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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腺小连翘的分泌结构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 生物系 (金华 312 0 0) 4

西北大学植物研究所

吕洪 飞
’

刘 文哲 胡正海

摘 要 密腺 小连翘的 主要药用成 分 由其分泌结构 产生和贮存
。

各类器官 的解剖学研 究表明
:

其

分泌结构根据形态结 构特 点可分分泌细 胞 团和分 泌囊 (道 )两 类
,

前 者含 金丝桃 素等
,

后 者含挥 发

油
,

并 指出 了两类分 泌结构在各 器官的分布位置和 密度
,

为此 种药用植物 的开发利用提供 了依据
。

关键词 密腺小连翘 分 泌结构 金丝桃 素

金 丝桃 属 (月护 e ir cu m L
.

) 植 物我 国约

有 55 种 8 亚种
,

其 中约有 1/ 3 的种类在民 间

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川
。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

该

属植物所含的金丝桃素具有抗抑郁比
’ 〕

,

抑制

中枢神经川
,

抗病毒圈和增强免疫功能困
,

而

所含的黄酮
、

黄酮醇和黄烷醇类则具有抗炎
、

抗 病毒
、

收敛止血
、

止泻等功能川
,

从而引起

医学界的重视
。

据报道该属植物的分泌结构

是 药用成分 的主要分部部位
,

其金丝桃素存

在于分泌细胞团内阁
。

关于该属植物的分泌

结构
,

国外仅对个别种的叶中分 泌结构有过

报道川
,

尚未见 系统研究
。

密腺小连翘 H
.

s e -

ln’ a w in “ M ax im
.

广泛分布于我 国长江 以南

各省区
,

民间长期用于调经和消肿解毒等
。

我

们对其分泌结构的类型
、

各器官中的分布和

密度等进行系统研究
,

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此

类药用植物提供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实验材料密腺小连翘的根
、

茎
、

叶
、

花 (花

尊
、

花瓣
、

花药
、

花丝 )和果实等采 自浙江省金

华市双龙风景区 内
。

1
.

1 透 明材料及 F A A 固定材料观察
:

取植

株 中 部 的 成 熟 叶 片 及 苞 片 的 花 警 用 5%

N a O H 水溶液 6 0
0

C 透明 1
.

3 h
,

清水冲洗 ;取

F A A 固定 的花瓣
,

用 1%番红染 色
,

甘油胶

封片
。

日本产 O ly m p
u S 显微镜观察并摄影

。

直径和密度测量都 以 10 片叶的平均值计
。

1
.

2 石 蜡切片
:

取各 种器官
,

分割成 0
.

2一

0
.

5 c m 大小的小块或小段
,

用 F A A 固定
,

酒

精系列脱水
,

石蜡包埋
,

切片厚度 6 拜m
,

番

红
一

固绿染色
。

o ly m p u s 显微观察并摄影
。

1
.

3 组织化学试验
:

徒手切片分别用苏丹黑

和 5% N a O H 溶液染色
,

O l y m p u s 显微镜观

察
。

2 结果

根据密腺小连翘 的根
、

茎
、

叶
、

花和 果实

的纵
、

横切片观察
,

其各类器官 中都存在分泌

囊 (道 )
,

而 叶
、

苞片
、

花尊
、

花瓣及雄蕊的花药

中
,

除具 有分泌囊 (道 ) 外
,

还存 在分泌细胞

团
。

分泌囊在纵
、

横切片上都呈近圆形
,

其结

构为数个上皮细胞包 围着 中央 的腔隙
,

其外

有 1一 3 层鞘细胞包 围 ( 图 1
一

1 )
,

有的缺鞘细

胞
,

此外
,

还可见其分泌腔呈长形管道 ( 图 1
-

2
,

3 )
。

分泌细胞团的结构也由 1一 3 层鞘细胞

包围
,

但其 内为呈圆形的一团分泌细胞
,

分泌

细胞 间未形成腔道 ( 图 1
一

1
,

4)
。

上述二类分

泌 结构 在 透 明的成 熟 叶片上 可见
,

分 泌囊

(道 )呈透 明的腺点或管道
,

而分泌细胞团则

`
吕

黔
es
贫号摺几豁穿劣翁军黯留盟磊豁豁绍窟篓贯彝锡儡

学研究
,

曾参力。和主持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和 省级科研基 金项 目多项
,

在省级 以上刊物上发 表论 文 30 余篇
,

其 中 1 篇为 E L 索引
,

2 篇为 B A 索引
。

其 中 2 篇获浙
汀省 白扶 秘受 徐吞诊幸一 等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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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 为 55 一 90 拼m
,

鞘细胞 1一 3 层
,

其 中位

于叶片基部的分泌细胞 团微突 出叶缘 ( 图 1
-

5 )
。

2
.

