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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茶属 4种 2变种核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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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木文采用去壁低渗法研究
一

r 我国
!

11茶属植物 4 种 2变种的核型
。

根据 L e v a n 等的命名系

统
,

各个种的核型可简式为 友理 茶
” n = 2 0 m + Z m ( S A T ) + 8 s m ; 动腊茶 Z n 一 20 m 小 Z m

( S A T ) + 6 s m + 2 s m ( S A T ) ; 德 宏 茶 Z n = Z o m + 8 s m + 2 s m ( S A T ) : 苦 茶 Z n 二

20 m + 9 s m + 1 s m ( S A T ) ; 茶 Z n = l s m + Z m ( S A T ) + 1 2 s m : 白毛茶 Z n = zg m
一

卜 Z m

( S A T ) + 9 s m + ls m ( S A T )
。

这些种都是二倍休种 ( Z n 一 Z x ~ 30 )
,

未发现多倍体
。

在

动腊茶核型由 发现 2 个超数染色休 ( P 一 c h or m os o m e )
。

核型的不对称性表明
,

这 些 种 均属于

S t e b ib n s核型分类的 Z A 刑核刑
。

这些种在
“
随体数目和位置

,

最长染色体与最短染色 体之比
,

臂比大于 2 : 1 的染色体比例
,

若必点瑞化值
,

染色体绝对
一

决度
”

方面的变异是清楚易见的
。

核型

的变异表明
,

这些种的染色伏进化顺序为大理茶一。 助腊茶一。 德宏茶一。 普洱茶一
一 ,

白毛茶一 、

苦茶一、 茶
。

这 一结果与张宏达提出的山茶属植物的分类系统基木吻合
。

本文还讨论了山茶属植物核

型的杂合性和多态性
。

本文 T扫动惜茶
、

德宏茶
、

苦茶的染 色休数 目和核型及大理茶的核型为首次报道
。

关键词 山茶属 ; 核烈

山茶属植物大部份起源于我国
.

是华夏植物系的典型代表
。

目前全世界山茶属已发现并

报道 2 60 种
,

1 亚种和 24 变种
,

其中做过染色体计数者仅 73 种 ( 包括变种 )
,

作过核型研究者

仅 23 种 ( 包括变种 )
一 。

为了系统地研究山茶属植物的核 型
,

作者自 1 9 83年开始对山茶属植物

的染色体作了少量的研究
,

木文提供 4 种 2 变种的核型
,

其中 2 种 1 变种的染色体数目和核

型及 1 变种的核型为首次报道
。

材 料 和 方 法

实验材料见表 1
,

全部实验材料取 自云 南茶叶研究所品种园
。

采用去壁低渗法
, 卫制备染色体标本

。

染色体数统计 30 个细胞
,

核型分析取 5 个细 胞 的

平均值
。

染色体分类按 L ve
a n 等

2 ,
( 1 9 6 4 ) 的命名系统

,

核型不对称性类型的划分按 S七eb
-

b i n s [ “ ] ( 1 9 7 1 ) 的方法
,

核型不对称系数 ( I n d e x o f t h o k a r y o 七y p e a s y m m
e t r y ) 也称

着丝点顶端化值 (C e n t r o m
e r i o 七e r

m i l i z a t i o n V a l u e ,

简称 T
.

C值 ) 按 A r a n o “ 〕 ( 1 9 6 3 )

的方法 ( 即长臂总长 / 核型总长 )
。

观 察 结 果

i
。

大理茶 C
.

t a l i e n s i s ( 图 2 : i
,

图 3 : i )
,

染色 体 数 目 Z n = 3 0 ,

与 K o n d o ,

K
.

〔 . ] ( 19 7 7 ) 的报道一致
。

有 11 对 m 型染色体
,

其中 1 对带随体 , 4 对 s
m 型染色体

。

核型公

式为 Z n = ZOm + Zm ( S A T ) + ss m
。

最长染色体与最短染色体之比为 1
.

87 : 1
,

臂 比 大于

2 : 1
,

染色体比例为 0
.

27
,

属于 S et b hi n s核型分类的 Z A 型
。

T
.

C 值 59
.

16
,

平 均 臂 比

1
.

5 0
。

个别细胞 中发现有 3 对带随体染色体
。

染色体绝对长度范围为 2
.

6 1一 4
.

曲微米
,

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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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范围在 5
.

04 一9
.

44 %
,

核型总

长51
.

