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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保苏铁的核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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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次报道了德保苏铁(Cyco~debaoensis Y．C．Zhong et C．J．Chert)的染色体数 目和核型，其核型公式为 K(2n) 

= 2x=22=6m+4sm+12T，属于 “3B”类型，全组染色体总长度为 93．49 lam，核型不对称系数为 85．53％。实验结果显示其 

核型与又叶苏铁(Cyco~micholitzii Dyer)和多岐苏铁(Cyc~s multipinnata C．J．Chen et S．Y．Yang)相似，仅稍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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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yotype Analysis of Cycas debao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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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romosome number and karyotype ofCycas debaoensis Y．C．Zhong et C．J．Chen from China iS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which has karyotype formula of K(2n)=2x=22=6m+4sm+12T，belonging to Stebbins’ 

3B type．Total length of chromosomes is 93．49 la m，and ratio of asymmetric karyotype(As．K％)being 85．53％． 

The result reveals that the karyotype of this species iS basically similar to that of C． micholitzii Dyer and C． 

multipinnata C．J．Chen et S．Y．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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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苏铁属(Cycas)植物约 22种，其中已有染 

色体资料的有 16种。苏铁属植物中的一个独特的 

类群是又叶类苏铁(Stangerioides)，它的茎干相对矮 

小，叶片上的小羽片因具二回、三回或多回二又开 

裂而有别于小羽片不开裂的苏铁。这一类的苏铁在 

苏铁属中的进化位置现在还未明确，有的学者认为 

它是最进化的类群，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它是最原始 

的类群。目前在这个类群中约有 6种，但仅报道了 2 

种的染色体数 目和核型【 -4t。本文对叉叶类苏铁的一 

种、采 自广西的德保苏铁 (Cycas debaoensis Y．C． 

Zhong et C．J．Chen)[~的染色体数 目和核型进行研 

究，旨在积累苏铁类植物的核型资料，为研究叉叶 

类苏铁在苏铁植物中的进化位置提供细胞学证据。 

1材料和方法 

实验材料采 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引种栽 

培的德保苏铁植株的幼嫩根尖，用对二氯苯预处理 

2-4 h，然后用卡诺固定液(95％乙醇：冰醋酸 3：1) 

固定 24 h，再转到70％乙醇保存。用庄东红网的酶解 

方法制片。选取染色体分散好的有丝分裂中期细胞 

进行染色体计数，拍照。挑选出染色体形态清晰的 

细胞进行核型分析，取 5个细胞的平均值。染色体 

的分类根椐 Levan et a1．嘲命名法，染色体核型类型 

按 Stebbins[9]以及李懋学等【 ol的方法。核型不对称系 

数按Arano[“ 的方法计算。 

凭证标本(刘念 20011112008号)存中国科学院 

华南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凭证玻片存中国科学院华 

南植物研究所标本馆细胞组。 

2结果 

德保 苏 铁 的核 型为 K(2n)=2)【=22=6m+4sm+ 

12T，即具有 3对中部着丝点染色体 (第 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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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对近中部着丝点染色体(第 1、2对)和 6对端 

部着丝点染色体(第 3⋯4 5 6、7、8对)，属 “3B”类 

型。其染色体组总长为93．49 IX m；最长的第一对染 

色体长为 l2．00 la m，最短的第 11对染色体长为 

5．82 la m。核型不对称系数(As．K％)为 85．53％(表 1、 

图 1和图2)。 

表 1德保苏铁核型分析 

Table 1 Karyotype analysis ofCyca~debaoensis 

全组染色体长度为 93．49 u m．Total length ofgenome 

iS93．49 um． 

3讨论 

(1)德保苏铁的染色体核型与王发祥等【 和郑 

芳勤[互 报道的叉叶苏铁(Cycas micholitzii Dyer)的 

染色体核型基本相同，均具 6对端部染色体，核型 

不对称类型均属 Stebbins的 3B型，只不过中部、近 

中部、近端部着丝点染色体的数目稍有差异(表 2)。 

(2)德保苏铁的染色体核型与郑芳勤报道的多 

岐苏铁(Cycas multipinnata C．J．Chen et S．Y．Yang) 

核型基本相同，仅稍有差异(表 2)。但在田波 文中 

的多岐苏铁核型具 4对端部染色体，差异较大，有 

lII Ill 1II Ii II H-IlIlI 
图 1德保苏铁体细胞染色体的形态和核型 

Fig．1 The morphology ofsomatic chromosomes and 

karyotypeofCycas debaoer~is 

2n=22 f×l37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染色体序号 Chromosome pair 

图2德保苏铁染色体核型模式图 

Fig．2 ldiogram ofCycas debaoens／s 

待进一步研究。 

(3)叉叶类苏铁在苏铁属中的进化位置现在还 

未明确，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最进化的类群 】，而有 

的学者则认为它是最原始的类群l 。除田波 报道的 

多岐苏铁外，已有染色体核型资料的叉叶类苏铁型 

与非叉叶类苏铁的核型基本一致【 n。 ，但由于叉叶 

表 2 3种叉 叶类苏铁 的核型比较 

Table 2 A comparison ofkaryotypes among three species ofstangeriod cyc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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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苏铁 目前仅有 3种具染色体资料，因此它在苏铁 

属中与非叉叶类苏铁的关系及其进化位置有待获 

得更多的资料后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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