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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resent paper，the chromosome numbers of three species of 0唧  rn，，l，m from Yun— 

nan， China are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The results are formulated as follows； 0．d 2n=48， 

0．souliei 2n=96．0．forrestii 2n：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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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花报春属 (0r， ̂n￡qg阳”硼n Franch．)是报春花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植株美丽，花冠独特，紫红 

色或蓝紫色，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全世界有 13种，分布在东喜马拉雅，缅甸北部至我国西南部，中国 

有9种，产四川、云南、西藏 (胡启明，1990)，其中云南产6种，分布于西部至西北部，是独花报春资 

源较为丰富的地区 (方瑞征，2003)。迄今为止，对独花报春属的细胞学研究较少，仅 Bruun(1932a)报 

道过采于缅甸和喜马拉雅的两个种的染色体数目，国内对于独花报春属的细胞学研究还是空白 (徐炳声 

等，1996)。故本文对3种独花报春属植物染色体数目进行报道，为全面研究独花报春属系统与进化以及 

育种和开发提供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研究材料采自云南西北部的大理、丽江、中甸，并引种栽培于昆明植物园，凭证标本存放于中国科 

学院昆明植物所植物园 (表 1)。 

2 结果与讨论 

本次研究对 3种独花报春的染色体进行了观察和记数，由于独花报春染色体形态较小，数目较多， 

很难进行核型分析，故只报道它们的染色体数目，结果见表 1，染色体形态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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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3种独花报春属植物的有避分裂中期染色体形卷图 

A 大理独花报喜；B．长柱独花报春 C．中甸独花报春 

Kg I "Pae m丑【k m腰ⅢD髑 of 3 speci~ ( 凸 增m—  

A 0． ： -Franch ；B O 埘l Franch．； c D． 船  l~lt"． f 

2．1 大理独花报春 0．却I FTanch 

该种采自云南大理苍山海拔 3 700～3 800 t'n的冷杉林下的潮湿处．观察到的染色体形态为长圆形， 

散目为 2n=48．根据 Braun(1932h)报道该属植物染色体基数为 x=12．则该种为四倍体。]=letcher 

(1949)在其著作中详细讨论了本种与 0 forreri Ball f 的关系，指出二者在形态上几不可区分．分布区 

亦互相连接，最后他认为稍可靠的区别点在于后一种的花丝较长，着生部位亦较高 (转引自胡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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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胡启明在 《中国植物志》中提到，通过检查 O．farrer／Bal1．f．的模式标本 (Farter，1053)，其花 

丝长为7 8 mm，着生处距冠筒基部 12．5 mm，均在 O．如 Franch．的变异范围之内，故予以归并 

(胡启明，1990)。Braun(1932b)曾经报道过采于缅甸的 O． 染色体数目为2n=48，本文报道的 

O．如 的染色体数目与Braun是一致的，从细胞学证据来说，本文支持把这两个种归并为一个种。 

2．2 长柱独花报春 O．souliei Franch． 

该种植物采自云南丽江维西分水岭海拔 3 450 3 500 m的冷杉林缘的沼泽地，在云南碧江、贡山、 

德钦还有分布，在四川西南部和西藏东部也有分布，是中国特有种。观察到该种的染色体数目为 2n= 

96，为八倍体。 

2．3 中甸独花报春 O．fo,~sa／Bal1．f． 

该种采自云南中甸天池海拔 3 900II1的杜鹃林下的沼泽地，在四川木里也有分布，是中国特有种。 

观察到该种的染色体数目为2n=48，为四倍体。 

Braun(1932b)曾经报道过采于缅甸的 O．farrer／染色体数目为2n=48，采于喜马拉雅的 O．dwes／anum 

染色体数 目为2n=96(Braun，1932a)，并确定独花报春属的染色体基数为 x=12，O．farrer／和 O．缸  

es矗珊肼 分别为四倍体和八倍体。本文研究的3种独花报春也分别为四倍体和八倍体，从 Braun的报道和 

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该属植物多为多倍体，而且是以X=12为基数整倍演化形成多倍体的。 

在本文研究的3种独花报春的染色体数目中，长柱独花报春的染色体数目最多，为2n：8x=96，是 
一 个八倍体，从形态上看，长柱独花报春植株高50 70 cm，花冠长4 6．5 cm，冠檐直径4 5 cnl，是独 

花报春属中植株较大，花也较大的植物，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是育种及开发利用的好材料。 

致谢 顾志建研究员审阅全文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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