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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荞麦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ꎬ该地区分布着丰富的荞麦野生种ꎬ剖析野生荞麦的核型特征对荞麦进化和育种研究具

有重要的意义ꎮ 本研究以甜荞近缘种、硬枝万年荞、疏穗小野荞、细柄野荞、齿翅野荞为试验材料ꎬ采用常规压片法进行核型

鉴定ꎮ 结果表明:甜荞近缘种、硬枝万年荞和疏穗小野荞都为二倍体ꎬ核型公式分别为 ２ｎ ＝ ２ｘ ＝ １６ ＝ １２Ｍ ＋ ４ｍ(２ＳＡＴ)、２ｎ ＝
２ｘ ＝ １６ ＝ １６Ｍ、２ｎ ＝ ２ｘ ＝ １６ ＝ １４Ｍ ＋ ２ｍ(２ＳＡＴ)ꎬ而细柄野荞和齿翅野荞为四倍体ꎬ核型公式分别为 ２ｎ ＝ ４ｘ ＝ ３２ ＝ ３２Ｍ、
２ｎ ＝ ４ｘ ＝ ３２ ＝ ３０Ｍ ＋ ２ｍ(２ＳＡＴ)ꎮ 甜荞近缘种和硬枝万年荞核型属 １Ａ 型ꎬ疏穗小野荞、细柄野荞和齿翅野荞核型属 １Ｂ 型ꎬ并
且甜荞近缘种、疏穗小野荞和齿翅野荞都有 １ 对随体染色体ꎮ 研究证明ꎬ荞麦野生种染色体的基数为 ８ꎬ有二倍体和四倍体野

生荞麦ꎮ 通过比较分析ꎬ硬枝万年荞在进化地位上比较原始ꎬ齿翅野荞是比细柄野荞较进化的四倍体荞麦野生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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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ｓｐｐ. )属于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荞麦属(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Ｍｉｌｌ)ꎬ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 [１￣３]ꎬ
种质资源十分丰富ꎬ到目前为止统计约有 ２６ 个种和

亚种ꎬ其中栽培种有 ２ 个ꎬ分别是甜荞和苦荞[４]ꎮ 我

国的荞麦资源虽然丰富ꎬ但是栽培品种很少ꎬ产量也

低ꎮ 为了获得一个好的荞麦品种ꎬ不仅要搜集和利

用具有优良特性的荞麦地方品种ꎬ而且也应收集和

研究亲缘关系较近的野生荞麦种ꎬ从中发掘一些重

要的特性ꎬ用于改良栽培荞麦品种ꎮ 在对野生荞麦

的研究中ꎬ分析和明确不同物种的倍性和核型ꎬ是选

择适合野生种作亲本材料进行杂交转育研究的必要

途径ꎮ 到现在为止ꎬ对荞麦的核型分析仅限于几个

荞麦种ꎬ陈庆富[５] 对中国的甜荞、苦荞、大野荞、毛
野荞、佐贡野荞种进行核型分析ꎬ发现这 ５ 个荞麦种

都有 ２ 对随体ꎬ且核型为对称型ꎮ 王建胜等[６] 对中

国荞麦的栽培种甜荞和苦荞进行了核型分析ꎬ研究

发现甜荞和苦荞都为二倍体ꎬ甜荞有 ２ 对随体ꎬ苦荞

有 １ 对随体ꎮ 杜幸等[７]对中国荞麦高荞 ３ 号和溪荞

５ 号这 ２ 个品种进行核型分析ꎬ结果表明ꎬ高荞 ３ 号

和溪荞 ５ 号都为二倍体ꎬ核型都为 ２Ａꎮ 朱凤绥等[８]

