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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鱼草属四个种的核型分析 

陈 高 ，孙卫邦r 
(1 {1围科学院昆HJj植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0204；2中国科学院研究牛院，北京 100039) 

摘要：报道_r醉鱼草属 (BuMleja)4个种的染色体核型。云南醉鱼草 (B，yumumens／s)的核型公式为2n=2x： 

38=22m+16sm，皱叶醉鱼草 (B．c z)为2n=2x：38=26m+10sin+2st，密蒙花 (B．off,cindZs)为2n：2x： 

38=20m十16sm+2st，口本醉鱼草 (B．japonica)为2n=2x=38=20m+16sm+2st。日本醉鱼草的核型为2B型， 

其它3个种的核型为2A型。根据核型分析结果，结合形态学特征和已有的细胞学资料，初步讨论 r醉鱼草组 

(Sect．Neemda)两个系 (Series)可能的演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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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yotype of Four Species in Buddleja(Logani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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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hrolIlosolIle numbers and karyotypes of the 4 species in genus Btutdleja were reported．The karyotype tbrmulas 

fire 2n=2x：38=22m+16sm(B．yurmane~ )，2n=2x=38=26m+10sm+2st(B．erispa)，2n=2x=38：20m+16sin 

+2st(B．officinali~)，and 2n=2x=38=20m+16sn,+2st(B，japonica)．Karyotype of B．japorff,ca~longs to Stebbins’S 

2B type and other 3 species belong to Stebbins’s 2A type ．Based OI1 the cytological data(karyotypes al3d the recorded chromo— 

some muntrers
．

)and the species morphologies，the evolution trend of the two serles in Sect，Neemda W~1．q briefly di~：ussed． 

Key words：Budd2eja；Karyotype；Evolution trend 

马钱科醉鱼草属 (Buddleja)约 100种，中国 

有29种4变种，云南23种7变种 (云南植物志编 

辑委员会，1983；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1992)。 

该属为灌木或亚灌木，多有艳丽的硕大花序，花朵 

芳香并能吸引多种蝴蝶，是有广阔开发前景的园林 

观赏植物 (孙卫邦等，2002)。原产我国的大叶醉 

鱼草 (B．davidii)及其园艺品种 (俗称 “蝴蝶之 

花”)和许多醉龟草属的种间杂交种及品种早已在 

欧、美等西方国家广为应用。 

醉鱼草属是泛热带起源 ，集中分布于美洲、 

非洲和哑洲的偏远地区。醉鱼草组包含了该属 

90％以上的种类，其中直花系种类大概有 9o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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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花系大约有 6种 (李秉滔，1982；Norman， 

2001)。关于醉鱼草属的细胞学研究已有 25种 (东 

亚 16种)有过记数报道 (Moore，1947，1960， 

1961；Chatha，1986；Gadella，1987)，其中直花系 

就有 19种 (中国 13种)，弯花系 3种 (中国 1 

种)。在 19个直花系种类中就有6种是分布在喜马 

拉雅 一横断山区的多倍体种 (2n：4x、6x、12x) 

(Moore，1947)。 

关于醉鱼草属醉鱼草组的直花系和弯花系之间 

的演化关系，仅见形态学方面的比较研究 (Leeu— 

wenberg，1979；李秉滔，1982；Li and Leeuwenberg， 

1996)。本文拟在对醉鱼草组 4个种的核型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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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结合已有的细胞学资料，从染色体核型变 

