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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黄皮属六种叶片的比较解剖观察

高成芝 冯恒光 赖其瑞
(广西中医药研究所)

关键词 黄皮 ;假黄皮 ;小叶黄皮 ;齿叶黄皮 ;小黄皮 ;云南黄皮 ;叶解剖

芸香科黄皮属C (la u
:。a ) 植物全球约2 5种

,

分布于东半球热带
、

亚热带地区 , 我国 记

载有 9 种
,

产长江以南各省区
,
以两广

、

云南种类较多 ; 广西现知 6 种
,

民间大 多 作 药 用

汇` , 2 ,

黄皮和小叶黄皮在我国南部广泛栽培
,

果实供生食或加工
,

黄皮的优 良 品 种为 岭

南佳果之一
。

目前正在挖掘其潜在 的药用价值及进行化学成分和挥发油的研究
。

中国人民解

放军 1 81 医院药理室
,

用大鼠进行动物实验
,

证 明黄皮叶有降血脂作用 〔“ 〕
。

在研究黄皮属的

分类时
,

某些种的形态特征很接近
,

叶 的形状
、

大小变化大
,

在无 花果的情况下更难区分
,

笔者试图从叶的解 剖构造探讨种间的差异
,

为植物分类和生药鉴定提供依据
,

供临床用药及

有关方面参考
。

材 料 与 方 法

6 种实验材料是
:

黄皮 ( C l a o s e o a l a n : i u nt )
,

假 黄皮 ( C
.

e x e a o a t a )
,

小 i了十黄 皮 ( C
.

a 月若s “ 川 一 o l
e ” s )

,

齿叶黄皮 I 毛 ( C
.

d u ” n i a n a )
,

小 黄 皮 ( C
.

e , a r g i o a t a )
,

云 南 黄 皮 ( C
.

y 明 an , e sn `: )
。

除云南黄皮叶取 自本所 的腊叶标本外
,

其余 5 种为新鲜材料
,

黄皮采 自广 西

药用植物园
,

假黄皮
、

小叶黄皮
、

齿叶 黄皮
、

小黄皮采 自龙州 县
。

取成长叶片中脉离叶基的

1/ 3一 1 / 2部位固定
,

采用常规石蜡法制作横切面
,

番红
一

固绿二重染色
,

制成永久 片
。

叶 表

皮采用铬酸
一

硝酸离析法
,

制成暂时性表面片
。

在显微镜下 比较观察
、

绘图
。

观 察 结 果

(一 )叶片衰面观 上下表皮细胞表面观均为多角形或不规则形
。

垂周壁平直
、

微弯曲或

弯曲
,

亦有呈微波浪形的 ( 图 1 : 5 )
。

各个种表皮细胞犬小不等
,
以齿叶黄皮

、

小叶黄皮

的较大
,

小黄皮
、

黄皮的较小
。

上表皮无气孔
,

下表皮有气孔镶嵌 , 气孔类型全部是不规则

型
,

即没有副卫细胞
,

保卫细胞对被几个普通的表皮细胞 ( 偶见较小的细胞 ) 不规则地围绕

着
。

仅小叶黄皮未见非腺毛
。

见图 1
、

2
。

(二 )叶片粉切面观 ( 1 ) 上下表皮细胞多呈类圆形和切 向长方形
,

外壁均被角质层
。

中脉上表皮的外形较平
、

略隆起或明显隆起
,

假黄皮中脉的
.

上下表皮细胞排列不整齐
,

常向

外突出呈乳头状
。

( 2 ) 叶肉分化为栅栏组织和海绵组织
。

栅栏组织山 1 ~ 3 层紧密排列的

柱状细胞组成
,

均不通过巾脉
。

假黄皮
、

小叶黄皮的栅栏细胞为长柱状
,

黄皮
、

齿叶黄皮的

为短柱状
,

在叶肉中所 占的厚度 多不一致
,

从 1/ 5 ~ 3 / 5
。

海绵组织由类圆形
、

切向长圆形或

不规则形的薄壁细胞组成
,

层数和排列不尽相同 ( 见表 )
。

( 3 ) 中脉维管束的轮廊呈扁圆

形
、

近圆形或梨形 ; 黄皮的中脉维管束只有一束
,

呈闭合环状
,

其它 与种均具 2 束
,

靠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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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的一束较小
,

