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２０１６ꎬ１７(２):２６６￣２７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４３０ / ｊ. ｃｎｋｉ. ｊｐｇｒ. ２０１６. ０２. ０１１

３ 种花色野鸢尾形态性状变异及染色体核型分析

罗刚军１ꎬ肖月娥２ꎬ徐文姬１ꎬ毕晓颖１ꎬ３ꎬ李　 卉１ꎬ廉笑音１ꎬ于凤扬１ꎬ郑　 洋１ꎬ３ꎬ雷家军１ꎬ３

( １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ꎬ沈阳 １１０８６６ꎻ２ 上海辰山植物园ꎬ上海 ２０１６０２ꎻ３ 辽宁省北方园林植物与地域景观高校重点实验室ꎬ沈阳 １１０８６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１２　 　 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１７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６￣０１￣２８
ＵＲＬ: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１. ４９９６. Ｓ. ２０１６０１２８. １５５４. ０４８.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Ｌ２０１０４９１)ꎻ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科学技术项目(Ｆ１２２４２４)
第一作者研究方向为观赏园艺种质资源与遗传育种ꎮ Ｅ￣ｍａｉｌ:４９８８３７１８６＠ ｑｑ ｃｏｍ
通信作者:毕晓颖ꎬ研究方向为观赏园艺种质资源与遗传育种ꎮ Ｅ￣ｍａｉｌ:ｂｉｘｉａｏｙｉｎｇｙｕａｎｙｉ＠ １６３ ｃｏｍ

　 　 摘要:对 ３ 种花色野鸢尾进行形态性状变异及染色体核型分析ꎬ结果表明:蓝紫色花野鸢尾的变异系数为 １０ ４７％ ~
６５ １６％ ꎬ黄色花野鸢尾的变异系数为 ４ ４６％ ~ ４５ ９５％ ꎬ白色花野鸢尾的变异系数为 ３ ９５％ ~ ５５ ４３％ ꎮ 蓝紫色、黄色和白色

３ 种花色野鸢尾的颜色差异明显ꎻ开花时间分别为 １５:００、１４:００、１６:００ꎬ闭合时间分别为 １９:３０、１９:００、２０:００ꎻ３ 种花色野鸢尾

的分蘖数和种子数差异不显著ꎬ花冠幅、外花被长、内花被宽、果实长等 １３ 个性状存在显著差异ꎮ 蓝紫色花野鸢尾的核型公式

为 ２ｎ ＝ ２ｘ ＝ ３２ ＝ １２ｓｍ ＋ ２０ｍꎬ核型类型为 １Ｂꎻ黄色花野鸢尾的核型公式为 ２ｎ ＝ ２ｘ ＝ ３２ ＝ ６ｓｍ ＋ ２６ｍꎬ核型类型为 １Ａꎻ白色花野

鸢尾的核型公式为 ２ｎ ＝ ２ｘ ＝ ３２ ＝ ８ｓｍ ＋ ２４ｍꎬ核型类型为 ２Ｂꎻ黄色花野鸢尾的核型为国内、外首次报道ꎮ 探讨了 ３ 种花色野鸢

尾的亲缘关系ꎬ初步推测黄色花和白色花为蓝紫色花的种内变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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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期 罗刚军等:３ 种花色野鸢尾形态性状变异及染色体核型分析

野鸢尾( Ｉｒｉｓ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ꎬ又名二歧鸢尾、射干

鸢尾等ꎬ为鸢尾科鸢尾属多年生草本植物ꎬ原产中

国ꎬ广泛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

等 １５ 个省份[１] ꎬ具有花期长、花色鲜艳ꎬ耐寒、耐
旱、耐瘠薄等特点[２] ꎬ在园林中有很好的应用前

景ꎮ 目前对于野鸢尾的研究主要包括生物学特

性[３] 、栽培繁殖[４] 、化学成分和药理学[５￣７] 、细胞

学[２ꎬ８￣９]和杂交育种[２ꎬ１０￣１１]等ꎬ有关种质资源遗传多

样性研究国内外尚未见报道ꎮ «中国植物志»只记

载了蓝色花野鸢尾[１] ꎬ而«北京植物志»、«黑龙江

植物志»、«河北植物志»等植物志记载了野鸢尾的

花色有白色[１２￣１４] ꎻ王宏等[８] 曾报道北京地区有白

色花野鸢尾ꎻ本课题组在多年的资源收集过程中

也发现存在多种花色的野鸢尾[１５] ꎮ 此外ꎬ关于不

同花色野鸢尾染色体数目的报道结论不一致ꎬ有
待进一步研究ꎮ 因此ꎬ本研究通过对 ３ 种不同花色

野鸢尾进行形态性状变异及染色体核型分析ꎬ了解

其遗传多样性及亲缘关系ꎬ为今后进行野鸢尾种质

资源及遗传育种研究奠定基础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本试验材料为蓝紫色、黄色和白色野鸢尾(图
１)ꎬ均是 ２００７ 年收集于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ꎬ栽培

