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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 茎 新 麦 草 的 核 型 研 究 

臼 ． ．2 ( 丌丁麦亚 妄 聂 堰市6ll83a) 9‘砷．， r／ ． 
摘要 本文对葡茎新麦草(尸s0f̂ rDsf0ĉys stolonLformis)的核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它具有 1对近中部着丝粒染色体和6对中部着丝粒染色体。核型较对称．属于 Stebbins~。1 A 

类型。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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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aryotype was analysed on _Ps 丘yrosfoc丘y。 s#olo．i~ormls． The resort 

showed：The geno~e of P．stoloniformis consists of l submetacentric chromosome 

and 6 metacentric chrom osomes． Its karyotype is symmetric and fall into Stebbins ’ 

‘l̂  type． 

According to the suggestion of Stebbins ．evolution tend ency of karyotype is 

from symmetry karyotype to uns ym metry one． From this work and  the  preTious 

reports，the authors compared the karyotype characters of P．fragilis，P ．juncea，P． 

1~ronenburgli，P．1anuginosa，P．huashanlca and P．stolotl 0r，，lf“ Based on the compari— 

son,the authors considered that P．huashaniea is the most advanced one among the 

specie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 Psathyroslachys；P．sfDf0n ，0r，，l ；karyotype analysis 

新麦草属是小麦族中较小的属，约1O种，均为多年生，二倍体 。Oinuma认为染色体 

组和核型存在平行进化关系，享有相同染色体组的不同物种具有相似的核型[ 。核 型 分析 

是进行染色体组分析的重要方法[ 。对新麦草属一些种的核型已有报道[“。迄今未对葡茎 

新麦草的核型进行过研究。本文首次对它进行核型分析，为作物的遗传育种利用该种质提供 

细胞学资料。同时，比较了该种同其它几种新麦草的核型，以探讨它们之间的系统学关系。 

材 料 和 方 法 

试验材料采自甘肃窑街，凭证标本存I~)ll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标本 室。 

种子在25℃恒温下发芽取根，在 0— 4℃下预处理24小 时，卡 诺 液 (冰醋酸 t酒精 = 

1；8)室温下固定 6天，用改良苯酚品红染液压片。选用染色体分散较好的中期细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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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T 葡茎雅 草染色体参数 
Table 1 The parameters of 

chromosome in Psafhyrozf— 

och，s Molonlfor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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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l 葡茎新麦草攘型模式图 

Fig． 1 Idiogram of l尸．stoloniformls 

表2 新麦草属6个种的按型比较 
Table 2 A com parison 0f karyotypes of 6 species of Psafhyr0sfa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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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新麦草属6个种桉型对称性比较 
Fig． 2 Scatter diagram of 6 

species of Psethyrosteehys based 

On the degree of asymmetry 

0f karyotypes 

、 

图 3 葡茎新麦草细胞染色体及其核型 

Fig．3 Somatic chromosome and karyo— 

type of Psotk rostoch，s sfolo~ifor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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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摄影进行核型分析。 

核型分析取 5个细胞的平均值，按李懋学等 Ï介绍的方法进行。 

结 果 和 讨 论 

葡茎新麦草的染色体形态特征，核型分析结果如图 l和表 l。根尖细胞染色体数为2n 

14，核型公式为 211=2x=14=12m+2 sm，其中第 4对为近中部着 丝 点 染色体，其余各 

对均为中部着丝粒染色体。染色体的相对长度变化范围从12．38—16·97之间，染色体长度比 

为l·37。 

Hsiao等 已对新麦草属的 P．jragilis，P．jHnce0，P． 1annginosa，P· kronen- 

burgii和 P．huashanica核型进行了分析。连同本文结果，将主要参数 列 于 表 2。 由表 2 

看出，葡茎新麦草的染色体相对长度变化范围与其它 5种新麦草的相似，它们核型的基本构 

成也相近，均具有 l对近中部着丝点染色体和 6对中部着丝点染色体。除尸．huashaniea的 

近中部着丝点染色体为第 5对外，其余的种近中部着丝点染色体均为第 4对。 

单就核型的组成看，尸．frogilis，P．juncea和 P． sfoloniformis具 更 为对称的核 

型，属于 Stebbins~的核型分类标准中的 “l A”型。相对面言，P．1anuginosa，P． ro，卜 

enbnrpil和 P．huashaniea较为对称，属 “2A 型。 

从染色体结构看，本属 已分析的植物全为中部或近中部着丝点染色体，最长与最短染色 

体之比都不超过 2，臂 比大于 2的染色体所占比例也很小，可见本属这些植物的核型具很高 

的对称性。按 Stebbins(1971)[e 的观点，高等植物核型 的进化趋势是由对称向不对称方 

向发展。我们 以平均臂 比为横坐标，以最长与最短染色体之比为纵坐标，作出每种核型的坐 

标点 (图2) 在图中越是接近左下方的，进化程度也越低|越是接近右上方的，进化程度 

就越高。由此看出，P．huashanica可能是 6个种中进化程度相对较高的。 

郭本兆等 根据小麦族花序形态的研究，提出新麦草属与大 麦 属的小穗方位和结构均 

极近似，仅含花数不同，华山新麦草 (P．huoshonica)似与多 年 生 大 麦 有关。从核 型组成 

看，根据本研究~Hsiao等 的研 究，新麦草属的这 6个种的核型、随体的大 小 及位置同 

大麦属的 ordeⅡ bogdanii、 ．californium、 ．bulbosum，何 ．violaceum核型均存 

在较大的差异。从核型上看不出这两个属间的系统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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