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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科植物的杂交亲和性‘ 

龚 洵 ，潘跃芝，杨志云 
伸 国科学院昆嚼植物研究所 ．云南 昆孵 6,sg2~) 

摘要 ：采用常规杂交育种的方法 ，在木兰科属内和属问进行 了 62十杂交试验 。结果表明，除 

木兰属的木兰亚属和玉兰亚属之间没有杂交亲和性外 ，木兰科其 他属内都有 杂交亲和性 ，这 

表 明属 内不存在生殖隔离 ；除拟单性术兰属与术兰属 的木兰亚属之间有杂交亲和性外 ，其 它 

属问都没有杂交亲 和性 ，这表 明这些属 间存在 着生殖 隔离。因此 ，术 兰科植物的杂交亲和性 

基本上支持根据形态特征所建立的术兰科科下分类系统；同时，建议将拟单性木兰属与术兰 

属的木兰亚属台并为木兰属．并将玉兰亚属从木兰属中分出作为玉兰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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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科 (慨 ace∞)植物花太且芳香 ，树形美观 ．可观赏性强 ．是一类不可多得 的 

园林绿化和庭园观赏植物．在云南被誉为 “八大名花”之一。中国园林中应用木兰科植物 

的历史悠久，但主要是分布偏北的落叶种类，如玉兰 ( ∞池 幽H‘如缸)、紫玉兰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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眦mm)。美国和 日本可能是开发利用木兰科植物最好的国家，如美国对 Magnolia g 谪． 

如m 和M．virgiaiana的开发利用 ，不仅将其成功地应用在园林上 ，而且培育出了许多园艺 

品种 (Callaway，1994)；又如 日本对 Magnolia kobus和M．hypdeuca的开发利用和新品种的 

培育。云南是公认的术兰科植物起源 、演化地和现代分布中心，不仅种类繁多，几乎集中 

了木兰科的所有类群 ，而且有一些特有属 、种，其中许多种类具有很 高的开发利用价值 ； 

然而，云南丰富的木兰科植物资源并没有得到很好 的开发利用，国内也未见有木兰科植物 

杂交育种的报道。 

木兰科植物被认为是原始的被子植物之一 ，是研究被子植物起源 、演化的一个关键类 

群 ，一直是国内外植物系统学家研究的重点，迄今 已积累了许多形态、分类、区系地理和 

分子生物学等各方面的研究资料。然而，木兰科科下系统一直投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特别 

是属的划分以及属间的关系。近年来 ，一些学者 (Chen，1993；N00telⅫ)ⅡI，2(X)0；Figl~， 

2OOO)分别对科下分类系统提出了新的观点。虽然 ，园艺学家们已培育出许多木兰科杂交 

种 ，但尚未见对木兰科植物杂交亲和性研究的报道。 

昆明植物园一直注重木兰科植物的引种栽培和开发利用，现 已引种保存木兰科植物近 

100种 ，并将一些种类推广应用在园林 绿化上，如球花含笑 (M／che／ia 日 Ⅱ n k)、云南 

拟单性木兰 (Para／aner／am maens~)等 。从 1995年起开展 了木兰科植物的杂交育种研究， 

试图培育一些木兰科园艺新品种，并对木兰科植物的杂交亲和性进行研究 ，探讨其科下的 

系统关系，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常规杂交育种方法 。即去雄、授粉、套袋。所有杂交试验都在昆明植物园 

内进行 ，有正反交组台的亲本均栽培在昆明植物园，只有一个杂交组台的母本栽培在昆明 

植物园，花粉采 自野外或其他植物园和树木园。杂交组台见表 1和表 2。 

结果与讨论 

从表 l和表 2可以看 出，除木兰属 ( l砒 )的术兰亚属 (Subgenus Magno／~)和 

玉兰亚 属 (Subs~ Yu／an／a)之 间没 有杂 交亲 和性外 ，木莲 属 (Manglietia)、含 笑 属 

(Michelia)和木兰属的两亚属内都表现出很高的杂交亲和性 ，且木兰属的木兰亚属与拟单 

性木兰属间亦表现出了杂交亲和性 ；但木兰属 、木莲属和含笑属以及木兰属的两亚属问都 

表现为杂交不亲和，即它们之间存在生殖隔离。 

依据花药的开裂方式和花与叶开放的先后顺 序，木兰属被分为木兰亚属和 玉兰亚属 

(Dandy"，1950；刘 玉 壶 ，l984， 1996；Noateboom，1985，1988；C．hen，1993；IAu，2(X)0)， 

木兰亚属植物有常绿和落叶两种生活型 。而玉兰亚属植物全为落叶型。到 目前为止 ，园艺 

学家培养了一百多个木兰属内的杂交种 (CaUaway，1994)。对有记载的杂交种统计分析发 

现，这些杂交种以玉兰亚属内的杂交种较多 ，且亚属内的种间表现出了很高的亲和性；木 

兰亚属内的杂交种以落叶类群 间的杂交种居多．而常绿类群之间的杂交种有 M．grand~ ． 

m x M．COCO和 M．grtl／id／f1．or{t× M．口 n 口na两个杂交种 ，常绿类群和落叶类群问的杂 

交种 有 M．g／obosa x M．t r妇 n0；M．m∞印训  m × M．t r妇 n0和 肼．矾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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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n 等 。至今没有木兰亚属和玉兰亚属之间杂交种的报道，Savage(1973，1978) 