化方面讨论该组东亚类群可能的演化关系。 

l 材料和方法 
实验材料来源见表1。凭证标本存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 

物研究所标本室 (KUN)。取生长旺盛的茎尖，室温下O．(102 

moYL的8一羟基喹啉预处理 2 3 h；卡诺液 (95％ 乙醇：冰乙 

酸；3：1)于4cc冰箱中固定 1—2 h；1 mol／L的 HC1在60％解 

离3 min；卡宝品红染色。在 Zeiss显微镜下观察，并用德国 

Zeiss公司的CCD冷光成像系统和ikaros软件进行核型分析， 

标准按李懋学和陈瑞阳 (1985)，核型不对称性按 Stebbins 

(1971)标准划分，核型不对称程度按 Stebbins(1971)的着 

丝点端化值 (centmmeric temfinalization value，简称T．C值)来 

衡量，T．C．％=(染色体长臂总长度／染色体总长度)×100。 

表1 醉鱼草属 4个种的材料来源 

Table 1 Material information of the examined species in曰 口!f．和 

2 结果 

醉鱼草属四种植物的核型见图1和表2。 

表 2 醉鱼草属4种植物的染色体参数 

Table 2 The ehronmsome parameters of the four buddleias 

序 相对长度 臂比 类型 序号 相对长度 臂比 类型 序号 jf『{埘长度 臂 比 类型 序号 相对K度 臂比 类型 

No． Relative Arm rype No． Relative Ann TyDe No． Relative Arm Type No． Relative Arm Type 

lengLh(％) ratio length(％) ratio lerIg【h(％) ratio lengLh(％) ratio 

(1)B．yunnanensis (2)B．crispa (3)B． 删  (4)B．japonioa 

l 3．6l 1．83 Sill l 3．62 1．63 m l 3．82 1．68 m l 4．14 1 68 II1 

2 3．29 1．38 ITI 2 3．55 1．4l m 2 3．32 1．65 m 2 3．6o l 92 sm 

3 3．18 1．50 In 3 3．27 1．37 n】 3 3．17 1．53 m 3 3．26 1．4l In 

4 2．87 1．70 m 4 3．12 1．57 m 4 2．9l 1．50 m 4 3．17 1．5O In 

5 2．76 2．25 Sill 5 2．93 1．83 sin 5 2-86 3．57 st 5 3．O1 1．37 In 

6 2．76 1 I89 sm 6 2．77 1．28 m 6 2 75 1．38 m 6 2．9l 1．85 sm 

7 2．76 2．7l sn1 7 2．67 1．8l Sill 7 2．72 2．17 7 2．83 1．25 m 

8 2．65 J，27 m 8 2．59 2．0o sm 8 2．62 1．57 m 8 2．65 1．43 In 

9 2．55 1．40 In 9 2．59 1．50 m 9 2．6l 1．57 In 9 2．65 1．83 g,[1l 

l0 2．55 2．0o Sin lO 2．58 1．5O m 1O 2．6l 2．60 sm 10 2．65 1．43 In 

I1 2．55 2．0o I1 2．58 J．28 m I】 2．6l 2．60 sm l1 2．47 1．67 In 

l2 2 55 1．40 In l2 2．4l 1．8O BE l2 2．45 2．o9 sm l2 2．47 2．20 Sill 

l3 2．55 1．40 In l3 2．41 1．33 m l3 2．45 1．43 m l3 2．47 1．46 In 

l4 2．44 2．28 Sill l4 2．4l 1．33 m l4 2．45 2．40 Sin l4 2．31 1．50 In 

l5 2．34 1．20 m l5 2．4l 1．33 m I5 2．38 1．9l sm l5 2．12 1．80 Sill 

J6 2．23 2．0o Sill l6 2．24 l 6o m 16 2．12 2．o0 Sill l6 2．04 2，85 8111 

l7 2，23 1．33 m l7 2．07 1．18 m l7 2．12 1．50 m l7 1．95 2．25 8111 

l8 2．11 1．5O m l8 1．89 1．75 sm l8 2．O3 1．90 sn1 18 1．78 3．0o st 

19 2．()2 1．7l Sill l9 1_89 4．5O st l9 2．o0 1．45 m 19 1．52 2．0o srn 

2．1 云南醉鱼草 (B．yunnanensis) 

体细胞染色体数目2n=38，核型公式为2n= 

2x=20m+18sin，第 2，3，4，8，9，12，13，l5， 

17，18对染色体为 m着丝点染色体，其余 8对染 

色体为sm着丝点染色体，臂比大于2的染色体比 

为31．58％，染色体比 (最长／最短)为 1．79，T．C 

值 63．28％，核型不对称类型为2A型。 

2．2 皱叶醉鱼草 (B．cr／spa) 

