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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众属 10种植物染色体数 目 

卢金梅，成 晓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204) 

摘要：对鳞毛蕨科 Dtyootendaceae贯众属 Cyrtom／um Presl的 lO种植物的染色体数 目进行报道。 

其中低头贯众 C．,,~~o／ep／o／& n=82，2n=164；单叶贯众 C．hengon／z／s n=123，2n=c．123；惠 

水贯众 C．茸 啪 n=c．82，2n=164；披针贯众 C．~ u／ae 2n=164；小羽贯众 C．／onc— 

h／w／d~2n=82；大叶贯众 C．macrophytlum 2n=164；云南贯众 C．yunnanense n=123为首次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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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osome Numbers of 10 Species of Cyrtomium 

(Dryopteridaceae) 

LU Jin—Mei，CHENG Xiao 

( 面嘈Institute ＆盹 ，ChineseAcademy ＆ ， JIl】 Ilg65O2O4，Oana) 

A ：The chronio6o／l~ numbers and putative reproductive manI~rs 0f 10 species 0f Cyrtongum Presl 

from Yunnan andGuizhou，Southwest ofChina，wereinvestigated．Dataincluded7 new records asIe 

species or cytotype．They were．-C． 嘶  n=82，2n=164；C．hem／on／z／s n=123，2n=c． 

123； C．gro,ss／／#n n= c．82，2n：164； C．del Ⅺ 2n=164； C．／onch／to／des 2n=82； C．mac一 

肌 2n=164； C．yumuuumse n=123．These species or cytotype all are endemic species in China． 

Key words： Cyr~m／um ；Chromosome number 

贯众属 (Cynomium Pres1)约 40种，主要分布在亚洲东部，以中国西南地区为分布中心 

(邢公侠，1965；Nakaike，1982；1watsuki，1995；孔宪需，2001；王培善和王筱英 ， 0o1)，中 

国有 30余种。到 目前为止，贯众属有 6个种 ，一个杂交种的染色体数 目已经被报道 (Man— 

ton，1950；Mitui，1965，1966，1973；Tsai&Shie，1975；l_6ve，1977；Shimma等，1978；裘 

佩熹，1981；1~Rsumoto&Shimura，1985；Tsai&Sifteh，1985；Weng&Qiu，1988；翁若芬， 

1990；Kato等，1992；Nakato等，1995；Takamiya，1996)。贯众属染色体数目普遍较高，形 

体小，着丝点不明显，并且属内具有二倍体、三倍体和四倍体的倍性变化。本属的细胞学 

研究目前仅限于倍性和染色体数目的报道。由于倍性变异、杂交性和无融合生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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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众属植物的形态变异复杂而连续。这就使得以形态学特征为分类依据的经典分类学不能 

对各系、亚系、种及变种间的亲缘关系给予很好的阐明。因此对本属种类进行细胞学研 

究 ，可为进一步探讨贯众属的系统分类和进化生物学等方面的问题提供部分证据。 

l 材料和方法 
研究材料采 自云南和贵州 (表 1)，并栽培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园。孢子体细胞染色体记数方法 ： 

取植株的新生幼嫩根尖 ，0．002mol／L 8一羟基喹啉溶液在冰水中预处理 8 h；卡诺 I固定液 (95％乙醇：冰 

乙酸 =3：1)在冰水中固定 24 48 h；95％、70％、50％的乙醇 ，蒸馏水依次洗脱 ；用 1 mol／L盐酸在 60~C 

的水浴锅中解离 l2 14 min；2％醋酸地衣红染色 3o 90 min，压片。配子体染色体记数方法 ：取有幼嫩 

孢子囊群的叶片，卡诺 I固定液在冰水中固定24 48 h；95％乙醇洗脱；70％的乙醇保存于冰箱中；50％ 

的乙醇、蒸馏水依次洗脱；醋酸洋红染色3o 90 min，压片。凭证标本存放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标 

