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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花莸（0.6/+7)*6%( 7.#%3"8.). ZF ;F ;P->@5）属莸属（0.6/+7)*6%( Z(./5）的假莸组（R5H< F
3?5(EBH->AB=<5>2? Z>2\ F）。亚热带分布，产印度东北部、尼泊尔、不丹、缅甸北部、泰国，

我国 产 云 南 东 南、 西 南 及 南 部， 广 西、 四 川、 贵 州 也 有 分 布。 生 长 于 海 拔 !"#—

$"！T## :的常绿阔叶林、混交林、箐沟疏林下，也常见于林缘、路旁、石灰岩山、干草

地以及荒地等群落中。

莸属不仅系统位置存在争议（;-.<2.B，LOO$），且近年来孢粉学（]B.5? 等，LOOT）、形

态学（^2:=P5>，LOO$）和分子生物学的分析（;-.<2.B 等，LOOM）表明莸属是一个并系或多

系而非单系。莸属面临着重新被认识、划分和组合的现实。然而莸属的细胞学方面的研究

却不多，仅见少数种类染色体数目的报道（+BPEJP-<< 等，LOML，LOM%，LOMM，LOO%），这不

能不说是一个较薄弱的环节。分布中国的莸属植物占莸属总数的 M#X以上。本工作拟对

莸属及其近缘类群的细胞学进行研究，现报道对锥花莸核型研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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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存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标本馆（!"#）。染色体制片材料取自栽培植株幼嫩根尖，

经饱和对二氯苯在室温下预处理 $ % $&’ (，卡诺氏固定液固定 )* % $* +,-，. +/0 1 2 盐酸

3*4解离 ’ +,- ，卡宝品红染色，常规方法压片。核型分析的项目、标准和方法参照常规

的植物核型分析方法（李懋学和陈瑞阳，.56’）。核型不对称程度还采用着丝点端化值参

数，即着丝点端化值7（89 :9 7） ;（染色体长臂 1染色体总长度）.**7（谢晓阳等，

.55)）。核型的不对称性分类按 <=>??,-@（.5A.）的方法。

结果

锥花莸体细胞染色体数目 )- ; .6，根据染色体的长度和形态可以配成 5 对，为染色体

基数 B ; 5 的二倍体。染色体组中有一对较

大染色体和两对小染色体，其余为中等大

小。最大与最小染色体的长度比为 $&AC 倍。

核型 公 式 为 )- ; )B ; .6 ; 3+ D )@+ D .@=
（.<E8）。第 .、C、’、3、A、5 对染色体为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第 ) 对染色体为近端部

着丝点染色体，具有次缢痕。第 $ 对和第 6
对染色体为近中部着丝点染色体。着丝点端

化值为 ’3&A7，属 <=>??,-@ 的 )F 型。核型

资料见表 . 和图 .。

表 . 锥花莸的染色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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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截自目前为止，已报道过的莸属植物染色体数目仅 ! 种，分别为香莸 ! " #$%#$&’& "#
$ %&（’()*+),-- . /(0#1(#，233% ），24，""；兰香草 ! " ()*&)& "# $ "4；! " +#,’(%&（5(#）

607)) "# $ 8&，4&；! " -$&’& "# $ 8& 和 ! " .&//(*0(&)& "# $ %&（’()*+),--，2392，239%，2399）。

本文所报道的锥花莸的染色体数目 "# $ 29 ，基数 : $ 3，是本属发现的一个新的染色体基

数。锥花莸染色体核型也是莸属首次报道的核型 。这将为本属系统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新

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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