43 微米
。

此核型为首次报道
。

关于大理茶的核型
,

作者
` 〕

( 19 8 8 )曾作过简单报道为Z n 二 10 m

+ 1 8s m + Z s m ( S A T )
,

属 Z A 型
。

该文未正式报道染色体形态的测定

数据
,

此系作者 1 9 8 3年的实验和分

析结果
,

当时因取材有限
,

未得到

高质量的模式细胞
,

所 得 结 果 可

能有误
,

仅供参考
。

该结果 与本文

分析结果差异较大
,

作者认为大理

茶的核型应以本文提供的数据为正

确
。

2
。

肠脸茶 C
.

m a n g l a e n s i s

( 图 2 : 4
,

图 8 : 2 )
,

染色体

数 目 Z n ” 3 0
,

有 n 对 m 型染色体
,

其中 1对具随体 , 4 对 Sm 型 染色

体
,

未观察到 st 和 七型染色体
;
在

“ m 型染色体中
,

有 i一 2条具随体
,

随体出现于第 13 和 15 对
。

在个别核

型中
,

我们发现 2 个超 数 染 色 体

( B
一 。 h r o m .的 m e

)
,

其绝对长度

分别为 1
.

58 和 2
.

n 微米
,

平均臂比

为 1
.

12
,

属 m 型染色体
,

相对长度

为 2
.

1 8%
,

长度显著地小于正常染

色体
,

从大小和形态上容易识别
。

核型 为 Z n == 20 m + Zm ( S A T ) +

6 s m + Z s m ( S A T ) + Zb s 。

染色体

绝对长度为 4
.

05 一7
.

26 微米
,

相对

长度范围在 4
.

91 一 8
.

80 %
,

核型总

长 82
.

35 微米
。

最长染色体与 最 短

染色体之比为 1
.

7 9
,

属 Z A型
。

T
.

C

值 5 9
.

3 4
,

平均臂比 1
.

5 2
。

此 I种的
染色体数目和核型为首次报道

。

祝 . 告茶 .c 翻 h u n , uB加

(由忿 育 6 , 图 3 : 3 )
,

染色体数

5 1。) 1 5

QJ
.

川川曰目引川川目目目目r

...诊.甘甘.甘甘盯........叮..吐甘................且且耳拼盆.硬峨礴耳倒叫叮.

......百皿甘..巨叮目目目叫..........盯甘.民曰侧曰目..

十...r二t...f卜卜...

0224

l

6

图 1 4 种 2 变种山茶属植物核型挑载图
纵坐标 : 染色体绝对长度 ( 徽米 》 ,

横坐标
: 染色体序号

1
.

德宏茶
, 2

.

动腊茶
, 3

.

苦茶 , 4
.

白毛茶
, 5

.

大理茶 , .6 茶

F i g
.

1
.

T h e id i o g r a m s o f 4 s P e e i e s a n d 2 v a r i
·

e t i e s o f C a 切 e l l i a

o r d i n a t e : L e n g t h o f e h r
.

(卜m ) ; A b s e i s s a :
C h r

.

N o
-

2
.

C
.

d e h“ n夕e ” 5 1泞 : 2
.

C
.

m a n g le e . s i` ; 3
.

C
.

a “ a 巾 iC a

v a r
.

k “ e h a : 峨
.

C
.

召 i. e n s `忍 v a r
.

P u b` l `m ba ; 5
.

C
.

t a l ie 一
忍 s̀ : 6

.

C
, s 认 e ” s `s

目 Z n 二 3。
,

有 10 对m 型 染 色 体 , 5对 Sm 型染色体
,

其中 l 对具随体
,

为第 1 3对 染 色体 , 未

观察到时和 t型染色体
。

核型公式为 Z n = 20 ` 十 8s ” + Z s m ( S A T )
。

最 长染色体与最短 染色



9 1 2广 西 植 物 夕 0 1卷

娜

图 4 2种 2变种山茶属植物休细胞染色体和核型
1

.

大理茶Z n=, o ; 2
.

茶 Z n = 3 0 : 3
.

茶和核型 Zn = 1 5 m + l o s m + 4 s
m ( S A T )+ l s t : 4

,

动腊茶 Z n

= 30
.

箭头示超数染色体 ; 5
.

苦茶 Zn 一 30 ; 6
.

德宏茶 Zn 一 30 ; T
.

茶 Zn = 30 : 8
.

白毛茶 Z n = 30
,

F i g
.

2
.

T h e s o m l t i e e 气r o m o 3 o m e s a n d k a r y o t y P e o f 4 s p e e i e s a n d Z 丫 a r le t le s

I n C a拼 e l l`a

1
.

