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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天南星族药用植物叶的显微特征

浙江大学湖滨校 区生药教研室 (杭州 3 1 0 0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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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

为天南星族药用植物 的分类和鉴定提供依据
。

方法
:

采用常规方法对浙江省 天南星族药用植物 n

种 6 变种 1 变型共 45 个样品 叶的表面和横切 面进行显微观察及其特征 比较
。

结果
:

这些植物叶的上下表皮细胞的

形状
、

大小
,

栅表比
,

气孔的类型
、

分布
、

气孔指数
,

叶 肉组织 中草酸钙结晶体的形状
、

大小
、

分布以及针 晶囊 细胞的

形状等特征有较明显 的种间区别
,

且较稳定
。

文 中以表形式描述 了这些植物叶 的显 微特征
,

并列 出显微特征检索

表
。

结论
:

叶 的显微特征具有重要的分类学意义
: ( l) 有利于此类植物种类 的鉴别

; ( 2) 对此族植物分属有 重要意义
;

( 3) 为此族某些类群植物的合理分类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依据
。

关键词 天南星族 药用植物 显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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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nr P l e s f r o m 1 1 s p e e i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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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T h e s e f e a t u r e s e a n b e u s e d t o d i s t i n g u i s h e d a m o n g s p e e ie s

i n t r ib e A er a e
.

( 2 ) T h e s t a t e o f e h a r a e t e r s ,

f o r i n s t a n e e , e a l e i u m o x a l a t e d r u s e a n d s t o m a , a r e o f g r e a t

v a l u e f o r t h e d i v i s io n o f s u b t r ib e s o r g e n e r a i n t r ib e A er a e
,

( 3 ) T h e y a r e h e lp f u l f o r t h e r e a s o n a b le t a x o n o -

m y o f s o m e t a x a i n t r ib e A re a e
.

K e y w o r d s A re a e m e d i e i n a l p l a n t s m i e r o s e o p i e a l e h a r a e t e r s

天南星族是天南星科 中最具药用价值 的一类植

物
,

其中天南星
、

半夏和虎掌是传统的燥湿化痰常用

中药
,

在我国应用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

现代研究表

明此类植物具有抗肿瘤
、

抗生育和抗心律失常等药

理作用以及普遍含有外源性凝集素
,

因而引起国内

外学者的普遍重视
。

天南星族包括 5 个亚族 14 个属

30 0 余种 植 物
,

我 国分布 4 个 亚族 6 个属 1 10 多

种卜
6」

,

浙江省有 3属 12 种 1 变种卜幻
。

我们经 2 年

多的广泛调查和野外采集
,

确认我省有 3 属 14 种 4

变种 3 变 型 (包括新种 1个
,

新变种 3 个
,

新变型 1

个
,

新等级 1 个
,

新记录 3 个
,

栽培种 1 个 )
,

均 系药

用
。

这类植物由于形态特征错综 复杂
,

变异较大
,

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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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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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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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种间界限连续 不断
,

加之其生长花期短
,

植株大 采集全省各地该族植物标本的基础上
,

对该族植物

且多具肉质茎
,

完整植物标本采制困难
,

故分类鉴定 叶的表面和横切面进行显微观察
,

并加 以 比较
,

以期

有一定的难度
,

常存在误定现象
。

目前天南星族植物 为此类植物的分类和鉴定提供依据
。

显微鉴定研究 以其地下块茎的横切面组织构造和粉 l 材料

末显微特征为主
,

但有的种间区别不甚明显
。

有关该 实验材料均系作者采集所得并经鉴定学名的植

族植物叶的系统 比较解剖学研究未见报道
。

我们在 物标本
。

材料来源见表 1
。

表 l 实验材料来 源

序号 原植物及学 名 产 地

1 梨头尖 7 3沪h洲侧侧 b lu m百 乐清雁荡山

2 滴水珠 p i* lll
a 。 o

dr at
a 开化古 田山

、

安吉龙 王山
、

临安 天目山
、

余杭横湖
3 紫背滴水珠 P

.

。
or d at a va

r .

b or w in a n a 乐清雁荡山
、

临安天 目山

4 盾叶半夏 尸
.

P el t
at

a 乐清雁荡山
、

龙泉
、

庆元

5 粉背盾叶半夏 P
.

P
e l t a t a v a r

.

c h u n a n e n s i s 淳安 威坪
、

汪宅

6 半夏 尸
.

t
er

n

at
a 东阳东白山

、

龙泉风阳山
、

浦江西 山

7 长管半夏 P
.

l
o n g i z u bu l o s a 安吉龙王 ilJ

8 掌叶半夏 P
.

p
`
d a t ; s e e t a 杭州吴山

、

金华北 山
、

l庙安 天目 lLJ

9 异叶天南 星 A lr
s

ae m a 触 t
er oP 勺l lu m 杭州

、

普陀大兴水
、

普陀蚂蝗坑

l 。 湘南 星 A
.