于沈阳农业大学花卉基地ꎬ其中蓝紫色花 ６１ 株ꎬ黄
色花 ３１ 株ꎬ白色花 ３４ 株ꎬ均为同龄实生苗ꎮ

图 １　 野鸢尾

Ｆｉｇ １　 Ｉ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形态性状测量　 盛花期调查株高、叶丛高、
叶长、叶宽、花朵开放和闭合时间、花冠幅、内花被长

和宽、外花被长和宽、花朵数、分蘖数ꎻ果实成熟后调

查果实长和宽、单果种子数ꎮ 株高为根颈至花序顶

端的长度ꎬ叶丛高为根颈至基生叶顶端的长度ꎬ叶长

和叶宽为根颈向上第 ３ 片叶子的长度和宽度ꎬ花朵

开放时间和闭合时间为 ５０％ 植株花朵开花和闭合

的时间ꎬ内、外花被长为内、外花被顶端至花朵基部

汇合点的长度ꎬ内、外花被宽为内、外花被最宽处的

长度ꎬ花朵数为盛花期连续 ５ ｄ 花朵开放的平均数ꎬ
果实长为果实最长处的长度ꎬ果实宽为果实最宽处

的长度ꎬ其中花器官和果实在每个植株随机取 ３ 个

样进行测量ꎮ 所有测量重复 ３ 次ꎬ取平均值ꎮ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整理数据ꎬＳＰＳＳ １７ ０ 数据分析ꎮ
１ ２ ２　 细胞学观察 　 ４ － ９ 月 ９:００ － １２:００ 取样ꎬ
选取生长旺盛根尖的顶端 １ ~ １ ５ ｃｍꎬ水洗后放入

２ × １０ － ３ ｍｏｌ / Ｌ 的 ８￣羟基喹啉溶液中黑暗预处理

２ ５ ~ ４ ｈꎬ漂洗 ２ ~ ３ 次后放入卡诺氏 Ｉ 固定液(冰
乙酸︰无水乙醇 ＝ １ ∶ ３) ４℃ 下固定 ２ ~ ３ ｈꎬ转入

７０％的乙醇溶液中置于 ４℃的冰箱保存ꎮ 取出保存

的根尖ꎬ水洗 １ ~ ３ ｍｉｎ 后用滤纸吸去多余水分ꎬ室
温条件下 ５ ｍｏｌ / ＬＨＣｌ 解离 １０ ~ １５ ｍｉｎꎮ 充分水洗

后ꎬ切取根尖生长点部分ꎬ 卡宝品红染色 ２０ ~
４０ ｍｉｎꎬ常规方法压片ꎬＭｏｔｉｃ ＢＡ４００ 光学显微镜下

观察、拍照、计数ꎮ 观察清晰的压片用中性树胶封

片ꎬ制成永久装片[１６￣１７]ꎮ
每种材料选取 ３０ 个细胞进行染色体数目观察ꎬ

然后选用 ５ 个分散良好的中期分裂相进行分析测

量[１８]ꎬ得到核型数据ꎮ 核型分析按李懋学等[１９] 提

出的植物核型分析标准进行ꎬ染色体相对长度、臂比

及类型按 Ａ Ｌｅｖａｎ 等[２０]的命名系统ꎬ核型类型参照

Ｇ Ｌ Ｓｔｅｂｂｉｎｓ[２１] 的分类标准ꎬ核型不对称系数按

Ｈ Ａｒａｎｏ[２２]的方法计算ꎮ 根据染色体的长度由长至

短的顺序对染色体进行排列和编号[２３]ꎮ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ＣＳ ７ ０ 和 ＣＡＤ 进行染色体配对和测量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３ 种花色野鸢尾形态性状的变异分析