C
.

t a l` e ” 5 15 Z n 二 3 0 ; 2
.

C
.

s è ” 5 15 Z n = 3 0 ; 3
.

T h e k a r y o t y p e o f C
.

5 1

1 5m + 1 0 s
m + 4 s m ( S A T ) + z s t ; 4

.

C
.

扰 a ” g l a e ” s 玄5 Z n = 3 0 :

无r̀ e 入a Zn 二 3 0 ; 6
.

C
.

d e J

t h e a f r o w 了n d i e a t i n g

月口月$ i S Z n =

B
一
e h r o m

_

0 8 0 刃以6

Zn = 3 0

5
.

C
.

a s s a 川 i e a v a r
. “ n夕 e ” s fs Z n = 3 0 ; 7

.

C
.

5 1” e ” 盆1 5

8
.

C
.

5 1” 口
” 5 15 v a r

.

P “ b f l i优 b a Z n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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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比为1
,

7容
,

为 ZA型
。

T
.

C值 59
.

47
,

平均臂比 1
.

52 ( 与动腊茶相 同 )
。

染色体长度范围

3
.

7 8一 6
.

7 2微米
,

相对长度范围为 4
.

49 一 8
.

02 %
,

核型总长 84
.

07 微米
。

此种的染色体数 目和

核型为首次报道
。

连
。

白毛茶 C
.

吕i n e n s i吕 v a r
.

p u b i l i m b a ( 图 2 : 8
,

图 4 : i )
,

染色体数目 Z n =

30
,

与李斌等 〔7 」报道一致
。

分析表明有 10 对。 型染色体
,

其中 1 对具随体 , 5对 s m型染色体
,

其 中 1 条具随体
。

核型 Z n = 18 m 十 Zm ( S A T ) + gs m + ls m ( S A T )
,

与李斌等 t 7 」 报道的

广西凌云白毛茶的核型 Z n = 18 m + 6s m + 4s m ( S A T ) + 2毗 ( S A T ) 不尽相同
。

最长染色体

与最短染色体之比为 1
.

96
,

属 ZA 型
。

T
.

C值 60
.

97
,

平均臂比 1
.

60
。

染色体长度范围为 3
.

78

一7
.

39 微米
,

相对长度范围为 4
.

50 一8
.

82 %
,

核型总长 83
.

86 微米
。

5
。

苦茶 C
.

a 吕吕a 斑 i e a v a r
.

k u e h a ( 图 2 : 5
,

图 4 : 2 )
,

染色体数 目 2公 == 3 0
,

有

10 对也型染色体 , 5对 S m型染色体
,

其中 l 条具随体 , 个别细胞中观察到的型染色体
。

核型

公式 Z n 二 20 m 十 gs m 十 15户 ( S A T )
。

最长染色体与最短染色体之比为 1
.

76
,

亦属 ZA 型
。

T
.

c 值 61
.

13
,

平均臂比 1
.

63
,

与江华苦茶 c . 〕的平均臂比 1
.

62 相近
。

染色体 长 度 范 围 4
.

砰

` 7
.

17 微米
,

相对长度范围在 5
、

22 一 9
.

20 %
,

核型总长 77
.

86 微米
。

此种的染色体数 目 和 核

型为首次报道
。

6
。

茶 C二 i n e n . i 吕 ( 图 2 : 7
,

图 4 : 3 )
,
染色体 数 目 Z n 二 5 0

,

与作 者 等 工. , “ 1

( 19 8 3 )
,

K o n d o
,

K
. ` ] ( 19 7 7 )

,

李斌等 L7 〕 ( 2 9 8 6 ) 等的报道一致
。

分析表明有 9 对 m

型染色体
,

其中 1 对具随体
,

有 6 对 s m 型染色体
,

未观察到毗和 t 型染色体
。

核型为 Z n , 16 m

十 Zm ( S A T ) + 12 s m
,

该 结 果 与 作者卜 〕的 报 道 15 m + 10s m + 4s m ( S A T ) 十 I tS 不一

致
,

与李斌等 〔 7 〕的报道 18 m + 6 5班 + 4s m ( S A T ) 十 Z st ( S A T ) 也不一致
,

而 与 K O n d。

K
. 。 , , 的报道 l sm + s s m + 4s m ( s A T ) 和 K a t o

,

M
.

等
[ ` , ] ( 1 0 7 1 ) 的报道 i s v + s J + 4 J

( S A T ) 相似
。

最长染色体与最短染色体之比为 1
.

