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光对其种子的萌发影响较小(种子的萌发率分别

63. 5%和 54. 3% ) , 而绿光和蓝光对种子的萌发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通过绿光进行处理的种子萌发率

仅为 4. 5% (表 3)。
表 3　不同光质对灯台树种子萌发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n germination of A. scholaris seed

under dif ferent photoproton

光　质 萌发率/ % 光　质 萌发率/ %

红光 54. 3 黄光 63. 5

蓝光 33. 5 日光(对照) 74. 0

绿光 4. 5

2. 2. 4　灯台树种子生活力的研究:种子生活力的测

定是在种子采集后的第一个月开始( 4 月) ,每个月

测定一次,以一年为一个周期,每次萌发试验的条件

相同, 其试验结果是:随着储藏时间的增加, 灯台树

种子的萌发率逐渐下降,而且在前 5个月中种子萌

发率下降不是很明显( 68. 5%～82. 3% ) , 在后 7个

月中下降很明显, 特别是 10个月以上种子萌发率在

15. 7%以下(表 4) , 因此灯台树的种子储藏时间不

宜过长。

表 4　灯台树种子生活力的测定

Table 4　Measurement of viability of A. scholaris seed

储藏时间/月 萌发率/ % 储藏时间/月 萌发率/ %

4 82. 3 10 50. 4

5 80. 6 11 42. 1

6 73. 8 12 32. 8

7 74. 5 1 15. 7

8 68. 5 2 10. 4

9 52. 3 3 7. 2

3　结论及讨论

　　由于灯台树是典型的热带树种,所以其种子萌

发需要高温、高湿等自然条件,灯台树种子萌发的适

宜 温 度在 25 ℃～ 40 ℃(萌 发率 为 70. 0%～

89. 0%) , 最适宜的光照时间为 8～14 h, 绿光和蓝

光的光照对灯台树种子萌发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因

此在育苗过程中不应使用绿色和蓝色的塑料簿膜;

另外,灯台树种子在室温条件下储藏时间不宜过长,

一般为 5个月以内,在 5个月以上灯台树种子的萌

发率就明显降低, 如果储藏时间在 5个月以上最好

放在温度为 12 ℃～15 ℃的冷库中进行储藏。为了

解决灯台树野生资源枯竭的问题,必须进行人工栽

培试验示范研究, 既可以在适宜的荒山荒坡上进行

单一种植,又可以与其他经济植物(如咖啡、茶叶等)

进行不同混农林模式系统的混合种植, 从而推动民

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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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种金丝桃属植物叶中分泌结构的研究

赵益斌1 ,赵　晶1 ,徐　帆1,李景秀2,高　玮1X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药剂科,云南 昆明　650032;

2.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04)

摘　要: 目的　寻找金丝桃属中草本植物含金丝桃素而木本不含的形态学及组织化学依据,为该属植物资源的开

发利用提供依据。方法　对金丝桃属中 6 种植物叶片进行解剖学研究,观察透明材料, 并进行组织化学实验和石蜡

切片观察。研究分泌结构在各种植物叶片中的分布和结构。结果　存在分泌细胞团和分泌囊(道)两类形态结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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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不同的分泌结构, 草本植物中两者都有,而木本植物中只有分泌囊(道)。金丝桃素储存于分泌细胞团内。结论　

为金丝桃属中只有草本植物含金丝桃素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 黄花香;西南金丝桃; 近无柄金丝桃;遍地金; 地耳草;短柄小连翘 ;分泌结构; 金丝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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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secretory structures in leaves of six species of Hypericum L.

ZHAO Yi-bin
1, ZHAO Jing

1, XU Fan
1 , L I Jing-x iu

2, GAO Wei
1

( 1. Pharm aceutica l Depar tment, Kunming General Hospital, Chengdu M ilitar y Region, Kunming 650032, China;

2. Kunming Institute o f Bo tany , Chinese Academ y o f Sciences, Kunming 650204, China )

Key words: Hyp ericum beanii N . Robson; H . henryi L�v l. et Van; H . subsessil e N. Robson; H .

w ightianum Wall. ex Wight et Arn; H . j ap onicum T hunb. ex M urr ay; H . p etiolulatum Hook. f . et

Thoms. ex Dyer; secretor y st ructur es; hypericin

　　金丝桃属( Hypericum L. )植物我国有 55 种 8

亚种
[ 1]

,其中的金丝桃素具有抗精神忧郁
[ 2]
, 抑制中

枢神经,增强免疫功能,抗逆转录病毒, 抑制 HIV 活

性和抗肿瘤等功能 [ 3]。赵晶等曾系统研究过金丝桃

素[ 4] ,并发现该属的草本植物中有金丝桃素,而木本

植物中无。为寻找形态学上的依据,研究了6种金丝

桃属植物叶中的分泌结构,因为产生和储存金丝桃

素的分泌结构主要存在于叶中[ 5, 6]。曾报道金丝桃属

中密腺小连翘 H . seniaw inii Maxim[ 5]、贯叶连翘

H . p erf oratum L.
[ 6]
和 H . belearicum L.

