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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分类学关系。从幼苗形态特征、花程式、染色体数目和长度、

花粉形态、干种子和幼苗茎过氧化物酶同工酶酶谱以及杂交亲和性进行了比较研究 ,结果表明:

黄花芥蓝和白花芥蓝在分类学上是属于芥蓝种的两个栽培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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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芥蓝又称芥兰 ,十字花科芸薹属一二年生草本 ,甘蓝类蔬菜之一 ,在分类学上有两种不

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芥蓝是芸薹属的一个种 ,学名为 Brassica alboglabra ( Bailey, 1992;杨

萍等 , 1988) ;另一种认为芥蓝是甘蓝的一个变种 ,学名为 Brassica oleracea va r. alboglabra

( Ya rnell, 1956;王晓蕙等 , 1987)。
芥蓝原产中国南部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 1956)。最早对芥蓝进行分类学研究的

是 Bai ley ( 1922) ,他把从广州获得的开白花的芥蓝进行观察 ,把芥蓝开白花作为主要特征之

一 ,与开黄花的其它甘蓝类相区别 ,而把芥蓝定为一个种。以后的研究者对芥蓝形态特征的
认识和描述都是以 Bailey( 1922; 1930)的研究为依据。实际上 ,芥蓝不仅有开白花 ,还有开黄

花的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 1956;辞海编辑委员会 , 1980) ,前者称为白花芥蓝 ,后者

称为黄花芥蓝。因此 ,当时 Bailey对芥蓝的认识和描述并不全面。这样 ,在分类学上就产生

白花芥蓝与黄花芥蓝的关系问题以及黄花芥蓝与其它甘蓝类的关系问题。弄清它们的分类
学关系 ,可以确定其分类学位置 ,还对芥蓝和其它甘蓝类蔬菜的育种工作有参考指导意义。
本文报道白花芥蓝与黄花芥蓝的分类学关系的研究结果。

1　材料和方法

白花芥蓝选用广州的地方品种“登峰中迟芥蓝” ,黄花芥蓝为“南宁黄花芥蓝”。
1. 1　幼苗形态特征观察

播种后幼苗具 4～ 5片真叶时 ,对子叶和叶片的主要形态特征进行观察记录。
1. 2　花程式分析

在开花时选有代表性的花朵进行解剖 ,写出花程式。
1. 3　染色体数目观察和长度测量

用去壁低渗法 (陈瑞阳等 , 1982)制备有丝分裂中期染色体标本 ,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的

染色体数目 ,并选 10个细胞测定各染色体的长度 ,计算出相对长度。
1. 4　花粉形态观察

新鲜花粉的制备用醋酸酐分解法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形态室孢粉组 , 1960) ,用扫描

电镜观察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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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干种子和幼苗茎过氧化物酶同工酶酶谱的分析

参照张龙翔等 ( 1981)的方法 ,用垂直板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分离胶浓度 7% ,电极缓冲

液 pH8. 9,采用联苯胺-愈创木酚法染色。
1. 6　杂交亲和性研究以及杂交 F1代花色表现观察

把亲本分期播种 ,以使父母本花期相遇。母本花朵在开放前去雄 ,花粉采自当天开放的

花朵。授粉后用硫酸纸袋套住母体花枝 ,以防自然杂交。对黄花芥蓝和白花芥蓝进行正交和
反交。第二年再把杂交种子进行播种 ,观察其花色表现。

2　结果与分析

2. 1　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的幼苗形态特征
表 1　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幼苗主要形态特征比较

种类 子叶全形 下胚轴颜色 茎色 叶色 叶形 叶尖 叶缘 叶耳 叶片刺毛

黄花芥蓝 心形 浅紫 绿 绿 椭圆 钝尖 波状 无 无

白花芥蓝 心形 浅紫 绿 绿 椭圆 钝尖 波状 无 无

从表 1可看出 ,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幼苗的主要形态特征相同。
2. 2　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的花程式

根据观察 ,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都属于总状花序。解剖花器官结构发现 ,两者具有相同

的花程式 ,其花程式为:

　　　　　　* 　 Ca2+ 2Co2+ 2A2+ 4G( 2 1- 2)

2. 3　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的染色体数目和长度

根据镜检结果 ,黄花芥蓝和白花芥蓝的染色体数目均为 2n= 18,与前人对芥蓝的研究

结果一致。黄花芥蓝中期染色体的长度为 ( 1. 18± 0. 10)～ ( 2. 53± 0. 48)μm ,白花芥蓝的为

( 1. 24± 0. 15)～ ( 2. 63± 0. 5)μm;黄花芥蓝的单倍体染色体组染色体总长度为 ( 15. 12±
2. 11)μm,白花芥蓝的为 ( 15. 89± 1. 71)μm。从表 2可看出 ,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各条相对应

