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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莲的染色体组型分析
*

何子灿 刘士佳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

莲 (N el “。 b口 。uc ife o G ae rt h) 是睡莲科
、

莲属植物
。

原产亚洲〔l] ,

为我国重要的水生

经济植物和著名花卉
。

我国早在《诗经》和《齐民要术》上就有莲的记载
。

经过长期的人工

栽培与选育
,

现在品种繁多
,

有花莲
、

子莲和藕莲等不同的类型
〔2] 。

关于莲染色体的研究
,

据《开花植物染色体图普集》记载 ; 只有 L an g let 于 19 2 7 年观

察到莲的染色体数为 2n 一 16 [6. 7 , ,

但未做核型分析
。

到目前为止
,

还未见到有关莲的核

型分析的报道
。

现代的栽培莲品种
,

无疑是从古莲类型演变而来
。

考察和了解古莲的类型对于研究

现代栽培品种遗传变异的规律
,

在理论与育种实践上都是极有意义的
。

中国古代莲系在我国辽宁普兰店泥炭层里发现的
,

经
’℃ 法鉴定

,

确认为一千多年前

的古莲子 ; 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培育
,

古莲复苏
,

生长发育结实
,

称为中国古代莲
〔3] ,

作者对其核型进行了分析
。

材 料 与 方 法

材料 试验用材料是 1 9 7 9 年引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用古代莲种子培 育的 实

生苗无性系第二代
,

栽培条件为大缸单株种植
。

染色体制片材料采用根尖
,

采自地下茎蔓

尖端嫩节上长出的新生根群
。

预处理与固定 在细胞分裂中期高峰前 2 小时取下幼根
,

洗净后放人 0
.

1多秋水

仙碱溶液中预处理 2 小时
,

洗净
,

到分裂中期高峰时将幼根投人 Fa
rm e r 氏固定液 中 固

定处理 20 小时
。

然后转人 95 多酒精
,

并按梯级浓度渐次转移到 70 多酒精中在低温下保

存
。

在梯级浓度酒精中各停留 20 分钟
。

制片 根尖经 60 ℃的 IN 的盐酸离解 12 分钟
,

蒸馏水冲洗后放入铁矾溶液中媒染

30 分钟
,

洗净后置于苏木精染色液中
,

在室温下染色 1 小时以上
,

待试材染上色后
,

除去

根冠部分并切取根尖分生组织区 。
.

5 至 1 毫米
,

用 45 多醋酸进行压片
。

为了确定具随体

的染色体
,

采用 G iem sa
染色技术制片观察了早中期的染色体和随体

。

显微观察 将制成的染色体标本在光学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

确定其染色体数 目
。

同

时选择染色体收缩适中
、

形态比较端正
,

清晰且分散良好的分裂相进行显微摄影
。

照片放

大 4 4 0 0 倍
。

染色体组型分析 从放大的染色体照片中
,

挑选出染色体分散最好 ;染色休形态端

* 此工作是在黄国振 同志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 ; 参加工作的还有陈纯章和徐立铭两 同志 ; 照片由刘茵茵同志印

制 ;图表由刘宋斌同志复墨
,

均此一 并致谢
。

收稿日期: 1 9 81 年 5 月 2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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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 10 个分裂相进行测量与分析
。

测量并计算染色体及长臂
、

短臂的长度和平均长度 ;

计算各染色体的着丝点指数(短臂 /长臂之 比)
,

臂比 (长臂/ 短臂) 和细胞个体内各对染色

体长度对全部染色体总长度的相对值 (表 1)
。

根据着丝点指数和臂比
,

确定着丝点的位

表 1 中国古代莲中期染色体的指数 (长度 : 微米)

染染色体平均长度度 长臂平均长度度 短臂平均长度度 着丝点位置置 染色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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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随体副缴痕和随体长度

不包括随休副经痕和随体长寒

a
.

中国古代莲细胞染

色体 2 。 ~ r‘

b
.

中国古代莲染色体组型
(上排为有丝分裂中期

, 下排为有丝分裂早中期)

图 1

置
,

以表现各染色体的形态特征
。

着丝点指数在 1
.

00 至 0
.

60 的为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

0
.

60 至 0
.

33 为近中着丝点染色体
,

。
.

33 至 0
.

14 为近端着丝点染色体
, 0

.

14 至 0
.

00 为端部

着丝点染色体 [4] 。

带随体的染色体是根据 Gi
e m sa 对早中期染色体的染色与随体溢痕来

确定的
。

然后按染色的长度大小顺序排列制成组型图(图 1)
,

带随体的染色体排在最后
。



海 洋 与 湖 沼 1 4 卷

结 果 和 分 析

1
.

本试验探明中国古代莲是 2 倍体
,

其体细胞染色体数 2n ~ 1 6 ; 在用 0
.

1多秋水仙

碱溶液于室温下预处理 2 小时并经 Fa
rm er 氏液固定的条件下

,

分裂中期染色体长度平

均值变动为 3
.

87 至 1
、

26 脚
,

个体细胞染色体总长度平均值为 35
.

1 0拼m (表 1 ,

图 2 )
。

和水

稻一样
,

莲是属于小染色体的植物种类圈。

2
.

第 1 对为具近端着丝点的染色体
。

3
.

第 2 对为近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

4
.

第 3 , 斗, 5 和 6 对为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

第 3 和 4 对着丝点指数比第 5 和 6 对的

着丝点指数要稍小一点 ; 第 6 对染色体也是最短的一对染色体
。

5
.

第 7 对为端部着丝点具随体的染色体
。

在早 中期分裂相中可更清楚辨认出
。

6
.

第 8 对为短臂具随体的染色体
,

由于随体副盗痕较短
、

随体较大而短臂又较小
,

在

中期分裂相中往往因此而误认随体为短臂
,

在早中期分裂相中可清楚辨认 出为短臂具随

体(图 1 : b)
o

l:珊吕吕吕吕吕朋后禹
U 111 IV V 讥 翎 物

图 2 中国古代莲染色体组型 (2n 二 16 ) 示意图

夕
.

根据各对染色体的长臂指标和着丝点位置
,

绘制了中国古代莲的核型示意图 (图

2 )
o

8
.

除第 7 和 8 对染色体具随体副溢痕外
,

其余各对均未观察到副溢痕的存在
。

夕
.

据研究结果确定中国古代莲的染色体组型为 :

Z n
~ 1 6 ~ SM + ZSM 十 ZST + Z T 一 SA T + ZSA T

讨 论

1
.

本试验初步探明了中国古代莲染色体组型
。

其各对染色体的形态特征可作为比较

与鉴别现代栽培品种演变过程中遗传与变异的细胞学依据
。

2
.

为使测得的数据能反映真实情况
,

我们注意了材料的选择和处理的一致性
。

同时
,

在选择中期分裂相时
,

也尽可能地注意了典型性和清晰的程度
,

尽量减少人为误差
,

表 1

数据表明各方面的数值较一致
,

但仍然不能避免存在较小的误差
。

3
.

本工作试图首先确定莲原始类型的染色体基本组型
,

作为研究现代栽培品种的遗

传变异的本底组型
。

但我国各地都有野生莲的分布
,

它们之间的核型结构是否有差异
,

亦

待进一步研究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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