2 苞片和花尊
:

苞片中具有分泌道和分泌

细胞 团
。

分泌道分布于苞片中部
,

成二列位于

主脉两侧
。

分泌细胞团仅分布于苞片边缘
。

花警 内也 存在 分泌 囊 (道 ) 和分 泌细 胞

团
。

分泌囊分布于近边缘或尊片的上半部
,

分

泌道 则分布于曹片中间
,

分泌腔直径为 20 一

50 拼m
,

上皮细胞 4一 6 个
,

鞘细胞 1 层 ; 而韧

皮部中分泌道直径为 10 一 20 拜m
,

上皮细胞 4

个
,

无鞘细胞
。

分泌细胞团主要分布于粤片 中

上部的边缘
,

直径为 60 ~ 90 拜m
,

鞘细胞 1一 2

层
,

在其基部偶见有突 出粤缘的分泌细胞团

(图 l
一

6 )
。

2
.

3 花瓣
:

花瓣 中也存在这两类分 泌结构
。

分泌道分布于脉间的近下表皮处
,

其 分泌腔

直径为 15 一 4 0 拜m
,

而分 布于韧皮部 中的分

泌道直径为 10 一 15 拜m
。

分泌细胞团主要分

布在花瓣的上部边缘
,

多数突出边缘
,

直径为

5 0一 7 0 拜m
,

鞘细胞 1 层 (图 1
一

8 )
。

2
.

4 果实
:

果皮 内密布有分泌道 (囊 )
,

横切

面上排成一轮
,

分泌腔直径为 30 ~ 65 拌m
,

腔

间距为 1 05 拼m
,

而韧皮部的分泌道的腔径为

20 一 50 拼m
,

两者的上皮细胞均为 4 个
,

无鞘

细胞 (图 1
一

9)
。

其花柱外表分布有少数的分

泌细胞团
。

2
.

5 茎
、

根
、

花 丝
,

花药
:

茎
、

根
、

花丝的韧皮

部 中均具分 泌道 ( 图 1
一

2 )
,

花药具分 泌细胞

团
,

直径为 5 0一 1 2 0 拜m
,

位于药隔上方 ( 图 1
-

1 0 )
。

3 总结和讨论

根据我们 的观察
,

密腺小连翘体 内的分

泌结构
,

按其结构特点可 以分为分泌细胞团

和分泌囊 (道 )两类
。

据研究报道
,

其金丝桃素

主要 由分 泌细胞 团产生和贮存阁
,

而分 泌囊

(道 ) 则产生 和贮存 挥 发油
。

用苏丹 黑
,

5%

N a O H 二种组织化学试验 l0E 〕也表明
,

分泌细

胞 团 中贮 存 蔡骄 二 葱酮 类物 质
,

而分 泌 囊

(道 ) 内贮存脂类物质
。

两类分泌结构在密腺小连翘的各器官中

的分布和数量的观察统计 表明
,

其分泌细胞

囊 (道 )分 布于植物体的各个器官中
,

主要存

在于维管束的韧皮部 内
。

其分泌细胞团仅分

布于 叶
、

苞 片
、

花尊
、

花瓣和雄蕊 的花药等叶

性器 官中
,

多存在于上述叶性器官边缘的薄

壁组织内
。

其 中
,

叶片数量最多
,

花瓣次之
,

苞

片和花尊较少
,

而每个花药中仅一个
。

关于上

述结构特点
,

在该属贯 叶连翘 H
.

ba Ze a ir cu m

L
.

的叶和花瓣的解剖研究中曾有报道图
。

但

是
,

该属同组的元宝草 H
·

s a m a s o n i i H a n c e 、

小连翘 H
.

