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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常规压片法，对百合２１个栽培品种的染色体进行核型分析，结果表明：所试验品种染色体数均为

２狀＝２４。染色体呈现多态性，大部分品种都是由近中部（ｓｍ）、近端部（ｓｔ）和端部（ｔ）着丝粒染色体组成。亚洲百合、

东方百合的染色体相对长度变动范围分别为５．１％～１４．３９％和５．１１％～１３．６６％；最长与最短染色体的比值分别

为２．０９～２．６１和２．０１～２．６４；核型不对称系数分别在７８．５４％～８４．０５％和７７．０４％～８６．０８％。２１个品种核型类

型有１３个为“３Ｂ”型，８个为“４Ｂ”型；１７个有随体的品种中，仅６个具有中间随体，其余均为端部随体；可以通过不

同类型染色体数量以及它们在核型中排序位置的差异、随体的位置与数量差异对２１个百合品种做早期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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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栽培品种分为亚洲百合杂种系（犃狊犻犪狋犻犮

Ｈｙｂｒｉｄｓ）、东方百合杂种系（犗狉犻犲狀狋犪犾Ｈｙｂｒｉｄｓ）、麝

香百合杂种系（犔狅狀犵犻犳犾狅狉狌犿 Ｈｙｂｒｉｄｓ）、ＬＡ杂种系

（犔狅狀犵犻犳犾狅狉狌犿×犃狊犻犪狋犻犮）、ＬＯ杂种系（犔狅狀犵犻犳犾狅狉狌犿×

犗狉犻犲狀狋犪犾）、ＯＡ 杂种系（犗狉犻犲狀狋犪犾×犃狊犻犪狋犻犮）和 ＯＴ

（犗狉犻犲狀狋犪犾×犜狉狌犿狆狋犾犻犾狔）杂种系等。不同类型杂种

系由百合属不同类型种质反复杂交而来，遗传背景

复杂。其中前３个杂种系由百合属同组内或杂种系

内杂交而来，称为组内杂种（ｉｎｔｒ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ｈｙｂｒｉｄｓ）；

后４个杂种系由百合属同组或杂种系间杂交而来，

称为组间杂种（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ｈｙｂｒｉｄｓ）。例如亚洲百

合杂种系主要由原产东亚的１０余种广义卷瓣组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ｏｍａｒｔａｇｏｎ）野生原种之间和野生种与

亚洲百合栽培品种之间杂交或亚洲百合品种之间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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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交而来。据报道广义卷瓣组中山丹（犔犻犾犻狌犿

狆狌犿犻犾狌犿）、渥丹（犔．犮狅狀犮狅犾狅狉）、卷丹（犔．犾犪狀犮犻犳狅犾犻狌犿）、

川百合（犔．犱犪狏犻犱犻犻）、垂花百合（犔．犮犲狉狀狌犿）、大花卷

丹、大花百合和朝鲜百合（犔．犪犿犪犫犻犾犲）等遗传物质渗

入了亚洲百合的品种中［１］。而东方百合由原产日本

的具叶柄组（犛犲犮狋犻狅狀犃狉犮犺犲犾犻狉犻狅狀）野生百合，例如天

香百合（犔．犪狌狉犪狋狌犿）、鹿子百合（犔．狊狆犲犮犻狅狊狌犿）和日

本百合（犔．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犿）以及它们与湖北百合（犔．

犺犲狀狉狔犻）反复杂交而来
［１］。麝香百合则是由麝香百

合与台湾百合衍生出的种或杂交种，但不包括它们

的任何类型和多倍体［２］。正因为如此，百合栽培品

种遗传背景复杂。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百合属

植物的染色体核型研究作了大量工作，其中以野生

百合居多，如南川百合（犔．狉狅狊狋犺狅狉狀犻犻Ｄｉｅｌｓ）、青岛百

合（犔．狋狊犻狀犵狋犪狌犲狀狊犲Ｇｉｌｇ）、山丹（犔．狆狌犿犻犾狌犿 ＤＣ．）

和岷江百合（犔．狉犲犵犪犾犲犠犻犾狊狅狀）
［３］等。栽培品种报

道的并不多，只有东方百合杂种系的‘Ｓｉｂｅｒｉａ’、

‘Ａｃａｐｕｌｏ’、 ‘Ｓｏｒｂｏｎｎｅ’、 ‘Ａｌｍａ Ａｔ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ａｒｃｏＰｏｌｏ’、‘Ｍｕｓｃａｄｅｔ’和‘Ｓｔａｒ

