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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毛兜兰的核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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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采用常规染色体标本制片技术, 研究了紫毛兜兰 (P ap h iop ed ilum v illosum ) 的染色体核型。结果表

明, 紫毛兜兰的体细胞染色体数目为2n= 26, 染色体相对长度系数 ( IRL ) = 4L + 4M 2+ 12M 1+ 6S, 核型公式为2n=

2x = 26= 24m + 2sm , 由中部着丝粒染色体和近中部着丝粒染色体组成, 未见随体结构; 其核型属于 Stebb ins 核型

的 1B 型, 核不对称系数为 53. 59% , 从染色体水平证明紫毛兜兰在系统演化上属于较原始的特化种类。

[关键词 ]　紫毛兜兰; 染色体; 核型分析

[中图分类号 ]　S682. 31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7129387 (2006) 1120163203

　　紫毛兜兰 (P ap h iop ed ilum v illosum ) 是兰科兜

兰属多年生地生兰。原产于中国, 花形奇特, 与一般

兰花相比, 花的结构有巨大变化, 唇瓣呈半椭圆形的

袋状, 形状很特别, 深受人们喜爱, 具有很高的观赏

价值和经济价值[1 ]。由于紫毛兜兰的分布带狭窄, 生

活习性比较特别, 野生苗种植十分困难, 尤其是原生

于高海拔地段的种更难驯化[2 ]; 同时兰花种子只有

种胚, 没有胚乳, 在自然状态下极难萌发[3 ]。因此, 要

获得幼嫩的根尖和茎尖材料进行紫毛兜兰染色体研

究相当困难。到目前为止, 国内外对紫毛兜兰这一属

植物染色体方面的研究报道还甚少。本研究对紫毛

兜兰的染色体数目和核型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 以

为其植物细胞分类学的系统研究积累资料, 同时也

为兜兰属植物的理论研究、遗传育种和栽培利用, 以

及遗传工程提供必要的细胞学证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供试材料为紫毛兜兰, 取自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花卉研究所兰花种质资源圃。

1. 2　方　法

取紫毛兜兰成熟植株的幼嫩根尖, 冲洗干净后,

用饱和的 Α2溴萘溶液于低温 (4 ℃) 条件下处理

20～ 25 h [4 ] , 然后用卡诺氏固定液 (V (体积分数95%

乙醇)∶V (冰乙酸) = 3∶1) 于 4 ℃冰箱中固定 10～

24 h; 制片时用蒸馏水冲洗材料后, 在室温条件下用

1 mo löL 盐酸解离5 m in, 然后在60 ℃恒温水浴锅解

离4 m in, 冲洗后用改良的卡宝品红染色3 m in, 进行

常规方法压片。利用生物学显微镜M o tic BA 400 镜

检并统计染色体数目, 然后选取染色体形态好且分

散的细胞在100 倍油镜下拍照, 进行核型分析。

1. 3　染色体计数和核型分析

取5～ 10 个紫毛兜兰成熟植株的新生根尖进行

核型分析。染色体数目的确定和核型分析根据全国

第一届 (1985 年) 植物染色体学术讨论会的约定[5 ]。

统计30 个以上细胞, 其中85% 以上细胞具有恒定一

致的数目, 则此染色体数即为紫毛兜兰的染色体数

目; 取 5 个细胞的核型平均值, 染色体相对长度、臂

比以及类型, 按李懋学等[5 ]的方法进行计算; 核不对

称系数按A rano [6 ]的方法计算, 比值越大越不对称;

核型分类按 Stebb in s[7 ]的方法划分,“1A ”最对称,

“4C”最不对称。

染色体相对长度= (染色体长度ö染色体组总长

度)×100;

染色体相对长度系数= 染色体长度ö全组染色

体平均长度, 即染色体相对长度系数 (IRL ) < 0. 76

为短染色体 (S) ; 0. 76≤ IRL ≤1. 00 为中短染色体

(M 1) ; 1. 01≤ IRL ≤1. 25 为中长染色体 (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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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L ≥1. 26 为长染色体 (L ) ;

染色体长度比= 最长染色体长度ö最短染色体

长度 (衡量核型对称与否的主要指标之一) ;

臂比= 长臂ö短臂。

2　结果与分析

紫毛兜兰的染色体参数见表1, 染色体图谱见图

1, 核型模式图见图2。
表 1　紫毛兜兰染色体相对长度、臂比和类型

T able 1　R elative length, arm ratio and classificat ion of the ch romo som e of P ap h iop ed ilum v illosum

编号
N o.

染色体相对长度
Relative length of
the ch romo som e

臂比
A rm ratio

类型
T ype

编号
N o.

