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对所得数据的比较
,

可将桃属 7 种

植物花粉粒的体积排出一个由大到小的参考

顺序
:

框树 > 巴山枉 > 九龙山枉 > 日本框>

香楹 > 云南楹 > 长叶框
。

3 讨论

长叶楹的花粉体积远小于其它种花粉体

积
,

这一特征与长叶框同本属其它种在形态

上有较大差异 (长叶框叶比其它种约长 3 倍 )

相吻合
。

计算机图像分析技术所具有的将二维图

像参数转换为三维形 态数据的功能
,

是 自扫

描电镜对花粉表面定性观察后的又一次技术

进步
,

它为将来建立相应的系统数据提供了

一条有效的途径
。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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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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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倍发育过程的组织学研究

森昆胃赏晕
药用植物研究所 、 “ 100 09 4) 林余 “

`

“ 惠珍 陈 君

摘 要 五倍 子是我国特产
,

角倍产量占一半以 h
。

角倍在发育早期
,

死 亡率达 1/ 3 以
_

七
,

严重影

响产量
,

我们从组织学方面探讨了死亡原因
。

经过对角倍 早瘤的发生发育过程和叶片组织变化规

律的研究
,

证明虫瘦在发育早期的高死亡率是虫瘦发育不完善
,

虫瘦腔内环境受腔外自然环境直

接影响的结果
。

关键词 盐肤木 五倍子 发育 组织学

五倍子为我国特产
,

其主要成分靴酸是

医药
、

化工等行业的重要原料
。

已报道的五倍

子有 10 多种
〔`〕 。

商品五倍子中
,

角倍的数量

占一半以上
,

其靴酸含量高达 49
.

1% 〔2 〕 。

角倍系角倍蚜 S c h l e c h t e n d a l i a 认 i n e n s i s

( B e ll )寄生在漆树科植 物盐 肤木 R h u 、 动公

en lls is M ill
.

复叶上形成的虫瘦
。

近年来对角

倍的研究涉及倍蚜虫生物学
、

生态学
,

冬
、

夏

寄主繁殖方法
,

以及人工经营技术
〔3

,
` 〕 。

作者

对五倍子产 区的资源调查发现
,

角倍在雏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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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d

r e s s : L in Y u l i n
,

I n
s t i t u t e o f M e d i e i n a l P l a n t D e v e l o p m e n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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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l e a l e e s ,

C h i n e s e X i e h e

M e d i
e a l U r i i v e r s i t y

,

B e i j in g

林余霖 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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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7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

19 9 5 年获得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 医科大学药学硕士
学位

。

多年从事药用植物资源研究
,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 18 篇
。

其中《药用昆虫的开发利用
--

一 五倍子繁殖增产技术研究 》获
卫生部科技成果奖

。

参加编写的著作 5 部
,

为 《中国常用药用植物 ))( 中英文对照光盘版 ) 第
一

副 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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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头一个月 内
,

死亡率高达 30 %以上
,

而最初的一周内死亡数占死亡总数的一半以

上 〔 5〕 。

我们研究拟对虫瘦形成与发育过程中

叶组织畸形发育的组织学进行研究
,

探讨雏

倍死亡原 因
,

为提高雏倍存活率和角倍产量

提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取自陕西省山阳县葛条乡
,

每隔 1

周摘取倍子 l 次
,

F A A 固定
。

.1 2 石蜡切片观察
:

常规法川石蜡切片
,

片

厚 6 “ m 一 10 拜m
,

番红
一

固绿二重染色
,

光学

显微镜观察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盐肤木小叶的一般结构
:

