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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贝母鳞片细胞休眠解除前后超微结构的变化

高文远　李志亮　肖培根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用植物研究所 , 北京 100094)

杨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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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浙贝母休眠解除后 ,鳞片近轴面表皮附近的几层细胞首先降解。本文观察了这些细胞在休眠解

除前后超微结构的变化。与休眠状态时的细胞相比 ,解除休眠后的细胞中颗粒和丝状物的数量明显增

加 ,一些细胞中出现了复杂的膜结构。线粒体的数目增加 , 常聚集在细胞核和细胞壁旁。胞间连丝的直

径略有增加。休眠解除前后的细胞中 , 常可见到各类囊泡 、多泡体与壁旁体 , 一些小囊泡正在进入细胞

中。表明两种时期的细胞间都发生着物质和信息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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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veral layers of co rtex parenchymal cells near the proximal periderm in scale deg raded af ter releasing do rmancy

of the bulb.The cell had filamentous materials w ith obviously increased quantities in comparison w ith the cells in dorman-

cy.Many complicated membrane bodies could be found in some cells.The number of mito chodrions increased and they al-

w ays gathered near the nucleus and the edge o f cell.The diameter of plasmodesmata became little w ider.Various vesicles ,

multivesicular bodies and paramural bodies were always found in the cells before and after releasing dormancy and some

small vesicles were getting into the cell.These show ed that the exchanges of materials and information occured betw een

the cells , dormant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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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贝母(Frit il laria thunbergii Miq.)是一种常用药用植物 ,其鳞茎具有止咳化痰之功效 。

由于其夏季休眠时间长 ,一年中地上部分只在早春生长一季 ,从播种到收获需要 4 a时间。李志亮



等〔1〕用低温手段大大缩短其休眠时间 ,使其在秋季再长一季 ,从而缩短了浙贝母的收获时间 。浙

贝母的鳞片是典型的贮藏器官 ,休眠解除后芽生长时 ,鳞片降解自身贮备物质供给新生器官生长 。

研究表明
〔2〕
,鳞片衰退时 ,近轴面表皮附近的几层细胞首先降解 ,为深入探讨这些变化的机制 ,本

文用电镜观察了这些细胞超微结构的变化。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　料

浙贝母取自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用植物研究所实验地。待 6月上旬地上部

分枯萎 ,地下鳞茎进入休眠状态后 ,挑选无病虫害鳞茎 ,用清水洗净后放于低温(5 ～ 8 ℃)条件下解

除休眠。在休眠解除前后分别取样固定 ,制片 ,进行光镜和电镜观察 。

1.2　方　法

石蜡切片:材料用 F.A.A.固定液固定 ,常规程序制作 ,切片厚度 8 ～ 10 μm ,番红— 固绿双

重染色 ,Nikon-DIAPHOT 显微镜下观察照相 。

电镜观察:切取 1 mm
3
大小的组织块 ,戊二醛 —锇酸双重固定 ,丙酮系列脱水 , E—812 树脂

包埋 ,LKB超薄切片机切片。经醋酸铀 —柠檬酸铅染色后用 JEM-100 CX型透射电镜观察照相。

图 1　休眠状态鳞茎的横切面示意图

图中的方框表示取样位置

A.鳞片远轴表皮.B.鳞片远轴皮层;C.鳞片

内部薄壁贮藏组织 , 含有丰富的淀粉粒;D.

芽;E.鳞片近轴皮层;F.鳞片近轴表皮

Fig.1　Diagram of cross section of dormant

bulb.Rectangle show ing the place of sam-

pling

A.Distal epiderm of scale;B.Distal cortex of

scat le;C.lnternal storage parenchyma , rich in

starch grains;D.Bud;E.Proximal cortex;F.

Proximal epiderm.

