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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路黄 自然三倍体的发现 

刘晓明 ，陈龙清。，郑 伟 
(1．昆明理工大学 现代农业工程学院，昆明 650224；2．华中农业大学 园艺林学学院，武汉 430070) 

摘 要：过路黄为报春花科的多年生匍匐草本植物 ，是有名的中药材，也是十分优质的园林地被植物 。该文 

报道了过路黄的自然三倍体，以期为过路黄的开发利用提供新的参考资料。该研究先将湖北省武汉狮子山和 

黄石月亮山的过路黄居群引种至同一实验地进行栽培 ，然后观测其植株形态和叶片气孔大小 ，并利用常规压 

片法进行细胞染色体的计数与核型分析 。结果表明：源 自黄石月亮山的过路黄的叶片长度 、叶片宽度 、叶片面 

积、花瓣长度 、花瓣宽度、花瓣面积及叶背气孔面积均显著高于源 自武汉狮子山的过路黄；黄石月亮山的过路 

黄核型公式为 3n=36—3m+3sin+6st+24t，与武汉狮子山的过路黄核型 2n一24—2m+2sm+4st+16t不 

同。基于上述形态与核型数据 ，该文认为黄石月亮山的过路黄居群为 自然三倍体 。过路黄 自然三倍体的发现 

丰富了过路黄的多倍体资料 ，不仅能为过路黄的遗传多样性及进化研究提供参考 ，还能为过路黄的药用 、园林 

应用及其新品种的培育提供优 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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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of natural triploid in Lysimachia chris tinae 

LIU Xiao-Ming ，CHEN Long-Qing ，ZHENG Wei 
(1．College of Modern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unming 650224，China； 

2．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Forestry，Huazh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Wuhan 430070，China) 

Abstract：Lysimachia christinae Hance(Christina loosestrife)，a mat forming perennial herb from the Primulaceae 

family，is a famous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 and excellent ground cover plant for landscaping．The natural triploid 

of L．christinae iS reported here SO as to provide new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christinae．In 

this study，L．christinae plants introduced from Lion Mountain population in W uhan and Moon Mountain population 

in Huangshi were cultivated in the same text site．And then the plant morphology and the stoma size were 

observed．The chromosome numbers and karyotypes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conventional pressing plate 

metho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af length，leaf width，leaf area，length of petal，petal width，petal area and 

leaf stoma area of L．christinae from M oon Mountain population in Huangshi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L．christinae from Lion Mountain population in W uhan．In addition，the karyotype formula of L．christinae from 

Moon Mountain population in Huangshi was 3n一 36— 3m + 3sm + 6st+ 24t，which was different with that of L． 

christinae from Lion Mountain population in W uhan(2n一 24— 2m+ 2sm+ 4st+ 16t)．Therefore，in this paper，the 

L．christinae from Moon Mountain population in Huangshi was identified as natural triploid based on abovementioned 

morphology and chromosome datum．The discovery of natural triploid in L．christinae enriched the polyploidy data of 

L．christinae．It would not only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search on genetic diversity and evolution of L．christinae，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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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supply the excellent material for medicine，landscaping and breeding． 