２ １ １　 不同花色野鸢尾群体内主要形态性状的变

异　 蓝紫色花野鸢尾 １５ 个主要形态性状的变异系

数为 １０ ４７％ ~ ６５ １６％ ꎬ变异系数大小依次为:花

７６２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７ 卷

朵数 >分蘖数 >叶丛高 >株高 >种子数 >叶宽 >叶

片数 >叶长 >外花被宽 >内花被长 >外花被长 >花

冠幅 >内花被宽 > 果实长 > 果实宽ꎬ其中有外花被

宽等 ９ 个性状的变异系数超过 ２０％ ꎮ 营养器官变

异系数为 ２１ ７４％ ~ ５８ １６％ ꎮ 生殖器官中花朵数

变异系数为 ６５ １６％ ꎬ明显大于其他性状ꎻ种子数变

异系数为 ３１ ７１％ ꎬ其余性状变异系数为 １０ ４７％ ~
２０ ００％ ꎮ 由此可见该群体有较强变异能力ꎬ且营养

器官和生殖器官变异能力有差异(表 １)ꎮ

表 １　 ３ 种花色野鸢尾主要形态性状的变异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ｌｏｒｓ ｏｆ Ｉ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 )

性状

Ｔｒａｉｔｓ

蓝紫色花野鸢尾

Ｉ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Ｖｉｏｌｅｔ)

黄色花野鸢尾

Ｉ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Ｙｅｌｌｏｗ)

白色花野鸢尾

Ｉ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Ｗｈｉｔｅ)

株高 Ｈｅｉｇｈｔ ３３ ８１ ２０ ７２ １９ ０４

叶丛高 Ｌｅａｆ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３８ ４５ １８ ３４ １７ ７３

叶长 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２１ ７４ １０ ７６ １２ ８８

叶宽 Ｌｅａｆ ｗｉｄｔｈ ２６ ７７ １２ ６２ １１ ５８

叶片数 Ｎｏ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２５ ５２ １５ ６３ ２０ ０４

分蘖数 Ｎｏ ｏｆ ｔｉｌｌｅｒｓ ５８ １６ ４５ ９５ ５５ ４３

花朵数 Ｎｏ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ｓ ６５ １６ ３９ ３４ ５０ ２８

花冠幅 Ｆｌｏｗｅｒ ｄｉａｍｓｔｅｒ １４ ００ ５ ６７ ３ ９５

外花被长 Ｏｕｔｅｒ ｔｅｐ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１４ ６８ ４ ４６ ４ １３

外花被宽 Ｏｕｔｅｒ ｔｅｐａｌ ｗｉｄｔｈ ２０ ００ ７ ０２ ７ ４４

内花被长 Ｉｎｎｅｒ ｔｅｐ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１５ ７０ ８ ９４ ４ ６６