的杂交试验表明这两个亚属之间没有杂交亲和性。由此可见 ，术兰属的两亚属内有很高的 

杂交亲和性 ，而亚属间没有杂交亲和性。本文的研究同样表 明，木兰属两个亚属内有很高 

的杂交亲和性，尽管 M．gr吐nd跏 m 原产北美 ，而山玉兰 (M．de／avay／)和夜香木兰 (M． 

COCO)原产东亚，但 M．胛 nd咖 和山玉兰及夜香 木兰之间有很高的杂交亲和性 ， f̂． 

gm 咖 m 与山玉兰的杂交结实率高达 90％，与夜香木兰的杂交结实率为 40％，尽管 ． 

gm 物 rⅡ与山玉兰和夜香术兰之间存在地理隔离，但它们之间并没有形成遗传上的生殖 

隔离；而两个亚属之间杂交不亲和，这表明它们之间产生 了生殖隔离。亚属 内的杂交亲和 

性和亚属间的杂交不亲和性支持了根据形态特征所建立的术兰属下的分类系统；同时，木 

兰亚属与玉兰亚属之间的杂交不亲和性支持 Nooteboom (2OO0)和 Figt~ (2OO0)的观点， 

即在系统演化上木兰亚属和玉兰亚属是两个亲缘关系较远的类群。 

山玉兰与乐东拟单性木兰 (Pamb~r／a／otungens~s)杂交的结实率高达 90％。这表明术 

兰属和拟单性木兰属之间有较高的亲和性。而术兰属和拟单性木兰属之间的高亲和性支持 

Chen(1993)将拟单性术兰属并人术兰属的观点。 

木莲属是一个东亚特有属 ，未见其杂交研究报道。在本研究 中．木莲属内表现出高的 

杂交亲和性 。从表 2可以看 出，术莲与木兰、含笑的属间杂交不亲和。尽管得到了 3个杂 

交种子 ，但山玉兰 ×红花术莲 (Manglietla w妇 )的 F1代苗长势差 ，最后死亡；而滇缅 

木莲 (Manglietia hooked) × M．胛z m 和红花术莲 ×云南含笑 (Michelia"m∞∞ ) 

能结实，但种子不萌发 这表 明木莲属与木兰属及含笑属间有生殖 隔离。含笑属 内的种 

间，无论是正交还是反交都有很高的杂交亲和性。含笑与木莲属及木兰属之间的杂交都不 

亲和 ，表明这 3个属之间存在着遗传上的生殖隔离。 

Figlar(2OO0)和 Nooteboom (2OO0)的研究表明玉兰亚属与含笑属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 

Figl~r还主张将含笑属与玉兰亚属合并 一些育种工作者已培育了一些玉兰亚属与含笑属 

的杂交 种，Savage (1973，1989)报道 了二乔术 兰 (Masno／／a∞ 州出m )与南亚含 笑 

(Michelie, 口 s p )的杂交种 ，然后 又培育 出了 Mo．87mlia actm~nata vl~r．5l‘6 血 和含笑 

(Michdia．fzgo)的杂交种。然而，在本研究 中，玉兰亚属与含笑属之间并投有表现 出杂交 

亲 和性。 

在木兰科中，木莲属和含笑属的染色体都 为二倍体 (2n=38)，拟单性木 兰属的染色 

体全为6倍体 (2n=114)，术兰属有染色体的倍性变化 (2n=38，76，114) (cIleI1， 

2OO0)。已有的报道表明不同染色体倍数的植物之间不存在生殖隔离 ；本研究同样表 明二 

倍体与多倍体之间有亲和性 ，如山玉兰 (Maano／／ade／avay／) (2n=38)和 Ma87m／~胛m 一 

舶m (2n=114)有很高的杂交性 

在本研究中，除了术兰属的两个亚属间没有杂交亲和性外 ，术兰科植物的属内都有杂 

交亲和性，这表明属内不存在生殖隔离；除拟单性木兰属与木兰属木兰亚属之间有杂交亲 

和性外 ，其它属间都投有杂交亲和性 ，这表明这些属间存在着生殖隔离。因此，木兰科植 

物的杂交亲和性基本上支持根据形态特征所建立的木兰科科下分类系统 ；同时，建议将拟 

单性术兰属与术兰属的木兰亚属合并为术兰属 ，并将玉兰亚属从木兰属中分离出来作为玉 

兰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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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兰 与拟单性术兰属间杂交 I 碍 州! c凹0 g 睢E-- 呻d l丑IⅡr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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