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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 & 种（变种）中国秋海棠属（!"#$%&’ ’(）植物的体细胞染色体数目进行了报道，

分别为：盾叶秋海棠 !"#$%&’ (’)’*"+&"& ’)*+ ( $, - .#；角果秋海棠 ! / ("+’,$(’+-’ 0( 1( 123,4 56
0728 $, - $#；掌叶秋海棠 ! / ."/0*"1’%’ 9( :( 1;;<5= $, - $#；长果秋海棠 ! / *$%#&(’+-’ >( ?(
@23, 56 :( >( A83, $, - $#；红孩儿 ! / -’*/’,’ *3= ( 2+$3&%#&’%’（B73CD( 5E F5,67(）9( @;+G8,4
56 B( >3=54( $, - $$；大王秋海棠 ! / +"4 H26I( $, - $$ J KF；勐养秋海棠 ! / /"%#1’%#"%0&0 L2MN
LD( /"%#1’%#"%0&0 O( B( A5MM866 56 >( ?( @23, $, - $$；变色秋海棠 ! / )"+0&($*$+ P=CLQ7( $, -
$$。除掌叶秋海棠、大王秋海棠和变色秋海棠外，其余染色体数目均为首次报道。

关键词：秋海棠属；染色体数目

中图分类号：R S%% 文献标识码：T 文章编号：#$". U $V##（$##$）#$ U #$%" U #"

!"#$%$&$%’ ()%*’#& $+ ,-."/ 0121 $+ !"#$%&’ +#$% 3)4414

APTW :38N>5，@XTW >38N?2,，Y1ZX R8N[8,4，@X Y78N983,
（56%/&%# 7%0,&,6," $8 !$,’%1，9.&%"0" :(’;"/1 $8 <(&"%("0，>2,C8,4 !"#$#%，B78,3）

5*&/#16/：A75 L;C368Q Q7=;C;L;C5 ,2CM5=L ;\ & 63E3 ;\ !"#$%&’ \=;C ?2,,3,，B78,3 3=5 =5D;=65G：

!"#$%&’ (’2’*"+&"& ’)*+ ( $, - .#；! / ("+’,$(’+-’ 0( 1( 123,4 56 0728 $, - $#；! / ."/0*"1’%’ 9( :(
1;;<5= $, - $#；! / *$%#&(’+-’ >( ?( @23, 56 :( >( A83, $, - $#；! / -’*/’,’ *3= ( 2+$3&%#&’%’

（B73CD( 5E F5,67(）9( @;+G8,4 56 B( >3=54( $, - $$；! / +"4 H26I( $, - $$；! / 0&**","%0&0 L2MLD(
/"%#+’%#"%0&0 O( B( A5MM866 56 >( ?( @23, $, - $$（"）； ! / )"+0&($*$+ P=CLQ75= $, - $$( A758=
Q7=;C;L;C5 ,2CM5=L 3=5 =5D;=65G 75=5 \;= 675 \8=L6 68C5 5EQ5D6 67;L5 ;\ ! / ."/0*"1’%’，! / +"4 3,G
! / )"+0&($*$+ (
7’8 9$#:&：!"#$%&’，B7=;C;L;C5 ,2CM5=

秋海棠属 !"#$%&’ ’( 是世界上著名的观赏植物，约有 K "## 种（:;;=5,M;L 等，KSS&），

主要分布于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热带、亚热带地区。我国约有 K!# ] $## 种，其中以西南

地区分布最多，是秋海棠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和地区之一。迄今为止，虽然 $## 余种秋海

棠的细胞学已经被研究（1586I，KS$V；O36L22=3 等，KS%$；073=C3 等，KS!#；H86;,，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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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彭镜毅等，&’**，&’’+，&’’&，,+++）。但由于大多数秋海棠种类的

染色体形态很小，很难用于核型分析，绝大多数仅报道染色体数目，而且早期发表的常常

缺图版。中国秋海棠种类较多，其分类学上还存在许多疑难问题，各组（-"./0%1）间、各

种类间的亲缘关系和进化地位也有待于深入研究和阐明。因此对已知种类进行细胞学研

究，可为进一步解决秋海棠的分类学、进化生物学等方面的问题提供部分证据。

! 材料和方法

研究材料栽培于昆明植物园，全部 产 云 南（表 &）。凭 证 标 本 存 放 于 中 科 院 昆 明 植 物 所 标 本 馆

（234）。方法：取植株的新生根尖，室温下在 +5++, 6%7 8 ! * 9 羟基喹啉溶液中处理 ,5: ; < =；卡诺 > 固定

液（?@& 的 ’:A乙醇 @冰乙酸）在冰水中固定 ?+ 601；& 6%7 8 ! 盐酸在 (+B的水浴锅中解离 &+ ; &, 601，&A
醋酸地衣红染色过夜和压片。