2　观察结果

图 1是休眠状态时浙贝母鳞茎的横切面示意图。图中

方框表示取样部位。鳞茎经低温处理后 ,在光镜下看不出鳞

片细胞有什么变化。但若将这种解除休眠的鳞茎移到适宜

条件下 ,随着芽的生长和根的发出 ,鳞片近轴面表皮下的几

层薄壁细胞开始降解 ,很快形成一条破碎细胞带(图版 Ⅰ :1

～ 3箭头所示),而这时鳞片其它部位的细胞尚未开始降解 。

本文以这些首先降解的细胞为材料 ,探讨其超微结构在鳞茎

休眠解除前后的变化 。

休眠状态时 ,这些细胞的细胞质中 ,颗粒和丝状物的密

度较小(图版Ⅰ :4)。电子密度较高的原生质成分多分布在

细胞的边缘和角隅处(图版Ⅰ :6)。细胞中有时会看到电子

密度很高的类晶体(图版 Ⅰ :6箭头)。解除休眠后 ,这些细

胞的细胞质中 ,颗粒和丝状物的密度明显增大(图版 Ⅰ :5)。

细胞中有时会看到复杂的膜状结构 ,主要由一些形状 、大小

和内含物不同的囊泡组成(图版Ⅰ :7)。

休眠状态的细胞中 ,线粒体的数目较少 ,多分布在细胞周缘(图版 Ⅰ:8)。休眠解除后的细胞

中 ,线粒体的数量明显增多(图版Ⅱ:9 ～ 11),细胞壁和细胞核旁常可见到线粒体群(图版Ⅱ:10 ,

11)。线粒体的大小不一 ,形状多样 ,呈圆形 、椭圆形 、环形和杯状等 。有时一个线粒体的凹陷处有

另外的线粒体(图版 Ⅱ:10箭头)。

多次切片观察发现 ,休眠状态时 ,细胞间胞间连丝的直径较小 ,约为 15 ～ 35 nm(图版Ⅱ:12 ,

13);休眠解除后 ,胞间连丝的直径略有增加 ,约为 25 ～ 40 nm(图版 Ⅱ:14 ,15)。还可以看出 ,胞间

连丝有时零星分布 ,有时密集成束 。

休眠解除前后的细胞中 ,都有一些不同形状和大小的囊泡 ,解除休眠后的细胞中更多些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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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Ⅱ:12 ,13中显示了休眠状态时细胞中的囊泡和壁旁体。可以看出 ,有的小囊泡正在进入细胞

中。图版Ⅱ:16 ,17显示了休眠解除后细胞中的囊泡 、多泡体与壁旁体。图版 Ⅱ:16的多泡体中

不仅有小囊泡 ,还有许多颗粒和丝状物 。图版 Ⅱ:17中壁旁体的小囊泡正在进入细胞中。

3　讨　论

上文观察发现 ,鳞片上首先降解细胞的超微结构在鳞茎休眠解除前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为

其降解做好了准备。颗粒和丝状物密度的增加 ,表明核糖体等增多
〔3〕
。线粒体数量的增多 ,表明

细胞开始活跃 ,需要更多的能量。细胞核是细胞生命活动的中心 ,休眠解除后 ,细胞的生理活动增

加 ,要合成许多蛋白质(酶等),线粒体在细胞核旁的大量出现 ,是细胞代谢活动增加的需要 。细胞

活跃的另一个标志是细胞间物质和信息交换的增加 ,线粒体在细胞壁旁的大量出现 ,与这种胞间

联系增加有关。

　　胞间连丝是细胞间物质运输的共质体通道 ,它在细胞间物质和信息的传递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4 , 5〕。浙贝母鳞片衰退时 ,胞间连丝在细胞降解产物的撤退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2 , 6〕 。鳞片首

先降解细胞胞间连丝直径的扩大 ,一方面说明休眠解除后细胞间的联系增加 ,另一方面也为这些

细胞的降解和贮备物质的撤退做好准备 。囊泡在细胞中的作用很多 ,许多作者的研究表明 ,它可

以携带物质参与细胞间的共质体—质外体—共质体运输过程〔7 , 8〕 。小囊泡进入细胞的现象 ,为这

一观点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由于这种现象在休眠解除前后的细胞中均有 ,可见休眠状态时细胞

间也存在着物质和信息的交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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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1～ 3.　光学显微镜照片;4～ 17.电子显微镜照片.