多呈椭圆形
,

靠下表皮的一束较大
,

呈月牙

钻或 u 形
。

维管束为夕卜韧型
,

韧皮部外侧 由 2 ~ 5 层厚壁细

胞组成维管束鞘
,

云南黄皮
、

齿叶黄皮
、

小叶黄皮的维管束

鞘呈连续排列
,

其余 3 种近下

表皮的维管束鞘呈间断排列
。

见图 3
。

( 4 ) 在叶肉和中脉薄

壁组织内有晶体和溶生性分泌

腔散在
。

黄皮和小叶黄皮含有

簇晶和方晶
,

其它 4 种只含方

晶
。

晶体大小和存在部位亦有

差异
。

小 结

( 一 ) 实验表明 6 种黄皮

叶少丫的结构大体相似
,

但 各种

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
。

主要表

现在 ( 1 ) 表皮细胞表面观
:

黄皮
、

小黄皮的表 皮 细 胞 较

小
,

黄皮的上表皮细胞呈多角

形
,

垂周壁平直
。

齿叶黄皮和

小叶黄皮的表皮细胞较大
,

且

小叶黄皮上表皮细胞的垂周壁 多呈波浪形
。

黄皮具单细胞毛和 2 ~ 4 个细胞的单列 毛
,

图 上表皮表面观
1

。

黄皮叶上表皮
, 2

。

小黄皮叶上表皮
,

3
.

齿叶黄皮叶上表皮
, 4

.

假黄皮叶上表皮
, 、

5
.

小叶黄皮叶上表皮
, 6

。

云南黄皮叶上表皮
,

云南黄皮 的上下表皮具较多的单列多细胞毛
,

假

在黄皮
、

小黄皮
、

齿叶黄皮 的表皮细胞上只观察到

单细胞 毛
,

而小叶黄皮叶未见毛
。

’

表皮细胞横切面观
: 几个种的表皮细胞 均呈类圆形和切向

长方形
,

间有类方形的 (齿叶黄皮
、

小叶黄皮 )
,

小黄皮 的上下表皮细胞均小
,

黄皮
、

齿叶黄皮

和小叶黄皮的下表皮细胞比上表皮细胞稍小 , 小叶黄皮中脉的上下表皮细胞及齿叶黄皮的下

表皮细胞排列不整齐
,

常向外突 出呈乳头状
。

( 2 ) 6 个种栅栏细胞
、

海绵细胞的层数
、

排

列
、

在叶肉中所占的比例多不一致
。

云南黄皮
、

小叶黄皮
、

假黄皮 的栅栏细胞只有一层
,

分

别占叶 肉组织的 1 / 4
、

1 / 3和 2 / 5 ,

齿叶黄皮有 2 层
,

占叶肉的 1 / 5
,

黄皮和 小 黄 皮 有 名~ 3

层
,

各占1/ 3和 2 / 5 ~ 3 / 5
。

黄皮的海绵细胞排列紧密
,

小黄皮
、

假黄皮
、

小叶黄皮的排 列 疏

松
,

齿叶黄皮的排列极疏松
。

( 3 ) 叶中脉维管束的形态与叶片厚度之比也有差异
,
黄皮

、

假黄皮
、

云南黄皮的中脉维管束呈近圆形
,

与叶片厚之 比度分别为 6
.

2 : 1
、

2
.

9 : 1 和 16
.

5

: 1 ,

齿叶黄皮
、

小叶黄皮的呈扁圆形
,

比度分别是 2
.

3 : 1
·

和 3 : 1
,

小黄皮的呈 梨 形
,

比

度为 2
.

5 : 1
。

中脉维管束
,

黄皮只具 1 束
,

其它 5 种均具 2 束
。

齿叶黄皮
、

云南黄皮的韧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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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远比木质部薄
,

而小 黄皮的

闭皮部 比木质部厚
,

黄皮
、

假

黄皮
、

小叶黄皮 的韧皮部比木

质部薄
。

黄皮
、

小黄皮
、

假黄

皮近下表皮的维管束鞘呈间断

排列
,

齿叶黄皮
、

小叶黄皮和

云南黄皮的呈连续排列 ;
黄皮

的维管束鞘纤维胞壁极厚
,

胞

腔很小
,

云南黄皮 的维管束鞘

纤维胞 壁较薄
,

胞腔大
。

( 4 )

在几个种的叶肉和 中脉薄壁组

织内部有晶体和溶生性分泌腔

散在
。

黄皮和小黄皮含有簇晶

和方晶 , 其它 4 种只含方晶
。

黄皮的大量 钝 瓣 簇 晶 ( 直径

7
.

