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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倒苗前后的细胞组织结构 

盛 玮 一，薛建平1，2*，张爱民l’2，张海涛1 
(1．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生物系 ，安徽 淮北 235000；2．资源植物生物学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安徽 淮北 235000) 

摘 要 ：探讨高温胁迫下半夏倒苗前后的组织学结构的变化，为揭示半夏倒苗的生物学机理提供参考依据。 

在半夏植株高 15 cm左右时，给予(32土1)℃的高温胁迫，于不同胁迫天数取半夏叶柄，经爱氏苏木精染液染 

色，用石蜡切片法制片，在显微镜下观察并照相。结果表明，随着高温胁迫时间的延长，半夏叶柄的维管组织 

结构被破坏越来越严重，细胞壁、细胞膜破裂，原生质外渗，核膜破裂，核仁溢出，有的细胞内核仁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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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0f cell and histology around 

sprout tumble 0f Pinellia tern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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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tudy the change of Pinellia ternata around sprout tumble under high temperature stress and explore 

the biological mechanism about sprout tumble，high temperature stress was given when the petiole of Pinellia ternate 

was 1 5 cm high．At different days after treatment，the petiole was cut into 3—5 mm，then used for paraffin microto— 

my．The slices were observed under microscope and pictures were taken．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with the stress 

time increasing，the fibrovascular tissue structure of petiole was destroyed more seriously，the vascular bundles and 

cell membrane w．ere broken，the protoplasm spilled over，and the nucleolus got out and even disappeared in some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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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Pinellia ternata)为天南星科多年生草本 

植物，以块茎入药，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具有燥湿 

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等功能，近年来，又发现 

有抗肿瘤的报道(江年琼，2001)。半夏忌旱怕涝，耐 

阴惧晒，在夏至期间，阳光照射强烈，温度升高，地表 

缺水，地上部分植株枯萎、倒伏，俗称倒苗。倒苗是 

半夏抵御高温强光的一种适应性表现，是一种有效 

的繁殖方式(顾德兴等，1994)，对保存和延续半夏的 

生命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就半夏生产而言，倒苗缩 

短了半夏的生长期，严重影响半夏的产量，因而在半 

夏生产中，防倒苗是一项重要的生产技术(冉懋雄， 

2002)。近年来，对半夏组织培养报道较多(章艳玲 

等，2007，罗成科等，2007)，关于半夏倒苗的研究从 

生长环境和生活习性方面已有报道(冉懋雄，2002)， 

倒苗前后的保护酶变化方面也有报道(薛建平等， 

2004)，但对倒苗的组织学结构的研究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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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1材料 

半夏块茎由淮北市濉溪县四铺乡半夏种植基地 

提供 ，经薛建平教授鉴定 为天南星科三叶半 夏(P． 

ternata Berit)的块茎。 

1．2方法 

选择大小均一的块茎于盆钵 中播种，在温度为 

(23±1)℃的温室中培养，待苗高 15 cm左右时转 

人人工气候箱，(32±i)℃下高温胁迫。在高温处 

理的第0天(即处理前)，第 l～6天上午 1O：OO分别 

取半夏叶柄，用爱氏苏木精整染，制成 10～12／zm 

石蜡切片(李正理 ，1996)，在 OLYMPUS显微镜下 

观察照相。 

2 结果与分析 

2．1高温胁迫引起半夏外部形态的变化 

在高温胁迫下，植物的生长发育会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外部形态上。在高温处理前，半 

