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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报道了祖茎龙胆 2个居群的染色体效目和核型。一个居群的核型公式和染色体相对长

度组成为 K(2n)=2x-26=22m+4smˉ 6L+6M+lOM+4s;另 一个居群的染色体效为 2n

=52¤ 随海拔升高,粗茎龙胆的染色体发生了多倍化和不对称性增加。在海拔 3250-3300

米的居群里,染色体为二倍体 2n=26,在海拔 3400*的居群里为四倍体,2n=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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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茎龙胆 (Ge,:历口刀o crossJ″ ″JⅡ Duthie ex Burk,)是 龙胆科 (Gentianaceae)的一种

常见植物 ,分布在云南西北部高山上。过去对该种研究甚少。本文将为丰富该种和该科

的细胞学研究提供资料。

材 料 和 方 法

实验材料为萌发的种子.凭证标本和种子材料均采自野外同一地点。凭证标本存于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室。

野外采集的种子在 0-4·C处理 1-2月 后·用于萌发。取根尖在饱和对氨二苯溶液中

处理 1· 5—2小时,用水冲洗 3次 ,加人 0· 075摩尔/升 KCl溶液进行低渗处理 ,再次用

水冲洗 ,用 1摩尔/升 HCl溶液于室温下水解 5-20分钟,并用水冲洗,然后加人卡诺固

定液 (95%乙醇 :冰醋酸=3:1)固定过夜。使用卡宝品红原液染色,制片采用常规压

片法压片,镜检。染色体数目统计 30个细胞,核型分析测量 6个细胞,均取平均值。染

色体分类依据 Levan et a1.(1964)的命名系统,染色体相对长度系数按 Kuo等 (1972)

的方法划分,核型不对称类型按 stebbins(1971)划 分 ,核型不对称系数的计算 As· K%

用 Hiao(1963)的方法,染色体臂内不对称系数 Al及臂间不对称系数 A2的计算则采用

· 承荥何廷农研究员的悉心指导,刘建全同志也提出了诚恳的建议 ,并冲印了部分照片·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本文 1995年 】1月 13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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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cro zarco(1986)的 方法。

观 察 结 果

粗茎龙胆的 2个居群材料。

其一,采 自云南中甸县城附近,沼泽草甸上,海拔 3300米 ,1989年 9月 27日 ,何
廷农 12狃 号。该居群染色体数据见表 1。 其体细胞染色体数目为2n=26二倍体。染色体
组中第 1和第 2对为具近中部着丝粒染色体,其余第 3-13对均为中部着丝粒染色体 ,核

型公式为K(2n)=2x=26=22m+钅 sm。 染色体相对长度组成为 3对长染色体,3对较
长染色体,5对较短染色体和 2对短染色体构成,即 2n=26=6L+6M+10M+4S。 染色
体总长度为 19· 11微米,染色体长度范围为 0· 88-2.01微米,最长染色体和最短染色体
的长度比为 2· 28,臂 比范围为 1· 15-2.14,臂比大于 2的染色体比例为 0· 08,按照 steb~

bins(1971)的核型分类属 2B型 。核型不对称系数 As· K%=59.4,染 色体臂内不对称
系数 Al=0· 294,臂间不对称系数 A2=0· 239。 因此,这一居群的核型是不对称性核型。

表 1 租茎龙胆的染色体0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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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采 自云南德钦县白茫雪山,阳坡林下,海拔 3400米 ,1989年 10月 2日 ,何

廷农 1304号。该居群体细胞染色体数目2n=52,四 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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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1993)首 次报道过本种 1个居群的核型。该居群采 自云南丽江县,海拔

3250m,采 集号 G129。 其核型公式是 K(2n)=26=2m(SAT)+22m+2sm,属 stebbins

的 2A类型。染色体不对称系数 A1FO· 294,A2=0.239,故 应是比较对称的核型。Levitzky

(1931)早 已指出,有花植物中核型进化趋势主要是不对称性的加强。将本文的研究结果

与 Yuan(1993)的 资料对照”明显表明本种核型不对称性的加强与海拔的升高成正相关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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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粗茎龙胆中期染色体 ;A· 居群 ]:2n=26;B.居 群 l的核型图 ;C· 居群 2;2n-52.

Fig. 1  somatic chromosoinc at m.ototlC m.etaphase of Cf″ ‘沼″夕‘氵夕ssr0“
`沁

; A. Population

192n·=26; B, 
·
The karyogram of population 1; C. Population 2‘ 2n·=52



关系,即随着海拔的升高 ,植物体内的不对称性核型和倍性增高。这个核型的进化与海

拔高度间的关系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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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扭茎龙胆的核型与海拔同的相关性

Flg.2 The correlau():l between the ka:ˇ otype and.the alti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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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ARYOTYPE ANALYsIs oF CEⅣ rrAⅣA

CRAssfC^〃 LIs DUTHIE EX BU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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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paper reports the chron1osome nurnbers and the karyotype in two popu-

lations of Ce″
`氵

口刀@cr夕 ss|C夕 ″

`0s1)u.thie ex iBurk.. 1n one of th.ern, the karyotype formula
and the chromosorne complement of relative length are I<.(2n) ==2x==26==22m-l一 4sm==

61~'→-6M21-10Mll-‘ s.In another one,the chromosome nun△bers are 2il==52.WIth raising

the altitude, th.e cb.romosomes of C. c'口 sszc@″氵s appear tlh.e increases on.th.e ploidy level

and the karyotype asynlmetry.The chrornosome in the population of low altitude (3,250

-3,300n1)is a diploid with 2n==26 Whereas a tetraploid with 2n==52 in th.e popu tation

of b.igher altitude (3400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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