Ｇａｚｅｒ’，亚洲百合杂种系的‘Ｐｏｌｌｙａｎｎａ’、‘Ｐｒａｔｏ’、

‘Ｃｏｒｄｅｌｉａ’和‘Ｎｅｇｒｏ’，麝香百合杂种系的‘Ｓｎｏｗ

Ｑｕｅｅｎ’等
［４８］。Ｓｃｈｍｉｔｚｅｒ于１９９１年就报道了多种

栽培百合的核型，并指出亚洲百合栽培品种多数为

二倍体，但是也有三倍体、四倍体以及非整倍体［９］。

对栽培品种核型背景进行完善研究，将为杂交

育种亲本选配提供细胞遗传学依据。百合染色体中

的次缢痕（或随体）特征能为亲子鉴定提供可靠的依

据。黄济明发现王百合×玫红百合的杂种Ｆ１ 根尖

染色体具有母本双亲核型的特征：第２条染色体近

着丝点位置具有次隘痕（母本特征），第４和第１０条

染色体长臂具有次隘痕（父本特征），从而证明了杂

种的真实性［１０］。国外的许多学者［１１１２］通过次缢痕

（或随 体）特 征 进 行 了 百 合 杂 种 的 早 期 鉴 定。

Ｍａｒａｓｅｋ分析了百合４个野生种和５个栽培品种的

核型，发现第４～１０条染色体上的次隘痕特征可以

作为区分不同基因型的细胞学标记，同时分析出栽

培品种与野生种杂交后进行杂种鉴定可利用的核型

标记，并建议次隘痕难以确定时，可通过银染技术进

行补充验证［８］。在北京市科技新星项目和北京市教

委科技创新平台资助下，本研究进行了５年的杂交

育种试验，大规模的百合杂交育种研究和百合核型

分析可为百合亲本选配及杂种真实性早期鉴定提供

细胞学依据。

１　材料及方法

１．１　材料

本试验所用的２１种栽培百合购自北京克劳沃

园艺 有 限 公 司。其 中 亚 洲 百 合 有 ６ 个 品 种：

‘Ｌａｎｄｉｎｉ’、‘Ｌｏｌｌｙｐｏｐ’、‘Ｒｅｎｏｉｒ’、‘Ｗｈｉｔｅｐｉｘｅｌｓ’、

‘Ｙｅｌｌｏｗｐｉｘｅｌｓ’和‘Ｂｌａｃｋｏｕｔ’，东方百合有１５个品

种：‘Ｃｏｒｖａｒａ’、‘Ｌａ ｍａｎｃｈａ’、‘Ｂｒｉａｎｃｏｎ’、

‘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Ｆｒａｎｃｉａ’、‘Ｃａｒｕｓｏ’、‘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Ｊｕｓｔｉｎａ’、‘Ｌａｇｕｎａ’、‘Ｒｕｂａｔｏ’、‘Ｓａｎｔａｎｄｅｒ’、

‘Ｔｉａｒａ’、‘Ｖｉｔａｒａ’、‘Ｍｏｎｔｅｚｕｍａ’和‘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ａ’。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培育良好根系

