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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野生蔗及其近缘植物营养器官

内部结构的初步研究

罗迪光 徐金星 周百嘉
( 广西农学院植物学教研室 )

摘要 广西野生蔗及其近缘植物营养器官内部结构基本相同
。

但割手密叶片下表皮具有明显的气孔 窝

斑茅等则无
.

斑茅茎节间的维管束分布较均匀
,

河八王茎中央没有维管束分布
.

割手密与蔗茅茎中 维 管束

的分布
,

居于二者之间
。

关键词 维管束 ; 下表皮 ; 气孔窝

广西野生蔗及其近缘植物十分丰富 l[ ’ 。

对其营养器官内部结构的研究
,

将有助于 甘 蔗

育种上的利用和有关分类上的参考
。

材 料 与 方 法

供试材料均取自广西农学院教学实验农场所保育的
,

计有来 自贵县
、

桂平
、

南丹和三江

等县的割手密 S a e e li a r u m s p o n t a n e u m L
.

来 自资源县与隆林县的斑茅 S a e e
h

a r u m a r u n -

d i n a e e u m R e t z
. 、

来自上思县的河八王 N a r e n g a p o r p h y r o e o m a (H a n e e
) B o r

. 、

来 自田

林县的蔗茅 E r i a n t h u , r u f ip i l u s
( S t e u d

.

) C
r i s e d

.

在不同时期
,

选取发育正常的根
、

茎节

间和叶片的中部
,

F A A 固定
。

节间与叶片都经 20 %氢氟酸软化处理
。

樟油一石蜡 切 片 法制

片 [ 2 ]
,

切片厚度为 12 ~ 20 微米
,

辅以徒手切片和离析标本
。

番红与代氏苏木精
、

番 红 与固

绿染色
。

光学显微镜观察与照相
。

观 察 结 果

一
、

根 供试材料根的结构基本一致
,

可以看到层次分明的表皮层
、

皮层和中柱三部分

( 图版 I
: A

、

B )
。

表皮层为一层细胞构成
,

具有根毛
。

较老的根
,

根毛 已枯死脱 落
,

表

皮细胞亦逐渐解体而脱落
。

皮层可区分为外皮层
、

皮层薄壁组织和内皮层
。

外皮层 由紧连表

皮的一层休积较小的薄壁细胞及其内的二至四层厚壁细胞组成
。

表皮细胞脱落后
,

外皮层细

胞壁栓化
,

成为根的保护层
。

皮层薄壁组织是由多层大型的薄壁细胞构成
,

较老的根
,

由于

皮层薄壁细胞的相互分离与解体
,

形成许多大型气腔
。

在横切面上
,

相邻气腔之间
,

还可见

由皮层薄壁细胞及其残余所形成的薄片
。

内皮层由一层细胞构成
,

在根的发育后期
,

其细胞

壁除外切向壁保持薄壁
,

其余均木栓质增厚
。

中柱包括中柱鞘
、

初生木质部
、

初生韧皮部
,

中央部分尚有髓
。

中柱鞘为中柱最外一层薄壁细胞
,

与内皮层紧相连接
, 较老的根

,

中柱鞘

的细胞壁逐渐木化增厚
。

木质部为多原型
,

供试材料计有 9 ~ 13 束
,

每束木质部主要 由几个

连云鹏同志显微照相
,

江敏川同志参加部分制片工作
,

特此致谢
。



112 广 西 植 物 了卷

较小的导管和一个大型导管组成
。

韧皮部则由少数筛管和伴胞组成
。

木质部与韧皮部相间排

列
。

髓部乃 由许多大型的薄壁细胞构成
,

老根的髓部细胞
,

其壁稍有增厚
。

二
、

落 供试材科茎节间的结构
,

可依次识别为表皮层
、

机械组织
、

基本组织和维管束

等部分
。

表皮层具有长细胞 与短细胞
,

它们排列成一定的图形
,

很少有气孔器
。

横切面上
,

表

皮层为一层排列紧密的表皮细胞构成
,

其细胞壁均已明显增厚
,

外壁覆有角质膜
。

表皮层之

内方排列着二至多层厚壁细胞构成的机械组织
。

机械 组织之内为大量薄壁细胞构成的基本组

织
,

愈近茎的中央
,

薄壁细胞 的体积愈大
。

在基本组织中
,

星散分布着许多维管束
,

茎边缘

部分的维管束体积较小
,

中央部分的体积较大
。

每个维管束的外围
,

均具厚壁细胞构成的维

管束鞘
。

维管束 由初生木质部和初生韧皮部组成
。

维管束在茎节间的分布
,

供试材料之间略

有差别
,

割手密与蔗茅茎中的维管束
,

约有三分之一分布于与机械组织相邻处
,

茎的中央部

分维管束较少
,
河八王茎中的维管束

,

有一半以上分布在与机械组织相接处
,

茎 的 中 央 部

分
,

没有维管束的分布
,

近乎出现了髓部 ; 而斑茅茎 中的维管束
,

则较均匀分布在茎的整个

横切面上 ( 图版 I
:

C
、

D
、

E )
。 。

三
、

叶片 片
一

叶的结构
,

可分为表皮层
、

叶
一

肉和叶脉三部分
。

叶表 皮层的长细胞
、

短细

胞
、

气孔器排列成一定的图形
,

还具有刚毛和表皮毛
。

上表皮的泡状细胞以割手密与蔗茅的

较大
,

且多与小叶脉的维管束鞘相连接
。

斑茅叶片
.

上的泡状细胞体积较小
,

其内常有一层贮

水薄壁细胞
,

而后才与小 叶脉的维管束鞘相连接
。

河八王的泡状细胞与小叶脉维 管 束 鞘 之

间
,

常有几个厚壁细胞
。

供试材料的下表皮有较明显的区别
,

割手密的下表皮上
,

具双行纵

列的刚毛
,

在两行刚毛之间
,

有呈单行或双行品字形排列而稍低陷的气孔器
,

刚毛覆盖于气

孑t
,

器的上方
,

这与 M e t ca l ef [ 3 ]观察的相同
,

但在横切面上
,

这种结构表现为气孔窝
,

在 气

孔窝内有气 孔器和几个表皮细胞
,

气孔窝外缘有刚毛
,

这种结构从中脉的下表皮一直延伸到

叶缘附近
,

而斑茅
、

蔗茅 与河八王的叶片下表皮
,

均无此结构 ( 图版 I
:
F

、

G
、

H )
。

供试

材料的叶肉细胞
,

在横切面上
,

均表现为细胞壁向内弯曲
,

有的深达细胞的中央
。

叶片的中脉明显
,

结构比较复杂 ( 图版 I
:

I )
。 _

上表皮主要 由长细胞构成
,

其间有少

量的短细胞分布
,

一般不具气孔器
。

在上表皮的内方
,

有一至三层形状较小的厚壁细胞
,

厚

壁细胞以 内
,

为大量的大型薄壁细胞
,

这类薄壁细咆不含叶绿体
。

在下表皮内方
,

排列着许

多维管束
,

通常在两个大型维管束之间
,

依次间插排列着几个小型维管束和一 个 中 型 维 管

束
。

中
、

小型维管束均具有薄壁的含叶绿体的维管束鞘
,

大型维管束只在其两侧有薄壁的含

叶绿体的维管束鞘
,

各维管束与下表皮之间
,

均有许多厚壁细胞
,

成为 强大的机械组织
。

各

维管束之间
,

具有 含叶绿体的薄壁细胞
。

所以中脉通常背面 ( 下面 ) 呈绿 色
,

而腹面 (上面 )

则 无 色
。

叶 片上其 他的叶峡
,

均只含有一个维管束
,

也是在两个大型维管束之间
,

相间排

列着中
、

小型维管束
。

其大
、

中型 维 管 束 与上
、

下表皮之间
,

一般都具有一团厚壁细胞
,

称为表皮下纤维
。

而小型维管束
,

只有在下表皮一方有几个厚壁细胞
。

每个维管束均具薄壁

的维管束鞘
,

在横切面上
,

这些细胞呈圆形或阔卵形
,

含较大的叶绿体
,

属 “
花环类型

”
池

维管束鞘
。

叶片中的各种维管束
,

都是 由木质部和韧皮部组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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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从供试材料的初步观察
,

它们的营养器官的基本结构与一般禾草类植物是大致相同 I ` ] ,

而割手密叶片下表皮上的刚毛与气孔器的关系
、

气孔窝的结构是有其特殊性的
。

气孔窝在叶

片的表面上
,

则呈纵行排列的气孔沟
。

这类结构表明割手密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

割手密
、

斑

茅
、

河 八王和蔗茅在茎和叶片解剖上的上述差别
,

可供开发利用和有关分类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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