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西 植 物 G u ih a ia 16 ( 2 )
: 17 1一 174 199 6

浙贝母鳞片衰退和物质撤退

的超微结构观察

高文远 李志亮 肖培根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

北京 10 0 0 94)

摘 要 本文以浙贝母衰退鳞片为材料
,

观察了细胞内含物降解和运输的过程
。

细胞内含物降解

时
,

内膜系统产生许多囊泡
,

这些囊泡有降解和运输两方面的作用
。

降解产物在细胞中表现为颗

粒和丝状物形式
,

它们在细胞间转移通过共质体和质外体两条途径
,

转移方式多种多样
。

降解产

物经过细胞间转移
,

最终汇集到维管束
,

再通过维管束运往新生器官
.

转移细胞在物质运往筛分

子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

韧皮部是降解产物运输的主要通道
,

导管的一部分可能也参与了这种

运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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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贝母 (F rii ta ll
ria thu ne bg r l’ i M柯

.

)是百合科贝母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

其地下鳞茎具

有止咳化痰等多种功效
。

每年地上部分光合作用合成的有机物质
,

主要以淀粉粒等形式贮存在由

基生叶变态形成的肥厚鳞片中
。

新生器官生长时
,

鳞片逐渐分解 自身的贮藏物质供给营养
。

因

此
,

浙贝母的鳞片是一种研究物质再分配的理想材料
。

我们曾对浙贝母鳞片的衰退作过解剖学方

面的初步研究 〔 ’ 〕
,

本文将对此作进一步补充
,

并进一步探讨细胞内含物降解与转移的机理
。

材料与方法

浙贝母取 自本所温室
。

在鳞片衰退过程中定期取样
,

进行石蜡切片和电镜制片观察
。

石蜡切

片采用常规程序制作
,

厚 8 一 10 拜m
,

番红一固绿双重染色
,

N iko
n 一D IA P H O T 显微镜下观察照

相
。

电镜样品制作时
,

取材 1 m m 3 ,

按常规程序制成包埋块
,

L K B 超薄切片机切片
,

醋酸铀一

柠檬酸铅双染后在 JE M 一 100 C X 透射电镜下观察并摄影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细胞内含物的降解与胞间转移的进一步观察

细胞内含物降解时
,

细胞中出现大量囊泡
,

观察发现囊泡起源于细胞内膜系统
,

其中一部分

由内质网自一端膨大缴裂形成 (图版 工 : l)
。

囊泡中往往含有许多颗粒和丝状物
,

有时这些颗

粒和丝状物的密度很高 (图版工 : 2)
。

推测这些颗粒和丝状物的一部分是细胞 内含物的降解产

物
。

质膜和细胞壁间频繁出现壁旁体 (图版工 : 3
,

4)
,

表明物质可通过囊泡形式进入质外体空

间
。

由图版工 : 4 可以看到壁旁体中的小囊泡与胞间连丝的 口端膜相连接
,

暗示小囊泡中的物质

可通过胞间连丝迁移
。

细胞间胞间连丝丰富
,

连丝两端常密集大量颗粒和丝状物 (图版工 :

5 )
,

表明胞间连丝在物质转移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

大量的颗粒和丝状物还常出现在细胞间隙中

( 图版 I : 6)
,

暗示在衰老的特定生理条件下
,

细胞间隙这种质外体形式可能参与了物质的转

移
,

这也许有利于物质的快速撤退
。

2
.

2 降解产物的维管束运输

观察发现
,

浙贝母鳞片中分布着大量维管束 〔 ’ 〕
,

它们是实现物质长距离运输的结构保证
。

维管束的类型为外韧有限维管束 (图版 I : 7)
。

导管为螺纹导管 (图版工 : 8)
。

维管束中分布

着一些转移细胞
,

其内壁突起
,

增加了质膜的表面积
,

内突表面常有小囊泡聚集
。

细胞中颗粒和

丝状物密度很高
,

推测是由其它细胞转移来的降解产物
。

细胞器丰富
,

内质网不断自一端绕裂形

成许多囊泡
,

高尔基体也分泌许多小囊泡 (图版 n : 9)
.

转移细胞中常可见到密集的线粒体群

(图版n : 10)
。

转移细胞和其它细胞间还有许多胞间连丝相连 (图版n : 1 1)
。

这些迹象表明转

移细胞在降解产物装人维管束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

韧皮部主要 由筛管
、

伴胞和韧皮薄壁细胞

组成 (图版 n : 12 )
。

韧皮薄壁细胞中囊泡丰富
,

颗粒和丝状物密度较高
,

各种细胞器发达 (图

版n : 12 )
。

韧皮薄壁细胞间有丰富的胞间连丝
,

一些丝状物常出现在质膜与细胞壁之间 (图版

n : 13 中箭头 )
,

显示细胞间物质运输活跃
,

质外体和共质体途径并存
。

伴胞中原生质体的染色

较其它细胞深 (图版n : 12 )
,

表明其中汇集 了较多的降解产物
,

也可能是其中含有一些粘液

( 图版n : 12 )
。

筛分子与伴胞和韧皮薄壁细胞相连
,

很少的细胞器分布于四周壁上
,

中央有许

多颗粒和丝状物及一些含有楔形晶体的质体 (图版 n : 12)
。

降解产物主要是通过筛分子运往新

生器官的
。

许多筛孔分布在筛分子的端壁和侧壁上
,

其中贯穿着联络索
,

联络索的周围有脐服质

沉积
,

附近还有 P一蛋白 (图版n : 14 )
.