人u n a en sn 。 宁波天童寺

一1 绛斑湘南星 A
.

人u n a n , n s 。 v a r
.

n ; n g bo e n s￡ 宁波天童寺

12 云 台南 星 月
.

d u
一

bo “
一 r

ey 斑 on id a ` 安吉龙王山
、

德清莫干 山
、

普陀桃花岛

13 一把伞南 星 A
.

。 ur be s o en 、 临安天 目山
、

龙泉风 阳山
、

东阳东白山
、

安吉龙王 山

14 紫序 一把伞南 星 A
. 。
ur be s ce n ,

f
,

do
n

gy an ge ns
￡ 东阳东白山

1 5 全缘 灯台莲 几
. 、 ; 无。 走i a n u 切 v a r

,

, i龙。走i a n u 从 开化古田 山
、

东 阳东白山

1 6 灯台莲 八
.

: :走
。走i a n u次

v a r
.

: e rr a t u m l陆安天 目山
、

龙泉风 阳山
、

东阳东白山
、

安吉龙王 山
、

德清莫干 lIJ
、

普陀普陀 山

1 7 七叶灯台莲 A
.

: 120庵i a n u m v a r
.

人` n

明
n u m 临安天 目ilJ

、

龙泉风 阳山
、

东阳东白山
、

德清莫干 ilJ

18 白苞灯台莲 八
. 、 ,走o k i a o u m v a r

.

a l占。 s c e n , 德清莫千山
、

普陀佛顶 山
、

安吉龙王 ilJ

2 方法 束有限外韧型
,

靠近表皮的维管束较小
,

位于厚角组

按常规方法剪取叶片和撕取上下表皮
,

用水合 织 内方
,

内侧维管束较大
,

散在
;
维管束中导管 内侧

氯醛液透化制成表面片
,

采用石蜡切片技术制备横 的薄壁细胞破碎常成为大型的细胞间隙
。

切片
,

然后进行显微观察和显微常数测定
。

为使实验 3
.

3 各种植物叶的显微特征
:

浙江省天南星族药用

结果得到较好 的重现性及选择 比较种间显微特征的 植物 n 种 6 变种 1 变型叶的显微特征详见 表 2一 4

最适部位
,

对叶片或中裂片距基部 1 3/ 处的主脉部 (按文献 〔9一 “ 〕术语描述 )
。

它们的显微特征检索表见

位
、

两侧和边缘三个部位进行观察
。

以叶片或中裂片 表 5
。

的主脉两侧 的显微特征较稳定
,

重现性较好
,

且种间 4 讨论

区别较明显
,

故 以 叶片或中裂片的主脉两侧作 为观 本实验结果表明
:

这些植物 叶的上下表皮细胞

察对象
。

的形状
、

大小
,

栅表 比
,

气孔的类型
、

分布
、

气孔指数
,

3 结果 叶肉组织分化程度
,

草酸钙结晶体的形状
、

大小
、

分

3
.

1 叶的表皮特征
:

上下表皮有别
。

上表皮细胞多 布及针晶囊细胞形状等特征有 明显 的种 间区别
,

且

角形或长多角形
,

主脉部位呈长多角形
,

其长轴与叶 较稳定
,

具有重要的分类意义
。

不仅有利于此类植物

脉平行
,

细胞壁平直
、

弓形或浅波状
,

无气孔或少见
;

种类的鉴别
,

而且根据叶片上表皮有无气孔和叶肉

下表皮细胞多为不规则形
,

细胞壁浅弓形或波浪状
,

组织中草酸钙簇晶存在与否可对此类植物所隶属的

气孔类型多种
。

属作出鉴定
。

此外
,

尚可为此族某些植物类群的合理

3
.

2 叶的横切面特征
:

上下表皮各为一列类方形或 分类提供 了十分有价值的依据
。

类长方形的细胞
,

下表皮细胞较扁小
。

叶肉组织分化 长管半夏 p i en lll’ a lon gz’ t u b ul os a H
·

.x S u n 、

粉背

多明显
,

栅栏组织为 1层长圆柱形
、

圆柱形或类圆形 盾叶半夏 .P eP zt at a P ie va
r

·

hc un an en iss .H .X S u n 、

细胞
,

多排列 紧密整齐
; 海绵组织由 3一 7 层 薄壁细 绛斑湘南星 .A h un an en se H “ n .d

一

M az .t va r
·

in n g
-

胞组成
,

细胞 间隙大
,

排列疏松
,

叶 肉组织常含各种 b oe sn 君 H
.