77
,

亦属 Z A型
。

.T C值 6 1
.

55
,

平 均 臂

比 1
.

6 5
。

染色体长度范围 3
.

65 一 6
.

43 微米
,

相对长度范围 4
.

78 一8
.

46 %
,

核型总 长 肠
.

扩O微

米
。

随体出现的位置 ( 第 n 和 1 5对 ) 与作者过去的结果
L吕」一致 ( 图 2 : 2

,

3 )
。

讨 论

( 一 ) 核型的变异

上述分析表明
,

山茶属植物的核型
,

同种不 同作者的研究结果不尽一致
,

有 一 定 的 差

异
。

另一方面
,

不 同种之间具有相同的基本核型或完全不相同的核型
。

本文研究的 6 种 (包括

变种
,

下同 ) 中
,

动腊茶和大理茶具有相同的基本核型 22 m + ss m , 德宏茶
、

苦茶和白毛茶亦

具有相同的基本核型 20 m + 1 0S m
,

并与普洱茶
· ` 〕相同 ,茶的基本核型与上述二类不同

,

为 18 m

+ 12 s m
。

按 8七e b ib n s的核型分类原则
,

这 6 种植物都属于 Z A 型的核型
。

在 22 m + ss m一类

中
,

T
.

C值大理茶为 59
.

16
,

动腊茶为 59
.

34 , 平均臂比大理茶为 1
.

50
,

动腊茶为 1
.

52
。

大理

茶比动腊茶为小
,

表明大理茶的核型较动腊茶为对称
。

在动腊茶的细胞 中
,

作者发现有 2 个小

的姆数染色体
,

长度分别为 1
.

58 和 2
.

n 微米
,

平均臂比为 1
.

12
,

属坦型染色体
。

在已报道的 21 种

山茶属植物核型中还未见到翅数染色体的报道
,

这是首次在山茶属植物中发现超数染色体
。

户 20 m +1 。m8 一类核型的 8 种中
,

.T C值德宏茶为 59
.

47 ( 比大理茶和动腊茶大 )
,

白

毛茶 . 0
.

97
,
苦茶 61

.

13 ,平均臂
.

比德宏茶为 1
.

“
,

白毛茶 1
.

60
,

苦茶 1
.

“
.

德宏茶的 T
.

c 值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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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臂比又比劲腊茶为大
。

茶的 T
.

C值

为6 1
.

55 大于苦茶
;平均 臂比 1

.

“
,

也大于苦茶
。

按 T
,

C 值 ( 平均 臂比 )

的大小排 yl1 可得 5 9
.

I G ( 1
.

5 0 ) 一
- ) 5 9

.

3 4

( 1 5 2 ) 一
~

) 5 9
.

4 7 ( 1
.

5 2 ) 冷 5 9
.

7 6

( 1
.

5 4 ) ” “
一今 6 0

.

9 7 ( 1
.

6 0 )
~

一)

6 1
.

1 3 ( 1
.

6 3 ) 一
- 今 6 1

.

5 5 ( 1
.

6 5 )
。

从核

型 丘看
,

本文 6种茶的核型差别不太大
,

6 利
,

茶的核型在同一个不对称级 (2 A )

内的变化顺序及核型的一些差别 表明
,

这 6 种植物由低级向高级发 展 的 顺 序

是
:

C
.

才a l东e
” 5 15

.

一 ) C
.

o a n g l a e ” s `s 一

,

七
.

d o h u n g e n s s s

~
e

.

a s s a m i e a , , 8

- ) C
.

5 1” e n s f s v a r
.

P u b f l i阴 ba
se se 一

令

C
.

a s s a m i e a v a r
.

k u e h a se ~

一) C
.

5 1” e ” -

“ 北
。

这种演化顺序与山茶属植物的分类

系统 仁’ 2 〕的排列基本一致
。

然而
,

核型反

映出来的植物种间的进化关系并不是直

线型的
,

即在原始类群 中可能有进化的

特征
,

而进化的类群中又可能保留有原

始的特征
。

这在植物 界中许多作过核型

的科属中存在
,

在山茶属植物中亦是如

此
。

例如普洱茶
’
出现 ZB 型核型

,

滇

缅茶也是 ZB 型
` “ J 的核型

。

另外 最 长

染色体与最短染色体之比是衡量核型不

对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
,

6 种茶的

比值都是 2 以下
,

从各个具体的数据来

说则体现不出上述这些种的发展顺序
。

在茶组植物的某些种中
,

在形态上

既有区别又有交替
,

在地理分布上既有

图 3 核型

1
。

大理茶 ; 2
.