5~ 2 7
.

5~ 2 2
.

5件 ) 在 基本组

织中无规则分布
,

方晶 ( 1 0~

1 3件 ) 有时可见
。

小黄皮 的 簇

晶 ( 1 2
.

5 ~ 1 7
.

5 (一 2 2
.

5 )件 ) 多

分布于栅栏组织的第一层细 a)jt

和靠近下表皮的海绵组织细胞

中
,

方晶 ( 7
.

5~ 1 2
.

5 (一 17
。

5

旧 少见
。

小叶 黄皮的方晶多而

图 2 下表皮表面观
1

。

黄皮叶下表皮
, 2

。

小黄皮叶下表皮
, 3

.

齿叶黄皮叶下表皮
, 硕。

假黄皮叶下表皮
, 5

。

小叶黄皮叶下表皮
, 6

。

云南黄皮叶下表皮
,

大型 ( 17
.

5~ 3 7
.

5 (~ 4 2
.

5 ) 旧
,

常数个聚集成块状存在于栅栏组织内
。

云南黄皮亦具大型 方

晶 ( 1 7
.

5~ 4 0卜)
,

齿叶黄皮的方晶 ( 1 7
.

5 ~ 2 7
.

5件) 多
,

而假黄皮 的方晶较小 ( 1 0~ 1 7
.

5 (~ 2 5 )

时
,

且较少见
。

这些晶体除存在于栅栏组织
’

海绵组织和 中脉薄壁组织部位外
,

黄皮 的两种

晶体在髓细胞 内见到
,

齿叶黄皮 的方晶在韧皮都可见
,

而小叶黄皮
、

云南黄皮的方晶在髓部

和 韧皮部均可见
。

溶生性分泌腔 以齿叶黄皮的较少
。

( 二 ) 假 黄皮
、

小叶黄皮
、

齿叶黄皮 的外部形态相似
。

其分类特征是
: 假黄皮

、

小叶黄

皮的花序均为顶生
,

果实成熟时呈淡黄色或粉红色
,

前者 的花 4 数
,

后者 的花 5 数
。

齿叶黄

皮的花序于近枝顶叶腋生或同时兼有顶生
,

花 4 数
,

果实成熟时呈蓝黑色
。

在无花果的情况

下
,

靠枝叶难于鉴别
,

加之
,

假黄皮 的叶形
、

大小
、

毛被情况变异甚大
。

另 一 方 面
,

假 黄

皮
、

小叶黄皮的解 剖特征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

表现在都具一层长柱状的栅栏细胞和疏松的

海绵细胞
,

中脉与叶片厚度的 比例几相同
,

中脉维管束的韧皮部比木质部薄
。

但 又各且有其

相对攀定的解剖学特征
:

小叶黄皮 的叶无非腺毛
,

上表皮细胞之垂周壁在表面观呈波浪形
,

七下表皮细胞排列整齐
,

维管束鞘呈连续排列
,

方晶多而大
,

常存在 于栅栏组织 内
。

而假黄

吹的叶有单细胞毛和 多细胞毛
,

中脉在 上方明显隆起
, _

}
_ 一

下农皮细胞排 列不整齐
,

常向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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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通过中脉的部分叶片横切面简图
a

.

黄皮叶主脉横切面筒图
:

(1 )L表皮 ( 2)栅 拦化织

( 3 )维管束鞘 (4 )韧 皮部 (几 )木质那 ( 6)下表皮

( 7)非腺毛

b
.

小黄皮叶主脉横切面
, C

.

齿叶黄皮叶主脉横切面
,

d
.

假 黄皮叶主脉横切面
, e

.

小叶黄皮口十主脉横切面
,

f
.

云南黄皮叶主脉横切面

出呈乳头状
,

近下表皮的中脉维管束其维价束稍 里问断排列
,

方晶较少见
,

直径亦较小
。

根

据这些特征可以 把二者区分开
。

齿叶黄皮的解剖学特征比较明显
:

栅栏细胞 2 层
,

短柱状
,

只占叶肉的 1 / 5 ,

海绵组织极疏松
,

叶中脉维价束的韧皮部狭窄
,

远比木质部薄
,

容易鉴别
。

据上述材料分析
,

笔者认为假黄皮 与小 口卜黄皮的亲缘关系较近
,

可供植物分类研究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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