染色体相对长度
Relative length of
the ch romo som e

臂比
A rm ratio

类型
T ype

1 7. 80+ 6. 88= 14. 68 1. 13 m 8 3. 46+ 3. 20= 6. 66 1. 08 m

2 5. 90+ 5. 46= 11. 36 1. 08 m 9 3. 34+ 2. 91= 6. 25 1. 15 m

3 4. 26+ 3. 98= 8. 24 1. 07 m 10 3. 29+ 2. 63= 5. 92 1. 25 m

4 4. 22+ 3. 94= 8. 16 1. 07 m 11 2. 94+ 2. 81= 5. 75 1. 05 m

5 5. 00+ 2. 69= 7. 69 1. 86 sm 12 2. 94+ 2. 45= 5. 39 1. 20 m

6 3. 94+ 3. 69= 7. 63 1. 07 m 13 2. 60+ 2. 57= 5. 17 1. 01 m

7 3. 92+ 3. 19= 7. 11 1. 23 m

图 1　紫毛兜兰染色体图谱

F ig. 1　Pho tom icrograph s of ch romo som es in P ap h iop ed ilum v illosum

图 2　紫毛兜兰的核型模式图

F ig. 2　 Idiogram s of P ap h iop ed ilum v illosum

　　观察结果 (图 1) 和核型分析结果 (表 1, 图 2) 表

明, 紫毛兜兰的体细胞染色体数目为2n= 26, 核型公

式2n= 2x = 26= 24m + 2sm , 其中除第5 对染色体为

近中部着丝粒染色体外, 其余均为中部着丝粒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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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染色体组总长度为78. 35 Λm , 染色体绝对长度

为4. 05～ 11. 50 Λm , 相对长度为5. 17～ 14. 68。染色

体相对长度系数 ( IRL ) = 4L + 4M 2+ 12M 1+ 6S, 染

色体长度比2. 84, 臂比大于2∶1 的染色体比率为0。

核型属 Stebb in s 核型的 1B 型, 核不对称系数为

53. 59%。

3　讨　论

本研究中紫毛兜兰的染色体数目为 2n= 26, 与

前人的报道[8 ]相同。此外本试验中, 并未因使用Α2溴
萘溶液而使紫毛兜兰出现多倍体或其他非整倍体变

异, 也未见其出现B 2染色体。紫毛兜兰的染色体绝对

长度在4. 05～ 11. 50 Λm; 也发现其相邻染色体间的

相对长度变化不明显, 染色体相对长度系数 (IRL )

= 4L + 4M 2+ 12M 1+ 6S。

紫毛兜兰的核型公式为 2n = 2x = 26= 24m +

2sm , 为首次报道。按照著名植物分类和进化学家

Stebb in s 的观点: 在系统演化上处于比较古老或原

始的植物, 往往具有较对称的核型, 而不对称的核型

一般出现在较进化或特化的植物中。本研究结果表

明, 紫毛兜兰的染色体类型是由中部着丝粒染色体

和近中部着丝粒染色体组成; 而且在本试验条件下,

没有观察到随体结构; 核型分类属 1B 型, 核不对称

系数为 53. 59%。从紫毛兜兰的形态学特征可以看

出, 其所在的兜兰属隶属于兰科植物中最原始的类

群——2 雄蕊亚科, 与杓兰属 (Cyp rip eium )、美洲兜

兰属 (P h ragm ip ed ium )一起被认为是来自同一个祖

先, 关系极为密切[9 ]; 同时与其他兰花比较, 该种植

物的花结构有巨大变化, 唇瓣呈半椭圆形的袋状, 而

且2 枚能育雄蕊着生在蕊柱的两侧。本研究从细胞

学角度证明了紫毛兜兰是兰科中较为原始的物种,

与传统形态学的描述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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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karyo type of P ap h iop ed ilum v illo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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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aryomopho logica l study on P ap h iop ed ilum v illosum w as carried ou t by roo t t ip s squash

m ethod. T he resu lt show s that the num ber of the som atic ch romo som e of P. v illosum is 2n= 26, the index

of rela t ive length 4L + 4M 2+ 12M 1+ 6S, the karyo type fo rm u la 2n = 2x = 26 = 24m + 2sm. T he dip lo id

con sists of m etacen tric and subm etacen tric ch romo som es, bu t no t sa tellites. T he karyo type belongs to 1B

type of Stebb in s karyo typ ic symm etry. T he index of karyo type asynnetry is 53. 59%. T he ch romo som al

characterist ics p rove that the P. v illosum belongs to mo re p rim it ive and specia liza t ional species.

Key words: P ap h iop ed ilum v illosum ; ch romo som e; karyo typ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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