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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学方法在木兰科杂交育种早期鉴定 中的应用 

张国莉，龚 洵“，岳 中枢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04) 

摘要 ：研究 了木兰科 1个属内种间杂交组合红花山玉兰 (Magnolia dP )(旱) ×广玉兰 

(M．grandiflora)(舍)和 1个属间杂交组合红花山玉兰 (早)×乐东拟单性木兰 (Paralaneria 

lotttngensis)( )的亲本及 F、代 的染色体数 目和形态。结果表 明，前者的杂交后代染色体数 

目为76条 ，正好是二倍体红花山玉兰 (2n=2x=38)和六倍体广玉兰 (2n=6x=114)的半数 

之和 ，且在 F 代的分裂中期染色体具大小两种类型 ，可 以明显看出来 自红花山玉兰的染色 

体较大 ，而来 自广玉兰的染色体较短小，这证 明该 F 为两者 的杂交种 ；而后 者的杂交后代 

染色体数仅为 38条 ，而不是二倍体山玉兰和六倍体乐东拟单性木兰 (2n=6x=114)的半数 

之和 ，且所有染色体形态都与红花山玉兰相同这证 明该 F 代不是真正的杂交种 ，可能是无 

融合生殖的结果。本研究结果表明细胞学方法是木兰科植物杂交育种 中早期检测的有效方法 

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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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Cytological Early Identifica tion 

in Cross Breeding of M agnoliaceae 

ZHANG Guo-Li，GONG Xun ，YUE Zhong-Shu 

(KunmingInstitute ofBotany，ChineseAcademy of＆ ，Kunming 650204，China) 

Abstract：The chromosome number and size of five taxa，Magnolia delavayi，Magnolia gra~iflora， 

Parakmeria／oturtgens／s，a interspecific hybridized combination between Magnolia delavayi(旱 ) and 

M．grand／flo~a(舍)and a intergeneric hybridized comb ination between Magnolia delavayi(早)and 

Parakmeria lotungensis(舍)，were studied in this paper．Magnolia出 is a diploid species with a 

chromosome number of2n=2x=38．Magnolia grandiflo~a and Parakmer／a／oturtgens／s ale hexaploid spe— 

cies both with chromosome number of 2n=6x=1 14．The interspecific hybridized comb ination is tetrploid 

taxon with a chromosome number of 2n=4x：76．which was a half ofthe total ohromo6ome number ofits 

two parents．Ofwhich，19 chromosomes from M ．d _屁 are larger，and 57 chromosomes from M
． gran． 

diflora are smaller．So，the hybrid was confirmed to be crossbreeding filial generation of M．d 面 and 

M．grozd／flora．The intergeneric hybridized combination is a diploid taxon with a chromosome numb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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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2x=38，which is the same to that offemale parent，M ．d。2 ， in number and size．So，the hy— 

bridized combination is not a real hybrid，and the filial generation may be resulted from apomixes．The 

study showed that cytological method is one of efficient measures applied to early identification in cross— 

breeding of Magnoliaceae． 

Key words：Magnoliaceae；Cross breeding；Cytology 

由于杂交育种的工作的长期性 ，尤其在木本植物当中，育种周期可长达几十年，对杂 

交种 F．代的早期鉴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早期鉴定方法的研究和应用可 以缩短育种年限、 