内花被宽 Ｉｎｎｅｒ ｔｅｐａｌ ｗｉｄｔｈ １３ ３３ ７ ９２ ７ ２１

果实长 Ｆｒｕｉｔ ｌｅｎｇｔｈ １３ ２６ １４ １６ １４ ９３

果实宽 Ｆｒｕｉｔ ｌｅｎｇｔｈ １０ ４７ ８ ２５ １４ ５８

种子数 Ｎｏ ｏｆ ｓｅｅｄ ３１ ７１ ２７ ７３ ３５ ７１

黄色花野鸢尾 １５ 个主要形态性状的变异系数

为 ４ ４６％ ~４５ ９５％ ꎬ变异系数大小依次为:分蘖数

>花朵数 >种子数 >株高 >叶丛高 >叶片数 >果实

长 >叶宽 >叶长 >内花被长 >果实宽 >内花被宽 >
外花被宽 >花冠幅 > 外花被长ꎬ其中有株高等 ４ 个

性状变异系数超过 ２０％ ꎮ 营养器官变异系数为

１０ ７６％ ~４５ ９５％ ꎮ 生殖器官中花朵数变异系数最

大ꎬ为 ３９ ３４％ ꎻ而花冠幅等 ５ 个花性状变异系数为

４ ４６％ ~ ８ ９４％ ꎬ变异较小ꎮ 由此可见该群体营养

器官和生殖器官变异能力有差异ꎻ生殖器官变异能

力整体小于营养器官(表 １)ꎮ
白色花野鸢尾 １５ 个主要形态性状的变异系数

为 ３ ９５％ ~ ５５ ４３％ ꎬ变异系数大小依次为:分蘖

数 >花朵数 >种子数 >叶片数 >株高 >叶丛高 >果

实长 >果实宽 >叶长 >叶宽 >外花被宽 >内花被宽

>内花被长 >外花被长 >花冠幅ꎮ 营养器官变异系

数为 １１ ５８％ ~ ５５ ４３％ ꎮ 生殖器官中花朵数变异

系数为 ５０ ２８％ ꎬ明显大于其他性状ꎻ种子数变异系

数为 ３５ ７１％ ꎻ 其余性状变异系数为 ３ ９５％ ~
１４ ９３％ ꎮ 由此可见该群体有一定变异能力ꎬ营养器

官和生殖器官变异程度有差异(表 １)ꎮ
３ 种花色野鸢尾中ꎬ蓝紫色花的株高、叶丛高、

叶长、叶宽、叶片数、分蘖数、花朵数、花冠幅、外花被

长、外花被宽、内花被长和内花被宽的变异系数最

大ꎬ白色花则果实长、果实宽和种子数的变异系数最

大ꎬ而黄色花只有果实长的变异系数略大于紫色花ꎮ
３ 种花色野鸢尾的分蘖数、花朵数和种子的变异系

数明显大于其他性状ꎻ蓝紫色花的花朵数的变异系

数最大ꎬ果实宽最小ꎻ黄色花分蘖数的变异系数最

大ꎬ外花被宽最小ꎻ白色花分蘖数的变异系数最大ꎬ
花冠幅最小ꎮ 由此可见不同花色野鸢尾主要形态性

状变异程度有相似的部分也有差异的部分(表 １)ꎮ
２ １ ２　 不同花色野鸢尾群体间主要形态性状的变

异　 蓝紫色、黄色、白色 ３ 种花色野鸢尾的花期均

在 ７ － ８ 月ꎬ单花花期存在差异ꎬ花朵开放时间分

别为 １５:００ － １９:３０、１４:００ － １９:００、１６:００ － ２０:
００ꎬ黄色花开花最早ꎬ白色花闭合最晚ꎮ 黄色花的

株高和叶丛高与蓝紫色花和白色花差异显著ꎬ其
中株高是蓝紫色花的 １ ４３ 倍ꎬ是白色花的 １ ３５
倍ꎻ蓝紫色花与白色花差异不显著ꎮ 黄色花的叶

长和叶片数明显大于蓝紫色花和白色花ꎬ差异显

著ꎬ蓝紫色花与白色花差异不显著ꎻ白色花的叶宽

大于黄色花和蓝紫色花ꎬ差异显著ꎬ蓝紫色花和黄

色花差异不显著ꎮ ３ 种花色的花冠幅、内花被宽、
外花被长差异显著ꎬ白色花 > 黄色花 > 蓝紫色花ꎬ
白花的花冠幅是蓝紫色花的 １ ２７ 倍ꎬ是黄色花的

１ ２０ 倍ꎻ白色花的内花被长大于黄色花和蓝紫色

花ꎬ差异显著ꎬ蓝紫色花和黄色花差异不显著ꎻ白
色花的外花被宽与蓝紫色花者差异显著ꎬ二者与

黄色花差异不显著ꎮ ３ 种花色的果实长差异显著ꎬ
黄色花 > 白色花 > 蓝紫色花ꎻ蓝紫色花果实宽度

最小ꎬ与黄色花和白色花差异显著ꎬ黄色花和白色

花差异不显著ꎮ ３ 种花色的分蘖数和种子数差异

不显著ꎻ黄色花花朵数最大ꎬ白色花最小ꎬ黄色花

和蓝紫色花差异不显著ꎬ两者与白色花差异显著ꎮ
综上所述ꎬ３ 种花色野鸢尾的分蘖数和种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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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不显著ꎬ花冠幅、外花被长、内花被宽、果实长等

１３ 个性状差异显著ꎻ黄色花有花冠幅等 ９ 个性状与

蓝紫色花差异显著ꎻ白色花有果实长等 ９ 个性状与

蓝紫色花差异显著ꎬ黄色花有株高等 １１ 个性状与白

色花差异显著ꎮ ３ 种花色中黄色花的株高、叶丛高、
叶长、果实长较大ꎬ白色花的叶宽、花冠幅、外花被

长、内花被长和宽较大ꎬ而蓝紫色花主要形态性状整

体较小(表 ２)ꎮ

表 ２　 ３ 种花色野鸢尾主要形态性状的差异显著性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ｌｏｒｓ ｏｆ Ｉ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性状 Ｔｒａｉｔｓ 蓝紫色花野鸢尾 Ｉ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Ｖｉｏｌｅｔ) 黄色花野鸢尾 Ｉ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Ｙｅｌｌｏｗ) 白色花野鸢尾 Ｉ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Ｗｈｉｔｅ)