取上述不同品种百合的外层鳞片，将鳞片基部

（按生理极性）用２００ｍｇ／ＬＮＡＡ处理１２ｈ，然后采

用埋片法将鳞片扦插于蛭石中。在蛭石中生长１～

１．５月左右，鳞片基部长出小仔球，小仔球基部长出

１～２ｃｍ长的根系。将上述根系用于染色体制片。

１．２．２　取材及预处理

取材的适宜时间为上午９：００—１１：００点左右。

取出鳞片，挑选白嫩粗壮根系，剪取０．５～１．０ｃｍ长

根尖，用蒸馏水冲洗干净，然后将其用０．０４％秋水

仙素处理２４ｈ。

１．２．３　固定及保存

材料经过秋水仙素处理２４ｈ后，用蒸馏水冲洗

干净，于室温下放置到卡诺氏固定液（无水乙醇∶冰

醋酸＝３∶１）中固定２４ｈ。固定好的材料如不能及

时解离及制片可将材料换至７０％酒精中，冰箱４℃

保存备用。

１．２．４　染色体制片

将上述保存在冰箱中的百合根尖用蒸馏水清

洗，然后加入１ｍｏｌ／Ｌ盐酸中，置于６０℃的水浴锅

解离，时间５～１５ｍｉｎ左右；然后用蒸馏水清洗，完

全清洗掉附着其上的盐酸。将材料置于载玻片上，

用吸水纸吸干水分，切取先端根尖２～４ｍｍ左右，

用解剖针将其展开，压平，滴取１～２滴卡宝品红溶

液染色，静置１０～１５ｍｉｎ，盖上盖玻片，将片子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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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灯火焰上烤１～３ｓ（以不烫手为宜）。然后把片子

用吸水纸包好，用铅笔头轻轻敲片，使染色体分散良

好，以便观察。

１．２．５　核型分析

制好的片拿到显微镜上观察，观察百合染色体

中期分裂时期，照下能清晰数出染色体数目的好照

片，每种材料均观察３０个左右细胞进行染色体计

数。分别选用５个分散良好的中期分裂相进行分析

测量，得到核型数据。核型分析按照李懋学制定的

标准进行［１３］，染色体的相对长度、臂比及类型遵循

Ｌｅｖａｎ等
［１４］的命名系统，核型类型参照Ｓｔｅｂｂｉｎｓ

［１５］

标准，按核型中最长染色体与最短染色体之比及臂

比大于２的染色体所占比例划分。核型不对称系数

（Ａｓ·ｋ（％）＝ 长臂总长／全组染色体总长）用

Ａｒａｎｏ
［１６］的方法。

２　结果与分析

供试２１个百合品种染色体数均为２狀＝２狓＝２４，

染色体参数和核型特征分别见表１。中期染色体照

片与核型图分别见图１和图２，核型模式图见图３。

表１　２１种栽培百合的核型特征

Ｔａｂｌｅ１　Ｋａｒｙｏｔｙｐ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２１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ｉｎ犔犻犾犻狌犿