对甜荞、米荞、翅荞等荞麦通过核型分析认为这些荞

麦都为二倍体ꎬ甜荞有 １ 对随体ꎬ但米荞和翅荞有 ２
对随体ꎮ Ｘ. Ｙ. Ｙａｎｇ 等[９] 报道了细柄野荞为四倍

体ꎬ有 １ 对近中部着丝点染色体ꎬ而刘建林等[１０] 认

为细柄野荞为四倍体ꎬ所有染色体都为正中部着丝

点染色体ꎮ 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对荞麦的核型分析

主要在栽培种ꎬ而对野生荞麦的核型分析则很少ꎮ
本研究拟通过四川搜集的 ５ 个荞麦野生种进行核型

鉴定ꎬ发现荞麦野生种的核型特征以及它们的进化

地位ꎬ这对荞麦属分类学研究、荞麦的进化和育种研

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材料

选取 ５ 个荞麦野生种或亚种ꎬ包含甜荞近缘种(Ｆ.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ｓｓｐ. 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ｉｓ)、硬枝万年荞 (Ｆ. ｕｒｏｐｈｙｌ￣
ｌｕｍ)、疏穗小野荞麦(Ｆ. ｌｅｐｔｏｐｏｄｕｍ ｖａｒ. ｇｒｏｓｓｉｉ)、细柄野

荞(Ｆ. ｇｒａｃｉｌｉｐｅｓ)、齿翅野荞(Ｆ. ｇｒａｃｉｌｉｐｅｓ ｖａｒ. ｏｄｏｎｔｏ￣
ｐｔｅｒｕｍ)ꎮ 这些野生荞麦均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与西昌学院的研究人员共同在四川采集ꎬ经过