株高(ｃｍ) Ｈｅｉｇｈｔ ８３ ９５ ± ３ ６３ｂ １２０ ０５ ± ４ ２６ａ ８８ ６０ ± ３ ６３ｂ

叶丛高(ｃｍ)Ｌｅａｆ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３８ ２８ ± １ ８９ｂ ５４ １５ ± １ ７０ａ ３９ ７７ ± １ ２７ｂ

叶长(ｃｍ)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２７ ７８ ± ０ ７７ｂ ３３ ９３ ± ０ ６３ａ ２７ ８８ ± ０ ６４ｂ

叶宽(ｃｍ)Ｌｅａｆ ｗｉｄｔｈ ３ １０ ± ０ １１ｂ ３ ００ ± ０ ０６ｂ ３ ８０ ± ０ ０８ａ

叶片数 Ｎｏ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８ ９７ ± ０ ２９ｂ １０ ８８ ± ０ ２９ａ ９ ４８ ± ０ ３４ｂ

分蘖数 Ｎｏ ｏｆ ｔｉｌｌｅｒｓ ２ ８２ ± ０ ２１ａ ３ ０９ ± ０ ２４ａ ２ ５８ ± ０ ２６ａ

花朵数 Ｎｏ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ｓ １２ ８０ ± １ ０６ａ １３ ８８ ± ０ ９４ａ ８ ８７ ± ０ ８０ｂ

花冠幅(ｃｍ)Ｆｌｏｗｅｒ ｄｉａｍｓｔｅｒ ４ ００ ± ０ ０７ｃ ４ ２２ ± ０ ４２ｂ ５ ０６ ± ０ ３６ａ

外花被长(ｃｍ)Ｏｕｔｅｒ ｔｅｐ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２ ９３ ± ０ ０６ｃ ３ １４ ± ０ ２４ｂ ３ ６４ ± ０ ０３ａ

外花被宽(ｃｍ)Ｏｕｔｅｒ ｔｅｐａｌ ｗｉｄｔｈ １ １０ ± ０ ０３ｂ １ １４ ± ０ ０１ａｂ １ ２１ ± ０ ０２ａ

内花被长(ｃｍ)Ｉｎｎｅｒ ｔｅｐ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２ ２３ ± ０ ０４ｂ ２ ３５ ± ０ ０４ｂ ２ ７９ ± ０ ０２ａ

内花被宽(ｃｍ)Ｉｎｎｅｒ ｔｅｐａｌ ｗｉｄｔｈ ０ ９０ ± ０ ０２ｃ １ ０１ ± ０ ０１ｂ １ １１ ± ０ ０１ａ

果实长(ｃｍ)Ｆｒｕｉｔ ｌｅｎｇｔｈ ３ ４７ ± ０ ０８ｃ ４ ５２ ± ０ １２ａ ３ ７５ ± ０ １０ｂ

果实宽(ｃｍ)Ｆｒｕｉｔ ｌｅｎｇｔｈ ０ ８６ ± ０ ０９ｂ ０ ９７ ± ０ ０８ａ ０ ９６ ± ０ ０３ａ

种子数 Ｎｏ ｏｆ ｓｅｅｄ ５４ ４７ ± ３ １５ａ ４８ ０７ ± ２ ４３ａ ５０ ４３ ± ３ ２９ａ

ａ、ｂ、ｃ 代表多重比较 ＳＮＫ 检验 Ｐ ＝ ０ ０５ 水平下的不同显著性差异

ａꎬｂꎬｃ ｓｈｏ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Ｐ ＝ ０ 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ＳＮＫ ｔｅｓｔ