　品 种 　　　　　　核型公式 不对称系数Ａｓ·ｋ／％ 最长／最短 核型分类

Ｌａｎｄｉｎｉ ２狀＝２狓＝２４＝６ｓｍ（ＳＡＴ）＋１６ｓｔ＋２ｔ ８１．３８ ２．５３ ４Ｂ

Ｌｏｌｌｙｐｏｐ ２狀＝２狓＝２４＝２ｍ（ＳＡＴ）＋２２ｓｔ（２ＳＡＴ） ８０．５９ ２．１９ ３Ｂ

Ｒｅｎｏｉｒ ２狀＝２狓＝２４＝２ｓｍ＋１０ｓｔ（２ＳＡＴ）＋１２ｔ（２ＳＡＴ） ８４．０５ ２．１３ ４Ｂ

Ｗｈｉｔｅｐｉｘｅｌｓ ２狀＝２狓＝２４＝４ｓｍ＋２０ｓｔ ７９．４９ ２．２３ ３Ｂ

Ｙｅｌｌｏｗｐｉｘｅｌｓ ２狀＝２狓＝２４＝４ｓｍ（ＳＡＴ）＋１６ｓｔ（ＳＡＴ）＋４ｔ（ＳＡＴ） ８２．１４ ２．６１ ４Ｂ

Ｂｌａｃｋｏｕｔ ２狀＝２狓＝２４＝４ｍ（２ＳＡＴ）＋＋１８ｓｔ（４ＳＡＴ）＋２ｔ（ＳＡＴ） ７８．５４ ２．０９ ３Ｂ

Ｃｏｒｖａｒａ ２狀＝２狓＝２４＝４ｍ（ＳＡＴ）＋２０ｓｔ（３ＳＡＴ） ７８．２９ ２．１０ ３Ｂ

Ｌａｍａｎｃｈａ ２狀＝２狓＝２４＝２ｓｍ＋１６ｓｔ＋６ｔ（ＳＡＴ） ７８．００ ２．０１ ３Ｂ

Ｂｒｉａｎｃｏｎ ２狀＝２狓＝２４＝２ｓｍ＋２０ｓｔ（ＳＡＴ）＋２ｔ ８１．２０ ２．６４ ４Ｂ

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 ２狀＝２狓＝２４＝２ｓｍ＋２２ｓｔ ８１．８９ ２．０９ ３Ｂ

Ｆｒａｎｃｉａ ２狀＝２狓＝２４＝６ｓｍ（ＳＡＴ）＋１８ｓｔ ８０．３６ ２．２２ ３Ｂ

Ｃａｒｕｓｏ ２狀＝２狓＝２４＝２ｍ＋２ｓｍ（ＳＡＴ）＋２０ｓｔ（２ＳＡＴ） ７８．１４ ２．２３ ３Ｂ

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２狀＝２狓＝２４＝２ｍ（ＳＡＴ）＋２ｓｍ＋２０ｓｔ（４ＳＡＴ） ７６．６３ ２．４４ ３Ｂ

Ｊｕｓｔｉｎａ ２狀＝２狓＝２４＝２ｍ＋２ｓｍ（ＳＡＴ）＋１２ｓｔ（２ＳＡＴ）＋８ｔ ８２．６２ ２．４９ ３Ｂ

Ｌａｇｕｎａ ２狀＝２狓＝２４＝２２ｓｔ（ＳＡＴ）＋２ｔ ８３．５３ ２．１０ ４Ｂ

Ｒｕｂａｔｏ ２狀＝２狓＝２４＝６ｓｍ（２ＳＡＴ）＋１８ｓｔ（２ＳＡＴ） ７８．８８ ２．３１ ４Ｂ

Ｓａｎｔａｎｄｅｒ ２狀＝２狓＝２４＝４ｓｍ（ＳＡＴ）＋２０ｓｔ ８１．５８ ２．５０ ４Ｂ

Ｔｉａｒａ ２狀＝２狓＝２４＝１６ｓｔ＋８ｔ（ＳＡＴ） ８６．０８ ２．５２ ４Ｂ

Ｖｉｔａｒａ ２狀＝２狓＝２４＝２ｍ＋２ｓｍ＋６ｓｔ＋１４ｔ（ＳＡＴ） ８３．０１ ２．３８ ３Ｂ

Ｍｏｎｔｅｚｕｍａ ２狀＝２狓＝２４＝４ｍ＋２０ｓｔ ７７．０４ ２．０５ ３Ｂ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ａ ２狀＝２狓＝２４＝６ｓｍ＋１８ｓｔ ７７．９７ ２．４１ ３Ｂ

２．１　亚洲百合的染色体核型

核型分析：６个亚洲百合品种主要由近中部

（ｓｍ），近端部（ｓｔ）和端部（ｔ）着丝粒染色体组成，

‘Ｌａｎｄｉｎｉ’有３对ｓｍ、８对ｓｔ和１对ｔ着丝粒染色

体；‘Ｌｏｌｌｙｐｏｐ’有１对中部（ｍ）着丝粒染色体和１１

对ｓｔ着丝粒染色体；‘Ｒｅｎｏｉｒ’有１对ｓｍ、５对ｓ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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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对ｔ着丝粒染色体；‘Ｗｈｉｔｅｐｉｘｅｌｓ’有２对ｓｍ和