表 & 研究材料

CDE7" & C=" -D6F7"- G%$ -/HIJ

种类 CDK%1 产地 !%.D70/J 海拔L7/0/HI"（6） 凭证标本 M%H.="$
盾叶秋海棠 !"#$%&’ (’)’*"+&"& 洱源县 N$JHD1 — 田代科 OP 2P C0D1，’’,??
角果秋海棠 ! 5 ("+’,$(’+-’ 河口县南溪 4D1K0，Q"R%H ’+ 田代科 OP 2P C0D1，’),)
掌叶秋海棠 ! 5 ."/0*"1’%’ 屏边县大围山 S/P ODT"0，U01#E0D1 &?++ 田代科 OP 2P C0D1，’),,
长果秋海棠 ! 5 *$%#&(’+-’ 河口县南溪 4D1K0，Q"R%H ’+ 田代科 OP 2P C0D1，’),’
勐养秋海棠 ! 5/"%#1’%#"%0&0 -HE-FP 勐腊县补蚌 VHED1#，S"1#7D ):+ 9 &+++ 田代科 OP 2P C0D1，’*&&<

/"%#1’%#"%0&0
红孩儿 ! 5 -’*/’,’ WD$P 2+$3&%#&’%’ 屏边县大围山 S/P ODT"0，U01#E0D1 &’++ 田代科 OP 2P C0D1，’)&*
大王秋海棠 ! 5 +"4 金平县老猛河 XP !D%6"1#，Y01#F01# *:+ 田代科 OP 2P C0D1，’’,(?
变色秋海棠 ! 5 )"+0&($*$+ 屏边县大围山 S/P ODT"0，U01#E0D1 &?++ 9 ,&++ 田代科 OP 2P C0D1，’)&’

" 结果

本次研究共对 * 种（变种）秋海棠的染色体进行了观察和记数，结果见表 , 和图 &：

盾叶秋海棠 !"#$%&’ (’)’*"+&"& !ZW7 P ,1 [ ?+，染色体椭圆形或球形、大小近相等，绝对长度

+5’ ; &5:!6，平均长度 &5&&!6，属小型染色体（图 > 9 *）；角果秋海棠 ! 5 ("+’,$(’+-’ \P
QP QHD1# "/ \=H0 ,1 [ ,+，绝对长度 &5< ; :5<!6，平均长度 ?5,:!6，染色体相对较大且着

色相对容易，属于小型和中等大小染色体，其中 &* 条较长，, 条很短，且有 & 条染色体明

显具随体（图 > 9 &，箭头指向随体）；掌叶秋海棠 ! 5 ."/0*"1’%’ Y P OP Q%%R"$ ,1 [ ,,，染

色体大小相差不大，绝对长度 +5* ; &5:!6，平均长度 &5+*!6，属小型染色体（图 > 9 ?）；

长果秋海棠 ! 5 *$%#&(’+-’ 2P ]P ^HD1 "/ OP 2P C0D1 ,1 [ ,+，绝对长度 &5< ; ?5(!6，平均

长度 ,5<&!6，属小型染色体，但染色体相对较大且着色相对容易，其中 &* 条较长，, 条

很短，且有 & 条染色体明显具随体（箭头所指），同角果秋海棠十分类似（图 > 9 ,）；红孩

儿 ! 5 -’*/’,’ WD$ P 2+$3&%#&’%’（_=D6FP "K V"1/= P）Y P ^%7I01# "/ _P 2D$"# P ,1 [ ,,，绝对长

度 +5’ ; ,5,!6，平均长度 &5,?!6，属小型染色体，染色体稍纤细，其中一对染色体明显

较长（图 > 9 :）；大王秋海棠 ! 5 +"4 UH/‘ P ,1 [ ,,，绝对长度 +5’ ; &5*!6，平均长度 &5,<

!6，属小型染色体，其中 & 条染色体有明显的附随体（图 > 9 (，箭头向附随体）；勐养秋

海棠 ! 5 /"%#1’%#"%0&0 -HE-FP /"%#1’%#"%0&0 SP _P C"EE0// "/ 2P ]P ^HD1（!）,1 [ ,,，绝

对长度 &5< ; ?5<!6，平均长度 &5’)!6，染色体长短差异较大（图 > 9 ?）；变 色 秋 海 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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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种云南秋海棠的体细胞中期染色体