X
.

S u n 、

白苞灯台莲 .A is k ok ian
u m rF an hc

结晶
。

主脉 由维管束
、

基本组织和厚角组织构成
;表 e t S va

.

va r
.

al bes ce
n : H

,

X
.

S u n 和紫序一 把伞南星

皮下常有厚角组织
,

成断续环状或半环状排列
; 维管 A

·

e r u b e c e n e e ( W
a l l

·

) S e h o t t f
·

d o n

郡
a n 育e n 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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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天 南星族植物叶表皮特征及气孔类型 (表面观 )

上表皮 下表皮 解剖常数

序号
细胞形状 细 胞大小伽 ) m细胞壁 气孔类型

细胞

形状
细胞壁 气孔类型 栅表 比 气孔指数 ( % )

多角形 2 6
.

3一 7 8
.

9平直 平轴式 4
.

2 5 ~ 5
.

2 5 10
,

2 1 ~ 1 0 8 6

长多角形 长
: 10 5

.

3一 1 3 1
.

6

宽
: 4 2

.

1一 6 3
.

2

约 8 9
.

5

弓形 平轴式

平轴式
、

天南 星科 型
、

不 定式
、

六细胞 型
、

并联式
、

串联式

平轴式
、

天南星科型
、

串联式 4
.

5 ~ 8
.

0 8
.

7 5 ~ 9
.

4 1

六角形 平 直 平轴式

不规 微波浪状

则形

不规 微波浪状

则形

不规 微波浪状

则形

不规 微波浪状

则形

多角形 弓形

多为平轴式
,

少为天南星科型 4
.

2 5一 6
.

5 8
.

0 ~ 9
.

2 5

不规则多角形 3 1
.

6~ 60
.

5 平 直 平轴式
,

串联式

平轴式

多六 细胞 型 和 四细 胞 型
,

也 有

天南星科 型和平轴式

多平轴式 和 天南 星 科型
,

少 六

细胞型

多平轴式
,

也有天南星科型
、

并

联式
、

串联式

多平轴式
,

也有天 南星科型
、

六

细胞型

多平轴式
,

少天南星科型

8
,

2 5一 10
.

0 7
.

9 4 ~ 1 0 4 5

不规则型 4 2
.

1 ~ 1 0 5
.

2 微波浪状 8
.

0 ~ 9
.

2 5 6
.

9 0 ~ 7
.

2 7

多角形 7 8
.

9 ~ 1 5 7 8 平直 平轴式 微波浪状 3
.

0 ~ 5
.

2 5 1 4
.

3 ~ 1 6
.

1

类长方形 e a
,

2 10
.

4

: e a
.

52
.

6

弓形 平轴式

不规

则形

多角形 弓形 3
.

7 5 ~ 5
.

0 ] 2
.

5 ~ 1 6
.

0 7

多角形 26 4 ~ 7 9
.

平直 平轴式 微波浪状 3
.

7 5 ~ 5
.

2 5 1 1
.

2 0 ~ 12 3 2

多角形 3 1
.

6~ 7 6
.

3 平直 微波浪状 多平轴式
,

少天南 星科 型 5
.

2 5一 6
.

7 5 1 1
.

7 7 ~ 1 5 39

l。 轴 向长多角形 7 8 9~ 1 3 1
.

8

4 2 1~ 6 3
.

2

平直 微波浪状 多平轴式
,

少 天南 星科型 3
.

5 ~ 4
.

2 5 5
.

5 6 ~ 8
.

0 6

多角形 6 6
.

1 ~ 1 0 5
,

2 弓形 微 波浪状 多平轴式
,

少 天南星科型 3
.

7 5 ~ 5
,

0 7
.

3 9 ~ 7
.

9 9

多角形 5 2
.

6 ~ 13 1
,

5 弓形 微波浪状 3
.

7 5 ~ 5
.

0 1 0
.

0 1 ~ 1 3
.

2 7

13
、

1 4 多角形 e a 5 2 弓形 微波浪状 3
.

2 5 ~ 4 2 5 10
.

2 3 ~ 1 4
.

9 1

1 5
一

1 8 多角形 4 2
.

1 ~ 8 9
.

4 弓形

不规

则形

不规

则形

不规

则形

不规

则形

不规

则形

不规

则形

不规

则形

微波浪状

多平轴式
,

也有天南星科 型
、

六

细胞型

多平轴式
,

也有天南 星科型
、

并

联式
、

六细胞型

多平轴式
,

也有天南 星科型
、

并

联式
、

六细胞型

3
.