CW-细胞壁;M-线粒体;MVB-多泡体;N-细胞核;PD -胞间连丝;PMB -壁旁体;V -囊泡

图 版 Ⅰ

1.休眠状态鳞片近轴面表皮附近区域横切面 ,箭头所示位置的细胞在休眠解除后最先降解 , ×200;2～ 3.休眠解除后 ,不同时期

鳞片的横切面 ,箭头所示为渐渐形成的细胞破碎带 , 2 ×200;3 ×200;4.休眠状态细胞质中的颗粒和丝状物 ,密度较低 , ×33 000;

5.休眠解除后细胞质中的颗粒和丝状物 ,密度较高 , ×26 000;6.休眠状态的细胞 ,注意其中的类晶体(箭头), ×10 000;7.休眠

解除后细胞中出现的复杂膜状结构 , ×6 600;8.休眠状态细胞中的线粒体 , ×33 000。

图 版 Ⅱ

9.休眠解除后细胞中的线粒体 , ×20 000;10～ 11.聚集在细胞周缘和细胞核旁的线粒体。注意线粒体的各种形态, 箭头指一个

线粒体的凹陷处有另外的线粒体 , 10 ×8 300;11 ×16 000;12.休眠状态细胞的胞间连丝及囊泡。注意正在进入细胞中的小囊

泡 , ×20 000;13.休眠状态细胞的胞间连丝和壁旁体 , ×26 000;14～ 15.休眠解除后细胞间的胞间连丝 , 14 ×20 000;15 ×26

000;16～ 17.休眠解除后细胞中的囊泡 、多泡体和壁旁体 , 16 ×26 000;17 ×26 000。

Explanation of plates

1～ 3 Photoes of light microscope;4～ 17 photoes of elect ron microscope.

CW-Cell w all;M -Mitochondrion;MVB-Mult ivesicular body;N- Nucleus;PD- Plasmodesma;PMB-Paramural body;V-

Vesicle.

Plate Ⅰ

Fig.1.C ross section of the proximal periderm in scale at dormant state , the cells(arrow indicates)w ill degrade af ter releasing dormancy ,

×200;Fig.2～ 3.C ross section of the scale at dif ferent times after releasing dormancy , w hat the arrow indicates is the forming broken

cell zone , 2×200;3×200;Fig.4.The filamentous materials w ith lit tle density in cytoplasm of dormant cell , ×33 000;Fig.5.The

f ilamentous materials with obviously increased quanti ties in cytoplasm of dormant releasing cell , ×26 000;Fig.6.The dormant cell ,

note the crystalloids in it (arrow indicates), ×10 000;Fig.7.T he com plicated membrane bodies in dormant releasing cell , ×6 600;

Fig.8.The mitochondrions in dorman t cell , ×33 000.

Plate Ⅱ

Fig.9.T he mi tochondrions in dormant releasing cell , ×20 000;Fig.10～ 11.The mitochondrions gathering near nucleus and the edge

of cell , note the differen t shapes , the arrow indicates one mitochondrion is found in the hollow of another mitochondrion , 10 ×8 300;11

×#O16 000;Fig.12.T he plasmodesmata and vesicles of dormant cell , note the lit t le vesicle get ting into the cell , ×20 000;Fig.13.

The plasmodesmata and paramural bodies of dormant cells , ×26 000;Fig.14～ 15.The plasmodesmata of dormant releasing cells , 14 ×

20 000;15 ×26 000;Fig.16～ 17.The vesicles , mult ivesicular body and paramural body of dormant releasing cells , 16 ×26 000;17

×2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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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远等:　浙贝母鳞片细胞休眠解除前后超微结构的变化 图版Ⅰ

Gao wenyuan et al.:Ulreastructural changes of some cells in the scale of PlateⅠ

　　Fri tl laria thunbergii Miq.before and after releasing dormancy

See explanation at the end of tex t



高文远等: 图版Ⅱ

Gao wenyual et al.: Plate Ⅱ

See explanation at the end of tex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