鳞片衰退后期
,

筛分子中颗粒和丝状物减少
,

筛孔中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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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索收缩
,

脐服质填塞其中
,

周围 P一蛋白明显减少
。

含有楔形类晶体的质体外膜破碎消失
,

楔

形晶体向筛孔四周沉积并填塞筛孔
,

这时筛分子基本上失去了输导作用 ( 图版n : 巧 )
。

多次观

察发现
,

靠近韧皮部的一些导管中有一些颗粒和丝状物
,

但其它大部分导管中见不到颗粒和丝状

物 (图版n : 12 )
,

表明木质部的一部分可能参与了降解产物的运输
。

3 讨 论

浙贝母鳞片衰退过程中
,

薄壁细胞
、

转移细胞和韧皮部的细胞中常可见到大量颗粒和丝状

物
,

张伟成等对蒜苔衰退细胞的观察中认为它们是细胞内含物的降解产物 ( 2 〕
,

我们同意这种看

法
。

王毅等的观察表明
,

衰退的蒜苔薄壁细胞中的白体吞噬泡来 自于高尔基体和内质网 〔3 〕
,

囊

泡携带降解产物进行胞间迁移的现象已多次被报道 〔卜 5 〕
。

我们的观察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上述作

者的观点
。

囊泡中携带的降解产物能否进一步被降解尚待深人研究
。

W h al cy 等证明在完整质膜

条件下通过胞间连丝的共质体途径能够保证细胞衰老过程中降解原生质的较彻底的撤退
〔 4一 6 〕几

多次观察发现
,

衰退的浙贝母鳞片细胞间始终存在着丰富的胞间连丝
,

为降解产物的胞间转移提

供了条条通道
。

在以前的观察中
,

曾发现壁旁体的极微小囊泡与胞间连丝口端接近
,

似有整个囊

泡通过胞间连丝转移的趋势 (植物学报
,

待发表 )
.

本次观察中又发现壁旁体中的小囊泡与胞间

连丝口端膜相连
,

小囊泡直径明显大于胞间连丝的口端直径 (图版工 : 4)
,

说明可能是囊泡膜

与胞间连丝的口端膜融合
,

其中的内含物通过胞间连丝迁移
,

而不是整个囊泡通过
。

其他作者在

蒜苔上也观察到了这两种不同的运输方式 〔2
、

3 〕
.

说明它们可能同时存在
,

尚待更清晰的图象来

阐明
。

质外体是降解产物转移的另一条重要途径
,

细胞间隙也参与了物质的撤退
。

对其他植物的

观察也证明了这一点 (2, 3
·

7〕
。

表明在衰退的特定生理条件下
,

细胞间的物质转移采取了多种方

式
,

质外体和共质体运输并存
,

互相配合
,

以满足降解产物快速撤退的需要
。

王毅等认为转移细胞对降解产物有进一步加工的作用 〔3 〕
,

我们同意这种观点
,

并认为韧皮

薄壁细胞和伴胞可能也有这种作用
。

筛分子中含有多个楔形类晶体的质体
,

在鳞片衰退后期解

体
,

类晶体散失的现象曾有过报道
〔 2 〕

。

但类晶体向筛孔四周沉积并填塞筛孔 的现象未见报道
。

张伟成等认为衰退蒜苔中的导管在物质撤退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 〕
,

我们的观察表明导管的一

部分可能参与了物质的撤退
,

降解产物主要是通过韧皮部来运输的
。

维管束的运输应该是双向

的
,

一方面薄壁细胞的降解产物源源不断地经此运往新生器官
,

另一方面又从根和芽等部位运来

水分
、

酶和激素等以满足细胞内含物降解的需要
。

木质部和韧皮部之间协调配合
,

共同完成这种

双向运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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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C A一脐服质 ; C C一伴胞 ;C R一类晶体 ; C S一联络索 ; CW一细胞壁 ; D一高尔基体 ;E R一内质网 ; M一线粒体 ; N一细

胞核 ; PC一薄壁细胞 ; P D一胞间连丝 ; P M B一壁旁体 ; P P一 P一蛋白; S一淀粉粒 ;s M一筛孔 ; S T一筛管 ; V一囊泡 ; V B一维管

束 ; V E一导管

图版工

1
.

内质网 自一端膨大组裂形成囊泡
,
x 37 0 0 ;0 2

.

细胞内含物降解时
,

含有高密度颗粒和丝状物的囊泡
, x 5 0 0 ;0 3

.

壁

旁体
, x 3 000 ;0 4

.

壁旁体
,

注意其中的小囊泡与胞间连丝相连
, x 300 0 ;0 5

.

细胞间丰富的胞间连丝及两端的颗粒和丝状物
,

x 3 300 ;0 6
.

细胞间隙中的颗粒和丝状物
, x 20 00 ;0 7

、

8 鳞片中的维管束和导管
, x

20 .0

图版11

9
.

转移细胞
,

示 内壁突起
、

突起上的小囊泡
、

细胞中丰富的线粒体
、

颗粒和丝状物及活跃的高尔基体和内质网
,

x 16 0 0仇 10
.

转移细胞中密集的线粒体群
, x 2 0 0 0仇 11

.

转移细胞与其他细胞间的胞间连丝
, x 3 3 0 0 ;0 12

.

维管束的横

切面
,

示导管
、

筛管
、

件胞和薄壁细胞
, X
加O仇 13

.

示韧皮薄壁细胞间的胞间连丝和质膜与细胞壁间的丝状物 (箭头 )
,

x 巧 0 0 ;0 14
.

示筛孔
.

注意其中的脱服质
、

联络索和附近的卜蛋白
, x or O0 ;0 巧

.

鳞片衰退后期的筛孔
.

示类晶体填塞

筛孔
,
X l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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