本馆 (KUN)。 

表 1 观察材料 

rable l ematerialsfor observation 

2 结果 

本次研究对 1O种贯众的孢子体细胞及 (或)配子体细胞 的染色体进行 了观察和记数 

(表 2)。 

表 2 l0种贯众属植物的染色体数 目 

Table2 A list of chromosca~ numbers of 10 species of Cyrtom~m 

n：配子体细胞的染色体数 目 2n：孢子体细胞的染色体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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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薄囊蕨类中，通常一个孢子囊中的孢原细胞发生 4次相继的有丝分裂，形成 16个 

孢子母细胞 ，然后进行减数分裂形成 64个具减半染色体数的孢子 ，所 以在一般的有性生 

殖的每个孢子囊中具有 64个大小一致的孢子。而无融合生殖的种 ，其产生孢子的类型有 

两种 ，在普通型里 ，在孢原细胞分裂 3次以后 ，进行一次补偿分裂，形成 8个具有再组核 

的孢子母细胞 ，然后进行正常的减数分裂，形成 32个具正常功能的孢子 (Walker，1979)。 

通过观察孢子囊产生孢子的数 目就可以初步断定一个种的生殖方式和孢子体及配子体 

的倍性水平。即孢子囊内有 64个孢子 ，则说明其为有性生殖 ；如果为 32个孢子的话 ，则 

说明其为无融合生殖 (王中仁 ，1984)。 

低头贯众 Cynonaum nephrolep／oides【Cop．)Christ 

本种分布于湖南西部、四JlI、贵州和广西，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本种的染色体数 目 

为首次报道。观察材料采 自贵州安顺牛山，其体细胞 中期染色体数 目为 164(图版 I： 

1)，孢子母细胞减数分裂中期具 82个双价体 (图版 11：1)，每个孢子囊包含 64个正常的 

孢子。因为本属的染色体基数是 41，所以它是一个有性的同源四倍体 。 

单叶贯众 Cynonaum hem／on／as Christ 

本种分布于贵州南部 、重庆金佛山、广西那坡和云南的西畴 、麻栗坡 ，其染色体数 目 

为首次报道。观察材料采 自云南西畴。其体细胞 中期染色体数 目约为 123(图版 I：6)， 

孢子母细胞减数分裂 中期具 123个双价体 (图版 Ⅱ：3)，而每个孢子囊中有 32个孢子 ， 

所以它是一个无融合三倍体。 

惠水贯众 Cynonaum grossum Christ 

本种分布于贵州荔波、惠水 ，其染色体数 目为首次报道。观察材料采 自贵州荔波 ，孢 

子母细胞减数分裂中期约有 82个双价体 (图版 11：2)，每个孢子囊中有 64个孢子 ，体细 

胞中期染色体数 目为 164 (图版 I：3)。所 以它是一个有性四倍体。 

披针贯众 Cynomiurn devexiscapulae 【Koidz．) 

本种分布于浙江、江西 、福建 、广东、广西 、四jlI及贵州，日本 、朝鲜和越南北部亦 

有分布。本种的染色体数 目为首次报道。观察材料采 自贵州荔波 ，其体细胞中期染色体数 

目为 164 (图版 I：2)。每个孢子囊中具 64个正常的孢子 ，所以判断它为一个有性四倍体 。 

Nakaike(1982)认为本种为全缘贯众 C．fa／catum (L．f．)Presl的四倍体变种，但从形态地 

理学的角度分析，将其视为两个种更为合适。全缘贯众分布于海拔较低的沿海地区，披针 

贯众分布于海拔 200～1 000 m的山区；其次 ，全缘贯众 的叶片暗绿色，羽片三角状披针 

形，上侧具耳状突 ，叶柄上的鳞片浅棕色，腹面纵沟不明显，仅在顶端可见；披针贯众的 

叶片绿色，羽片披针形，上侧无耳状突，叶柄上的鳞片黑棕色至两色 (鳞片中间黑棕色， 

边缘浅棕色)，腹面纵沟较明显。 

小羽贯众 Cynonaum ／onch／to／des【Christ)Christ 

本种分布于甘肃 、河南、四JlI、贵州和云南 ，其染色体数 目为首次报道。观察材料采 

自云南昆明，体细胞中期染色体数 目为 82(图版 I：8)，每个孢子囊内有 64个孢子 ，所 

以判断它为一有性二倍体。 

尖羽贯众 Cyr／om／um hooker／anum 【Pr．)C．Chr． 

本种分布于台湾、湖南、广西、四JlI、贵州、云南和西藏，也分布于日本、越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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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印度北部 、不丹、锡金和尼泊尔。观察材料采 自云南昭通。其体细胞中期染色体数 目 