盐肤木 叶片为

奇数羽状复叶
,

图 1 显示小叶横切面结构
。

小

叶上表皮细胞长方形
,

短轴垂直于叶表面
,

细

胞排列紧密
,

外面覆盖一层较厚的角质
,

上表

皮分布有稀疏单细胞表皮毛
。

下表皮细胞较

小
,

有致密的乳头状突起和较密的表皮毛
,

气

孔常分布在下表皮
。

栅栏组织紧接上表皮
,

由

1 层 ~ 2 层筒形细胞构成
,

细胞排列紧密
,

含

丰富的叶绿体
;
海绵组织与下表皮之间

,

细胞

不规则
,

排列疏松
,

具丰富的细胞间隙
,

含 叶

绿体
。

叶肉组织中分布着叶脉
,

中脉
、

侧脉
、

支

脉的结构互不相同
,

支脉由木质部和韧皮部

组成
,

中脉在木质部和韧皮部间有形成层
,

但

其活动十分微弱和有限
;
韧皮部中常可观察

到数个分泌道
。

式 口器
,

上颗及下颗的一部分特化成细长的

口针
。

口针在倍壁组织里包被有倍蚜虫分泌

的唾液鞘膜
,

鞘膜平均直径 5 拜m
,

经番红
一

固

绿染色染成红色
,

鞘膜粗细均匀或不均匀呈

念珠状
。

角倍壁组织上可观察到大量口针已

抽出
,

留下许多空唾液鞘膜 (图 2)
。

显微镜下

可以看到
,

角倍蚜虫的 口针顶端到达的位置

均 为倍子内腔的第一层维管组织的筛管分

子
,

这与大量鞘膜在倍壁上分布的位置一致
,

说明角倍蚜虫的取食部位为倍壁组织 内层的

筛管分子
。

酬酬酬

熟熟熟
目目

1
一

上表皮层 2
一

栅栏组织 3
一

海绵组织 4
一

下表皮层

5
一

木质部 6
一

韧皮部 7一乳汁道 8
一

表皮毛

图 l 盐肤木小叶横切面简图

2
.

2 角倍蚜虫口器与取食
:

角倍蚜虫具刺吸

1一蚜虫 口针 2
一

唾液鞘膜 3
一

木质部 4
一

韧皮部

5
一

乳汁道

图 2 角倍蚜取食及唾液鞘膜分布部位

2
.

3 角倍蚜营瘦过程中盐肤木叶组织的变

化
:

倍蚜虫在盐肤木复叶上固定取食
,

取食部

位一般选择小叶的中脉及侧脉旁或叶翅靠叶

轴处
。

被取食部位 向叶背隆起成囊
,

下表皮分

化出稠 密的表皮毛
,

囊 (雏倍 )分开 口部
、

颈部

和囊体
,

倍蚜虫在囊内壁 固定取食
。

囊口 部由

一舌片突起覆盖
,

是虫瘦发育初期十分重要

的保护组织
,

保护囊 内倍蚜虫
,

减少外界环境

的影响
。

舌片由一层表皮细胞和数层薄壁细

胞组成
,

无分生组织
,

该舌片在营瘦初期的 1

周内形成
,

后一直维持该性状直至角倍子成

熟爆裂 (图 3 )
。

2
.

4 成熟角倍倍壁组织结构
:

角倍呈菱角

形
,

具有若干不规则角状突起
,

成熟角倍于角

部开裂
,

角倍蚜虫 由此飞离寄主
。

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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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

蚜虫取食位置 B
一

营瘦 5dC
一

营痪 1 5d D
一

营瘦 0 3d

1
一

取食位置 2
一

雏倍颈腔内表皮毛 3
一

雏倍封 口舌片

4
一

叶脉

图 3角倍虫痪发育过程简图

成熟角倍壁厚 0
.

9 m m ~1
.

5m m
。

表皮

毛干直
,

皮层占倍壁的大部分
,

皮层中部细胞

椭圆形或近圆形
;
维管束多数

,

在倍壁上排成

4 轮 ~ 5 ( 6) 轮
;
乳汁道与维管束伴生

,

直径约

为 50 拌m (图 4 ) ;
倍子壁上角倍蚜虫的咏鞘膜

多
,

鞘膜直径约 6 拼m
。

1
一

表皮毛

5
一

倍子内腔

图 4

2
一

乳汁道 3一维管束 4
一

皮层薄壁组织

成熟角倍倍壁组织结构简图

2
.

5 角倍发育对倍蚜虫的保护
:

干母营瘦初

期
,

虫体体壁薄
,

干燥造成虫体失水或吸水虫

体膨涨常引起死亡
,

干母又是多种天敌的食

饵
,

而干母的发育正值多雨的春季
,

倍瘦提供

其躲避不 良环境的天然避居所
。

倍瘦形成初

期为一开 口 型囊体
,

干母在瘦内生活
,

囊 口舌

片覆盖和颈内浓密的表皮毛对瘦内小环境提

供有效的保护
; 同时囊体颈部分生组织状细

胞不断分裂
,

颈部通道四周凸长出细胞团
,

随

雏倍的发育细胞团增大
,

直至填满颈部内腔
,

1 个月后雏倍内腔为一完全密闭的空 间
,

最

大限度阻止外部环境对干母的威胁
。

角倍颈

部封闭程度与其发育全过程中死亡 比例的分

布情况一致
,

角倍发育全过程中死亡率达 1/

3
,

几乎全部 出现在营瘦初期的 1 个月 内
,

且

死亡 比例最高为营瘦初期的第 1 周
,

占死亡

总数的 1 2/
,

尔后的 3周逐渐减少
。

所以如何

提供辅助措施
,

减少雏期倍子受外界环境影

响程度
,

提高营瘦成功率是提高倍子产量最

为重要的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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