动腊茶 ; 3
。

德宏茶
F i g

.

3
`

厂h e k a r y o t y P e S

1
.

C
.

才a l i e ” 5 15 ; 2
.

C
.

明 a ” g l a e ” 5 15 ;

忍月 S启S

C
.

d e h “ ” g
·

核型

白毛茶 ;

4

C
.

T h e

2
.

苦茶 ; 3
.

茶

k a 丁y o t y p e s

S f刀仑件 5 15 V a l
. 夕“ 乙f 11” 乙a : 2

.

C
.

口 5 5 0 州了c o 丫 a r

月任O口歹J,孟矛
ó
上嘴

k u e h a : 3
.

C
.

s f
n e ,: s

f s ;

替代又有重叠
。

它们的核型也表现出类似现象
。

如大理茶属于五柱茶系
,

勋腊茶属于秃房茶

系
,

而二者基本核型相同多 又如秃房茶系的德宏茶的基本核型又与茶 系的普洱茶
、

白毛茶和

苦茶相同
。

这种现象
,

究其原 因可能是这些种与其近缘种之间尚未形成严格的地理 隔离和生

殖 隔离之故
,

加之茶 组植物都是异花授粉植物
,

以致在某些重叠分布地区
,

可以产生出各种

中 间类型的个体
。

这给茶 组植物的形态分类和细胞分类带来一定的困难
,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

果 是一致的
。 。

( 二 ) 染色体结构的变异
犷一 山茶属植物核型 中表现出的染色体结构变异主要有杂合性 ( H o et or

: y go
, i yt ) 和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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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 脚or Ph切 m )两种
。 一

“
` 一 `

1.杂合性— 是指同源染色体的倒位 (臂间 )
、

易位
、

不等易位和重复的结构变异所造
;

成两条同源染色体之间的长臂和短臂的相对长度和绝对长度及臂比不等
。

核型杂合性在许多

植物如延龄草属 (Tr i l l i u 。 )
,

缓草属 ( SP i ar 耐h
e s

)
,

葱莲属 ( Z e 夕h夕r a n t h e s ) 和重楼属

( aP ir s ) 等植物中广泛存在
。

在茶 { “ 〕核型的第 9 对染色体的两条同源染色体其相对长度分

别 为 .6 82 和 6
。

20
,

相对长度差值为 0
。

62
,

臂比值分别为 1
。

30 ( m 型 ) 和 3
。

75 ( 时型 )
,

臂比

差值 2
。

4 5
。

普洱茶和本文 6 种茶的核型中
,

同源染色体间不同程度地存在杂合性
。

凹脉金花

茶和显脉金花茶的核型中也有 4 对同源染色体表现出杂合现象
。

据报道杂合现象在热带亚热

带植物种类的核型 中出现频率较高
。

2
。

多态性— 是指不同居群间的核型变异以及同一居群不同个体所具有不同的细胞型

或核型
。

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同种植物在不同的生境条件下长期演化导致染色体发生结构变

异而形成
。

如茶的核型
,

作者两次分析结果不一样
,

得到 15 m + 1 0S m + s4 m ( S A T ) + l st 核

型
〔 “ 〕 ,

材 料 取 自我 所 引种的安徽屯溪种 , 得到 16 m 十 Zm ( S A T ) + 12s m核型
,

材 料 取自

原产云南西南部的茶种
。

白毛茶的核型
,

李斌等 〔 7 1的结果为 18 m + 6S m 十 4S nI ( S A T ) + Z st

( S A T ) ( 材料来源广西龙州 )
,

与本文分析结果有一定的差异
。

同一产地同一居群的不 同

个体间核型也出现一定的差异
,

如大理茶
、

苦茶和动腊茶 等
,

一个种的核型出现 2 种以上不同

型的核型 , 普洱茶 的核型尽出现 8 种不同的细胞型或核型
〔 7」 ; 再如 动 腊茶的细胞 中观察到

B
一

染色体
。

类似这种现象在茶组植物中普遍存在
。

一般认为
,

核型的多态性与植物表型的变异

往往有一定 的相关性
。

目前栽培的普洱茶 ( 大叶
、

乔木 ) 与茶 ( 小叶
、

灌木 ) 之间存在若干

表型
,

这些表型是否与它们的细胞型或核型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班有待进一步研究
。

另外
,

在山茶属植物核型 中随体染色体的数目在同种不同的居群或个体的核型中变异较
大

。

K o n d 。
,

K
.