１０对ｓｔ着丝粒染色体；‘Ｙｅｌｌｏｗｐｉｘｅｌｓ’有２对ｓｍ、

８对ｓｔ和２对ｔ着丝粒染色体；‘Ｂｌａｃｋｏｕｔ’有２对

ｍ、９对ｓｔ和１对ｔ着丝粒染色体。染色体相对长

度变动范围５．１％～１４．３９％，最长与最短染色体的

比值为２．０９～２．６１，核型不对称系数为７８．５４％～

８４．０５％。除‘Ｗｈｉｔｅｐｉｘｅｌｓ’外，其他５个品种均有

随体（ＳＡＴ）。‘Ｌａｎｄｉｎｉ’的随体只出现在短臂上（图

１（ａ）），‘Ｙｅｌｌｏｗｐｉｘｅｌｓ’的随体只出现在长臂上（图１

（ｅ）），除‘Ｒｅｎｏｉｒ’和‘Ｂｌａｃｋｏｕｔ’既有中间随体又有

端部随体外（图１（ｃ）和（ｆ）），其他３个品种均为端部

随体。‘Ｌａｎｄｉｎｉ’、‘Ｒｅｎｏｉｒ’和‘Ｙｅｌｌｏｗｐｉｘｅｌｓ’的核

型类型为“４Ｂ”型；‘Ｌｏｌｌｙｐｏｐ’、‘Ｗｈｉｔｅｐｉｘｅｌｓ’和

‘Ｂｌａｃｋｏｕｔ’的核型类型为“３Ｂ”型。

（ａ）Ｌａｎｄｉｎｉ；（ｃ）Ｒｅｎｏｉｒ；（ｅ）Ｙｅｌｌｏｗｐｉｘｅｌｓ；（ｆ）Ｂｌａｃｋｏｕｔ；（ｇ）Ｃｏｖａｒａ；（ｈ）Ｌａｍａｎｃｈａ；（ｉ）Ｂｒｉａｎｃｏｎ；（ｋ）Ｆｒａｎｃｉａ；

（ｌ）Ｃａｒｕｓｏ；（ｍ）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ｎ）Ｊｕｓｔｉｎａ；（ｏ）Ｌａｇｕｎａ；（ｐ）Ｒｕｂａｔｏ；（ｑ）Ｓａｎｔａｎｄｅｒ；（ｒ）Ｔｉａｒａ；（ｓ）Ｖｉｔａｒａ．

图１　栽培百合有丝分裂中期染色体

Ｆｉｇ．１　Ｍｉｔｏｔｉｃ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ｓａｔｍｅｔａｐｈａｓｅｏｆｌｉｌｉｕｍ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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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东方百合的染色体核型

核型 分 析 表 明：１５ 种 东 方 百 合 品 种 中，

‘Ｃｏｒｖａｒａ’、‘Ｃａｒｕｓｏ’、‘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Ｊｕｓｔｉｎａ’、

‘Ｓａｎｔａｎｄｅｒ’、‘Ｖｉｔａｒａ’和‘Ｍｏｎｔｅｚｕｍａ’是由２对 ｍ

或ｓｍ着丝粒染色体以及１０对ｓｔ或ｔ着丝粒染色

体所组成；‘Ｌａｍａｎｃｈａ’、‘Ｂｒｉａｎｃｏｎ’和‘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

只含有１对ｓｍ着丝粒染色体；‘Ｆｒａｎｃｉａ’、‘Ｒｕｂａｔｏ’

和‘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ａ’含有３对ｓｍ染色体；‘Ｌａｇｕｎａ’和

‘Ｔｉａｒａ’的１２对染色体都是ｓｔ或ｔ着丝点染色体。

染色体相对长度变动范围５．１１％～１３．６６％，最长

与最短染色体比值为２．０１～２．６４，核型不对称系数

为７７．０４％～８６．０８％。除‘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ｏｎｔｅｚｕｍ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ａ’不含随体外，其余品种都具有随体，‘Ｌａ