2 5~ 4
.

7 5 9
,

2 6 ~ 1 0
.

0 6

叶肉组织

栅栏组织

表 3 天南星族植物 叶横切面特征

主脉
序号 其它特征

细胞 1一 2 层
,

短圆柱形

海绵组织

3一 5 层

厚角组织 内侧维管束

细胞 l ~ 2 层
,

圆柱形 3一 4 层

细胞 l 层
,

长圆柱形
,

穿过主脉 5一 6 层

细胞 1 层
,

圆柱形 4一 6 层

细胞 1 层
,

长 圆柱形 5 ~ 6 层

细胞 1 层
,

长圆柱形 5一 6 层

H 细胞 1 层
,

长圆柱形 5一 6 层

叶肉组织分化不 明显
,

栅栏细胞类 圆形或 圆柱

形
,

间隙较大
,

海绵细胞 3 ~ 4 层
。

细胞 1 层
,

长圆柱形
,

排列整齐 5一 7 层
,

排列紧密

叶肉组 织仅分化至第一 级侧脉部位
,

叶 肉组 织

分化部位海绵细胞排列疏松

细胞 1 层
,

圆柱形 5一 7 层

叶肉组织分化不明显
,

栅栏 细胞 1 层
,

类圆形或

短圆柱形

7一 H 群
,

存在于下表

皮内侧

5一 7 群
,

存在于下表

皮内侧

1一 3 群
,

存在 于下 表

皮 内侧
3一 5 群

,

存在 于下表

皮 内侧

9一 11 群
,

存在 于下 表

皮 内侧

6一 8 群
。

存在 于上下

表皮 内侧

4一 8 群
,

存在 于上下

表皮内侧

6一 8 群
,

存在于上下

表皮 内侧

4一 6 束
,

散在 维管束四 周 的薄壁细

胞含淀粉粒

3一 5 束
,

散在

2一 3 束
,

散在

2一 3 束
,

散在

有 的表皮细胞 含有 草

酸钙针晶束

有 的表皮细 胞含有 草

酸钙针 晶束

7一 1 1 束
,

散在

2一 5 束
,

散在

3一 5 束
,

散在

下 表皮细胞 外壁 略增

厚

基本 组织 中有大 型粘

液腔和针 晶束

2一 4 束
,

散在

6一 14 群
,

存在于上下 5一 6 束
,

呈环状排列

表 皮内侧

基本组 织中有 大型粘

液腔

1 5
一 1 7

6一 8 群
,

存在于上下

表皮内侧

5一 1 1 束
,

散在

叶 肉 组 织 含 色 素块
,

靠近表皮 的维管束
外层薄壁 细胞含淀
粉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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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弱犁电漆洲拟束新洲瞬袋断曰瞬趁

叹影留犁卑新叹驭婕瞬

矫弱界脚黔洲迫瞬新瑞习卑

眼

新绷拟卑

影契豁卑影弱道骤

拟矫薪卑新驯犁电
妈孚织哈哈务徽

趁哈织钾斌

任ǎ已益9系的月书à契界娜公粗韧架件
`̀

仗
,,

酬儡奚李娜十姆余
.

氮ù不怅渊

瑕脚ǎ已连ù众21
.

蓉è塌名雇
卜

截ù不怅渊ǎ已几甲
·

。。门|N
.

的02)名平
护

禽壤窿事仲昭本

于

ǎ日菠?[的之帅
·

NgXuJ二卜
·

哪寸洲|寸
!

OO洲工)纂界麟艘澎平十禅仲
卜

日蕊洲
.

N6?6
.

co卜事哈布

恶ǎ已乏

帅
.

的z|。
.

韶又日筱的
.

帅卜工)纂界麟测缺书十禅件
仍

砍ù不帐渊
卜
日菠卜

.

0囚工?9仍卜平咄布

于ǎ日沈的
.

6的|co
.

寸哪xuJ芝的OOgN之。
.

。卜工)

纂异燃娜淤十担仲侧袄ù琢ù不袱娜
卜ǎ日二。
.

乏洲2卜
!

寸的工)御平
.

恶契异麟ǎ已蕊帅
.

吕|卜
·

寸寸又已成洲
·

帅工的|6
·

OO卜工)决嵌平十侧仲
卜

已蕊?交2的
.

甲寸御平壤
,

t足履率仲本喂

恶ǎ已轰呀昆才的
·

寻X日蕊的
.

乏闪|。
.

。卜洲)纂寡麟酸邪卜禅仲

保侣砍ù不帐翻
卜ǎ已乙6
!

次工?帅
.

寸的洲)种事
,

任ǎ已二。
.