。 er c t u m T h u m b
.

e x M u r r a y
,

赶 山

鞭 H
.

at t en u a
ut m C h io s y 等我 国常见种 类

,

仅见 在分类特征描述 中简要提到
,

尚未见有

关分泌结构的系统报道
。

近年来
,

由于金丝桃素的制剂在 临床上

对多种疾病有显著疗效 〔 ,一 ’ 〕 ,

从 而对此类药

用植物的需求量 日增
。

目前
,

其原料植物主要

为贯 叶连翘
,

而对该属 的其它种类资源缺乏

研究开发
。

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为开发金丝桃

素的新资源以及确定合适 的采收部位和采收

期
,

保证药用植物 资源的持续发展
,

提供一定

的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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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在光合细菌开发中的应用△

安徽大学生物系 (合肥 2 3 0 0 39) 芙 荣
介

王怡平
` ’

洪旭华 程 丹

摘 要 在培养基中添加一 定浓度 的木瓜
、

括楼
、

女 贞子
、

郁金等 中草药 的浸 提液
,

可 明显促进光

合 细菌的生长
,

其中以括楼 的效果最 明显
。

某些 中草药除本身有一定 的抑菌作用外
,

还对光合细菌

的抑菌作用有一定程度 的提高
。

指 出在 水产养殖等实际应 用 中
,

添加某些 中草药既能促 进光合细

菌的生长
,

又可增强其 抑制其它细菌生 长的能力
。

关键词 光合细菌 中草药 促 生作用 抑 菌作用 生长 曲线

光合细菌是一类具有原始光能合成体系

的原核生物
,

在 自然界分布十分广泛
。

在不同

的 自然环境下
,

具有固氮
、

脱氮
、

固碳
、

硫化物

氧化等多种功能
。

光合细菌的菌体本身富含

蛋白质 ( 60 % 以上 )
、

维生素
、

辅酶及多种生理

活性 物质 〔̀ 一 “〕 ,

用它作饲料添加剂
,

能促进禽

畜及水生动物的生长
,

增强其抗病能力
。

目前

光合细菌在水产养殖中的研究应用
,

取得 了

显著的净化水质和增产效果闭
。

如何在短时

间低成本 的条件下
,

获得高浓度的高活性 的

光合细菌菌体
,

以适应生产实际的需要
,

是一

个迫切 的问题
,

我们选用几种较常见的中草

药
,

采 用红螺菌科 的 3 种菌的混合菌种
,

进行

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实验菌株
:

由本室从极 阳县东湖养殖场

池底沉积物分离获得
。

经鉴定为
:

荚膜红假单

胞菌 R h o d oP
s e u d o m o n a s c

aP
s u l a t a

,

球形红假

单胞 菌 RP
.s sP h ae or id es

,

沼泽 红假单 胞菌

尽户5
.

P a l u s t ir s 。

1
.

2 中草药浸提
:

试选 中草药包括木瓜
、

括

楼
、

女贞子
、

郁金
、

夏枯草
,

称重后加人 5 倍重

量的水
,

用砂锅在文火中煎 l h
,

过滤后即得

原液
,

1 1 5
O

C 灭菌 2 0 m i n
。

1
.

3 光 合 细 菌 生 长 的培 养 基
:
N a CI 1 9

,

C H
3
C O O N a 2 9

,

M g S O
、 ·

7 H
Z
O O

·

5 9
,

K H
Z
P O

` 0
.

5 9
,

酵 母 粉 1 9 ,

蒸 馏 水 1 0 0 0

m L
。

1
.

4 培养条件
:

分别在试管和 15 0 m L 的三

角烧瓶中进行 光合细菌 的培养
,

将一定量的

,
A d d r e s s

:

J i
a R o n g ,

B i o lo g y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A n h u i U n i v e r s i t y
,

H e f e i

荚 荣 女
,

讲师
。

1 9 8 9 年获南 京医科大学医学硕士学位
。

1 9 8 9 年 至今 在安徽大学生物系微生物教研室任教
,

主要从事
微生物学理论及微生 物应用的研究

。

先后参加 了农业部重点项 目
“
光合细 菌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

” ,

省 自然科学基金
“
木质素

降解微生物 的筛选及其在造纸制浆中的应用
”
课题

,

已发 表论文 6 篇
。

通讯联系人
△ 农业部重点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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