ｍａｎｃｈａ’、‘Ｂｒｉａｎｃｏｎ’、‘Ｔｉａｒａ’和‘Ｖｉｔａｒａ’只在短臂

上出现随体（图１（ｈ）、（ｉ）、（ｒ）和（ｓ））；‘Ｆｒａｎｃｉａ’、

‘Ｃａｒｕｓｏ’和‘Ｌａｇｕｎａ’只在长臂上出现随体（图１

（ｋ）、（ｌ）和（Ｏ））；‘Ｓａｎｔａｎｄｅｒ’只含有中间随体（图１

Ｑ）；在‘Ｃｏｒｖａｒａ’、‘Ｊｕｓｔｉｎａ’和‘Ｒｕｂａｔｏ’中既有中间

随体 又 有 端 部 随 体 （图 １（ｇ）、（ｎ）和 （ｐ））。

‘Ｂｒｉａｎｃｏｎ’、‘Ｌａｇｕｎａ’、‘Ｒｕｂａｔｏ’、‘Ｓａｎｔａｎｄｅｒ’和

‘ｉａｒａ’的核型类型为“４Ｂ”型，其他品种均为“３Ｂ”型。

（ａ）Ｌａｎｄｉｎｉ；（ｂ）Ｌｏｌｌｙｐｏｐ；（ｃ）Ｒｅｎｏｉｒ；（ｄ）Ｗｈｉｔｅｐｉｘｅｌｓ；（ｅ）Ｙｅｌｌｏｗｐｉｘｅｌｓ；（ｆ）Ｂｌａｃｋｏｕｔ；（ｇ）Ｃｏｖａｒａ；（ｈ）Ｌａｍａｎｃｈａ；

（ｉ）Ｂｒｉａｎｃｏｎ；（ｊ）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ｋ）Ｆｒａｎｃｉａ；（ｌ）Ｃａｒｕｓｏ；（ｍ）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ｎ）Ｊｕｓｔｉｎａ；（ｏ）Ｌａｇｕｎａ；（ｐ）Ｒｕｂａｔｏ；（ｑ）Ｓａｎｔａｎｄｅｒ；

（ｒ）Ｔｉａｒａ；（ｓ）Ｖｉｔａｒａ；（ｔ）Ｍｏｎｔｅｚｕｍａ；（ｕ）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ａ。

图２　２１种栽培百合有丝分裂中期染色体核型

Ｆｉｇ．２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ｋａｒｙｏｔｙｐｅｏｆ２１犔犻犾犻狌犿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ｍｉｔｏｓｉｓｍｅｔａｐｈａｓｅ

４０１



　第３期 杨雪珍等：２１个百合栽培品种的核型分析

（ａ）Ｌａｎｄｉｎｉ；（ｂ）Ｌｏｌｌｙｐｏｐ；（ｃ）Ｒｅｎｏｉｒ；（ｄ）Ｗｈｉｔｅｐｉｘｅｌｓ；（ｅ）Ｙｅｌｌｏｗｐｉｘｅｌｓ；（ｆ）Ｂｌａｃｋｏｕｔ；（ｇ）Ｃｏｖａｒａ；

（ｈ）Ｌａｍａｎｃｈａ；（ｉ）Ｂｒｉａｎｃｏｎ；（ｊ）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ｋ）Ｆｒａｎｃｉａ；（ｌ）Ｃａｒｕｓｏ；（ｍ）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ｎ）Ｊｕｓｔｉｎａ；

（ｏ）Ｌａｇｕｎａ；（ｐ）Ｒｕｂａｔｏ；（ｑ）Ｓａｎｔａｎｄｅｒ；（ｒ）Ｔｉａｒａ；（ｓ）Ｖｉｔａｒａ；（ｔ）Ｍｏｎｔｅｚｕｍａ；（ｕ）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ａ。

图３　２１个百合栽培品种核型模式

Ｆｉｇ．３　Ｉｄｉ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２１犔犻犾犻狌犿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３　讨　论

