)主要分布于缅甸 ，泰 国、越南、云南的 

潞西、镇康、勐海、景洪、双江、景东 、漾濞 、新平、双柏 、峨山。据作者考察，在南盘 

江流域的江川碧云寺 ，栌菊木与白菊木混生在一起。即白菊木分布的北部与栌菊木地理分 

布的南部有重叠 ，染色体基数染色体数 目一致 ，表明二者可能存在着较近缘的联系。从中 

国分布区的白菊木研究来看 ，除花序特征外 ，栌 菊木与白菊木都为小乔木 ，叶形椭圆形、 

近椭圆形 ，叶着生方式互生、枝较粗 ，无长短枝之分、有扭转条纹，果具纵棱等特征相 

似，根系都极为发达。在经典分类学中，通常认为花辐射对称比两侧对称原始 白菊木的 

两性花冠辐射对称，栌菊木两性花冠两侧对称，那么栌菊木比自菊木进化 ，因而把栌菊木 

与白菊木的系统位置隔离开来 中国植物志把二者分为两个不同的亚族 (程用谦 ，1996)。 

从细胞学研究结果、地理分布及形态特征来看 ，作者认为这两属存在着较近的联系，这种 

划分似乎不太合理 

衰 2 帚术菊旗的细胞学研究资料 

Table 2 砷  衄l d№ 0fⅧ  №  i 

帚木菊族为菊科原始的族 ，而栌菊木是帚木菊族少有的小乔木 ，为该族 中较原始的类 

群。栌菊木在系统发育 、地理分布上比较孤立 ，种 内分化程度低，可能是古老的孑遗植物 

(王荷生 ，1992) 其高染色体数 目表明栌菊木可能为较年轻的类群。那么，栌菊木只可能 

是古老孑遗植物的后裔 其低倍体祖先类群在这些地 区遭受气候巨变 ，特别是干旱性和大 

陆性，在对环境的适应过程 中产生多倍体。因此，栌菊木在金沙江等干热河谷地发展 、保 

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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