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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茛科的罂粟莲花属 (Anemoclema W．T．Wang)是中国特有的单种属 ，仅分布于云南 、四川 (应俊 

生等 ，1994) Franchet(1886)曾将罂粟莲花置 于银莲 花属 (Anemone)，但是其心皮具有被毛 的长花柱 ， 

且花柱在受精之后多少伸长成尾状，而与 白头翁属 (Pu!,~atilla)相似，Huthcheson(1898)据此而将它移到 

白头翁属。王文采 (1964)根据其独特的羽状深裂或 全裂的基生叶和其他性状 ，如花构造及花粉形态等 

区别于银莲花属和 白头翁属的性状，将其单独成属 

菊科的异裂菊属 (Heteroplexis Chang)为张肇骞 (1937)建立的一个新属，是从紫菀属 (Aster)中独 

立出来的一个中国特有属，其后陈艺林 (1985)发表小花异裂菊 (H．microceqhata Y．L．Chen)和绢毛异 

裂菊 (日．Se ∞，z讹 Y．L．Chen)2个新种 ，梁健英 (1994)又发表 2个新种 ，目前该属含 5个 中国特有 

种 ，异裂菊 、小花异裂菊和绢毛异裂菊被列为中国重点保护植物 (傅立国等 ，1992)。该属植物的地理分 

布十分狭小 ，仅分布于广西龙州 、阳朔等石灰岩地区；且种群数量很少 ，如小花异裂菊仅发现两个居 

群 ，共 64株 (王才明等 ，1992)。 

本文首次报道了我国特有罂粟莲花和小花异裂菊的核型。 

1 材料与方法 

罂粟莲花 (Anemoclemo g．o．ifolium (Franchet)W．T．Wang)的材料采 自丽江宁蒗县 ，现栽培于 昆明 

植物所植物园，凭证标本 (龚洵 02195)存于昆明植物所植物园。小花异裂菊 (Heteroplexis microcepha!a Y． 

L．Chen)引 自广西植物研究所 ，现栽培于昆明植物所植物园。取生长旺盛的根尖于室温在 0．0l％的秋 

水仙素中预处理 2 h，卡诺 氏液中冰水浴固定 30 min，1 mol／L HC1，60℃中解离 5 min，以卡宝品红染色压片 

观察。核型分析按李懋学和陈瑞阳 (1985)的标准，核型分类按 Stebbins(1971)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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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小花异裂菊的染色体参数 

Fig．2 Parameters of chromosomes of Heteroplexis microcephala 

No RL AR Pc No RL AR PC 

l 3．89 1．49 in l9 2．72 1．57 in 

2 3．43 2．10 sm 20 2．70 l 20 in 

3 3．38 1．06 in 2l 2．66 1．25 in 

4 3．37 1．37 in 22 2．66 1．48 in 

5 3．34 1．76 sm 23 2．65 1．06 in 

6 3．3l 1．03 in 24 2．58 1．39 in 

7 3．19 2．25 sm 25 2．57 1．74 sm 

8 3．09 1．67 in 26 2 54 1．08 in 

9 3．09 1．2(】 in 27 2．48  1．o6 in 

l0 3．08 1．26 m 28 2．46 1．44 in 

ll 2．99 2．16 sm 29 2．44 1．08 m 

l2 2．95 2．10 sm 30 2．40 1．45 in 

l3 2．84 1．53 in 3l 2．39 1．01 in 

l4 2．79 1．62 m 32 2．36 1．29 m 

l5 2．79 1．25 in 33 2．2l 1．07 m 

l6 2．76 1．32 m 34 2．18 1．07 m 

l7 2 76 1．15 in 』 35 2．11 1．28 in 

l8 2．75 1．15 in 『 36 2．11 1．04 m 

RL：Relative I~ngth， AR：Arm ratio，PC：Position Centemlere 

异裂菊属属于紫菀族，且与紫菀属有较密切的亲缘关系 (张肇骞，1937)，紫菀属的染色体基数绝大 

多数为 x=9(Tara，1993，1993a；Semple等 ，1991，1992，1993)极少 数为 x=5，8(Spooner等，1995； 

Lavrenko，1991)，由此可 以推断异裂菊属的染色体基数很可能为 x=9，因此 ，小花异裂菊应 为四倍体 ， 

即 2n=4x=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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