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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龙葵复合种三类型的染色体数目研究 

徐秀芳I，张海洋1，袁秋红2，闫 妍13 

(1．湖州师范学院，浙江湖州 313000；2．哈尔滨师范大学生物系研究生，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3．佳木斯大学生物系，黑龙江佳木斯 154007) 

摘 要：用三种类型龙葵幼果为材料，通过常规染色体制片技术，获得细胞有丝分裂中期染色体装片。实验 

结果证实中国龙葵复合种内存在染色体倍性差异：少花龙葵是二倍体(2x一24)；黄果龙葵是四倍体(4x=48)； 

龙葵是六倍体(6x=72)。为中国龙葵的系统分类与进化趋势的研究、遗传育种和开发利用提供了可靠的细胞 

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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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chromosome of three types 

of Solanum nigru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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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young fruit of three types of Solanum nigrumwere taken to make slides to observe the mitosis 

metaphase behavior of its cel1．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chromosome multiple in species of 

S．nigrum in China．S．photeinocarpus is diploid(2x=24)，S．nigrum var．suaveoleus is tetraploid(4x=48)，S． 

nigrum is hexaploid(6x=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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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葵(Solanum nigrum L．)是茄科(Solanace— 

ac)茄属(Solanum)复合种(杨永年等，1994)，一至 

多年生野生草本植物，广布于欧、亚、美洲的温带至 

热带地区，已被定名的有 20多种。中国龙葵有 2种 

和 1变种，即龙葵、少花龙葵(S．photeinocarpum 

Nakam．et Odashi)和黄果龙葵(S．nigrum L．var． 

suaveolens G．L．GUO)(张海洋等，1999，2000)。龙 

葵全草入药，果实可食用或加工饮品、果酒等，具有 

极好的开发利用前景。 

目前，国外报道较多的主要是关于杂交龙葵、多 

倍体龙葵，在减数分裂中染色体行为的研究，探讨龙 

葵复合种的形成、进化及系统分类等(Khan等， 

1977；Rao等，1977；Tandon等，1966)。我国仅六倍 

体龙葵染色体研究有报道(杨德奎等，1996；李莺等， 

1999)，尚无不同种类龙葵染色体数目的比较研究。 

本文对三种类型龙葵进行染色体数目与倍性的观察 

和研究，旨为中国龙葵复合种的系统分类研究、遗传 

育种及开发利用提供细胞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供试材料及来源见表 l，凭证标本藏于黑龙江 

省佳木斯大学植物标本室。 

取 1～2 mm龙葵幼果，用 0．05 秋水仙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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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预处理 2．5 h，也可不进行预处理。用卡诺固 

定液固定3～24 h后，将材料移人 7O 乙醇中，4℃ 

冷藏保存备用。材料水洗后放人 1 N盐酸中解离， 

6O℃水浴 9～10 min。再用卡宝品红染色 1O～2O 

min。常规制片，拍照记录。 

2 结果与结论 

国外已有研究报道龙葵的染色体基数为 12，即 

x一12(Bhaduri等，1933)。三种类型龙葵有丝分裂 

中期细胞的染色体显微照片(图 1)。本实验对近 

500个不同形态类型龙葵有丝分裂中期细胞的染色 

体进行观察、统计(表2)。 

表 1 供试材料及来源 

Table 1 The name and source of the materials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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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种类型龙葵有丝分裂中期细胞染色体 

Fig．1 Cel l chromosome of mitosis metaphase of three types of Solanum nigrum 

1．少花龙葵 S．photeinocarpum (9 600X)；2．黄果龙葵 S．nigrum var．suaveolens(3 200X)；3．龙葵 S．nigrum (3 200×) 

表 2 三种类型龙葵有丝分裂中期细胞 

的染色体数目与倍性 

Table 2 Cell chromosome number of mitosis 

metaphase of three types of Solanum nig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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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年等(1994)将中国龙葵复合种四个类型的 

株高、叶长、叶宽、叶柄长、每个花序小花数、茎、叶形 

态特征及浆果成熟时的颜色与国外学者(Rao等， 

1977)对二倍体、四倍体和六倍体测定的结果相比 

较，发现少花龙葵、黄果龙葵和红果龙葵、龙葵分别 

与Rao等人对二倍体、四倍体、六倍体观察的结果 

相近，尤其是浆果的颜色。推断中国龙葵复合种和 

世界各国分布的龙葵复合种一样，正常结实的居群， 

染色体的倍性也只有二倍体、四倍体和六倍体三种 

类型。张海洋等(1999)对中国龙葵复合种三类型的 

株高、茎和叶形态特征、叶片长和高、花序中花数、花 

冠直径、花药和花丝长、花粉粒长、单果颜色及其直 

径、重量、种子的形状和长度、表皮毛等2O个形态特 

征进行聚类分析，认为少花龙葵为二倍体类群，特征 

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黄果龙葵和龙葵的器官大于 

少花龙葵的器官，体现多倍体器官的肥大性，黄果龙 

葵和龙葵是由少花龙葵演化而来的不同多倍体种， 

少花龙葵可作为独立种，黄果龙葵作为龙葵的变种。 

可见，本实验结果与杨永年等根据龙葵果色和形态 

结构推断的中国产龙葵的染色体倍性一致；也支持 

了张海洋等根据中国龙葵复合种的2O个形态特征 

进行聚类分析的结论。其中六倍体龙葵的染色体数 

与国内学者杨德奎等(1996)报道的一致，即 6x一 

72。少花龙葵的染色体数与国外学者(Nakamura， 

1937)报道的一样，2n一24。少花龙葵和黄果龙葵 

染色体数目的观察尚属国内首例。首次用实验结果 

证实了中国龙葵复合种内存在染色体倍性差异，为 

龙葵的细胞学及细胞遗传学研究、龙葵复合种的系 

统分类与进化趋势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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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3；1998~2000年升至95．57，2000~2001年又略 

降至95．45，整体呈下降趋势，表现出波浪状变化。 

(5)针对广西地处北热带、亚热带地区，蕴藏丰富 

的生物多样性，但广西国有林场与全国各省的国有 

林场一样，缺乏生物多样性基础调查资料，而与生产 

经营有关的森林资源调查资料却较为齐全的实际情 

况，运用压力一状态一响应评价法对 1990~2001年 

广西国有林场生物多样性变化进行评价，评价结果 

符合广西国有林场的实际，表明此法是可行的。 

3．2讨论 

(1)造成广西国有林场森林多样性减少的根本原 

因是林场人口数量增长过快，2001年比 1990年增 

长了 43．65 ，是广西同期人 口增长(12．93 )的 3 

倍多(广西年鉴编委会，1991，2002)。因此，控制人 

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是保护国有林场森林生物多 

样性的基础和关键所在。 

(2)大面积皆伐、人工纯林等不当的森林经营方 

式是导致森林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另一主要原因。因 

此，应转变经营方式，对生态公益林实行生态系统经 

营，切实加强天然林保护，这是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重点(Gerald，2000)；对商品林实行近自然经营， 

实行择伐，大力发展混交阔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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