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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物质。植物细胞在诱导期，由

于生长素的作用，细胞代谢开始活化，启动植物细胞

脱分化的进行，因此在愈伤组织诱导阶段，生长素发

挥了重要作用，正交试验结果表明NAA对甘草愈

伤组织的诱导影响显著。植物细胞分裂素的作用是

使已经脱分化的细胞或细胞团保持有丝分裂，从而

使细胞团能够进行继代培养o]，在甘草细胞继代培

养过程中，6-BA的浓度变化对细胞相对生长速率影

响显著。因此，综合分析本试验的结果，选择2，4-D
圈1甘草胚根愈伤组织 1．0 mg／L+NAA 1．0 mg／L+6-BA 1．0 m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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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 0．3 mg／L为甘草愈伤组织诱导和继代的最佳
植物细胞进行脱分化(愈伤组织诱导)是一个复 谢音±日A

杂的生理生化过程，植物激素的作用极大，随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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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长卿地上部分扫描电镜的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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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徐长卿植株地上部分叶片、果实、种子等器官各部位的表面超微形态，为徐长卿植株品种鉴定

与生物学特性研究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技术进行观察。结果徐长卿植株叶片上，下表皮，内、外

果皮，种皮和花粉块表面的超微形态各异，并各具特征。结论各部位表面超微形态可作为徐长卿植株生物学特性

研究、药材与品种鉴定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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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长卿是山东省重要的道地药材，产量占全国

的大部分，来源于萝蘼摩科植物徐长卿Cynanchum

paniculatum(Bunge)Kitag．的干燥根及根茎，具有

祛风化湿、止痒止痛的功能“]。但商品药材通常为干

燥根、根茎或带根及根茎的全草，药用全草者又有小

苗徐长卿(一年生全草)和大苗徐长卿(二年生全草)

