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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壳斗科部分植物染色体计数及核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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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去壁低渗法处理根尖细胞，得到了壳斗科 13种植物分散较好的细胞 中期分裂相，并分析了其中 

9种植物的染色体数 目、随体数 目和位置、核型公式、核型类型、臂 比、相对长度 、着丝点指数 、核型不对称系数 

等内容。结果表明：除东南石栎属 1B型外，其他均属2B型，K(2n)一24，在植物界属小染色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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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romosome counts of 4 species and cy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p of roots of 9 species of the 

Fagaceae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wall degradation and hypotonic treatment，and the tests got 

clear mitotic metaphase of cells．The chromosome number，the number and position of SAT，the karyotype for— 

mulae，the karyotype classification，arm ratio，relative arm length，index of centromere and karyotypie anisom— 

erous index，etc were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romosome counts of 1 3 species are K(2n)一24 

and Castanopsis tibetana，C．fordii，C．fabric，C．carlesii，C．．fissa，C．jucunda，C．1amontii and Fagus longi— 

petiolata are 2B，and Lithocarpus harlandii is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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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斗科(Fagaceae)植物 900余种，我国有 300 

余种 ，由于地理 隔离及物种进化等原因，科内各属之 

间以及与相近科的划分 ，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不同学 

者从不同角度进行 了相关探讨。壳斗科植物不仅有 

重要的经济林树种，如 ：锥栗 、板栗等 ，且绝大多数是 

重要的造林阔叶树种，因此，对其核型的全面研究具 

有重要价值。目前，国外已有不少报道(Moore， 

l982；郑乐怡，1987；Armstrong Wylie，1965；Me～ 

hra等 ，1972；Johnson等，l989)，这些研究均报道了 

染色体数 目，但未作核型分析。虽然国内学者(刘一 

樵等，1984；陈祖松 ，1986；吴若菁等，1991；曹明等 ， 

2000；杜风国等 ，1995；陈升振等，1990)对栎属、栗属 

和栲属的部分种进行了核型分析，但这些仅是少数 

种，尤其是与其它阔叶树种如樟科、木兰科、菊科等 

相比(王亚玲等，2005；孟爱平等，2006；谢珍玉等， 

2003；何子灿等，2006)，壳斗科属间核型分析研究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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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本研究针对核型分析研究中的空 白，依据 1982 