写卜?的
.

阅.N)耀思麟名粗韧补 欲
`̀

刊
、、

概多娜卞酬葺案阵十禅仲拓被借般ǎ日魏?定"00
.

享)御壤
卜

薄窟履平神哈本

冬翅概娜唱本名八已芝闭
.

沈"。
!

工闪又uz筱1
.

饰胃"OO
·

卜工帅勺粱嗽事幂八日找

9
,

众2月写只日蕊O0
·

的卜工|印乏à决画螺ǎ日盆份N。|,
.

离柯卒à艘画十侧仲概昭本

新蜘瞬脚

仑契界麟荣翅圃平小侧

件京ù翻不米
,

已蕊?哭囚|仍
·

卜01平献令
ó任ǎ已魏2

·

寸的r|的
.

。的又日菠的
.

卜答|N
.

寸的工)纂界麟聆画摆平僻圃袋摆十禅仲ō佩ó不书龚足
.

已之?盆|卜华寻概咯本搽钱

于ē日对蕊
.

卜。12?炙x日栽9
,

旧之?寸
.

ao。z)理

界碳荣嫩平概决嵌十侧仲
.

尿ù不器车宜嘟帐渊戳却
卜
日栽侧

!

霓|州
.

N寸华
卜

毓黛概唱本

于(日魏工巴。?。
.

洲仍xuz轰Noog为

"寸
.

oT囚)契界麟决平禅那仲
护

赢不一帐洲摄祝招
卜

日栽囚
.

霉"的
.

平导
卜

么娜概唱布

赢ù不帐渊
卜

哈本名日芝1
.

招|1
.

N寸书健
`

姆众祀轻
.蕊̀1
.

舀

"价
.

。工丰
卜

名履狱哈布公
,

(日找州
`

毖2?瑞x日蕊囚
.

忍的?侧
`

o洲N)缺形丰理界然哈布

任(日比:r的2帅
.

。zx日轰卜
.

。的闪

"畔
.

o工N)悬异燃梁事彬十担仲
卜

稼ù不帐渊
`
日蕊t

,

忍|1
.

N寸名平ùǎ日盆6
.

哭"的忍只日益10卜的)契界然架坦国平十招仲被拓
卜

日轰的
·

。N|寸
.

。洲平名蟆
识

令娜械哈本

八日工筱
`

忍只已轰寸
,

蕊呻2寸
·

01囚)盛聆率理界娜
卜

政黛帐渊
.

舀祝00
.

蕊工

之的
.

事哈泰毖拟色
.

多麟骡侣彩胃ù不酬拟铆瑕
卜
日羲?闪的l门

.

况平
卜

履娜铸昭本

任(日益闪9卜寸工之。
.

N6寸

平à盈界燃嵌袂书十姆余碱拓则腌辍粼今
卜ǎ已芝的
.

卜卜洲2功
.

旧OO书à晋契界麟艘测平概架测禅十仲砍裁娥却蝙
卜

已栽寸
.

。买之N
.

的。工名平
卜

日盆?z瞬?洲
!

N寸事名履昭本

于(日岌

寸
.

1寸的叫|的
.

卜寸寸平)盈界瑞名粗枷艘外
`̀

刊
、、

训概务娜余晶ǎ日乏们
.

卜寸寸?。
.

尼洲华)激彬事禅十件
卜

赢ù不米翻
价
日甘毯

.

0易|闪
.

思叫书叔令
护
已乏9

!

z的|ù
.

2甘事
卜

壤娜执哈本

铁本唱

喂姗军翻瓣

于ǎ日菠的
.

忍2?畏

X已乏N
·

寸的工|帅
-

600)里界然梁画螺十担炸多星叫赢ù不叫粼
.

日乏?目2卜
.

寸寸平
今

诀概咯本

眼

恶(日乏?炭?卜
!

寸忿

盈界粱国十禅仲
卜

已芝N
.

忍|?N寸邓
今

色概喂本

眼

于(日栽饰
.

。N?oo卜
.

的洲)

盈界荣画十担仲
卜

日栽1
.

9|。
.

的平
协

姚保哈本

于裂界ǎ日之6
.

00卜?已蕊gN的

只日蕊价
.

忿男淤画摆娜ǎ日芝洲
.

的9。?N的è缺回小禅仲
卜

赢ù不米翻
卜

已盆?闪旧21
,

N寸事喂本

于

ǎ已盆?N的?卜
·

工的只已花8
.

阅。工?6
.

co卜à理舞艘宣挥十禅件
卜

砍ù不袱翎
卜

日盆gN的|1
.

N甘事喂本

于(日蕊的
.

N的|1
.