Key words：Lysimachia christinae；morphology；karyotype；autotriploid 

过路 黄 (Lysimachia christinae)为报 春 花科 

(Primulaceae)珍珠菜属(Lysimachia L．)的多年生 

草本植物 ，分布于我国华南、华 中及西南地 区，产 于 

海拔几十米至 2 300 m 的林缘及路边 (陈封怀等 ， 

1989)。过路黄是著名的中草药植物 ，含有黄酮类和 

三萜皂苷类等药用成分 ，具有清热利湿 、活血化瘀 、 

解毒消痈、抗菌消炎的作用(常海涛等，2004；Yang 

ef a1．，2009)。除了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外 ，过路黄 

也是十分优 良的 乡土园林地被植物资源 (Zheng et 

az．，2009a)。由于过路黄茎匍匐 ，铺展能力 强，厚度 

均匀(5～10 cm)，春季布满金黄色的小花 ，铺地效 

果十分漂亮。目前 ，过路黄的彩脉变异类型亦被引 

种到园林绿化中，且被培育成彩叶地被植物新品种 

(Zheng et aZ．，2009b)。 

过路黄的染色体数目为 24(周筱玲等，1999；邵 

剑文等 ，2004；孙爱群等，2007)，目前还没有关于过 

路黄多倍体的报道，本文将在形态与核型分析的基 

础上，报道过路黄的 自然三倍体。 

1 材料与方法 

1．1实验材料 

实验所用 的过路黄于 2007年 3月上旬分别采 

自湖北武汉狮子山(30。28 50 N，114。21 11”E，海 

拔 34 m)和湖北黄石月亮 山(30。12 40 N，114。55 

34 E，海拔 110 m)的自然居群 ，每居群 3O～5O株 ， 

凭证标本的编号分别为 Zheng gf a1．0807和 Zheng 

et a1．0806。采集的植株立 即在华 中农业大学温室 

的育苗床进行扦插繁殖，繁殖基质蛭石 ：珍珠岩 ： 

腐殖土比为 1：1：1，温室的温度控制在 28／15℃， 

湿度控制在(85±5)F0，光照为 自然光照。各植株 的 

插条数为 50，扦插 1周之后，各插条 陆续生 出 3～5 

条不定根。10 d后 ，分别选择 30个 同质的生根植株 

在田间随机种植(5行 ×6排)，各植株的间隔距离为 

10 em。2个月后，观测不同居群来源过路黄的植株 

形态。 

1．2植株形态观测 

形态观测指标包括节间长度 、叶片和花瓣长度、 

宽度、面积和叶背气孔 面积 。节 间长度选择茎端倒 

数第三个节间，用于形态测定 的叶片选 自顶端倒数 

第三节处的成熟健康叶片 。叶片和花瓣面积的测定 

方法 ：首先采用透明胶将叶片和花瓣平整的粘贴 于 

白纸上 ，然后利用 HP—Scanjet G4OLO扫描仪扫描成 

图片 ，最后 采用 Auto CAD 2004软件在 电脑上测 

量。长度和宽度均采用游标卡尺进行测量 。叶片背 

面的气孔面积采用透明胶法通过显微镜 进行观测 ， 

每个叶片观测 10个气孔，分别测出气孔的长度和宽 

度，气孔面积的计算方法为长 ×宽×3．14×0．25。 

各指标重复 1O次，1O个样品分别从 3o个田间植株 

中随机抽取。 

1．3细胞染色体核型分析 

染 色体制片采用常规的压片法，取田间植株的 

幼嫩枝条(20～3O cm)置于 18～20℃ (黑暗)培养 

2O～50 h。待根长至1--2 cm时，剪取 1 cm左右的 

根尖投入对二氯 苯饱和水溶液 中处理 3～4 h。在 

用卡诺固定液(冰 乙酸 ：无水乙醇 一l：3)固定 24 

h。将固定好 的根尖取出，用蒸馏水洗净 ，加人数滴 

1 N的盐酸 ，放人 60℃水浴锅中，解离 15～30 rain。 

蒸馏水冲洗干净后 ，用火焰法制片 ，用 Nikon 80i正 

置显微镜进行观察并进行拍照 。各居群采样 10个 

田问植株 ，每植株至少拍摄 5张染色体数 目及形态 

清晰可见的照片 ，后统计染色体数 目及其 比例。采 

用 Photoshop软件对照片进行适 当调整，以便进行 

核型分析。核型分析参照 Levan(1964)的标准并按 

李懋 学、陈瑞 阳 (1985)建议 的方法 。核 型分类 按 

Stebbins(1971)的方法 划分，核型不对称性 系数计 

算用 Arano(1963)的方法。 

1．4数据分析 

实验数 据均 采 用 Excel进 行 整理 ，方差 分 析 

(ANOVA)及多重比较(Duncan’s)采用 SAS 8．0统 

计软件分析 ，显著性标准 Pd0．05。 

2 结果与分析 

2．1形态分析 

源 自两个居群的过路黄植株在 同一实验地中均 

能迅速生长 ，表现 出良好 的铺展能力(图 1)，茎蔓长 

度 20～60 em，除先端 1～3个节外 ，基部节处均生 

出 l～3条不定根。黄石月亮 山的过路黄节间长度 

为 4．22 cm，显著高于武汉狮子山的过路黄节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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