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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中华称猴桃的染色体观察

熊 治 廷

(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
,

武汉 峨3。。 7 4 )

摘要 对原产地位于赣鄂边界幕阜山地区的十二个大果型中华称猴桃优株或株系的染 色 体 数

目观察表明
.

这些栽培类型全部为四倍体
,

Z n 二 4 x = 1 1 6
。

讨论了染色体倍性与果实大小 的 关 系

及几种可能的育种方法
.

关键词 中华称猴桃 ; 栽培株系 ; 染色体数目 ; 四倍体

称猴桃是一种新兴冰果
。

新西兰已成功地从六倍体美味称猴桃培育出有很高商业价值的

优良栽培品种
。

近年来
,

国内广泛开展了野生称猴桃的引种驯化工作
,

已选育出大量优良单

株和株系
,

并已初步在生产中应用
。

与新西兰不同
,

国内选育出的许多优 良栽培类型属于软

毛种类
,

即中华称猴桃 A c t i n i d i a c h i o e n s f s

var
· c h i n e n s i s ·

它的染色体数 目
,

早年 B o w
-

d en 〔 . 的观察结果为 Z n 二 11 6
,

为四倍体
。

但近年来 国内有若干 报 道为 Z n 二 5 8[ “ , ’ ` “ 」
,

表 1 中华称猴桃十二个株系的若于形态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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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Z为武植 ( 武汉植物研究所 ) 的拼音

为二倍体
。

查清大果型优 良栽培类型是二倍休还是四倍体
,

对野生中华称猴桃的进一步开发

利用和遗传育种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

也是研究称猴桃物种形成与进化的重要基础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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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
,

C
,

D
,

G
,

H 和 I 为根尖细胞染色体
,

其余为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后期 I染色休
。

十二个优株或株系染色体数目全部为 Z n 二 1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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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 熊治廷
:
栽培中华易猴桃的染色体观察

文报道以野生中华称猴桃选育出的十二个栽培优株或株系的染色体观察结果
,

为称猴桃遗传

育种和物种形成研究提供细胞学资料
。

材 料 与 方 法

十二个栽培类型的原产地均在赣鄂边界的幕阜山地区 ( 湖北通山和江西武宁 )
。

选育种

的目标和方法参看文献 ( 3〕。

试材栽培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称猴桃种植园
。

染色体计数采用体细胞染色体观察和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观察
。

体细胞染色体计数方法

同文献〔的
,

减数分裂观察方法同文献〔5〕。
扣

结 果 与 讨 论

试材依形态分类标准
一

“ 均鉴定为中华称猴桃 A
· “ h如en : 沁 v ar

· 。
h坛邵5 15

。

有关形态

观测结果列于表 1
。

染色体观察结果示于图 1
。

其中 W Z 8 1一 2 1
,

W Z 8 1一 1
,

W Z 8 1一 1 1
,

W Z 8 0一 1 和 W Z

80 一 4为根尖细胞 染色体数 Z n 二 1 16
。

其余为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后期 I 染色体数 Zn = 1 16
。

因此
,

全部十二个栽培类型均为四倍体
。

对减数分裂终变期和中期 I 观察表明
,

绝大部分同

源染色体呈二价体构型
,

四价体稀见
。

在 目前资料基础上
,

无法判断这些栽培类型是同源四

倍体还是异源四倍体
。

根据表 1
,

四倍体中华称猴桃果实形状变化多样
,

从圆柱形到卵形各种形状皆有
,

但以

卵形为多
。

果肉颜色从 绿色到黄色呈一变异梯度
,

以黄色常见
。

在这两个性状上
,

四倍体中

华称猴桃与六倍体美味称猴桃有统计学上的差别 二̀
,

虽然二者之间肴一定程度的重 合
。

四

倍体中华称猴桃被软毛
,

与六倍体美味称猴桃区别明显
,

是两栽培种类的主要形 态 差 别 之

一
。

果实大小 ( 果重 ) 是最重要的育种目标之一
。

表 1 所列平均果童在曲克以 上
,

10 2克
。

四倍体中华称猴桃与水倍体美味称猴桃在果重这个性状上没有差异
〔” ` 」 。

最 高 达

但是不能

排除平均果重低于 65 克的四悟体中华称猴桃的存在
。

根据我们的经验丁大果型优株的有性繁
殖后代果实通常变小

,

虽
啼

多倍体重组变异机制有密切关系
。

这篙味着在野生状态下
,

四

倍体中华称猴桃的果实可能普遍小于栽培类型
。

这种情形使得广泛的野外调查和无性繁殖方

法成为目前四倍体中华称猴桃选育种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步骤
。

在预先未知染色体倍性的情况下
,

以果重作为主要标准在野生中华称猴桃群体中进行选
择 L. 三 ,

得到的优株无例外地为四倍体的事实
,

强有力地暗示二倍体中华称猴桃的果实在自然

界中从整体上可能小于四倍体类型
。

这意味着二者果实大小差异反映其间遗传基础的差异
。

虽然目前对两者的染色体组构成尚不清楚
,

有理由推测多倍化是四倍体中华称猴桃果实增大

的细胞遗传学机制或机制之一
。

换言之
,

中华称猴桃的染色体加倍与果实大型化之间可能存

在直接因果关系
。

如果实验证实这种推测是正确的
,

那么人工多倍化配合系统选育将是一条

新的有效育种途径
。

无籽称猴桃具有明显的商业市场价值
,

是育种工作者追求的 目标之一
。

从理论上说
,

中

华称猴桃种内同时存在二倍体和四倍体
,

为用常规杂交方法培育出保持该物种基本特性的三

倍体无籽类型提供了种质基础
。

但是
,

在实践中虽然杂交当代有可能结实
,

其三倍 体 F
:

代

通常是不育的
。

我们用四倍体中华称猴桃与二倍体毛花称猴桃 月
·

er `an ht a 有性杂交结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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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了这点 〔“ 、 . “
。

在中华称猴桃种内以二倍体与四倍体杂交产生三倍体
,

也有可能出现 高度

不育
。

在这种情况下
,

如何促使 F ; 代的子房发育成果实则是获得具有商业价值的无籽称 猴

桃栽培品种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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