N又寸日栽N
.

。01?N
.

的9)

纂界决画挥懈八日我阅
.

忿|?N的à聆画十禅仲
卜

献ù不米翻戳却
卜

日盆?闪的|工
,

N寸事喂本

恶ǎ日乏的
.

系|1
.

导à裂界

架画摆摄聆画十禅仲
协
吕蕊?完?的

.

事况唱本

任ǎ日盖的
.

寸O|1
.

闪忿契界

讼回回招筒淤十担仲
卜
日芝?鹅2的

.

92平哈̀今

晋男瑞纂ǎ已盆

?安?的
.

寸寸X已盆的
!

寸帅工之的
.

6co)回酸摆幂ǎ已筱OO
·

蕊è决画十翎仲
卜
日轰?胃|00

.

寸寸平媲示

。

于ǎ日盆旧
.

6的|?目火已盆00
.

帅N囚

?帅
·

寸的工)悬界麟艘画摆十禅仲
卜

多筱螺锡甲ù队ù花帐渊碳却械链
协
舀芝?之|阅

.

寸寸平喂示
于ǎ日盆?男2的

!

况à纂界梁画十担辍雄拓喂泰

影弱裂卑

划最姆卞哪酬狱
二

嗽体g长哈姗任新翟岛古孚绍楼叫惬以寸琳

暇

日蕊1
.

N哪

"的
.

完卒侧
卜

令

日轰1
.

N寸

"卜
.

1代勿侧
卜

令

日芝1
.

卜寸盆恻树
于

令

七链富觉戳蜘
卜

憾

日菠1
.

N才

?帅92塑回
,

令

日益对
.

卜邸

。的
.

gN哪侧
卜

令

日乙帅
.

卜甘

。的
.

9囚塑侧
卜

毓

唱淡

田尸助曰对l一帅
少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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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天南星族植物叶的显微特征检索表

1( 16 )
.

上表皮有气孔

2( 3)
.

栅栏组织无草酸钙簇晶
· · · · · ·

… … 犁 头 尖 了3夕h
o n iu m 占z u m

eiN i eo l o so n et

S iv a
d

a as n

3( 2)
.

栅栏组织含草酸钙簇晶( 半夏属 P in el l ia T en o r e)

4 〔9 )
.

有分枝状或之字形弯曲的针晶囊细胞

5( 8 )
.

气孔指数 2 1
.

5编 ~16
.

1 0%

6( 7 )
.

上表皮细胞多角形
,

壁平直
;
簇晶较多

,

分布于主脉和

脉岛中 ;栅栏组织穿过主脉部位
· · · · · · · · ·

… … 半夏 P i n e ll ia t e r n a t a ( t h u n b
.

) B r e it
.

7 ( 6 )
.

上表皮细胞类长方形
,

壁 弓形
;
簇晶少

,

分布于 主脉

旁
;
主脉部位无栅栏组织

· · · · · · · · ·

… … 长管半夏 尸
.

lon ig ut bul os
a
H

.

x
.

s
u n

8 ( 5 )
.

气孔指数 8
.

7 5% ~ 9
.

4 1%
· · · · · · · · · · · · · · · · · ·

… … 滴水珠 尸
. 。 。
dr at a

N
.

E
.

B or w n

9 ( 4)
.

无分枝状或之字形弯曲的针晶囊细胞

1 0 ( 1 1 )
,

下表皮气孔指数 1 1
.

2 % ~ 1 3
.

3 2%
· ` · .

…
` · · · · · · ·

… … 掌叶半夏 .P 户e d at 行ec at s ch ot
t

1 1 ( 1 0 )
.

下表皮气孔指数 6
.

9 % ~ 1 0
.

45 %

1 2 ( 13)
.

上表皮细胞六 角形 ; 草酸钙族晶多沿侧脉分布
,

少

量存在于脉岛中
· · · · · ·

… … 紫背 滴 水珠 尸
. `“ J ` at N

.

E
.

B or w
n

v a r
.

b r 。 交心 n i a n a ( D u n n ) H
.

X
,

S
u n

1 3 ( 1 2)
.

上表皮细胞不规则 ; 草酸钙簇晶沿主侧脉分布

1 4 ( 1 5 )
.

上表皮细胞壁平直 ;下表皮气孔以六 细胞型为主 ;

草酸钙簇晶少量零星分布 ;栅栏细胞有 团块状物

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盾叶半夏 尸
.

eP l t at a
P ie

1 5 ( 1 4 )
.

