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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 把草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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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医学院

,

济南 )

摘要 本文对狼把草的体细胞染色体进行了观察和计数
,

并就有关的细胞学和分类学向题略

作了讨论
,

旨在为药用植物的分类
、

鉴别工作提供必要的细胞学资料
.

笔者观察的狼把草艺n 二 84

的七倍体和 Z n ~ 68 的体细胞染色体数均为首次报道
。

关键词 狼把草 ; 染色体数目 ; 多倍体
:

狼把草 ( B id 洲 S fr 印ar “ 招 L ) 为菊科鬼针草属的一年生草本
,

我国 广 布
,

亚洲
、

欧

洲落非洲北部及大洋洲均有分布
。

生于水边和 湿地
。

狼把草全草入药
,

有清热解毒之功效
,

治感冒聂扁桃体炎戒咽喉炎
、

[ 1 〕

肠炎
、

肝炎和痢疾

等症

襄蕊肠材 料 和 方 法 毛 犷岌;

本试验所用种 子系采自山东泰山及蒙山等地的野生药用植物
。

按常规制片
,

用改良石碳

酸品红染液染色
,

用中性树胶封片
,

观察
、

计数并进行显微照相
。

,

凭证标本 (V o uO 加
r sP 郎 i m e n s ) 和凭证玻片 ( V 。助 h价 。 ) 均存本院中药系药用植物教

研室
。

·
-

结 果 与 讨 论

笔者从大量的染色体制片中观察了10 叶根尖细胞的中期染色体
,

确定狼把章的染 色 体

数为 Z n = 72 ( 图 3 ) 与前人的一些报道 〔” ` ’ “ “相伺
,

未发现 非整倍性变异
,

也来见到有 B

染色体
,

但笔者在观察狼把草的同一种不同根尖材料 中
,

还发现有 Z n = 96
,

血飞图注
、

2 )

等的倍性变异和 Z n = 6 8 ( 图 4 ) 的体细胞染色体数
。

关于狼把草 的染色体数 目国外有较多的报道
,

如
:

M or ot n J K ( 1 9 7 7) 明」报道为 Z n 二

4 5
、

M o o r e R J ( 1 9 7 3 ) [ 咭 ]和 M e h r a P N e七 a l
.

( 1 9 6 5 ) 【石 1 报道为 Z n = 7 2
,

B o l k h vo s k i k h

e t a l
.

( 1 0 6。 ) 〔 ’ J 为 Z n = 9 6
,

国内仅葛传吉等 ( 1 9 8 7 ) [ “ 1报道 过 Z n 二 7 2
,

9 6
。

此外笔者观察

到的 Z n = 8 4和 6 8在国内外文献 中尚未见过报道
。

上述观察结果表明
:

狼把草的体细胞染色体数及倍性的变异幅度 也是很大的
,

据文献报道 〔 . ’ 。 J : 鬼 针草属 ( B `d en
, ) 的染色体基数为 x “ 12

,

在其属内有 Zn == 2 4,

36
,

48
,

72 和 96 等的倍性变异
,

与笔者在狼把草种 内观察到的 Z n “ 96
,

84 和 72 等的倍 性 变



3 期 葛传吉等
:

狼把草的染色体数目

异是相吻合的
。

这种染色体数 目和倍性的变异现象
,

笔者在观察鬼针草 (.B b l’P i洲 al a ` )

的体细胞染色体数时
,

也发现有这种情况 〔7 」。

如果按鬼针草属 x = 1 2 lfl{J 染色体基数来计算
,

则在笔者观察的狼把草 的同一种 内的不同

个体中
,

也分别存在着三种倍性的体细胞染色体数
,

即六倍体
、

七倍体和八倍体等多倍性系

列
,

根据 M or 七。 n J K (1 9 77 ) 仁
“ ]报道的狼把草种内还存在着 Z n = 48 的四倍体

。

从 文 献 报

道及 笔者付我省一些产地的狼把草细胞染色体的观察来看
,

本种内还未发 现 有 Zn = 24 和 36

的二 涪体及三倍体植物
。

倍性变异是物种演化 的方向之一
。

众所周 知
,

多倍体 ( 同源和异源 ) 都是由二倍体植物

演化而来的
,

但现存的二倍体种呢 ? 笔者认为
:

在
一

其进化过程 中
,

狼把草原始的祖先二倍体

种很有可能已不复存在了
。

狼把草种 内多倍体起始是 由种群内的二倍体的染色体组的倍增而来的
,

属于一种 同源多

倍体
,

因此
,

我们从表型性状上看
,

狼把草各个多倍性个体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
,

但它们在

系统发育上表明它们的染色体数目和倍性仍在继续分化
,

因此产生了上述的染色体数目和多

倍性系列的变异幅度
,

从狼把草和 兔针草属内的其它各个种 的体细胞染色体数来看
,
Z n = 72

的种 内六倍体的比例最大
,

这表明狼把草植物的系统发育主要是在六 倍体水平上 向 两 侧 演

化
,

但主要是向较高倍性 ( Z n 二 96 ) 的方向演化
,

这是物种 自然演化的一个重 要 途径
,

这

一点 也可 以从 自然界的植物中普遍存在 的多倍现象这一事实中得到证实
。

图 1 一 4 狼把草的染色体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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