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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祀胚乳植株二代的形态及细胞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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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医药研究所，太原）

邵启全 牛德水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北京）

目前已有十余种植物的胚乳培养获得了植株，在这些植株中只有少数是三倍体的，大多数发生了细

胞染色体数目，的多倍化和分裂行为的畸变‘”。我们曾以拘祀为材料进行胚乳培养，获得了不同倍性的

胚乳植株「，，，并且首次培育胚乳植株开花结实，使胚乳植株完成了生活周期〔33O胚乳植株的形态及细胞

学研究，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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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拘祀二倍体、四倍体和混倍体胚乳

植株的种子进行了发芽试验和幼苗倍性观察，

现将观察结果报道如下。三倍体水平的胚乳植

株观察结果将另文发表。

材 料 和 方 法

供试材料为拘祀(Lycium barbarum L.

2n～2x～24）二倍体、四倍体和混倍体胚乳植

株（以下简称2x胚乳二代；4x胚乳二代；和混

倍体胚乳二代）的种子，种于室内花盆中（温度

18-259C)。播种后20天，统计发芽率，观察

幼苗变异情况，成苗后进行根尖细胞染色体观

察。具体做法是将长度为0.5cm左右的根尖剪

下，置冰水中低温（0-40C)预处理24小时，卡

诺氏固定液固定24小时，1 N浓度盐酸解离
6-10分钟，醋酸洋红压片，用于细胞形态结构

观察。

结 果 与 分 析

（一）发芽率及幼苗变异情况

播于盆中的种子10天后开始出苗，20天后

统计发芽率并观察幼苗变异情况，结果见表1v

表 1表明，出苗率最高的是对照和2x胚乳

二代，均为81务，其次是4x胚乳二代为75沁，

农1 拘祀胚乳植株二代的发芽率及幼苗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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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的是混倍体胚乳二代为“多，胚乳植株二

代的倍性水平，对其发芽率有明显的影响。

拘祀是双子叶植物，具两片针叶，全缘。在

拘祀胚乳二代的幼苗中，观察到少数畸形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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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株观察细胞数 50以上。

要表现为子叶畸形，其子叶呈不同程度的深裂

或浅裂，有的只有一片子叶或两片子叶合生（图

版 1, 1-8)0 2x胚乳二代和对照中均未发现

畸形苗，4x胚乳二代中观察到2株，畸形苗率

为2.7%，而混倍体胚乳二代中观察到10株，畸

苗率高达15.9 。胚乳植株二代畸形苗发生频

率，混倍体胚乳二代＞4x胚乳二代＞2x胚乳二

代。

（二）胚乳植株二代的倍性特征

对胚乳二代根尖细胞染色体观察结果见表

20

表2表明2x胚乳二代的倍性是稳定的，观

察的7株全部为二倍体植株。将其中一株染色

体数列表分析，见表30

裹3 2x胜乳二代根尖细饱染色体橄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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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可以看出，2x胚乳二代植株中的二

倍体细胞为95.23外，占绝大多数，因此，2二胚

乳二代种子发芽率及畸形苗发生频率方面都与

自然二倍体种（野生型相同，见表1)0

四倍体胚乳二代的倍性也基本上是稳定

的，观察的10株全部是四倍体植株，将其中一

株的染色体数列表分析，见表4.

表 4 4x胚乳二代根尖细胞染色体徽的分布

a10,&4fr｛45｝；。1、，1。。一＊：＋

细 响 豹 I 1 I 4 I 7 I 47 I 59

百分数1‘”I““I‘，”｛79.7二生

由表4可以看出 4x胚乳二代植株中的四

倍体细胞占79.7 ，其余是少数非整倍体细胞，

而且染色体数的变化幅度不大，在45-48条之
间。4x胚乳二代植株中，少数非整倍体细胞的

存在，是其发芽率低于自然二倍体对照并有少－

量畸形苗出现的内在原因。

混倍体胚乳二代的倍性表现出牛富的类

型。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二倍体水平的

有4株。第二类是四倍体水平的有5株，第三

类是混倍体水平有13株，将各类型植株分别死

表分析，结果见表5、表6和表 70

表，表明，混倍体胚乳二代的二倍体水平
植株染色体数变动在12-24条之间，22-24条

染色体的细胞占62.5并，非整倍体细胞比例较

高。

表6表明，混倍体胚乳二代的四倍体水平

植株染色体数变动在41-48条之间，46-48条
染色体的细胞占70务。

表7表明，混倍体胚乳二代的混倍体植株，

染色体数变动在24-48条之间。 二倍体细胞

（图版 I, 9)、三倍体细胞 （图版 1, 10）和混

倍体（图版 1, 11)细胞分别占7.7%,15.4%；和

农5 浪倍体胚乳二代中的二倍体水平植株很尖细饱染色体橄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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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7 混倍体胜乳二代中的沮倍体植株根尖细胞染色体教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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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沁，其余是非整倍体细胞（图版1, 12-14)0

此外，对畸形苗也做了少数根尖细胞染色
体观察，发现其染色体数目变化较大，多数是非

整倍体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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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祀胚乳植株二代幼苗中观察到的畸形苗

数与胚乳二代的倍性变化，有明显的相关性，在

倍性稳定的二倍体胚乳二代中没有发现 畸形

苗，在四倍体胚乳二代中发现了15.9%的畸形
苗。由于畸形苗的根尖很少，我们未能确定每

种畸形苗的形态与染色体变化的进一步分系，

然而，根据染色体数目变化较大的初步观察结

果推测，不同形态畸形苗的染色体变化可能是

多样的。秦金山等‘41曾利用子房组织培养中发

现的畸形苗培育出四倍体构祀，表．明外部形态

与染色体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运用细胞

和组织培养技术对畸形苗进行再培养，加速其

后代繁殖和染色体倍性之间的调整及稳定，有

可能选育出变异类型丰富的株系，为育种提供

有价值的材料‘4-71，但这可能是一项长期而复杂

的工作。

2x胚乳二代的倍性已经稳定，而且据我们

实地观察，2x胚乳一代植株外部形态及结果习
性同自然二倍体植株差异不明显，故2x胚乳植

株宜作普通二倍体对待。4x胚乳二代植株，细

胞染色体倍性尚完全稳定下来，发芽率低于对

照，且易出现少量畸形苗。除继续观察其细胞

遗传学变化规律外，在实用方面，可以考虑按同

源四倍体对待。选择其中经济性状较好的植株
直接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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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I陈素萍等：构祀胚乳植株二代的形态及细胞学观察

1. J记正常苗； 2一 片：=f-叶： 3一 片予叶浅裂；4,5,6．二片子叶合生；7．二片子叶其中一片深裂； 8.
二片扫,I-浅裂； 9．二倍休细胞 (2n＝2x＝24); 10．三倍体细胞 (2n＝3x＝36); 11．四倍休细胞 (2n
＝-1x = 48); 12．非整倍体细胞，染色体16条； 13．非整倍体细胞染色体31条； 14．非整倍体细胞染色

休46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