为 82(图版 I：4)。而其孢子囊中的孢子数为 64，所 以判断它为一个有性二倍体。这与 

前人的观察结果是一致 的 (Tsai&Shie，1975；I_6ve，1977；裘佩熹，1981；Matsun~to& 

Shimura，1985；Tsai&Shieh，1985；Takamiya，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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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体细胞中期染色体 1．低头贯众 2n=164；2．披针贯众 2n=164；3．惠水贯众 2n=164；4．尖羽贯众 2n=82； 

5．大叶贯众 2n=164；6．单叶贯众 2n=c．123；7．大叶贯众 2n=82；8．小羽贯众 2n=82．(标尺 =10ttm) 

rig． 1 The soln~ cmel叩hasedmml0s0mes 1． C．nephrdep／o／des 2n=164 ；2． C． 既 ∞ 2n= 164 ；3． C．g／'o88／／／n 

2n：164 ；4． C．̂ o0J 删tl肌 2n：82； 5． C．mⅡ 2n：164 ；6． C．̂d确 2n=C． 123；7． C．"加 p 

2n：82；8．C．／ondu：toMes 2n：82．(bar：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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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孢子母细胞减数分裂时的染色体 1．低头贯众 n=82；2。惠水贯众 n：C．82；3。单叶贯众 n=123； 

4．贯众 n：123；5．刺齿贯众 n=123；6。云南贯众 n：123。(标尺 =10,tan) 

Fig。2 The gametic chr0m0s。mes l。 C．nep／m~p／o／des n=82；2． C。gros．sum n=C。82；3． C．̂ i出 n=123； 

4．C．yo,m ,／n=123；5。C。caryot／deum n=123；6。C。yumumeme n：123(bar=10,tan)． 

大叶贯众 Cyrtom／um macrophyllum (Makino)Tagawa 

本种分布于江西、台湾 、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和西藏，也 

分布于 日本、不丹、尼泊尔、印度和巴基斯坦。观察材料采 自云南昭通。观察到两种细胞 

型 (这两种细胞型的植株在野外生长于同一生境下 ，且相隔很近)，这两种不同细胞型的 

孢子囊都有 64个孢子。一种其体细胞中期染色体数目为 164(图版 I：5)，另一种其体细 

胞中期染色体数 目为 82(图版 I：7)，可证明大叶贯众在云南东北部的昭通地区分布有 

两种具有性生殖的细胞型——有性四倍体和有性二倍体。而到目前为止，在日本仅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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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融合生殖的三倍体 (Takamiya，1996)，而 Tsai&Shieh(1985)曾报道台湾产的大叶贯众 

的一个变种 C．macrophyllum var．acuminate其孢子母细胞减数分裂期具 41个双价体，即其 

研究材料为一有性二倍体。综合这些研究资料和 目前的实验结果 ，大叶贯众有 3种细胞 

型 ：有性二倍体 、有性 四倍体和无融合三倍体 ，而其有性生殖的细胞型仅分布于中国。这 

个种的生殖类型与细胞型的地理分布的内在联系，极大的支持了无融合生殖三倍体来源于 

有性生殖二倍体和有性生殖四倍体的杂交的假说。 

贯众 Cyrtomiumfortunei J．Sm． 

本种分布于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台 

湾、河南、湖北、湖南 、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和云南。日本、朝鲜南部、越南北部和 

泰国亦有分布。观察材料采 自贵州安顺。其孢子母细胞减数分裂中期具有 123个双价体 

(图版 Ⅱ：4)，而每个孢子囊中有 32个孢子，所以判断它为一个无融合三倍体。这与前人 

的观察结果是一致的 (Manton，1950；L6ve，1977；裘佩 熹，1981；Matsumoto&Shimura， 

1985；翁若芬 ，1990；Kato等，1992)。而 Nakato等 (1995)用江苏的材料观察到 2n=82， 

即其为一有性二倍体。翁若芬 (1988)用浙江的材料观察到了 n=82，也就是他们的观察 

材料为一有性四倍体。这些研究说明贯众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细胞型发生，就 目前的研究 