的染色体相对长度接近 ,而与王晓蕙等 ( 1987)报道的芥蓝略有差别 ,这是由于品种的不同所

致。
表 2　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的染色体相对长度

染色体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黄花芥蓝 16. 7 13. 9 13. 0 11. 2 10. 5 9. 8 8. 9 8. 2 7. 8

白花芥蓝 16. 6 13. 7 12. 2 11. 8 10. 7 10. 1 9. 0 8. 2 7. 8

图 1　黄花芥蓝 (左 )与白花芥蓝 (右 )的花粉赤道观 (× 6 200)

2. 4　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的芬粉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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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镜检结果和图 1看到 ,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的花粉大多数为长球形 ,少数近球形 ;具 3

沟 ,沟细长 ;外壁表面具清楚的网状雕纹 ,风眼近圆形或椭圆形或不规则多边形。两者花粉形

态特征无差别 ,且与十字花科植物的花粉形

态特征相似 ,而与杨萍等 ( 1988)对芥蓝花粉

的形态特征描述明显不同。

2. 5　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干种子和幼苗茎

过氧化物酶同工酶酶谱比较

　　如图 2所示 ,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干种子

过氧化物酶同工酶酶谱完全相同 ,都只有一

条窄而深的酶带。在幼苗茎的酶谱上 ,黄花芥

蓝和白花芥蓝都有 4条位置相同的酶带 ,其中

黄花芥蓝的第 2和第 3条酶带的颜色比白花芥

兰的浅 ,第 4条酶带的宽度比白花芥蓝的略

小。

2. 6　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的杂交亲和性和

杂交 F1代花色表现

干种子　　　幼苗茎

(左为黄花芥蓝 ,右为白花芥蓝 )

图 2　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的过氧化物

酶同工酶酶谱

表 3　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的杂交亲和性

杂交组合 杂交花朵数 结果花朵数 结果率 / (% ) 每果种子粒数

黄花芥蓝×白花芥蓝 108 108 100 8～ 30

白花芥蓝×黄花芥蓝 133 133 100 10～ 26

从表 3可看出 ,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无论正交还是反交 ,其结果率均为 100% 。这说明两

者之间有极强的亲和性。
表 4　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杂交 F1代植株的花色表现

杂交组合 F1 播种粒数 种子发芽率 / (% ) 开白花株数 开黄花株数

黄花芥蓝×白花芥蓝 250 100 250 0

白花芥蓝×黄花芥蓝 250 100 250 0

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连续 3代都是自交留种 ,其基因是纯合的。从表 4看出 ,黄花芥蓝与

白花芥蓝无论是正交还是反交 ,其杂交 F1代值株花色均为白色。这说明控制芥蓝花色的基

因 ,白色为显性 ,黄色为隐性。

3　结论

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在分类学上是属于什么关系、从形态学来看 ,两者除花瓣颜色不同

外 ,其幼苗形态特征、花程式和花粉形态特征完全相同 ;从细胞学来看 ,两者的染色体数目均

为 2n= 18,相对应的染色体相对长度接近 ;从生物化学来看 ,两者干种子的过氧化物酶同工

酶酶谱完全相同 ,幼苗茎的酶谱差异很小 ,酶是基因的产物 ,说明两者的亲缘关系极为密切 ;

从遗传学来看 ,两者无论是正交还是反交 ,杂交结果率和杂交种子发芽率都达到 100%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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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亲和性极强 ,而其中控制白花的基因为显性。据此认为 ,黄花芥蓝与白花芥蓝在分类

学上是属于芥蓝种的两个栽培品种 ( cultiv 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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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XONOM IC REL ATION BETW EEN YELLOW- FLOW ER

CHIN ESE KALE AND W HIT E- FLOW ER CHIN ESE KALE

Liu Hai tao Guan Peicong

( Dept. of Ho rticulture, South China Ag r. Univ . , Guang zhou, 510642)

Abstract

The taxonomic relation betw een yel low -flow er Chinese kale and w hi te-f low er Chinese kale

w as studied. The compa ra tiv e studies w ere made in the mo rpholog y of seedlings and

pollen, the fo rmula f loris, the number and leng th of ch romosomes, the peroxidase

isozyme pa t terns of do rmant seeds and stem of seedlings and the frui ting rate o f cro ss. It

w as show ed that yellow f low er Chinese kale and w hi te-f low er Chinese kale w ere the tw o

cultiva rs o f Brassica alboglabra in taxonomy.

Key words yellow -flower Chinese kale; w hi te-flow er Chines kale; tax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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