形态对比和分子鉴定ꎬ被确认为是上述野生种或亚种ꎮ
１ ２　 试验方法

１ ２ １　 制片与观察方法　 选择饱满完整的各种野生

荞麦种子放在灭菌后的培养皿中ꎬ加入适量的水ꎬ刚好

盖过种子ꎬ放入 ２５ ℃恒温培养箱中培养ꎬ待根尖长至

０ ５ ~１ ５ ｃｍ 时ꎬ通常在 ９:００ ~１１:００ 时剪根最佳ꎮ 剪

好的根用冰水混合物在 ４ ℃处理 ２４ ｈꎮ 将处理好的荞

麦根尖用固定液(Ｖ冰醋酸 ∶ Ｖ４５％ 酒精 ＝ １∶ ３)在 ４ ℃固定

２４ ｈꎬ并用蒸馏水低渗 １ ｈꎮ 将固定好的荞麦根尖用蒸

馏水冲洗 ３ 次ꎬ放入 １ ｍｏｌ / Ｌ 盐酸在 ６５ ℃ 下解离

１５ ｍｉｎꎬ然后再用蒸馏水冲洗干净ꎮ 取解离好的根尖放

在载玻片中央ꎬ滴加蒸馏水ꎬ再滴加少许改良的苯酚品

红染液ꎬ染色 １０ ｍｉｎꎬ盖上盖玻片并进行常规压片ꎬ用
吸水纸吸掉多余的蒸馏水和染液[１１]ꎮ 制好荞麦根尖

装片用 Ｌｅｉｃａ ＤＭ２０００ 光学显微镜观察并拍照[１２]ꎮ
１ ２ ２　 核型分析方法 　 按照李懋学等[１３] 所用的标

准核型分析法ꎬ选取 ５０ 个以上染色体分散较好的有丝

分裂中期细胞进行染色体统计ꎬ利用植物染色体核型

分析软件７ ０ 版进行核型分析ꎬ计算时取其中５ 个细胞

的平均值ꎮ 采用 Ａ. Ｌｅｖａｎ 等[１４￣１５]的方法分析染色体参

数的相对长度(染色体长度 /染色体组总长 × １００％)、
臂比(长臂 /短臂)及类型ꎮ 按 Ｇ. Ｌ. Ｓｔｅｂｂｉｎｓ[１６￣１７] 的方

法进行核型分类ꎬ此外ꎬ用如下方法来区分染色体核型

的对称和不对称程度:核型中染色体的长度比(最长染

色体长度 /最短染色体长度)和臂比是否大于 ２ꎬ核型不

对称系数(Ａｓ. Ｋ)按照公式 Ａｓ. Ｋ ＝ 长臂总长 /染色体

组总长 ×１００％来进行计算[１８]ꎮ

２　 结果与分析

显微镜下观察结果显示ꎬ甜荞近缘种、硬枝万年

荞、疏穗小野荞麦的体细胞染色体数目为 ２ｎ ＝ ２ｘ ＝
１６ꎬ细柄野荞和齿翅野荞的体细胞染色体数目为

２ｎ ＝ ４ｘ ＝ ３２ꎮ 染色体图片、核型图及核型模式图见

图 １ꎬ主要的核型参数和核型见表 １ 和表 ２ꎮ
甜荞近缘种体细胞染色体数目为 ２ｎ ＝ １６ꎬ核

型公式为 ２ｎ ＝ ２ｘ ＝ １６ ＝ １２Ｍ ＋ ４ｍ(２ＳＡＴ)ꎬ第 ４ 、８
号为中部着丝点染色体ꎬ其余的是正中部着丝点染

色体ꎬ第 ８ 对染色体带有随体(图 １)ꎬ核不对称系数

为 ５０ ８３％ ꎬ染色体相对长度变化范围为 ８ ５５％ ~
１６ １８％ (表 １)ꎬ最长染色体与最短染色体的比值为

１ ８９ꎬ臂比﹥ ２ 的染色体数目的百分比为 ０ꎬ核型属

１Ａ 型(表 ２)ꎮ
硬枝万年荞体细胞染色体数目为２ｎ ＝ １６ꎬ核型公

式为 ２ｎ ＝ ２ｘ ＝ １６ ＝ １６Ｍꎬ所有的染色体都为正中部

着丝点染色体 (图１)ꎬ核不对称系数为 ５０％ꎬ染色体相

对长度变化范围为 １０ ０２％ ~１６ ５６％(表 １)ꎬ最长染色

体与最短染色体的比值为 １ ６５ꎬ臂比﹥ ２ 的染色体数

目的百分比为 ０ꎬ核型属 １Ａ 型(表 ２)ꎮ

６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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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荞麦种染色体类型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染色体序号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Ｎｏ.

相对长度(％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Ｓ ＋ Ｌ ＝ Ｔ

Ｓ　 　 　 　 Ｌ　 　 　 　 　 Ｔ　

臂比 ＡＲ
Ａｒｍ ｒａｔｉｏ
(Ｌ / Ｓ)

类型

Ｔｙｐｅ

甜荞近缘种

Ｆ.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ｓｓｐ. 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ｉｓ
１ ８ ０９ ８ ０９ １６ １８ １ ００ Ｍ

２ ７ ４１ ７ ４１ １４ ８２ １ ００ Ｍ
３ ７ ０２ ７ ０２ １４ ０４ １ ００ Ｍ
４ ６ ６３ ６ ８２ １３ ４５ １ ０３ ｍ
５ ６ ３４ ６ ３４ １２ ６８ １ ００ Ｍ
６ ５ ５６ ５ ５６ １１ １２ １ ００ Ｍ
７ ４ ５８ ４ ５８ ９ １６ １ ００ Ｍ

∗８ ３ ５４ ５ ０１ ８ ５５ １ ４２ ｍ

硬枝万年荞

Ｆ.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１ ８ ２８ ８ ２８ １６ ５６ １ ００ Ｍ

２ ７ ３０ ７ ３０ １４ ６０ １ ００ Ｍ
３ ６ ４３ ６ ４３ １２ ８６ １ ００ Ｍ
４ ６ ２１ ６ ２１ １２ ４２ １ ００ Ｍ
５ ５ ８８ ５ ８８ １１ ７６ １ ００ Ｍ
６ ５ ６６ ５ ６６ １１ ３２ １ ００ Ｍ
７ ５ ２３ ５ ２３ １０ ４６ １ ００ Ｍ
８ ５ ０１ ５ ０１ １０ ０２ １ ００ Ｍ

疏穗小野荞

Ｆ. ｌｅｐｔｏｐｏｄｕｍ ｖａｒ. ｇｒｏｓｓｉｉ
１ ８ ３７ ８ ３７ １６ ７４ １ ００ Ｍ

２ ７ ６４ ７ ６４ １５ ２８ １ ００ Ｍ
３ ６ ９１ ６ ９１ １３ ８２ １ ００ Ｍ
４ ６ １８ ６ １８ １２ ３６ １ ００ Ｍ
５ ６ １０ ６ １０ １２ ２０ １ ００ Ｍ
６ ５ ８５ ５ ８５ １１ ７０ １ ００ Ｍ
７ ５ ２０ ５ ２０ １０ ４０ １ ００ Ｍ