〔 ` 。 , ( 1。 7。 )详细地研究了茶的核型
,

发现随体染色体在不 同的细胞中 有书定旖
变化

,

并指出随体染色体数目对茶树来说没有分类学意义
。

本文 6 种植物中发现同种不同豹细

胞中随体染色体数目在 0 一 6 条之间
,

变异较大
。

如大理茶有 2 条和 6 条的细胞
,

动腊茶有

3 条和 4 条的细胞
,

茶有 2 条和 4 条 〔 a 〕的细胞
,

普洱茶有 4 条
“ 〕和 2 条 t `

弓

的细胞等
。

随

体染色体数目的变异可 能与茶组植物的异花授毅
、

长期的自然杂交繁殖有关
。

( 三 ) 白毛茶的学名及它的分类地位

白毛茶 .C sl’ 解 ns is v a .r P ub l’l `m ab C h a n g
,

根据张宏达 ` 山茶属 植 物 的 系 统 研

究 》
“ ’ “ 二

一书记载为灌木型 ; 据陈炳环 [ ` “ 〕 ( 1 9 8 7 ) 报道
,

白毛茶变 种原产于广 西凌 去
、

乐

业
、

田林和隆林一带为野生
,

在云南广南
、

麻栗坡和文山等地有分布
,

并为小乔木和 似乔木

的树型
。

白毛茶在形态上与普洱茶和茶相似
,

不 同在于叶膜质椭圆形
,

枝叶及花均被毛
。

核

型分析表明
, ’

白毛茶具有与普洱茶
’ , “ 」相似的核型

,

二者基本核型 ,’2 o m + 10 ,
m

” 相同
,

只

是随体的数目和位置不同
。

染色体相对长度相近
,

普洱茶为 4
。

82 , 8
。

32 沁
,

白
.

毛茶为 4
。

65 一

牙
。

12 % , 平均臂比也接近
,

分别为 1
.

54 和 1
.

u勺 T
.

C值分别为 5 9
.

76 和 60
。

97 ;臂比大于 2 : l

的染色体比例分别为 0
.

16 5和 。
.

1 9 5
,

都很相似或接近
。

二者同属于 8切 b ib n 。 核型分类的2人

型
。

而白毛茶与截的核型 1 6 m 十 Z m (
一

S A T > 十 1 2 `种相比有一定的差距
,

核型的其它特征立

者相 比也差异甚大
。

以
_

七分析表明白毛茶变种的核型特征更趋向于普 洱茶
,

与普洱茶接近
, ’
`

而与茶的差异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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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形态学和核型特征的比较及白毛茶的地理分布情况
,

我们认为白毛茶
尸

的学名
,

即变种名应划 归在普洱茶种之下
,

即 .C as 邓 。 `ca ya .r p站“ `俐阮 心且
·

叭 C
han

官 ) L l 较为

客观和合理
。

根据核型的综合特征
,

普洱茶
、

白毛茶和茶的核型由低级向高级发展顾序应为

普洱茶一
白毛茶 一今茶

,

从核型发展的顺序也充分体现出白毛茶变种划归子普饵茶种之下

的客观性和合理性
。 -

陈炳环
’ 。

’

提出白毛茶与普洱茶和茶的差异已超出变种的限度
,

该变种应加以订正为种
,

从核型的角度
,

我们认为白毛茶在核型上虽与普洱茶有一些微小的差异
,

但这种属于不向居

群 间的核型变异
,

没有达到种间差异
。

因此我们认为白毛茶仍为一变种较为客观
。

从本文白毛茶与凌云白毛茶
’ ]核型的重要特征来看

,

二者同属 Z A型
,

白毛茶的核型由

仑一 10 对。 型染色体和 5 一 6 对 , 。 型染色体构成
,

平均臂比 1
.

60
,

T
.

C值 6 0
。

盯 , 凌云白毛

茶的核型由 9对 m染色体
,

4 一 5 对 s 坦型染色体和 1 一 2 对 st 型染色体构成
,

平均臂比 1
.

84
,

上述这 些核型的特征表明本文白毛茶 ( 原产去南文山和广 南等地 ) 的核型 比凌云 (广西 )白毛

茶为对称
,

两种白毛茶核型的发展顺序应为云南娜毛茶弓凌云白毛茶
,

这与茶组植物的起

源 中心学说 〔“
一

相吻合
。

-

张梅莉同志参加实脸及测算工作
,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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