加速育种进程和缩短选育周期从而提高育种效率 (张绮纹等，1998)。近些年来 ，我们进 

行 了大量的木兰科植物的杂交育种工作 ，木兰科植物均为木本 ，生长周期较长，这就影响 

到选育周期和育种效率。在对杂交种的筛选当中，可作为鉴定性状的外部形态特征以花器 

官性状最为重要 ，而且我们育种的目标也重点定位于花的颜色、大小 、密度 、花香的花器 

官性状上，但是木兰科植物最短的也需要 4年才能开花 ，而早期外部形态特征 (叶形、叶 

质、毛被等)容易受到环境条件和观察者主观性的影响，而且许多外部形态特征系母系遗 

传则不足以用于杂交种 F．代的筛选。因此，我们考虑到用细胞学 、同工酶等手段进行早 

期鉴定的研究与应用 ，并得出了一定的规律。其中细胞学方法简单易行 ，而且在父母本的 

染色体倍性不同的杂交或染色体形态差异较大的远缘杂交的早期鉴定中非常有效。 

1 材料与方法 

实验所用材料均栽培于昆明植物园内，取杂交组合 I Magonolia出 (二倍体)x Magnolia grandi— 

flora(六倍体)和 组合 Ⅱ Manolia出 × Parakraeria lottmgensis(六倍体)的亲本及 F 代幼苗的生长 良 

好的根尖或幼嫩茎尖。 

方法为常规的细胞学压片法。取生长旺盛的茎尖于 0．1％的秋水仙素和饱 和对二氯苯饱和液的混合 

液 (1：4)中预处理 3 h，然后于卡诺氏 I固定液 中冰水固定 0．5 h，蒸馏水洗涤后用 1 mol／L HC1 60~C解离 

3 rrfin，然后用蒸馏水洗涤数次将水吸干。卡宝品红染色后压片观察。观察用奥林 巴斯光学显微镜及显微 

照相系统 。 

2 结果与讨论 

由图 1可看出 (各个图片均在同一放大倍数下)，组合 工的母本 (M．delavayi)体细 

胞的染色体数 目为 38条而为二倍体 ，且染色体相对较大；父本 (M．grandiflora)体细胞 

的染色体为 114条，且染色体短而小 ，这与前人所得结果相同 (Janake，1952；李秀兰等， 

1998；陈瑞阳等 ，1985)。而 F。代的染色体数 目为 76条而为四倍体 ，而且由图 1可以明显 

看出染色体形具大小两种类型 ，来 自红花山玉兰的染色体较大 ，而来 自广玉兰的染色体较 

短小，从而可以肯定为真正的杂交种且表明 F。代的遗传是正常的孟氏遗传而继承了父母 

本的各一套染色体成为四倍体。 

组合 Ⅱ的 F。代的染色体数目为 38条为二倍体，然而亲本却分别为二倍体和六倍体， 

若是真正的杂交种 F一代则也应该是四倍体 ，我们做了 20余株个体都是如此
， 这说明不是 

真正的杂交种 ，但是其母本 自身的结实率几乎为 0，而此杂交组合的结实率很高
， 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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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个类群的染色体数 目与大小 

Fig． 1 The number and size of chromosomesinfivetaxa 

1．mitoticmetaphase chromosomG~ ofParalunerialotu1~enaia；2．mi toticmetaphase chromosomes ofM ．批  ； 

3．mitoticmetaphase chronlo．$omG~ofM．grandiflora：4．mitoticmetaphase chromosomes ofHybrid of combinationⅡ 

5．mitotic metaphase chronlosomes of Hybrid 0f comb ination I 

有可能父本的花粉对母本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而可能导致无融合生殖 (Dorpthy，1994)，而 

且由图可看出该 F。代的中期染色体与其母本红花山玉兰的中期染色体形态非常一致，可 

能就是红花山玉兰，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通过对杂交种的早期鉴定，我们可以筛选出真正的杂交种而精心培育用于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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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察研究，从而大大减少了杂交育种的工作量 (Williarns等，1990)。而且可以得出一定 

的规律用于预测 、指导以后的工作，如由组合 I的杂交种的其父本具有很好的树型 、叶片 

上面极具光泽 、花大而芳香，母本则具有大而芳香且为木兰科较为少有的红色的花 ，所以 

该品种极可能兼具双亲优 良的园艺性状 ，具较强的观赏价值和推广应用前景。然而由其 

F 代分裂中期的染色体图显示出，分别来 自于父母本的染色体形态差异较大，由此 可以 

预测在将来的减数分裂中由于同源性较低则很可能产生减数分裂的异常而导致 F 代的育 

性极低，今后若要推广应用时，我们应该首先考虑采用无性繁殖 ，摸索其无性繁殖条件； 

或进一步通过染色体的加倍再杂交进行有性生殖的研究。 

[参 考 文 献] 

Chen RY(陈瑞阳)，Chen ZG(陈祖耕)，Li xL (李秀兰)，et ol，1985．Chromosome numbers of some species in the枷 lv Mag． 

noliaceae in China[J]．Acta Phytotax Sin (植物分类学报)，23(2)：l03一l05 

Dorpthy J Callaway，1994．The world of Magnolias【M]．Portland：Timber Press．：l87一 l9o 

Janake Ammai EK，1952．Thelace history ofMagnolias【J]．1nd／an Jour Genetics andPlantBreeding，12 (2)：82—89 

Li xL(李秀兰)，Song WQ (宋文芹)，An ZP (安祝平)，et al，1998．Karyotype analysis of some speices of Magnoliaceae in 

China[J]．Acta Bot Yutma~ (云南植物研究)，20(2)：204--206 

Williams JGK，Kubelik AR， Livak KJ，et a／， 1990．DNA polyraorphisms amplified by arbitrary viirners ale useful as genetic markel~ 

[J]．Nuc／e／cAcid Res，18：6531--6534 

Zhang QW (张绮文)，Yang CP(杨传平 )，Shi JS(施季森)，1998．Current advances of biotechnology On forest genetic breeding 

⋯ ．％ Forest Resarch，1：7～l4 

欢 迎 订 阅 欢 迎 投 稿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 (双月刊) 

刊号 ISSN 10o6—687x 邮发代号
：62—15CN 51 1482／0 ⋯  

一  

～  √ 。 

本刊是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主办、科学出版社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 

国性学术科技期刊 (学报级)，是我国应用生物学和环境生物学的核心刊物 ．主要报道我国应用生物学 、 

环境生物学及相关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成果 ，包括研究论文、研究简报和 

本刊邀约的综述或述评 ．读者对象主要为本学科的科研人员 、大专院校师生和科研管理干部 ．本刊获中 

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资助 ．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为双月刊 (1999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双月 25日出版，每期 96页，2001年 

起改为大 l6开，高档铜板纸印刷．定价仍为每期 11．00元，年定价 66．0O元．全国各地邮局 (所)均可订 

阅．新订户可向本刊编辑部补购 1995、1996、1997、1998、1999、2O0O、2001年各卷 (卷价分别为32．00元、 

44．00 715、44．00元 、44．00元、66．00元 、66．00元 、66．00元和 66．00元)．以及 1999年增刊 (环境微生物学 

研究)，订价每册 22．00元 ．编辑部地址 ：成都市人民南路 4段 9号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学报编辑 

部 ．邮编 ：610041电话：(028)85229903，85237341(联系人 ：刘东渝)；Email：biojaeb@cib．ac．cn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