∗８ ３ ３６ ４ １４ ７ ５０ １ ２３ ｍ

细柄野荞

Ｆ. ｇｒａｃｉｌｉｐｅｓ
１ ４ ４９ ４ ４９ ８ ９８ １ ００ Ｍ

２ ４ １３ ４ １３ ８ ２６ １ ００ Ｍ
３ ３ ６２ ３ ６２ ７ ２４ １ ００ Ｍ
４ ３ ３７ ３ ３７ ６ ７４ １ ００ Ｍ
５ ３ ３２ ３ ３２ ６ ６４ １ ００ Ｍ
６ ３ １６ ３ １６ ６ ３２ １ ００ Ｍ
７ ３ ０６ ３ ０６ ６ １２ １ ００ Ｍ
８ ３ ０１ ３ ０１ ６ ０２ １ ００ Ｍ
９ ２ ９６ ２ ９６ ５ ９２ １ ００ Ｍ
１０ ２ ９６ ２ ９６ ５ ９２ １ ００ Ｍ
１１ ２ ８６ ２ ８６ ５ ７２ １ ００ Ｍ
１２ ２ ８１ ２ ８１ ５ ６２ １ ００ Ｍ
１３ ２ ７６ ２ ７６ ５ ５２ １ ００ Ｍ
１４ ２ ７０ ２ ７０ ５ ４０ １ ００ Ｍ
１５ ２ ５５ ２ ５５ ５ １０ １ ００ Ｍ
１６ ２ ２４ ２ ２４ ４ ４８ １ ００ Ｍ

７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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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续)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染色体序号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Ｎｏ.

相对长度(％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Ｓ ＋ Ｌ ＝ Ｔ

Ｓ　 　 　 　 Ｌ　 　 　 　 　 Ｔ　

臂比 ＡＲ
Ａｒｍ ｒａｔｉｏ
(Ｌ / Ｓ)

类型

Ｔｙｐｅ

齿翅野荞

Ｆ. ｇｒａｃｉｌｉｐｅｓ ｖａｒ. ｏｄｏｎｔｏｐｔｅｒｕｍ
１ ４ ９２ ４ ９２ ９ ８４ １ ００ Ｍ

２ ４ ５７ ４ ５７ ９ １４ １ ００ Ｍ

３ ３ ８７ ３ ８７ ７ ７４ １ ００ Ｍ

４ ３ ７２ ３ ７２ ７ ４４ １ ００ Ｍ

５ ３ ３７ ３ ３７ ６ ７４ １ ００ Ｍ

６ ３ ２７ ３ ２７ ６ ５４ １ ００ Ｍ

７ ３ １２ ３ １２ ６ ２４ １ ００ Ｍ

８ ３ ０７ ３ ０７ ６ １４ １ ００ Ｍ

９ ２ ９１ ２ ９１ ５ ８２ １ ００ Ｍ

１０ ２ ８６ ２ ８６ ５ ７２ １ ００ Ｍ

１１ ２ ７６ ２ ７６ ５ ５２ １ ００ Ｍ

１２ ２ ７１ ２ ７１ ５ ４２ １ ００ Ｍ

１３ ２ ６６ ２ ６６ ５ ３２ １ ００ Ｍ

１４ ２ ４１ ２ ４１ ４ ８２ １ ００ Ｍ

１５ ２ １１ ２ １１ ４ ２２ １ ００ Ｍ

∗１６ １ ４４ １ ９０ ３ ３４ １ ３２ ｍ

Ｍ:正中部着色点染色体ꎻｍ:中部着丝点染色体ꎻ∗:染色体有随体

Ｍ:ｍｅｄｉａｎ ｐｏｉｎｔꎬｍ:ｍｅｄ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ꎬ∗: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ｓ

表 ２　 荞麦野生种的核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Ｋａｒｙｏ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核型公式

Ｋａｒｙｏｔｙｐ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

核不对

称系数(％)
Ａｓ. Ｋ

染色体

长度比

Ｌｔ / Ｓｔ

臂比 > ２ 的染色

体数目的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Ｒ >２

核型类型

Ｋａｒｙｏｔｐｅ ｔｙｐｅ

甜荞近缘种

Ｆ.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ｓｓｐ. 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ｉｓ
２ｎ ＝ ２ｘ ＝ １６ ＝ １２Ｍ ＋４ｍ(２ＳＡＴ) ５０ ８３ １ ８９ ０ １Ａ

硬枝万年荞

Ｆ.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２ｎ ＝ ２ｘ ＝ １６ ＝ １６Ｍ ５０ ００ １ ６５ ０ １Ａ

