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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欧蒜的核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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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南欧蒜的核型观察结果表明, 南欧蒜体细胞染色体数目为 32 条, 共有 4 个染色体组, 染色体基数

为 8, 系同源四倍体。染色体相对长度变异为 9. 22%～ 15. 45% , 臂比变异为 1. 07～ 4. 16, 染色体组型为 2n= 4X =

24m + 4sm + 4st (SA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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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是世界各国广泛栽培的重要蔬菜作物, 我国

栽培的有大蒜和南欧蒜两种。南欧蒜较大蒜叶长, 鳞

茎直径大, 以种子和蒜瓣繁殖, 而大蒜一般不能形成

种子[1 ]。开展体细胞染色体研究对于了解物种的起

源、进化以及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关

于大蒜染色体的研究国内外已有报道[2 ] , 但对南欧

蒜的核型观察尚未见报道。本研究对南欧蒜进行了

体细胞染色体观察计数和核型分析比较, 以期为南

欧蒜的起源、进化及其与大蒜之间的亲缘关系研究

提供细胞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　南欧蒜 (A llium am p elop rasum

L. ) ,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蔬菜花卉研究

所种质资源室提供。

方　法　在大量细胞观察的基础上, 选用 5 个

细胞的染色体进行测量和统计。

染色体制片: 南欧蒜植株在蛭石内培养 (常温) ,

待新根长出 1 cm 时于上午 11: 00 左右切取幼根, 放

入水中, 置 0～ 4 ℃冰壶内处理 24 h, 用酒精- 冰乙

酸 (体积比= 3∶1)固定 6～ 24 h, 醋酸洋红染色 1～

2 h, 加热至沸腾, 45% 醋酸 (体积比)压片。

核型分析: 参考文献[ 3 ]的标准, 依染色体全长,

由大到小按顺序编号。

2　观察结果

通过大量制片观察, 发现南欧蒜体细胞染色体

数目均为 32 条, 无一例外 (图 1)。每 4 条染色体相

类似, 构成 4 个染色体组 (染色体的基数X = 8, 2n=

4X = 32, 图 2)。同时, 对南欧蒜和蔡家坡大蒜 (染色

体的基数 X = 8, 2n= 2X = 16) [2 ]气孔数目和大小以

及青苗、蒜苔、蒜瓣的测定表明, 南欧蒜和蔡家坡大

蒜的气孔数目分别为 78. 2 和 98. 6 mm - 2, 气孔大小

分别为 51. 06 Λm ×42. 55 Λm 和48. 84 Λm ×34. 04

Λm , 南欧蒜较蔡家坡大蒜在单位面积上的气孔数目

少, 单个气孔的长、宽大。南欧蒜的外形表现巨大、生

育期长; 青苗、蒜苔及蒜瓣产量为蔡家坡大蒜的近 2

倍。表现了同源多倍体的特征。因而, 可以初步认为

南欧蒜为同源四倍体。

南欧蒜染色体相对长度、臂比、着丝点位置等综

合指标列于表 1。
表 1　染色体相对长度、臂比和类型

T able　T he rela t ive length, arm ratio

and type of the ch romo som e

染色体序号
N o. of

ch romo som e

相对长度ö%
(长臂+ 短臂= 全长)
T he relative length
( long arm + sho rt

arm = w ho le length)

臂比 (长ö短)
T he arm

ratio
( long arm ö
sho rt arm )

类型
T ype

1 8. 23+ 7. 22= 15. 45 1. 14 m
2 7. 68+ 7. 20= 14. 88 1. 07 m
3 7. 49+ 6. 12= 13. 61 1. 22 m
4 7. 73+ 5. 09= 12. 82 1. 52 m
5 6. 65+ 5. 41= 12. 06 1. 23 m
6 6. 07+ 4. 97= 11. 04 1. 22 m
7 8. 81+ 2. 12= 10. 933 4. 16 st (SA T )

8 6. 03+ 3. 19= 9. 223 1. 89 sm

　　注: 3 表示随体长度及双着丝点中间长度不计在内。

N o te: 3 M eans that the satallite length and the length betw een

doub le k inetic body is no t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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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以看出, 全组染色体总长为 117. 51

