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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抱蛋属植物叶表皮微形态的扫描 电镜观察 

王任翔1，周巧劲1，李光照2，蒋巧媛2，张义正3 

(1．广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西桂林541004；2． 墓广西植物研究所， 
广西 桂林 541006；3．I~l JII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摘 要：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 ，观察 9种蜘蛛抱蛋属植物的叶表皮微形态 。结果表明，9种植物叶下表皮的细 

胞都为长方形，垂直壁为直的，垂周界限为凸的，外层周壁凹陷。气孔椭 圆形至卵圆形 ，气孔外拱盖表面多平 

滑 ，其内缘近平滑、浅波状或锯齿波状 ；角质膜多为脊状条纹 、有的外层周壁有横纹或颗粒。气孔大小与染色 

体的倍性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不同种间叶表皮特征表现出一定差异 ，对种的划分有一定的分类鉴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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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eaf epidermis of 9 species in the genus Aspidistra were examined through scanning electron mi— 

croscope(SEM)．All the speci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having abaxial epidermis consisting of rectangular or 

rhombic cells，with the radical and tangential walls being straight．The shapes of the stoma were ovate or ellip— 

tic．Ornamentation of outer stomatal rim was often smooth．The inner margin of the outer stomatal rim was 

nearly smooth or sinuolate，and the cuticular membrane of the leaf epidermis was often sinuolate or straited． 

The stomatal size wa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the chromosomal ploidy．Some differences were found among the 

9 species，therefore，SEM characters of the leaf epidermis were of certain taxonomic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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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抱蛋属(Aspidistra)隶属于广义百合科 

(Liliacea)(汪发缵等，1978)，主要产于亚洲东部的 

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目前发现有 62种左右，我国产 

58种，其中广西分布约 39种(李光照等，2004)。该 

属植物花贴地面生长，多数小，易被它物掩盖，花期 

短，故带花标本采集困难；同时，该属植物营养器官 

和花部器官变异大，给分类研究工作带来困难。该 

属植物的分类、核型、花粉等方面已开展了较多的研 

究(李光照等，2004，2000；王任翔等，2002，2001a， 

2001b，2000，1999；洪 德 元 等，1986；黄锦 岭等， 

1997)。但关于蜘蛛抱蛋属叶表皮微形态的研究，仅 

见国内有零星报道(李光照等，2004)。近年来，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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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表皮微形态特征的研究越来越受到植物分类学家 

的重视，叶表皮特征的微形态的多样性曾用在种问、 

属问甚至科的分类和系统演化关系方面的探讨，具 

有重要的分类价值 (韩荣 兰等，2004；吕海亮等， 

2000；Wilkinson，1979)。我们通过扫描电镜观察研 

究了 9种蜘蛛抱蛋属植物 叶表皮微形态 的特征 ，旨 

在为进一步探讨蜘蛛抱蛋属植物的分类 、演化、系统 

位置等问题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材料 

所有材料均取自野生，活材料移栽于广西桂林植 

物园，凭证标本存于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表 1)。 

表 1 蜘蛛抱蛋属叶表皮研究的实验材料及凭证标本 

Table 1 M aterials and voucher specimens of leaf epidermis of genus Aspidistra 

表 2 蜘蛛抱蛋属植物的叶表皮在扫描电镜下的特点 

Table 2 The characters of leaf abaxial epidermis of Aspidistra under SEM 

1．2方 法 

采取成熟叶片，先用毛笔将叶片轻轻擦拭，去除 

尘埃，再在叶脉中部相同部位各取 2 mm×2 mm左 

右样品为实验材料。先放入盛有 95 酒精的烧杯 

中反复振荡清洗，然后用 100 酒精脱水，待酒精挥 

发后，将叶片粘在双面胶上，真空镀膜后在 S-45o扫 

描电镜下观察拍照。叶表皮所用术语 主要参考 

Wilkinson(1979)。 

2 观察结果 

2．1九种蜘蛛抱蛋属植物的叶表皮微形态特征 

9种蜘蛛抱蛋属植物 的叶表皮微形态有如下特 

征：叶下表皮的细胞均为长形多边形，垂直壁为直 

的，垂周界限为凸的，外层周壁凹陷。气孔主要分布 

在叶下表皮，呈无规则排列，气孔器由两个月芽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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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细胞构成，气孔器为无规则型。气孔椭圆形至 