２ ２　 ３ 种花色野鸢尾的染色体数目与核型分析

２ ２ １　 染色体数目 　 ３０ 个细胞中蓝紫色花野鸢

尾 ２６ 个细胞的染色体数目为 ３２ꎬ占计数总数的

８６ ６７％ ꎻ黄色花野鸢尾 ２６ 个细胞的染色体数目

为 ３２ꎬ占计数总数的 ８６ ６７％ ꎻ白色花野鸢尾 ３０

个细 胞 的 染 色 体 数 目 为 ３２ꎬ 占 计 数 总 数 的

１００％ ꎻ根据核型分析标准化建议[１８]ꎬ确定蓝紫色

花、黄色花、白色花野鸢尾的染色体数目为 ２ｎ ＝
２ｘ ＝ ３２ꎬ为二倍体(图 ２)ꎻ染色体参数见表 ３ꎬ核型模

式图见图 ３ꎮ

ＡꎬＢ:蓝紫色花野鸢尾　 ＣꎬＤ:黄色花野鸢尾　 ＥꎬＦ:白色花野鸢尾

ＡꎬＢ:Ｉ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Ｖｉｏｌｅｔ) 　 ＣꎬＤ:Ｉ ｄｉｃｈｔｏｍａ(Ｙｅｌｌｏｗ)　 ＥꎬＦ:Ｉ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Ｗｈｉｔｅ)

图 ２　 ３ 种花色野鸢尾的染色体形态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ｌｏｒｓ ｏｆ Ｉ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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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２　 核型分析　 蓝紫色花野鸢尾染色体数目为

２ｎ ＝ ２ｘ ＝ ３２ꎬ为二倍体ꎬ核型公式为 ２ｎ ＝ ２ｘ ＝ ３２ ＝
１２ｓｍ ＋２０ｍꎻ相对长度变化范围为 ４ ００％ ~ ９ ２４％ ꎬ

平均臂比为 １ ５８ꎬ最长与最短染色体的比值为

２ ３１ꎬ没有臂比大于 ２ 的染色体ꎬ属于 １Ｂ 型(表 ３)ꎬ
核型不对称系数为 ６１ ３３％ (图 ３￣Ａ)ꎮ

图 ３　 ３ 种花色野鸢尾的核型模式图

Ｆｉｇ ３　 Ｉｄｉ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ｌｏｒｓ ｏｆ Ｉ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黄色花野鸢尾染色体数目也为 ２ｎ ＝ ２ｘ ＝ ３２ꎬ为
二倍体ꎬ核型公式为 ２ｎ ＝ ２ｘ ＝ ３２ ＝ ６ｓｍ ＋ ２６ｍꎻ相对

长度变化范围为 ４ ３８％ ~ ８ ５６％ ꎬ 平均臂比为

１ ４８ꎬ最长与最短染色体的比值为 １ ９５ꎬ臂比大于 ２
的染色体所占比例为 ０ꎬ属于 １Ａ 型(表 ３)ꎬ核型不

对称系数为 ５９ ３４％ (图 ３￣Ｂ)ꎮ
白色花野鸢尾染色体数目为 ２ｎ ＝ ２ｘ ＝ ３２ꎬ为二

倍体ꎬ核型公式为 ２ｎ ＝ ２ｘ ＝ ３２ ＝ ８ｓｍ ＋ ２４ｍꎻ相对长

度变化范围为 ４ ３７％ ~１０ ０７％ ꎬ平均臂比为 １ ５３ꎬ
最长与最短染色体的比值为 ２ ３１ꎬ臂比大于 ２ 的染

色体所占比例 ０ ０６ꎬ属于 ２Ｂ 型(表 ３)ꎬ核型不对称

系数为 ６０ ７６％ (图 ３￣Ｃ)ꎮ

３　 结论与讨论

利用形态学研究植物遗传多样性是最直接、
最基础的方法 [２４￣２５] ꎮ 张鲜艳等 [２６] 对 １２ 份不同

地理居群野菊进行形态学遗传多样性研究ꎬ发现

不同地理居群野菊各形态性状存在不同程度的

变异ꎮ 李林玉等 [２７] 对滇重楼不同居群进行形态

学差异研究ꎬ发现群体内形态差异普遍存在ꎮ 本

研究通过对蓝紫色花、黄色花和白色花野鸢尾的

主要形态性状进行变异分析ꎬ发现同一花色群体

内的形态学性状存在一定的变异ꎬ变异系数分别

为 １０ ４７％ ~ ６５ １６％ 、 ４ ４６％ ~ ４５ ９５％ 和

３ ９５％ ~ ５５ ４３％ ꎬ呈现出丰富的遗传多样性ꎬ且
不同形态性状的变异有差异ꎬ分蘖数、花朵数和

种子数的变异明显大于其他性状ꎮ 不同花色之

间ꎬ紫色花的株高等 １２ 个形态性状的变异最大ꎬ
而黄色花除果实长外ꎬ所有形态性状的变异都最

小ꎻ３ 种花色野鸢尾的分蘖数和种子数差异不显

著ꎬ花冠幅、外花被长和果实长等 １３ 个形态性状

存在显著差异ꎮ 野鸢尾具有较强的变异能力ꎬ可
以利用其丰富的形态学变异ꎬ培育出不同类型的

鸢尾新品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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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３ 种花色野鸢尾的染色体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Ｉ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ｃｏｌｏｒｓ