2n=38，核型公式为 2n：2x=26m+10sm+ 

2st，第 1，2，3，4，6，9，10，11，13，14，15， 

l6，17对染色体为m着丝点染色体，5，7，8，12， 

18对染色体为 sm着丝点染色体，第 19对染色体为 

st着丝点染色体，臂比值大于 2的染色体比为 

10．53％，染色体比为 1．92，T．C值 64．15％，2A 

核型。 

2．3 密蒙花 (B．o07dna／／s) 

2n=38，核型公式为 2n=2x：20m+16sm+2st． 

第 1，2，3，4，6，8，9，13，17，19对染色体为Ill 

着丝点染色体，第7，10，l1，12，14，15，16，18 

对染色体为8m着丝点染色体，第5对染色体为st着 

丝点染色体，臂比大于2的染色体比为36．84％，染 

色体比为1．91，T．C值为6I5．76％，2A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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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醉鱼草属4个种的中期染色体 核型 

Fig． 1 The metaplmse ehl'omosome$and karyotypes of the four buddleia．s 

A、A，：B．y'uemanensLs；B、B ：B cr／spa；C、C’：B．&winalis；D、D ：B·japonica 

2．4 日本醉鱼草 (B．japonica) 

2n=38，核型公式为 2n=2x=20m+16sm+ 

2st，第 1，3，4，5，7，8，10，11，13，14对染色 

体为m着丝点染色体，第2，6，9，12，15，16， 

3 um 

17．19对染色体为sm着丝点染色体，第 18对染色 

体为。t着丝点染色体，臂比大于 2的染色体比为 

26．32％．染色体比为2．72，T C值为64，42％，2B 

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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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4种醉鱼草的染色体基数同以前的报道一致， 

其染色体数目均为2n=2x=38。在直花系中云南醉 

鱼草 (云南特有)的核型较对称，而皱叶醉鱼草和 

密蒙花的核型不对称性稍强。密蒙花和日本醉鱼草 

的核型公式均为 2n=20m+16sm+2sl，其差别主要 

体现在亚端部着丝点的位置和核型差异上。4种醉鱼 

草的染色体相对长度 (或在显微镜下的绝对长度) 

变异不大 (图1和表2)，它们的核 的不对称系数 

(T．c％值)的变化范围在63．28％一65．76％之间。 

醉鱼草组的花冠筒形状和雄蕊着生位 足探讨 

演化关系的主要依据 (李秉滔，1982；15 and keeu— 

wenberg，1996；Noman，2001)。醉鱼草组直 花系 

(Series Rectiflorae Marq．)种类的花冠筒直立、植株 

被毛、雄蕊着生位置在花冠的喉部或中部等属原始 

的特征，而弯花系 (Series Curviflorae Marq，)的花 

冠筒弯曲、植株无毛、雄蕊着生于花冠的基部是进 

化特征 (李秉滔，1982；Noman 2001)。然而，植物 

界绝大多数多倍体是经过二倍体加倍形成的 (Steb． 

bins，1971)，醉鱼草属直花系中已知的6个多倍体 

种 (均分布于喜马拉雅一横断山区)(Moore，1947) 

可能是在该系二倍体种的基础上演化形成的，应属 

较进化类群。李秉滔 (1982)和 Li and Leeuwent~．．rg 

(1996)认为醉鱼草组中弯花系较直仡系进化，综 

合醉鱼草组植物的染色体倍性资料来看，醉鱼草组 

内的进化关系还有一定问题。 

从核型方面来看，本研究的日本醉鱼草 (弯花 

系)核不对称类型为2B型，而其余 3个种 (直花 

系)核不对称类型均为2A型。按照植物界中核型 

的基本进化趋势是由对称向不对称发展的观点 

(Stebbins，1971)，本研究结果又在一定程度 L支持 

了李秉滔 (1982)和 Noman(2001)认为醉鱼草组 

巾弯花系较直花系进化的观点。冈此，深入讨论醉 

鱼革属、组、系之问的系统演化关系，探讨该属植 

物的起源、物种分化和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有必 

要进一步系统深入地开展该属植物的形态学、细胞 

学 、分子系统学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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