之分。丹皮酚是徐长卿的主要有效成分，并被作为药

材质量控制的指标口]。丹皮酚主要存在于徐长卿的

根及根茎中，地上茎叶、果实、种子、花中的量较低。

如果将地上部分作为药用部位必然会影响药材的内

在质量和临床用药剂量，有效成分的量也会远远低

于国家标准。目前有关徐长卿植株生物学特性的研

究报道较少，种质优选又是栽培生产过程中需要关

注的重要问题。为r系统研究徐长卿植株的生物学

特性，并为“徐长卿规范化种植研究”项目中种质优

选及药材鉴定积累资料，笔者采用扫描电镜技术对

徐长卿植株的叶片、果实、种子、花粉等部位进行_『

观察研究。

1材料

试验所用样品采自th东省蒙阴县徐长卿规范化

种植示范基地，经IIJ东中医药大学周凤琴教授鉴定，

确认为萝蘼科植物徐长卿(1．paniculalum

(Bumge)Kitag．的二年生植株。标本保存在⋯东中

医药大学药用植物标本室。

2方法

2．1取样：叶上、下表皮取自成熟叶片中部的中脉

两侧；果皮取自成熟果实中部的外果皮的内果皮；种

皮取自成熟种子中部的腹面两侧和背面隆起部位；

花粉块为开放花中的完整花粉块。

2．2扫描电镜样品制片：取上述各样品用石油醚、

丙酮、无水乙醇依次超声清洗，每次30 min．自然干

燥；花先经湿润，于解剖镜下将花粉块从合蕊柱中分

离，再经乙醇梯度脱水，下燥。将各样品的检测部位

，受面向上分别粘贴于样品托的双面胶带上，喷镀金

膜后，置扫描电镜(Jeol Superprobe 733，R本)下观

察、照相。

3结果

3．1Ⅱf片：为典型的两面叶。

3．1．1 上表皮：表皮细胞界限不清．无气孔。表面密

被角质层纹理，由细丝状角质条理编织而成，放大后

量绳索状。丝状角质条理分为七、下两层；基底层为

紧密编织结构，角质条纹与表皮细胞的外平周壁紧

密相贴，略显绳索状形态，呈纵横交错的编织状，条

纹的表面尚有疏密不等的颗粒状小突起；上层为疏

丝状结构，丝状角质条纹细长，相互搭接、纵横穿织

或上下交叉，又形成疏散的网状结构，网眼由细丝状

角质条纹编织环绕，呈不规则类方形、多角形或三角

形，大小不等。角质条纹略平直或自然弯曲，少数呈

细波状弯曲。见图1—1～3。

1～3叫片上表皮4～6一叶片F表皮7一花粉全形

8～9-花粉块1 0-着粉腺

1 3-epicuticle 4—6 hypodermis 7 pollen

8 9⋯pollen s 10 retinanulum

图1 徐长卿叶袭皮及花粉块表面超微形态

Fig．1 Exterior ultramorphology of C paniculatum

epidermis and pollen nla$s surface

3．1．2 下表皮：表皮细胞界限清晰。气孔密集，多为

不定式{气孔呈椭圆形或类圆形，孔缘较平滑，保卫

细胞外平周壁较粗糙，有颗粒状或短条状角质纹理；

副卫细胞和表皮细胞密被细丝状角质纹理。角质条

纹在表面构成细密的编织层；在表皮细胞的外平周

擘呈规律的纵横编织。形成密集的片状编织结构；在

两细胞闯，角质条纹较长，相互搭接，形成松散的疏

丝结构。角质条纹常呈细波状弯曲或曲折。见图1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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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果实：瞢荚果呈狭长纺锤形。

3．2．1外果皮：细胞界限不清晰。气孔较少，呈长圆

形，保卫细胞壁较平滑。表皮细胞角质层分为内外两

层}外层为薄片状，表面具稀疏的纵向皱折、徽细的

颗粒状突起和小孔洞．易呈片状剥落；内层为较密集

的纵向条纹状角质纹理，沿表皮细胞的走向分布，在

外平周壁上形成略隆起的束状，表面平滑或微具纵

向细纹，在两细胞问呈纵向沟状凹陷。见图2—1～3。

3．2．2内果皮：无细胞界限，表面密被不规则的膜

片状角质纹理。膜片状角质纹理呈上下左右、层叠交

叉，形成疏松的海绵状结构。角质膜片间常形成不规

则类圆形、多角形、类方形或类三角形的深浅不一、

大小不等的孔洞；角质膜片表面具有扭曲的条纹皱

褶或褶纹。见图2—4～6。

3．3种子：种子呈不规则多面体。腹面较狭窄，两侧

平坦，背面隆起，脐点位于小端。

l～3寸}果皮4～6内果皮7～8一种子腹面两侧

9～10种子背面

I 3一epicarp 4 6一endocarp 7 8一wntra]side of seed

9 10 retral side of seed

圈2待长卿果实与种子表面超微形态

Fig．2 Exterior ultramorphology of C．paniculatum

fruit and seed surface

3．3．1腹面两侧：表皮细胞呈不规则多角形，细胞

界限清晰，垂周壁平直或微弯曲，外平周壁被有明显

的雪片状角质纹理。见图2 7～8。

3．3．2背面：表皮细胞呈不规则多角形或长多角

形，细胞界限清晰，常皱缩，垂周壁弯曲，外平周壁较

平滑，有少数雪片状角质纹理。见幽2—9～10。

3．4花粉块：花粉粒联合，包于一层薄膜内形成花

粉块。完整花粉由花粉块、花粉块柄和着粉腺三部分

组成，形似飞鹏。花粉块2个，单个呈纺锤形或椭圆

形，先端略钝圆，表面皱缩，呈不规则脊状隆起和网

状凹陷；薄膜表面密具不规则点状和条状凹窝。花粉

块柄长三角形，花粉块着生于较宽大的一端。向前伸

展或略倾斜。着粉腺呈卵状三角形，表面较粗糙，有

细密颗粒状突起，边缘有较大的微隆起；先端较宽，

有两个短三角形的直立角突；花粉块柄的基部着生

于着粉腺直立角突的外侧，呈垂直或略倾斜状。见图

l一7～10。

4结论

4．1 首次较全面系统地报道了徐长卿地上部分叶

片、果实、种子等各部位扫描电镜的观察研究结果．

描述了徐长卿叶片上、下表面，果皮内、外表面，种子

表面和花粉块的超微形态特征。

4．2 叶片上下表皮均密被细丝状角质纹理组成的

各种特异的编织结构，内果皮密被膜片状角质纹理

组成的疏松海绵状结构，种子腹面两侧被雪片状角

质纹。这些角质纹理与结构均可作为徐长卿地上部

分表面超微形态和生物学专属性特征之一，可为种

质鉴别提供依据。

4．3首次报道了徐长卿花粉块扫描电镜下的超微

形态。萝蓐科的花粉常形成花粉块口]，形态特异，但

其扫描电镜下的超微形态特征却极少报道口]。徐长

卿花粉块形态极为典型，形似飞鹏，花粉块2个，花

粉块柄与着粉腺垂直或略倾斜，着粉腺先端具有两

个三角状直立角突。其超微形态特征亦可作为徐长

卿生物学特性研究与种质鉴别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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