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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与哪个部分相通 ，都说 明吸器顶端能分泌某些 

酶，溶 解 寄 主 组 织 。这 种 指 状 伸 长 与 黄 健 中等 

(1987)所描 述 的吸 器“菌丝”类似 ，Tennakoon & 

Cameron(2006)在研究檀香 的寄生过程 中也认为在 

这个过程中酶起 了主要作用 ，而物理的挤压作用却 

不 明显 。 

吸器在经典植物学上称为寄生根 、吸根(陆时万 

等 ，1991)，这是从吸器功能的角度提出的一个名词 。 

在维管系统建立过程的观察 中发现吸器管状分子与 

田野菟丝子茎 的维管连接类似于植物侧枝 和叶柄与 

茎的连接方式 。这是否提示我们吸器的发生有可能 

是退化器官的残余 细胞重新分化的结果 ，也许它真 

正的“身分”是侧枝或者 叶柄?这些有待于我们进一 

步的研究。关于吸器维管系统的成分，黄健中等 

(1987)认为管状分 子的加厚为 网纹或梯纹 ，是 以纹 

孔相连的管胞 。本实验则观察到田野菟丝子的茎 中 

维管束的主要输导组织为 导管 ，且导管 次生壁呈现 

环纹加厚。 

田野菟丝子茎表面的圆锥形突起 ，在 以往研究 

中未见报道，突起一般出现在寄生部位的背面，我们 

认为当真正的功能性吸器(与寄主建立连接的吸器) 

因某些刺激被诱导产生时，同样在这个 寄生部位 由 

于强而集中的刺激信号，从而诱 导了这种特殊结构 

的发生 。这种结构因其产生的部位及原 因与真正的 

吸器相类似，但又不存在真正的吸器功能，因此将其 

称之为假吸器。这种假吸器的基本结构我们已进一 

步研究，但其功能的讨论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在 

假吸器顶端的小 的开 口，其成因及 功能也尚未研究 

过，我们推测这种结构可能是吸器发展 到一定 阶段 

的体现，但更加准确的推测我们也 尚不明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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