Λm , 各个染色体长度的变异为 10. 83～ 18. 15 Λm。

染色体的相对长度变异为 9. 22%～ 15. 45% , 臂比

为 1. 07～ 4. 16。根据着丝点的位置可分为 3 种类

型, 即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分别为第 1, 2, 3, 4, 5, 6 条

染色体; 近中部着丝点为第 8 条染色体, 该条染色体

的着丝点区域特殊, 其中间部分有一段很短的染色

区段, 为双着丝点; 近端部着丝点染色体为第 7 条染

色体, 具随体。染色体组型为 2n = 4X = 24m +

4sm + 4st (SA T )。染色体组型模式图见图 3。

图 1　南欧蒜体细胞染色体 (2n= 32)

↑为随体染色体; ®为双着丝点染色体

F ig. 1　T he som atic cell ch romo som e of

A llium am p elop rasum L. (2n= 32)

↑M eans SA T ch romo som e; ® M eans doub le k inetic body

图 2　南欧蒜体细胞染色体组型 (2n= 4X = 32)

1～ 8. 染色体序号

F ig. 2　T he karyo type of som atic cell ch romo som e

of A llium am p elop rasum L. (2n= 4X = 32)

1- 8 is the num ber of ch romo som e

图 3　南欧蒜体细胞组型模式图

F ig. 3　T he model of karyo type of som atic

cell ch romo som e of A llium am p elop rasum L.

3　讨　论

1) 南欧蒜又称洋蒜、胡葱、扁叶葱等, 尽管其青

苗、蒜苔、蒜瓣产量很高, 但因其味似蒜似葱, 人们多

不喜食, 现只有零星栽培。从育种和种质资源利用考

虑, 蒜的四倍体育种是一条值得重视的高产育种途

径, 南欧蒜作为杂交育种亲本可望有一定利用价值。

2)据资料报道[2, 4 ] , 大蒜具有双着丝点染色体而

没有随体染色体, 葱具有随体染色体而没有双着丝

点染色体。本研究结果表明, 南欧蒜既具有双着丝点

染色体, 又具有随体染色体, 且南欧蒜既有蒜味也有

葱味, 由此可认为, 南欧蒜的由来与大蒜和葱都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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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is paper repo rts research of the karyo type of A llium am p elolp rasum L. . T he resu lt show s

that the num ber of the som atic cells ch romo som e of A llium am p elop rasum L. is 32, the num ber of the

genom e of A llium am p elop rasum L. is 4, and card inal num ber of ch romo som e is 8. T he A llium am p elolp ra2
sum L. is though t to be au to tet rap lo id. T he rela t ive length of the ch romo som e varies from 9. 22% to

15. 45% , varia t ion of the ra t io of ch romo som al long arm to sho rt arm is from 1. 07 to 4. 16, the karyo type is

2n= 4X = 24m + 4sm + 4st (SA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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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新品种——秦王的选育”获 2002 年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韩明玉研究员主持选育的桃新品种“秦王”, 2000 年通过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品种审定, 2002 年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该项目针对我国桃生产上长期以来栽培品种大多是水蜜桃, 柔软多汁、难以贮运的缺陷, 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国内首先提出以选育耐贮运桃为方向的育种目标, 应用果个大、品质优、肉质较硬的大久保为亲

本, 采用实生选种的方法, 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选育出“秦王”桃。该品种果实在陕西关中地区 8 月中旬成熟,

果实生育期 130 d 左右, 平均单果重 205 g, 最大单果重 650 g, 果实呈圆球形, 外观鲜艳, 果肉洁白, 硬溶质,

肉质细, 风味浓郁, 可溶性固形物 127. 7 gökg, 总糖 104. 6 gökg, 总酸 2. 2 gökg, 维生素C 28. 2 m gökg, 硬度

7. 33 kgöcm 2。粘核、核小。常温下可贮藏 20～ 25 d, 冷藏条件下可贮藏 60～ 70 d, 耐贮性明显优于对照品种

京艳。栽培多年未发现明显病害, 抗逆性强。自花结实率高, 可达 49. 01% , 栽培第 2 年即可结果, 4～ 5 年进

入丰产期, 3 年生树产量 22 905 kgöhm 2, 4 年生树产量 28 440 kgöhm 2, 5 年生树产量 36 645 kgöhm 2, 盛果期

产量可达 45 000 kgöhm 2 以上。适宜在陕西关中平原、渭北黄土高原、秦岭北麓坡地及全国同类生态区域栽

培。目前在全国 10 多个省市已有分布, 栽培面积达 1. 2 万 hm 2 以上, 已获经济效益 57 025. 8 万元。

秦王桃果个特大、外观鲜美、果肉洁白、风味浓郁, 尤其是耐贮性非常好, 是我国桃育种上的一大突破, 综

合性状属国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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