年修订的福建植物志，对福建部分壳斗科植物的染 

色体数量及核型做 了初步的研究与探索。 

1 材料与方法 

树种经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陈世品鉴定。将贮 

藏种子置于培养床或发芽皿中，25～27℃下催芽， 

待侧根长达 I～2 cm 时，截取其根尖 0．5～I cm段 

为实验材料。针对壳斗科植物染色体较小的特点， 

采用去壁低渗法得到分散较好的中期分裂相，采用 

尼康(Nikon)倒置连机显微镜摄影。采集地见表 l， 

标本存于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生理生化实验室。染 

色体数据为 5个细胞的平均值。本文对栲属的 8个 

种、青冈属的 3个种、水青冈属的 1个种、石栎属的 

1个种的根尖细胞制片镜检，选取染色体分散良好， 

着丝点清晰的中期分裂相显微摄影 (图版 I)，对部 

分分散较好的染色体照片进行测量，同源染色体配 

对，绘制核型模式图，分析其中9个种的核型特征。 

表 1 材料来源 

Table 1 Origin of materials studied 

分类群 Taxon 凭证标本 Voucher 

大叶锥 Castanopsis tibetana 

南岭锥(栲)c．fordii 

罗浮锥 C．fabric 

米槠 C．carlesii 

闽粤栲 C．fissa 

东南锥 C．jucunda 

苦槠 C．sclerophylla 

拉氏栲 C．1amontii 

小叶青冈 Cyclobalanopsis 

青冈 C．glauca 

卷斗青冈 C．pachyloma 

水青冈 Fagus longipetiolata 

东南石栎 Lithocarpus harlandii 

王妍(Y．Wang)0703 

王妍(Y．Wang)0401 

王妍(Y．Wang)0716 

王妍(Y．Wang)0042 

王妍(Y．Wang)1006 

王妍(Y．Wang)1203 

王妍(Y．Wang)1303 

王妍(Y．Wang)1408 

王妍(Y．Wang)0206 

王妍(Y．Wang)0201 

王妍(Y．Wang)161O 

王妍(Y．Wang)1109 

王妍(Y．Wang)0516 

注：以上标本采集地均为福建建殴万木林 

Note：The origin of materials is Jianouwanmulin in Fujian 

表 2 种问核型特征比较 

Table 2 Comparing on karyotypic characteristics among species 

分类群 
Taxon 

核型公式 

Karyotype formula 

K(2n)一 24 

翌 鏖 v~ar誊yo-  

C
系数组成 t

ypeo n
stitution of 

cla s sifi～ 
relative length 

cation 

2 结果与讨论 

本文核型分析结果见表 2和图版 I，壳斗科植物 

核型属于对称核型，按 Stebbins的分类法 ，属最原始 

的植物进化类型。通过结果分析可知，在 同一属内， 

种间略有差异，栲属 8种植物染色体数目稳定，均为 

2n=24(米槠只作染色体计数)；核型公式相近，全部 

由中部着丝点染色体(m)和近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sin)组成，但数量不相同；核型类型均为2B；大叶锥、 

苦槠有 2对随体，闽粤栲、拉氏栲有 1对随体，南岭 

栲、罗浮锥、东南锥无随体，且位置有很大的差异性； 

平均臂比变化范围为 1．34～1．42，最长与最短染色体 

比值变化范围为2．34～2．51，着丝点指数变化范围为 

42．08 ～ 44．O9 ，核 型不 对称 系 数 变化范 围 为 

55．69 ～57．77 ；相对长度变化范围相近，其中大 

叶锥、罗浮锥、闽粤栲、拉氏栲 4个种的相对长度组成 

相同，为4L+8M2+8M1+4S，南岭栲为 4L+6M2+ 

10M1+4S，东南锥为 2L+lOM2+10M1+2S，苦槠为 

4L+6M2+12Ml+2S。 

青冈属的3个种在制片中没有得到清晰的中期 

分裂来做核型分析，因此只作了染色体计数，均为2n 
===24(图版 Ⅱ)。 

水青冈染色体数目为2n=24，核型类型为2B，核 

型公式为：20m(2SAT)+4sin，由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m)和近中部着丝点染色体(sm)组成。 

体比；}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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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I 壳斗科 9种植物核型图 A．大叶锥；B．南岭栲；C．罗浮锥；D．闽粤栲；E．拉氏栲；F．东南锥；G．苦槠；H东南石栎；I．水青冈。 

Plate I Karyotypes of 9 species of Fagaceae A．Castanopsis tibetana；B．Castanopsis]ordii；C．Castanopsis jab,~；D．Castanopsis fissa； 

E．Castanopsis lamontii； Castanopsisjucunda；G．Castanopsis sclerophylla；H．Lithocarpus harlandii；I．Fagus longipetiolata． 

东南石栎染色体数目为 2n一24，核型类型为 

lB，核型公式为：20m(2SAT)十4sm，由中部着丝点 

染色体(m)和近中部着丝点染色体(sm)组成，有一 

对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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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Ⅱ 壳斗科 4种植物中期分裂相图 1．米槠 ；2．青冈；3．卷斗青冈；4．小叶青冈。 

PlateⅡ Mitotic metaphase of cells of 4 species of Fagaceae 1．Castanopsis carlesii；2．Cyclobalanopsis glauca；3．Cyclobalanopsis 

pachylorna；4．Cyclobalanopsis gracilis． 

相似的核型特征表明这些种有着共同起源和较 

近的亲缘关系。同时也说明壳斗科植物染色体进化 

速率很慢，是相对稳定的原始类群，它们与草本类群 

相比，进化速度要慢得多。虽然有无随体及随体的 

数目、位置可作为属内种间核型区分的一个重要指 

标，不过在观测中也发现，即使有随体的种，在个别 

制片中也有未发现随体的，或者随体的位置也略有 

不同，这可能与随体被重叠看不见或丢失有关。所 

以只有大量的观测制片才能得出科学准确的结果 

(Song等，2002；刘启新等，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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