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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芋属(天南星科)植物的核型研究 

曹利民1，龙春林 
(1．江西赣南师范学院 化学与生命科学系，江西 赣州 341000；2．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204) 

摘 要：报道了芋属两种植物的核型，结果如下：异色芋 2n=2X=28=18m+10sm，属于“2B”类型；花叶芋 2n 

= 2X=28=20m(8sat)+8sm(2sat)，属于“2A”类型；花叶芋的核型及两个种之间的核型比较系首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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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yotypes 0f two Colocasia(Araceae)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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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karyotypes of two species in the genus Colocasia (Araceae)were reported．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C．heterochroma H．Li et Z．X．Wei，2n=2X=28=18m+10sm，belonging to“2B”of Stebbins；C．bicol— 

or C．L．Long et L．M．Cao 2n=2X=28=20m(8sat)+8sm(2sat)，belonging to“2A”of Stebbins．The karyo— 

type of C．bicolor 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species were all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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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属 (Colocasia Schott)隶属 于 天南星 科 

(Araceae)(李恒，1979；吴征镒等，1979)，主要分布 

于亚洲及大洋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目前全世界发 

现约 11种，我国 7种 (李恒 ，1979；吴征镒等 ，l979； 

李恒等，l993；Mayo等，l997；Li等，l998，l999； 

Long等，2000，2001；Cao等 ，2003)。该属植物的细 

胞 学 研 究 已 有 一 些 报 道 (Kuruvilla等 ，1981； 

Chakraborty等，l 984；Petersen，l 989；Sreekumari 

等，199la，l99lb；Long等，2001；Cao等，2003；曹利 

民等，2004)，但一些新近发表的种类还缺乏核型方 

面的资料。为此，本文对属内形态相似的 2个种即 

异色芋和花叶芋进行了核型分析，旨在 为芋属植物 

的系统分类学研究提供新的细胞学资料。 

1 材料和方法 

1．1材料 

本次核型研究所用实验材 料均取 自野生植株 

(表 1)，活材料移栽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植物园内，凭证标本存放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标本馆(KUN)。 

1．2方法 

取植株的新生根尖 ，用 0．002 Mol／L 8一羟基喹 

啉溶液于室温下(22±2℃)处理 4～5 h。卡诺 固定 

液(3：l的 95 的乙醇 ：冰乙酸)于 冰水中固定 3O 

rain，然后用 l mol／L盐酸在 6O℃下解离 5 rain，用 

卡宝品红染色，常规方法压 片。核型分析参照李懋 

学(1985)的标准，核型类别按 Stebbins(1971)的分 

类标准 。 

2 结果 

体细胞染色体数 目均为 2n=28，染色体基数 X 

=14，与整个芋属染色体基数一致。结果见图 l、表 

2，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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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次缢痕，数字示具sc的染色体编号； ’数据参考张教方等(1985)。 
”Secondary Constriction，figures represent the number of chromosomes with secondary constrictions；”The author is Zhang eta1．(1985) 

尚有待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和分析才能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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