疏穗小野荞

Ｆ. ｌｅｐｔｏｐｏｄｕｍ ｖａｒ. ｇｒｏｓｓｉｉ
２ｎ ＝ ２ｘ ＝ １６ ＝ １４Ｍ ＋２ｍ(２ＳＡＴ) ５０ ３９ ２ ２３ ０

１Ｂ

细柄野荞

Ｆ. ｇｒａｃｉｌｉｐｅｓ
２ｎ ＝ ４ｘ ＝ ３２ ＝ ３２Ｍ ５０ ００ ２ ００ ０ １Ｂ

齿翅野荞

Ｆ. ｇｒａｃｉｌｉｐｅｓ ｖａｒ. ｏｄｏｎｔｏｐｔｅｒｕｍ
２ｎ ＝ ４ｘ ＝ ３２ ＝ ３０Ｍ ＋２ｍ(２ＳＡＴ) ５０ ２３ ２ ９５ ０ １Ｂ

ＳＡＴ:染色体有随体　 ＳＡＴ: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ｓ

　 　 疏穗小野荞麦体细胞染色体数目为２ｎ ＝ １６ꎬ核型

公式为２ｎ ＝ ２ｘ ＝ １６ ＝ １４Ｍ ＋ ２ｍ(２ＳＡＴ)ꎬ第８ 号为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ꎬ其余的是正中部着丝点染色体ꎬ第
８ 对染色体带有随体(图 １)ꎬ核不对称系数为 ５０ ３９％ꎬ
染色体相对长度变化范围为 ７ ５０％ ~１６ ７４％(表 １)ꎬ
最长染色体与最短染色体的比值为 ２ ２３ꎬ臂比﹥ ２ 的

染色体数目的百分比为 ０ꎬ核型属 １Ｂ 型(表 ２)ꎮ

细柄野荞体细胞染色体数目为 ２ｎ ＝ ３２ꎬ核型公

式为 ２ｎ ＝ ４ｘ ＝ ３２ ＝ ３２Ｍꎬ所有的染色体都是正中

部着丝点染色体 (图 １)ꎬ核不对称系数为 ５０％ꎬ染色

体相对长度变化范围为 ４ ４８％ ~８ ９８％ (表 １)ꎬ最长

染色体与最短染色体的比值为 ２ ００ꎬ臂比﹥ ２ 的染色

体数目的百分比为 ０ꎬ核型属 １Ｂ 型(表 ２)ꎮ
齿翅野荞体细胞染色体数目为２ｎ ＝ ３２ꎬ核型公式

８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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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２ｎ ＝ ４ｘ ＝ ３２ ＝ ３０Ｍ ＋ ２ｍ(２ＳＡＴ)ꎬ第 １６ 号为中

部着丝点染色体ꎬ其余的是正中部着丝点染色体ꎬ第 １６
对染色体带有随体(图１)ꎬ核不对称系数为５０ ２３％ꎬ染

色体相对长度变化范围为 ３ ３４％ ~９ ８４％(表 １)ꎬ最长

染色体与最短染色体的比值为 ２ ９５ꎬ臂比﹥ ２ 的染色

体数目的百分比为 ０ꎬ核型属 １Ｂ 型(表 ２)ꎮ

图 １　 荞麦染色体照片(左)、核型模式图(右)和核型图(下)
Ｆｉｇ. １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 ( ｌｅｆｔ)ꎬ ｋａｒｙｏｔｙ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ｋａｒｙｏｔｙｐｅ (ｂｏｔｔｏｍ)

３　 讨论

３ １　 荞麦野生种的核型特征

通过核型研究表明ꎬ这 ５ 个荞麦野生种的染色

体基数都为 ８ꎬ染色体组为对称型染色体ꎬ这与

Ｙ. Ｄｏｉｄａ [１９]报道的结果一致ꎮ 其中甜荞近缘种、硬
枝万年荞、疏穗小野荞都为二倍体ꎬ细柄野荞和齿翅

野荞为四倍体ꎮ 本研究发现甜荞近缘种为二倍体ꎬ
有 １ 对随体染色体ꎬ这与甜荞的核型相近[２０￣２１]ꎮ
Ｘ. Ｙ. Ｙａｎｇ 等[９]认为细柄野荞的核型公式为 ２ｎ ＝ ４ｘ
＝３２ ＝ ３０Ｍ ＋２ｍꎬ核型属于 ２Ｂ 型ꎬ但刘建林等[１０]通