百合属植物的染色体多为大型，染色体基数

狓＝１２，以二倍体（２狀＝２狓＝２４）最为常见，百合属核

型中，大部分种类的第１号和第２号染色体均为 ｍ

或ｍｓ，且短臂紧靠着丝点处均有一个缢痕，有的种

类较大，有的种类则不明显［１７］。本研究中２１个品

种的染色体均为２４条，其中有１０个品种都是由２

对ｍ或ｓｍ着丝点染色体以及１０对ｓｔ或ｔ着丝点

染色体所组成，占所试品种的４７．６％；有９０．４８％的

品种至少含有１对 ｍ 或ｓｍ 着丝点染色体，只有

９．５％的品种完全由ｓｔ或ｔ着丝点染色体所组成。

百合属植物之间核型差异主要表现在各种不同类型

染色体数量以及它们在核型中排序位置的差异［１３］，

本研究也印证了上述观点。周树军［１９］曾用基因组

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检测了东方百合和亚洲百合的

ＢＣ１（亲本种或品种不详），并得出东方百合和亚洲

百合的核型模式图，从其图上来看，二者的差异主要

在于东方百合第２对染色体的着丝点接近中部（ｍ

或ｓｍ染色体），而亚洲百合第２对染色体的着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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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端部（ｓｔ或ｔ染色体）。本研究所试６个亚洲百

合第２对染色体的着丝点靠近端部（ｓｔ或ｔ染色体）

的有５０％，１５个东方百合第２对染色体的着丝点接

近中部（ｍ或ｓｍ染色体）的占５３．３％，这与周树军

报道的不尽相同。

一般认为百合属植物的染色体核型为稳定的

‘３Ｂ’型，本试验中有１３个品种的核型类型为‘３Ｂ’

型，有８个品种为‘４Ｂ’型。根据ＬｅｖｉｔｚｋｙＳｔｅｂｂｉｎｓ

对有花植物核型进化中的对称原始，不对称进化

的观点［１８］以及核型不对称的分类标准，百合属所有

核型均为极不对称型，而且最长染色体与最短染色

体比值较大，是比较进化的类型，本文中２１个栽培

品种亚洲百合核型不对称系数介于７８．５４％～

８４．０５％之间，最长与最短染色体的比值为２．０９～

２．６１，东方百合核型不对称系数介于７７．０４％～

８６．０８％之间，最长与最短染色体比值为２．０１～

２．６４，这些数据都证实了上述结论。

所试品种的核型多型性主要表现为染色体数，

臂比值，次缢痕及随体的数目位置有差异。构成核

型的染色体形态多样性表现在具有不同位置着丝粒

的染色体数，次级缢痕的有无及其位置，随体的大小

等。本研究发现：２１个栽培品种多数存在随体，其

中以端部随体居多，１７个有随体的栽培品种中，仅６

个具有中间随体，其余均为端部随体；而且，随体位

置不仅限于前面的２个大形的 ｍ和ｓｍ染色体上，

在其他小型染色体上也有。这与李懋学［１０］报道的

百合染色体的随体多为中间随体，极小，一般位于２

对大型的ｍ和ｓｍ染色体的两臂之间有很大出入。

我们分析这主要是由于他们都是在野生百合中研究

得出的结论，栽培品种均为野生百合之间或者野生

百合与栽培品种之间杂交形成的，在杂交过程中，以

及后面染色体配对的过程中，可能发生染色体臂内

倒位或臂间倒位，从而形成端部随体。

目前亚洲百合品种群、东方百合品种群还无法

找出各自的共同特征，可能与仅进行核型分析反映

的遗传信息太少、不足以进行分辨有关。如果能进

行染色体带型分析以及分子水平上的分析，则反映

的遗传信息增多，有可能将亚洲百合和东方百合品

种群的特征分辨出来。尽管如此，目前所提供的染

色体核型数据，已经足以将不同的品种区分出来。

这将为百合杂交亲本选配、品种分类及亲缘关系鉴

定提供细胞遗传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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