材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染色体序号

Ｎｏ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相对长度(％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ｌｅｎｇｔｈ

臂比

Ａｒｍ
ｒａｔｉｏ

类型

Ｔｙｐｅ
材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染色体序号

Ｎｏ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相对长度(％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ｌｅｎｇｔｈ

臂比

Ａｒｍ
ｒａｔｉｏ

类型

Ｔｙｐｅ

蓝紫色花野鸢尾 １ ５ ９７ ＋ ３ ２７ ＝ ９ ２４ １ ８３ ｓｍ 黄色花野鸢尾 ９ ３ ７２ ＋ ２ ３０ ＝ ６ ０２ １ ６２ ｍ

Ｉ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２ ５ １６ ＋ ２ ６１ ＝ ７ ７７ １ ９８ ｓｍ Ｉ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１０ ３ ７０ ＋ ２ １９ ＝ ５ ８９ １ ６９ ｍ

(Ｖｉｏｌｅｔ) ３ ４ １４ ＋ ３ ２１ ＝ ７ ３５ １ ２９ ｍ (Ｙｅｌｌｏｗ) １１ ３ ６７ ＋ ２ １３ ＝ ５ ８０ １ ７２ ｓｍ

４ ４ ６７ ＋ ２ ５６ ＝ ７ ２３ １ ８２ ｓｍ １２ ３ ４０ ＋ １ ８９ ＝ ５ ２９ １ ８０ ｓｍ

５ ４ ３８ ＋ ２ ５５ ＝ ６ ９３ １ ７２ ｓｍ １３ ２ ７５ ＋ ２ ２２ ＝ ４ ９７ １ ２４ ｍ

６ ４ １１ ＋ ２ ７３ ＝ ６ ８４ １ ５１ ｍ １４ ２ ７６ ＋ ２ ０１ ＝ ４ ７７ １ ３７ ｍ

７ ３ ８５ ＋ ２ ４４ ＝ ６ ２９ １ ５８ ｍ １５ ２ ６７ ＋ １ ９９ ＝ ４ ６６ １ ３４ ｍ

８ ４ ０８ ＋ ２ １６ ＝ ６ ２４ １ ８９ ｓｍ １６ ２ ４６ ＋ １ ９２ ＝ ４ ３８ １ ２８ ｍ

９ ４ １３ ＋ ２ １１ ＝ ６ ２４ １ ９６ ｓｍ 白色花野鸢尾 １ ６ ７５ ＋ ３ ３３ ＝ １０ ０８ ２ ０３ ｓｍ

１０ ３ ５３ ＋ ２ ３６ ＝ ５ ８９ １ ５０ ｍ Ｉ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２ ４ ７５ ＋ ３ ４３ ＝ ８ １８ １ ３８ ｍ

１１ ３ ４６ ＋ ２ １８ ＝ ５ ６４ １ ５９ ｍ (Ｗｈｉｔｅ) ３ ４ ５５ ＋ ３ １３ ＝ ７ ６８ １ ４５ ｍ

１２ ３ ２２ ＋ ２ ３０ ＝ ５ ５２ １ ４０ ｍ ４ ４ ６７ ＋ ２ ８１ ＝ ７ ４８ １ ６６ ｍ

１３ ２ ７７ ＋ ２ ５０ ＝ ５ ２７ １ １１ ｍ ５ ４ １５ ＋ ２ ９２ ＝ ７ ０７ １ ４２ ｍ

１４ ２ ９０ ＋ ２ ０５ ＝ ４ ９５ １ ４１ ｍ ６ ３ ７１ ＋ ２ ８７ ＝ ６ ５８ １ ２９ ｍ

１５ ２ ７５ ＋ １ ８６ ＝ ４ ６１ １ ４８ ｍ ７ ３ ９８ ＋ ２ ２１ ＝ ６ １９ １ ８０ ｓｍ

１６ ２ ２０ ＋ １ ８０ ＝ ４ ００ １ ２２ ｍ ８ ３ ４８ ＋ ２ ４０ ＝ ５ ８８ １ ４５ ｍ

黄色花野鸢尾 １ ５ １８ ＋ ３ ３８ ＝ ８ ５６ １ ５３ ｍ ９ ３ ４９ ＋ ２ １１ ＝ ５ ６０ １ ６６ ｍ

Ｉ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２ ４ ５２ ＋ ３ ４５ ＝ ７ ９７ １ ３１ ｍ １０ ３ ５５ ＋ １ ９６ ＝ ５ ５１ １ ８１ ｓｍ