上表皮细胞壁浅波状 ;下表皮气孔 以平轴式为 主 ;

草酸钙簇晶密集排列成行 ;栅栏细胞中无团块状

物 质 ”
· ·

“ … … 粉 背盾 叶 半 夏 尸
.

p el t at a 尸ie

v a r
.

c h u n a n e n s i s H
.

X
.

S
u n

1 6 ( 1 )
.

上表皮无气孔 ; 叶肉组织无草酸钙簇晶 (天南星 属

A r i s a e m a
M

a r t
.

)

1 7 (2 4)
.

草酸钙针晶束存在 于栅栏组织和海绵组织

1 8 (2 l)
·

有圆形针晶囊细胞
;
无色素物

1 9 (2 。 )
.

针晶长短相近
,

散乱或整齐排列
· · ·

… … 云台南星 A
.

d u
一

bo is
- 八沙

夕

m on 成 ae E n
gl

.

2 0 ( 1 9)
.

针晶长短相 差悬殊
,

针晶小束多密集交叉或螺旋状

排列 … … 异叶天南星 A
,

he t er oP 勺 llu m Bl
u m e

.

21 ( 1 8)
·

无圆形针晶囊细胞
;
有色素物

2 2 ( 23 )
.

叶肉组织分化明显
,

栅栏细胞圆柱形

全缘灯台莲 A
.

s ik o k ia n u m F r a n e h
,

e t s a v
. ,

灯

台莲 A
.

, i k o k i a n u 阴 F r a n e h e t S
a v

.

v a r
.

: e r r a t u m

( m a k i n o ) H
a n
d

· 一

M
a z t

· ,

七 叶 灯 台 莲

A
.

s i k o k i a n u
m F r a n e h e t S

a v
.

( e n g l
.

) H
.

L i

v a r
.

h e n
yr

a n u 从

23 (2 2)
.

叶肉组织分化不明显
,

栅栏细胞类圆形或短圆柱形

. . . . . .

… … 白苞灯台莲 A
.

s i k ok i。 、 u m rF
a n “ h et

S a v
.

v a r
.

a l b e s c e n s
H

.

X
.

S
u n

24 ( 17)
.

针晶束仅存在于海绵组织

2 5 ( 2 8 )
.

针晶束较少
,

囊细胞长梭形
,

长不超过 50 。 拜m
,

气孔

指数 5
.

56 % ~ 8
.

06 %

2 6 (2 7 )
.

上表皮细胞多长多角形
,

壁平直
;

栅栏细胞无颗粒

状物质 … … 湘南星 A
.

hun an
￡
ns
己 H ”

dn 一 M
”
.zt

2 7 ( 26)
.

上表皮细胞多 角形
,

壁 弓形
;
栅栏细胞含颗粒物质

. . . . . . . . . . . .

… … 绛斑湘南星 A
.

h un
o
ne ns

“
H

“ n
.d

一

M
a z t

.

v a r
.

n i刀 g bo
e n s e H

.

X
.

S
u n

2 8 ( 2 5)
.

针晶束特多
,

囊细胞条形或长条形
,

长 达 7 0 0拼m 以

上
,

气孔指数 10
.

23 % ~ 14
·

91 %

29 ( 30 )
.

叶肉组织分化 明显
· · · · · ·

一把伞南星 A
.

￡ r u b e c e n c ` ( W
a
l l

.

) S e h o t t

30 ( 29 )
.

叶肉组织分化不明显
· · · · · ·

… … 紫序一把伞南星 八
.

e r u b e e e n c e (W
a
ll

·

)

S e h o t t f
.

d
o n

舒
a n g e n s e

H
.

X
.

S
u n

H
.

X
.

S u n 系我们在调查和野外采集中所发现的新

类群
。

这些类群与其亲缘种
、

原变种或原变型不仅在

植物形态上有一定 区别
,

而且新鲜块茎的同工酶谱

和蛋白质 电泳谱特征也有明显差异
。

本实验结果也

表 明这些类群叶显微特征与其亲缘种
、

原变种或原

变型有明显区别
,

进一步证实我们对这些类群 的分

类处理是合理的
。

紫背滴水珠 系 D u n n 于 1 9 0 8 年建立并命名为

P i n e l l i a b or w n i a n a
,

E n g l 在 P f l a n z e n r
.

中也将 其

与 尸
.

。 。
dr at a

作为两个独立种加以记载
,

而 《中国植

物志 》等将其归人 尸
.

。 or d at a 。

本实验观察和比较 了

两者叶的显微特征
,

发现有明显的区别
:

紫背滴水珠

上表皮细胞多呈六角形
,

栅栏组织中草酸钙簇晶少
,

多沿侧脉分布
,

少量散在于脉岛中
,

主脉及其附近未

见
,

针晶较长
,

针 晶囊细胞 长条形
; 而滴水珠上表皮

细胞长多角形
; 草酸钙簇 晶多

,

沿 主侧脉分 布
,

针晶

较短
,

针晶囊细胞分枝状或
“

之
”

字形弯曲
。

故我们认

为紫背滴 水珠作 为滴水珠 的变种 尸 i en ill a
co dr at a

N
.