卵圆形，气孔外拱盖表面多平滑，其内缘近平滑、浅 

波状或锯齿波状；角质膜多为脊状条纹、有的外层周 

壁有横纹、颗粒或大型乳状突起 。各种的主要 特征 

见表 2及图版 I。 

2．2九种蜘蛛抱蛋属植物的叶表皮微形态差异 

从表 2及图版 I中可以看出，在扫描电镜下 ，蜘 

蛛抱蛋属植物的叶表皮微形态有如下差异。 

图版 I 蜘蛛抱蛋属植物叶下表皮的扫描电镜特点 

Plate I The characters of leaf abaxial epidermis of genus Aspidistra under SE M 

1，2．Aspidistra retusa；3，4．A．silinensis；5，6．A．1urida；7，8．A．subrotata；9，10．A．cruciJormis；11，12．A．1ineariJblia；13，14． 

A．1ongiloba；15，16．A．muricata；17，18．A．1onganensis(1，3，5，7，9，11，13，15，17 ×175；2．4，6，8，10，12，14，16，18 ×700)
． 

2．2．1气孔外拱盖内缘的特征 气孔外拱盖内缘的 

特征可分为以下 3类：(A)气孔外拱盖内缘近平滑， 

有 2种 ：西林蜘蛛抱蛋 、十字蜘蛛抱蛋。(B)气孔外 

拱盖内缘浅波状，有 2种：广东蜘蛛抱蛋、线叶蜘蛛 

抱蛋。(C)气孔外拱盖内缘锯齿——浅波状，有 5 

种 ：广西蜘蛛抱蛋、幅花蜘蛛抱蛋 、巨型蜘蛛抱蛋、啮 

边蜘蛛抱蛋 、隆安蜘蛛抱蛋。 

2．2．2角质膜及蜡质纹饰特征 按照叶片下表皮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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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膜及蜡质纹饰特征 ，可将 9种 蜘蛛抱蛋属植物划 

分为以下 3类 ：(A)角质膜具 浅波状(外层周壁带有 

横条纹)的有5种：广西蜘蛛抱蛋、西林蜘蛛抱蛋、广 

东蜘蛛抱蛋 、幅花蜘蛛抱蛋、十字蜘蛛抱蛋。(B)角 

质膜具明显脊状条纹及颗粒的有 3种：巨型蜘蛛抱 

蛋、啮边蜘蛛抱蛋 、隆安蜘蛛抱蛋。(C)角质膜条纹 

不明显，但有细颗粒的有 1种 ：线叶蜘蛛抱蛋 。 

2．2．3保卫细胞 两极“T”型加厚特征 按照植物叶 

下表皮保卫细胞两极“T”型加厚特征，可将 9种蜘 

蛛抱蛋属植物划分为 以下 2类 ：(A)无 “T”型加厚 ， 

有 4种：广西蜘蛛抱蛋、西林蜘蛛抱蛋、广东蜘蛛抱 

蛋、巨型蜘蛛抱蛋。(B)具“T”型加厚或不明显“T” 

型加厚，有 5种 ：幅花蜘蛛抱蛋 、十字蜘蛛抱蛋、线叶 

蜘蛛抱蛋、啮边蜘蛛抱蛋 、隆安蜘蛛抱蛋 。 

3 分析与讨论 

蜘蛛抱蛋属植 物的叶表皮 的主要特征是相同 

的，从而反映蜘蛛抱蛋属植物是一个亲缘关系极为 

接近的、自然的类群。 

蜘蛛抱蛋属植物的叶下表皮一些微形态特征在 

某些种与种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例如：西林蜘蛛抱蛋 

和十字蜘蛛抱蛋的气孔要比其他种类的明显增大 

(表 2，图版 I)，这可能与他们同为四倍体有关(王 

任翔等，2001a)；广东蜘蛛抱蛋的角质膜在垂直壁上 

和外层周壁上都有横纹，都呈浅波状纹饰；啮边蜘蛛 

抱蛋气孔外拱盖内缘锯齿一浅波状且具明显“T”型 

加厚；隆安蜘蛛抱蛋角质膜具明显脊状条纹且具有 

大型的乳状突起。这可作为这些种的典型鉴别特 

征，在鉴别种方面有一定价值。 

广西蜘蛛抱蛋、西林蜘蛛抱蛋、广东蜘蛛抱蛋、 

幅花蜘蛛抱蛋、十字蜘蛛抱蛋的核型(王任翔等， 

2001a)和花粉外壁纹饰(王任翔等，2002)比巨型蜘 

蛛抱蛋 、啮边蜘蛛抱蛋、隆安蜘蛛抱蛋的原始，根据 

我们的观察结果，前者的叶表皮的角质膜具浅波状 

无颗粒，后者的角质膜具明显脊状条纹及颗粒，从而 

反映叶表皮角质膜的演化可能从浅波状无颗粒到脊 

状条纹有颗粒，这与蜘蛛抱蛋属植物形态上的演化， 

特别是花结构的演化规律以及李光照等(2000)所提 

出的蜘蛛抱蛋属新系统基本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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