(Ｙｅｌｌｏｗ) ３ ４ ２２ ＋ ３ ４７ ＝ ７ ６９ １ ２２ ｍ １１ ３ ０８ ＋ ２ ３１ ＝ ５ ３９ １ ３３ ｍ

４ ４ ０７ ＋ ３ ３５ ＝ ７ ４２ １ ２１ ｍ １２ ２ ９５ ＋ ２ ３３ ＝ ５ ２８ １ ２７ ｍ

５ ４ １６ ＋ ３ １４ ＝ ７ ３０ １ ３２ ｍ １３ ２ ９５ ＋ ２ １９ ＝ ５ １４ １ ３５ ｍ

６ ４ １９ ＋ ２ ５５ ＝ ６ ７４ １ ６４ ｍ １４ ３ ００ ＋ １ ９０ ＝ ４ ９０ １ ５８ ｍ

７ ３ ９７ ＋ ２ ４１ ＝ ６ ３８ １ ６５ ｍ １５ ３ ００ ＋ １ ７１ ＝ ４ ７１ １ ７５ ｓｍ

８ ３ ８９ ＋ ２ ２４ ＝ ６ １３ １ ７４ ｓｍ １６ ２ ３９ ＋ １ ９８ ＝ ４ ３７ １ ２１ ｍ

鸢尾属是一个染色体数目、核型变化较大的属ꎬ
不同亚属间、同一亚属的不同种之间ꎬ甚至同种内都

存在染色体数目的变化[２８]ꎮ 中国鸢尾属植物资源

丰富ꎬ约有 ６０ 个种、１３ 个变种及 ５ 个变型[１]ꎬ国内

仅报道了部分鸢尾属植物的染色体数目及核型研

究[２８]ꎮ Ｂ Ｂ Ｃｈｉｍｐｈａｍｂａ[１１]在 １９７３ 年报道蓝紫色

野鸢尾的染色体数目为 ２ｎ ＝ ３２ꎬ而国内学者对于野

鸢尾的染色体数目报道不一ꎬ王冰等[９] 报道蓝紫色

花野鸢尾的染色体数目 ２ｎ ＝ ４０ꎻ毕晓颖等[２]ꎬ«中国

高等植物» [２９]都曾报道过蓝紫色花野鸢尾的染色体

数目为 ３２ꎻ王宏等[８]报道蓝紫色花和白色花野鸢尾

染色体数目均为 ３２ꎮ 本研究中得出 ３ 种花色野鸢

尾的染色体数目均为 ２ｎ ＝ ３２ꎬ其中蓝紫色花野鸢尾

染色体数目与«中国高等植物» [２９]、毕晓颖等[２]、王

宏等[８]、Ｂ Ｂ Ｃｈｉｍｐｈａｍｂａ[１１] 报道一致ꎬ白色花野鸢

尾染色体数目与王宏等[８] 报道一致ꎬ黄色花野鸢尾

染色体数目为 ３２ꎬ为国内外首次报道ꎮ 从我们的研

究结果来看ꎬ花色不同的野鸢尾仍然保持一致的染

色体数目ꎬ从而推断它们可能具有共同的起源ꎮ
蓝紫色花、黄色花、白色花野鸢尾的花期相对一

致ꎬ均集中在 ７ － ８ 月份ꎬ单花开放时间和闭合时间

有差异ꎬ但开放都在下午ꎬ闭合都在晚上ꎮ ３ 种花色

野鸢尾均有一定变异能力ꎬ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ꎮ
染色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远小于外部形态性状ꎬ它
能够更为深刻地反映物种遗传上的差异和亲缘关系

的本质[３０]ꎮ 从核型分析的结果来看ꎬ三者差异不

大ꎬ核型对称性表现一致ꎬ主要是染色体的形态和核

型类型有所差异ꎮ 综上所述ꎬ初步推测黄色花野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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