! # 角果秋海棠 $% & $’；$ # 长果秋海棠 $% & $’；(# 勐养秋海棠（!）$% & $$；)# 变色秋海棠 $% & $$；*# 红孩儿 $% &

$$；+# 大王秋海棠 $% & $$；,# 掌叶秋海棠 $% & $$；"# 盾叶秋海棠 $% & (’（ - ) ’’’）

./0# ! 123 45678/9 6387:2743 92;56545634 5< " 87=7 5< >305%/7 <;56 ?@%%7%，A2/%7

! # ! B "#$%&’"%$(% $% & $’；$# ! B )’*+,"%$(% $% & $’；( # ! B -#*+.%*+#*/,/（!）$% & $$；)# ! B 0#$/,"’)’$ $% & $$；* # ! B (%)

-%&% C7; # 1$’2,*+,%*% $% & $$；+# ! B $#3 $% & $$；,# ! B 4#-/)#.%*% $% & $$ $% & $$；"# ! B "%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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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种秋海棠的体细胞染色体数目

#$%&’ ! #(’ )*+$,-. .(/*+*)*+’ 01+%’/) *2 " )3’.-’) -0 4’5*0-$

所属组 6’.,-*0 种类 #$7*0 文献报道8$,$ 2/*+ &-,’/$,1/’ 本文报道 8$,$ *2 ,(’ 3/’)’0, ),19:
!0 ;1,(*/)! !0 <-51/’ =*>

秋海棠组 !"#$%&$’"() 盾叶秋海棠 * ? &+,+$-."-" @A "
棒果组 /-#.%0+ 长果秋海棠 * ? $%’1"&+.#+ !A !
扁果组 2$+34&-’3.() 掌叶秋海棠 * ? 5-)0$-4+’+ !A，@B C’-,D !! E

!! F> G 8>
红孩儿 * ? #+$)+3+ H$/? 6.%7"’1"+’+ !! I
大王秋海棠 * ? .-8 !!（J"，!@） 6> G 4> !! K

@!（!"，@J）

@B（!"，@!）

变色秋海棠 * ? ,-.0"&%$%. !! B
无翅组 9#5+’+’35- 勐养秋海棠 * ?)-’14+’1-’0"0 )1%)3> !! @

)-’14+’1-’0"0
角果秋海棠 * ? &-.+3%&+.#+ !A J

! F> G 8> L M> ;> C> F’5/* $09 N> 8**/’0%*)> 6> G 4> L ;> O> 6($/+$ $09 P> Q> 4($,,$.($/::$

* ? ,-.0"&%$%. R/+).(> !0 L !!，绝对长度 J?A S !?A!+，平均长度 J?@A!+（图 R T B）。总之，

以上 " 种染色体形态较小，绝对长度约为 A?" S I?B!+，平均长度 J?A" S @?!I!+，属于微

小型、小型和中等大小染色体（李懋学等，JUUJ），加上地衣红染色着色较浅，大多数很

难用于核型分析。

! 讨论

此次报道的 " 种染色体数目中有 I 种为新报道。除角果秋海棠和长果秋海棠 !0 L !A
罕见外，其余为 !0 L !A 和 @A，仍属亚洲种类常见的染色体数目。虽然变色秋海棠的不同

个体叶片的颜色和斑纹变异极大，但从以前和现在的研究报道，发现染色体数目均为 !!，

十分稳定一致，因此其叶片颜色和斑纹的巨大变异可能是受不同等位基因作用的结果。在

以往的研究报道中，6($/+$ 等（JUKA）将大王秋海棠分成 @ 个变异类型，染色体数目分别

为 !!、@! 和 @B，并且每一变异类型中还发现少数细胞的染色体数目发生变化，但在本次

研究中未发现变异现象，根据 R/+).(’/（JU@U）的研究，将全世界的裂叶秋海棠 * ? #+$)+3+
划分成 U 个变种，中国占其中 I 个（谷粹芝等，!AAA），红孩儿 * ? #+$)+3+ H$/ > 6.%7"’1"+’+
是其中之一。但笔者通过大量野外考察和标本查阅，认为这种分法很值得怀疑，必须结合

细胞学、分子生物学和传统分类学等各方面的综合研究才能予以澄清。勐养秋海棠在这里

只报道其雌株的染色体数目。

由表 ! 可知，扁果组的染色体数目均为 !!（除了 C’-,D JU!E 年研究得到的不确定数目

外），但结合以前的研究，发现中国秋海棠属各组内和组间的染色体数目均存在变化，组

间种类的染色体数目常出现重叠现象，因此至少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染色体数目还不

能作为秋海棠属划分组的重要依据，但不同种类的染色体形态差异十分明显，全世界秋海

棠属被划分成约 KA S "A 个组，由于以前组的划分大多限于根据形态学和植物地理学等方

面的特征，因此，其科学性和正确性值得怀疑，从而使组的划分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研究难

点。总之，研究表明中国秋海棠属染色体的形态和数目差异反映出该属在细胞学方面也具

有丰富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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