夏植株生长良好，叶片和叶柄青绿，叶柄下方均有一 

个小的珠芽，埋于土中或露出地面。高温处理 3 d后 

部分叶片和叶柄逐渐枯黄；处理后的第 6天时，大多 

数半夏植株出现倒苗现象。而经高温处理后，块茎未 

出现干皱、腐烂现象，与处理前无明显变化。 

2．2高温引起半夏倒苗前后叶柄组织结构的变化 

2．2．1正常生长半夏的细胞组织结构 半夏为单子 

叶植物，叶柄初生结构主要包括表皮、基本组织和维 

管束。由于维管束缺乏维管形成层，故其基本组织 

和维管束始终保持初生结构。表皮由一层细胞组 

成，基本组织位于表皮内部整个区域，主要由厚角组 

织与薄壁组织构成。薄壁细胞内含淀粉粒，并且由 

内向外逐渐增多。其基本分生组织中部分化出一圈 

不连续的含草酸钙的针晶细胞，多成束状，常存在于 

粘液细胞中，维管束纵横分布于其中 (图 I：1)。 

表皮细胞与基本分生组织细胞紧密排列，细胞内原 

生质清晰可见，可明显看见细胞核分布在细胞核内 

(图 l：2)。 

2．2．2正在倒苗的细胞组织结构 在半夏正在发生 

倒苗时期，其表皮细胞与基本分生组织细胞部分发 

生自溶现象，细胞壁被破坏，部分细胞开始发生破 

裂，细胞膜发生裂解，细胞内原生质及其细胞核被释 

放到细胞外(图I：3)，在基本组织内部，部分细胞同 

样开始发生破裂(图 I：4)，内部出现空隙，此时，维 

管组织已有开始破裂趋势，但粘液细胞尚未发生太 

明显的变化。 

2．2．3倒苗后的细胞组织结构 半夏倒苗后，其表 

皮细胞及基本分生组织细胞已经发生大面积的损坏 

(图 I：5)，细胞壁 、细胞膜均已经破裂 ，细胞内容物 

及细胞核从细胞膜内逸出(图 I：6)；部分核膜破裂 

(图I：7)，核仁从核膜内逸出(图 I：8)。破碎的细胞 

散乱分布于四周，维管组织发生明显破裂，且出现空 

洞(图 I：9)。 

3 讨论 

正常情况下，植物体内各项代谢的生理生化都 

是稳定而协调的，植物受到逆境胁迫时，处于逆境下 

的植物并不是被动承受伤害，而是主动调节适应(陈 

培琴等，2006a)。所以，植物体内的组织结构会由于 

胁迫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高温胁迫影响植物生 

长包括问接伤害和直接伤害两个方面(陈培琴等， 

2006b)。间接伤害包括饥饿、氨毒害和蛋白质破 

坏，直接伤害包括生物膜破坏和蛋白质变性。高温 

胁迫对半夏的伤害属于直接伤害(刘琴等，2005)。 

本实验结果表明，高温处理后的半夏叶片和叶柄 由 

青绿转变为枯黄，叶柄对高温的伤害主要表现在膜 

系统。细胞膜是对高温比较敏感的部位，高温胁迫 

会引起膜中蛋白质聚合和交联以及膜中脂肪酸的变 

化(石进校等，2002)，造成细胞膜中蛋白质和脂类之 

间键的断裂，从而破坏膜的结构，导致膜丧失选择透 

性与主动吸收的特性，使膜透性增大，细胞内的原生 

质外渗(吴俊华等，2006)。细胞内电解质的外渗被 

认为是膜损伤的重要标志(何冰等 ，1999)。高温下， 

核膜、核仁、核质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破坏，而且核 

仁会在高温胁迫下逐渐消失。苗琛等(1994)认为在 

温度适宜的情况下，植物的表皮、基本组织、维管束 

等保持正常状态和完整性，而经高温胁迫后，内部组 

织发生明显变化，指出高温胁迫下，细胞结构的稳定 

性与耐热性密切相关。换言之，高温对细胞结构的 

影响程度取决于植物的耐热性强弱。但是，经高温 

胁迫后的半夏块茎并没有发生干皱、腐烂现象，这表 

明高温处理对块茎的膜系统造成的伤害较轻，可能 

是当温度和光照强度等外界因素发生较大变化时， 

半夏倒苗后是其地下部分能度过不良环境的一个重 

要原因(张斌，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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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半夏倒苗前后的细胞组织结构 1．倒苗前的组织结构；2．倒苗前的正常细胞；3．正在倒苗的组织结构；4．正在倒苗的细胞； 
5．已经倒苗的组织结构；6．已经倒苗的细胞；7．细胞膜正在破裂的细胞；8．核仁正在外渗的细胞；9．已经破坏的维管组织。 

Plate I Cell tissue structure of Pinellia ternate around sprout tumble 1．Tissue structure before sprout tumble；2．Normal edi before sprout turn— 
ble；3．Tissue structure at sprout tumble；4．Cell at sprout tumble；5．Tissue structure after sprout tumble；6．Cell after sprout tumble；7．Plasmale— 

mma of cell is rupturing；8．Nucleolus of cell is exosmosing；9．Damaged microtubule tissue． 

目前，高温导致半夏倒苗的的生理机制研究已取 

得一定进展，但仍然存在许多的机理尚不清楚，尤其 

对高温胁迫的分子机理知之甚少，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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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一定差异 ，且都具 明显的抗 氧化功能。蓓草在 

我国资源巨大，目前除少量作为饲料外，大部分都未 

得到有效合理的利用，因而对萑草进行深加工和功 

能性产品的开发，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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