过对细柄野荞麦进行核型分析研究认为细柄野荞麦

的核型公式为 ２ｎ ＝ ４ｘ ＝ ３２ ＝ ３２Ｍꎬ本研究认为细柄

野荞的核型公式为 ２ｎ ＝ ４ｘ ＝ ３２ ＝ ３２Ｍꎬ核型属于 １Ｂ

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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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ꎬ这与后者的结果相一致ꎮ 通过形态学研究发现

齿翅野荞和细柄野荞亲缘关系较近ꎬ形态特征相近ꎬ
只是齿翅野荞比细柄野荞多了粉红色的果翅[２２]ꎬ通
过对细柄野荞和齿翅野荞的核型分析比较发现ꎬ虽
然细柄野荞和齿翅野荞的核型参数相近且核型均属

于 １Ｂ 型ꎬ但是齿翅野荞比细柄野荞多了 １ 对随体ꎬ
有 １ 对中部着丝点染色体ꎮ 本研究发现硬枝万年荞

和疏穗小野荞都为二倍体ꎬ且它们的核型参数与其

他荞麦野生种不同ꎬ在观察硬枝万年荞的染色体数

目时发现ꎬ硬枝万年荞的根尖细胞同时存在二倍体

和四倍体细胞ꎬ且二倍体细胞较多ꎬ从核型公式发

现ꎬ硬枝万年荞染色体组最对称ꎬ罗定泽等[２３] 通过

对硬枝万年荞研究发现ꎬ硬枝万年荞具有丰富的遗

传变异ꎮ 故硬枝万年荞是比较独特的荞麦野生种ꎮ
３ ２　 荞麦野生种的进化地位

Ｇ. Ｌ. Ｓｔｅｂｂｉｎｓ[２４]认为高等植物核型进化的基本

趋势是由对称向不对称发展ꎬ在系统演化上处于比较

古老或原始的植物ꎬ往往具有较对称的核型ꎻ不对称

的核型通常出现在较进化或特化的植物中ꎮ 本研究

发现二倍体野生荞麦中ꎬ硬枝万年荞的核型是最对称

的ꎬ染色体都为正中部着丝点染色体ꎬ核型为 １Ａ 型ꎬ
甜荞近缘种有 ２ 对中部着丝点染色体ꎬ其余的是正中

部着丝点染色体ꎬ且有 １ 对随体染色体ꎬ核型也为 １Ａ
型ꎬ疏穗小野荞麦有 １ 对中部着丝点染色体ꎬ其余的

是正中部着丝点染色体ꎬ且有 １ 对随体染色体ꎬ核型

为 １Ｂ 型ꎮ 同时ꎬ核型不对称系数是反映染色体对称

与否、进化与否的另一个参数指标[２５]ꎬ在二倍体荞麦

中ꎬ甜荞近缘种的核型不对称系数最大为 ５０ ８３％ꎬ硬
枝万年荞的核型不对称系数最小为 ５０％ꎬ从这些参

数看则硬枝万年荞在进化上处于较为原始的物种ꎬ甜
荞近缘种为较进化的物种ꎮ 四倍体野生荞麦中细柄

野荞和齿翅野荞的核型都为 １Ｂ 型ꎬ并且细柄野荞的

核型比齿翅野荞较对称ꎬ齿翅野荞的核型不对称系数

要比细柄野荞的高ꎬ从这些参数发现齿翅野荞是比细

柄野荞相对要进化的四倍体物种ꎮ
我国现有的荞麦种质资源丰富ꎬ但是对其染色

体核型分析较少ꎬ且都集中在栽培种甜荞和苦荞的

研究ꎬ本研究分析了 ５ 个荞麦野生种的核型ꎬ发现荞

麦野生种的染色体基数为 ８ꎬ有二倍体和四倍体野

生荞麦ꎮ 通过比较分析ꎬ硬枝万年荞在进化地位上

比较原始ꎬ齿翅野荞为比细柄野荞较进化的四倍体

荞麦野生种ꎮ 通过一定的核型参数分析ꎬ初步推断

出它们的进化关系ꎬ为荞麦的起源和进化提供了一

定的科学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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