E
.

B r o w n v a r
.

bor w n i a n a ( D u n n ) H
.

X
.

S u n 较 为

恰当
。

灯 台莲早 在 1 8 3 5 年 B ue gr 将 该种放在 A ur m

属 中
,

1 8 7 9 年 F r a n e h e t 等在 E n u m
.

P l
.

J
a p

.

中将

其归人 A ir s ae m a 属
。

在此后一百多年中
,

该种植物

误定学名达 5 个
,

其变种的学名也随之相应改动
,

这

主要是 由于本种植物性状不稳定
、

变异较大之故
。

该

种植物叶 2 枚
、

鸟足状 5 裂或 7 裂
,

裂片全缘或具

锯齿
。

《中国植物志 》等根据裂片数和叶缘特征分为

3 个变 种
:

裂 片 5
、

全缘 者 为全缘灯 台莲 A ir sa
e
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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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k o k i a n “ m F a rn eh
·

et S a v
·

; 裂 片 5
,

具 不规则 的粗

锯 齿 至 细 的 啮 状 锯 齿 的 种 群 为 灯 台 莲 A
.

s ; k o k Z a n u m F r a n e h
.

e t S a v
,

v a r
.

s e r ar t z `m ( M a k i n o )

H a
dn 一M az t

·

; 而裂片 7
,

边缘具粗锯齿或细牙齿 者

定为 七叶 灯 台链 A
.

: i k o k i a n u m F r a n e h
.

e t S a v
.

Va r
·

he ” yr “ ” “ m (E gn l
·

) .H iL
。

我们在对浙江省天南

星族药用资源调查时
,

发现此种植物的叶枚数
、

叶裂

片的数 目
、

形状
、

大 小和 叶缘状态 均变 异较 大
,

叶

1一 2
,

裂片 3
,

5
,

7
,

许多植株 2 枚叶的分裂情况也不

同
,

裂片数分别为 3 和 5 或 5 和 7
,

裂片卵形
、

卵状

长圆形或长 圆形
,

有时侧裂片明显耳状
,

边缘有的仅

中上部具细锯齿
,

鸟足状 7 裂叶有的全缘
,

裂片大小

相差 4一 5 倍
,

很难划 清这些变种 间的界限
,

由此 可

见
,

裂片数和叶缘形状在本种植物似乎处于变异中
,

尚未分化到足以成为划分变种依据 的程度
。

我们对

这 3个变种新鲜块茎 的过氧化物酶
、

醋酶和蛋白质

进行了电泳分析
,

发现叶枚数
、

裂 片数
、

叶缘形状 和

雌雄状态对分析结果 的影 响不大
,

这种差异小于不

同产地对其结果的影响
。

H ior y o s hi 等对灯台莲花粉

粒扫描 电镜观察结果表 明
:

其原种和变种间的花粉

粒形态特征无区别 〔1 2 〕
。

本实验观察和比较了这 3 变

种不 同产地 的新鲜标本 叶的显微特征
,

发现它们的

显微特征变异较大
,

但各变种间无 明显区别
。

因此
,

我们认 为该种上述 3 个变种宜予归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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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凌草愈伤组织诱导及细胞培养的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新乡 4 5 3 0 0 2)

河南农业大学农学系

李景原
牵

王 太 霞 杨相甫 张晋像

李贺敏

摘 要 用组织培养
、

细胞悬浮培养和单细胞平板培养技术
,

诱导 出冬凌草愈伤组织
,

并探讨了细胞悬浮 培养时

间
、

培养方法和接种密度对冬凌草单细胞平板培养植板率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从冬凌草叶和嫩茎诱导愈伤组织
,

以

M S 十 2
,
4
一
D 1 m g l/

J

+ N A A .0 5 m g / L 培养基较好
,

愈伤组织诱导率高达 96
.

80 %
。

用普通单细胞平板培养法培养

冬凌草单细胞的植板率很低
,

而 以悬浮培养 15 ~ 18 d 的单细胞为材料
,

接种密度为 5 x l 护 个 /毫升时
,

进行条件培

养和看护培养
,

植板率达 21
.

63 %
。

本研究结果可供利用细胞培养技术筛选冬凌草高产冬凌草素细胞株时参考
。

关键词 冬凌草 愈伤组织 细胞悬浮培养 单细胞平板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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