发现来说 ，其有性生殖的细胞型仅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江浙一带 ，这与大叶贯众的分布又 

有所不同。 

剌齿贯众 Cyrtom／,nn caryotideum (Wal1．ex Hook．et Grev．)Pr． 

本种分布于陕西、甘肃、江西、台湾、湖北 、湖南、广东 、四川 、贵州、云南和西 

藏，也分布于菲律宾、日本、越南、尼泊尔、不丹 、印度和巴基斯坦。观察材料采 自贵州 

紫云，其孢子母细胞减数分裂期的染色体数 目是 123个双价体 (图版 Ⅱ：5)，孢子囊中有 

32个孢子 ，所以判断它为一个无融合三倍体。这与 Manton等人所报道的 n=123，2n=123 

是一致的。Tsai&Shieh(1985)曾报道台湾产的刺齿贯众其孢子母细胞减数分裂期的染色 

体数 目是 41个双价体和 41个单价体。 

云南贯众 Cyrtom／,nn yunnanense aliI-g et Shing 

本种分布于云南南部和中部。观察材料采 自云南景东。本种的染色体数 目为首次报 

道。孢子母细胞减数分裂 中期具 123个双价体 (图版 Ⅱ：6)，每个孢子囊 中的孢子数为 

32，所以判断它为一个无融合三倍体。 

3 讨论 

将现有的细胞学研究结果与形态学研究相结合，可得出如下结论 ：贯众属植物可分为 

三种类型——镰羽型 ，全缘型和刺齿型。镰羽型的叶片先端为羽裂渐尖状，包括尖羽贯众 

C．hooker／anum，小羽贯众 C．1onchitoides和镰羽贯众 C．6 等 ，这些种均为有性二倍 

体。全缘型的叶片为奇数羽状复叶、羽片全缘、边缘有缺刻状钝齿或羽片顶端或多或少有 

锯齿 ，包括单叶贯众 C．hemioniti，低头贯众 C．nephrolepioides，全缘贯众 C．fatcaum，披针 

贯众 C．demxi．wapulae和大叶贯众C．macrophyllum等 ，具有三种生殖型——有性二倍体 ，无 

融合三倍体和有性四倍体。刺齿型的叶片为奇数羽状复叶、羽片边缘具齿，包括刺齿贯众 

C．删 帆 和云南贯众C．ylJgg~rlelKc,e等，这些种为无融合三倍体。此外，贯众属的种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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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现象应该也很普遍 ，但 目前并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报道。 

目前 ，蕨类植物学家普遍认为贯众属是从耳蕨属中直接分化出来 的 (邢公侠 ，1965； 

Mitsuta，1977)，并且分子 系统学证据也表 明它们的亲缘关系 比较近 (Little& Barrington 

2003，Yatskievych&Gastony 1988)。在贯众属中，从形态分类上看 ，镰羽型与耳蕨属内一 

回羽状复叶的类群亲缘关系最近。蕨类植物中存在两种生殖类型——有性生殖和无融合生 

殖，其中有性生殖型是比较古老的类型 (Manton，1950)。而在植物染色体的演化过程 中， 

多倍体的进化几乎是不可逆的，二倍体是相对古老和原始的祖先种。Manton (1950)和 

Walker(1979)认为无融合生殖的三倍体起源于有性二倍体和有性四倍体种类的杂交或者 

二次起源于无融合生殖的二倍体和有性二倍体的杂交。到目前为止 ，在贯众属内发现的无 

(图 3)。其中全缘型和刺齿型的相对进化 

图3 假设的贯众属的系统发生图表 关系得到了分子系统学 的支持 (Little& 
飚 ·。 di 帆  B

arrlngton，2003)。 
relationshit~of C~rtom／um Presl 

基于对贯众属植物染色体数 目的研 

究 ，结合形态学研究，将对该属的属下分类系统进行修订，另文发表。 

致谢 材料采集 与标本查证得到云南大学朱维明教授与贵州生命科学院的王培善教授的大力帮助。实验 

过程得到昆明植物所武素功研究员 ，杨永平研究员及向建英女士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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