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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毛茛属三种植物的核型研究 

徐玲玲，方 亮，张良慧，何江浔，廖 亮 

(江西九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生物研究所，江西九江 332000) 

摘 要：对国产三种毛莨属(Ranunclus)植物进行了核型研究，其中昆明毛茛(Ranunculus kunmingensis W． 

T．Wang)染色体数目2n=14及核型2n=14=6m+4sm+4st为首次报道；匍枝毛莨(R．repence L．)核型公 

式为2n=4x=32=8m+12sm+10st+2t，它是由两个不同的染色体组组成f刺果毛莨(R．muricatus L．)核型 

公式为 2n=8x=64=10m+22sm+28st+4t，它也是由两个不同的染色体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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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Karyological stuidies were carried out in three species of Ranunculus L．from China．The chromo— 

some numbers 2n=14 and karyotype 2n=14=6m+4sm+4st of Ranunculus kunmingensis W．T．Wang are re— 

ported here for the first time．R．repence L．karyotype formula is 2n=4x=32=8m+ 12sm+ 1Ost+2t．It con— 

sists of tWO different genomes．R．muricatus L．karyotype formula is 2n=8x=64= 1Om+22sm+28st+4t．It 

consists of two different genomes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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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毛茛属(Ranunculus)约有 122种左右，是 

世界毛茛属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王文采系统分为 2 

个亚属，其 中新建一个狭萼 毛茛亚属 (subgen． 

Stenoglossa)，只有一种。其余均属毛茛亚属(sub— 

gen．Ranunculus)，下分 l2个组，美丽毛茛组(sect 

Auricomus)和毛茛组(sect．Ranunculus)种数较多， 

下设若干系(王文采，1995)。毛茛属染色体长度通 

常较长，属 R型(Gregory，1941；Langlet，1927)，存 

在 x=8和x=7两种染色体基数，x=7的类群仅见 

于毛茛组和刺果毛茛组(Godbltt，1987；Fujishima， 

1990)，一般认为 x一7是 X一8衍生而来(Gregory， 

1941；Kurita，l958，1961)。Kurita(1966)曾把毛茛 

属的随体染色体划分为4种类型。毛茛属多倍体较 

为常见 (廖亮等，1991；Gregory，1941；Kurita， 

1955)。至今只有部分国产毛茛进行过核型研究(廖 

亮等，1991，1995，1996；杨亲二等(1994)，故有必要 

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以便为进行毛茛属系统与进化 

研究提供细胞学资料，本文就三种国产毛茛进行核 

型研究，其中昆明毛茛(Ranunculus kunmingensis) 

核型为首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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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本实验材料凭证标本存于江西九江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生物系标本室(JJT)。根尖用 0．1 秋水仙 

素溶液2O℃下预处理约 2 h，用卡诺氏液固定 2～ 

24 h，75 乙醇保存，用 l mol／L盐酸在 6O℃下解 

离 7～10 min，改良卡宝品红染色压片，常规方法制 

片。核型分析采用李懋学(1985)的标准。核型不对 

称性系数计算用Arano(1963)的方法。核型图中多 

倍体染色体是根据长度和着丝点位置综合考虑进行 

排列，以便分析多倍体的染色体组成。实验材料产 

地、生境及凭证标本号见表 l。 

表 1 实验材料 

Table 1 The origin of experiment materials 

2 结果与讨论 

2．1 Ranunculus kunmingensis W ．T．Wang 

它是一个新建立的种(王文采，1995)，分布局限 

在云南 和贵州 两地，其形 态接 近 R．japonicus 

Thunb．，但其叶基部截形或心状截形，侧深裂片斜 

扇状倒卵形而不同，很可能是 R．japonicus在云贵 

高原上的一个变异类型。由于其基生叶为单叶三 

裂，与R．1aetus及尺．paishanensis等种共同组成毛 

茛系(ser．RanuncuIus)(王文采，1995)。从已报道 

过核型的类群来看(Godbht，1990；廖亮等，199l， 

l995，l996；Arano，l963)，除 R．trigonus X一8为特 

例外(廖亮等，1995)，毛茛系染色体基数均为 x=7。 

本实验结果 凡．kunmingensis的染色体数目 2n— 

l4，染色体基数 x=7，核型公式 2n：14—6m+4sm 

+4st，为首次报道，其染色体参数见表 2，核型图见 

图 l：A、D，核型公式及核型类型(3A)均和 R．_『n— 

ponicus相同，但在核型不对称性系数上稍有差异， 

表 2 三种毛茛的染色体参数 

Table 2 The parameters of chromosomes in 

three species of Ranunc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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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unmingensis为 62．18，R．japonicus为 63．54 

(廖亮等，1991)。我们在野外调查发现，在基生叶叶 

基为截形的植株上，同时也发现有叶基为心形的叶 

片，两个种存在过渡现象。 

图 1 国产毛茛属三种植物的核型研究 

Fig．1 Studies on the karyotypes of three species 

A，D：Ranunculus kunmingensis，×1 200；B，E：R．re1)ence，×1 800；C，F：R．muricatus，×900 

2．2 R．repence L． 

该种分布亚洲北部和欧洲，王文采(1995)推断 

其起源于云贵高原(横断山脉)，以后分布到亚洲北 

部。文献报道 R．1"gpgTtCg的染色体数 目为 2n一16 

或 2n=32(Godbht，1990)，本文实验材料采集地为 

横断山脉的中甸，实验结果表明，其染色体数 目2n 

一 32，为四倍体，未发现原始的二倍体。核型公式为 

2n=4x=32—8m+12sin+10st+2t。从核型图中 

可以看到有两对染色体长度相差甚远(图 1一E．b一2， 

io)，另外两对染色体着丝点位置类型不同(图 1一E： 

f一11，12)，故 R．Fgpellce四倍体是由两组不同染色 

体形态的染色体组组成。其与近缘种R．cantonien～ 

两者均为四倍体，且四倍体的组成均是由两个不 

同的染色体组组成，但核型公式不同，R．1"gpgTtCg核 

型公式为 2n一4x=32—8m十12sm+10st+2t，而 

R．cantoniensis核型公式为 2n一4x一32—10m+ 

6sin+12st+4t。两者核型相比较，发现两个四倍体 

染色体组成均含有一个类似 R．silerifolius(2x)的 

染色体组(廖亮等，1995)，而另外一个染色体组则不 

相同。 

2．3 R．muricatus L． 

该种原产于欧洲和亚洲西南部，现在广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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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欧、亚、美、澳洲。曾有染色体数 目2n一48、2n一 

42和 2n一64的 报道 (Fujishima，1986；Godbltt， 

1990)。多倍体是该种广泛分布和强侵入性的原因． 

核型分析结果显示，其核型公式为 2n⋯8x 64 

10m+22sm+28st+4t，核型类型 3A。从图 卜F：c一 

6，ll，13，18及 d一2O，21，23，28中核型图来看，8组 

染色体着丝点类型是 4t：4st及 2m：6sm，故 8倍体 

是由两种不同染色体形态的染色体组构成。与日本 

产的 R．rnuricatus核 型 公式 不 同 (Fujishima， 

1986)，日本居群核型公式为 2n一8x一64—16m+ 

18sm+26st+4t，后者 m型的染色体更多，而 st和 

sm型染色体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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