[ 6]
的解剖

研究,但该属的其他种类,仅见分类特征描述中简要

提到,未见分泌结构的报道。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 木本植物黄花香 H . beanii N. Robson,

西南金丝桃 H . henryi L�v l. et Van.近无柄金丝桃

H . subsessile N. Robson 和草本植物遍地金 H .

w ightianum Wall. ex Wight et Arn. , 地耳草 H .

j ap onicum T hunb. ex M urray, 短柄小连翘 H .

p et iolulatum Hook. f . et T homs. ex Dyer 共 6个

种的植株采自云南省丽江地区, 由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李景秀老师鉴定并移植栽种于植物研究

所的植物园中。

1. 2　仪器设备: BX51 Olympus 显微镜 (日本

Olympus Optical Co. , L td. ) 2 台, Leica RM 2015

轮转式切片机(德国 Leica 系统有限公司) 1台。

1. 3　透明材料的观察:采摘植株中部无病斑的成熟

叶片, 放入足量的 5% NaOH 水溶液中, 60 ℃温箱

中透明 1. 8 h。蒸馏水泡 2 h。Olympus显微镜观察

并摄影。

1. 4　组织化学实验:胡萝卜夹持新鲜叶片的徒手切

片放入 50%乙醇中 10 s, 56 ℃, 5% NaOH 水溶液

中 30 m in, 50%乙醇中30 s,蒸馏水洗1 min。Olym-

pus 显微镜观察并摄影。

1. 5　石蜡切片的观察: 叶片剪为0. 5～1 cm 的小

块, 于 FAA 固定液中固定 2 d, 取部分样品剪为

0. 2～0. 5 cm 小块, 酒精系列脱水, 透明, 浸蜡 3 d,

石蜡包埋,切片厚度 6 Lm,番红—固绿染色, 中性加

拿大树胶封片。BX51 Olympus显微镜观察并摄影。

2　结果

　　观察 6个种的叶片发现, 金丝桃属中草本植物

有分泌囊、道和分泌细胞团, 而木本植物只有分泌

囊、道。分泌囊在透明材料和切片中呈近圆形或圆

形, 中央腔体由上皮细胞包围, 之外又有鞘细胞包

围。分泌道在石蜡切片中呈透明的管道,存在于叶脉

的韧皮部内,维管束的薄壁组织内。分泌细胞团为一

团圆形的分泌细胞, 外有鞘细胞包围。在透明材料

(此处 NaOH 用于溶解色素, 之后蒸馏水泡去

NaOH。)中分泌细胞团呈红黑色腺点, 组织化学实

验中呈墨绿色。与萘并二蒽酮类物质(即金丝桃素类

物质)在中性环境呈红黑色,在碱性环境呈墨绿色一

致(原因见文献) [ 7]。而分泌囊在NaOH 溶液中与在

透明材料中相同。表明分泌细胞团中产生和储存金

丝桃素类物质。

2. 1　遍地金(草本) : 叶片内存在两类分泌结构(见

图 1-6, 7, 12)。分泌囊在透明材料中呈透明的腺点,

散生于整个叶片,分布密度为 13. 8～16. 8 个/ mm
2
,

直径为 37. 5～150 Lm, 石蜡切片揭示上皮细胞 8～

12个,鞘细胞 0～2层(图 1-6)。石蜡切片揭示分泌

道直径为 8. 8～15 Lm, 上皮细胞 3～5个,无鞘细胞

(图 1-12)。分泌细胞团在透明材料和组织化学实验

中分布在叶缘的海绵组织内(个别生于叶中部) , 间

距为 0. 36～0. 50 mm, 直径为 62. 5～100 Lm, 石蜡

切片揭示鞘细胞 1～2层(图 1-7)。

2. 2　近无柄金丝桃(木本) :叶片内只有分泌囊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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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道(图 1-3, 13)。分泌囊在透明材料中呈黑色腺

点,散生于整个叶片, 分布密度为 18. 6～24. 0 个/

mm
2, 直径为 25～75 Lm, 石蜡切片揭示上皮细胞

7～16个, 鞘细胞1～2层(图1-3)。石蜡切片揭示分

泌道直径为 7. 5～12. 5 Lm,上皮细胞 4～7个,无鞘

细胞。(图 1-13)。

2. 3　黄花香(木本) :叶片内只有分泌囊和分泌道

(图 1-1, 10)。分泌囊在透明材料中呈有黑圈的透明

1-黄花香的分泌囊　2-西南金丝桃的分泌囊　 3-近无柄金丝桃的分泌囊　4-短柄小连翘的分泌细胞团　5-短

柄小连翘的分泌囊　6-遍地金的分泌囊　7-遍地金的分泌细胞团　8-地耳草的分泌囊　9-地耳草的分泌细胞

团　10-黄花香的分泌道　11-西南金丝桃的分泌道　12-遍地金的分泌道　13-近无柄金丝桃的分泌道　14-短

柄小连翘的分泌道

1-secretory cavity in H . beani i　2-secretory cavity in H . henryi　3-secretory cavity in H . subse ssil le　4-secre-

tory nodule in H . p et iolulatum　5-secretory cavity in H . p etiolulatum　6-secretor y cavity in H . w igh tianum

　7-secretory nodu le in H . w ight ianum　8-secretory cavity in H . j ap onicum　9-secretory n odule in H . j ap on-

i cum　10-secretory canal in H . beanii　11-secretory can al in H . henryi　12-secretory canal in H . w igh tianum

　13-secretory canal in H . subsessile　14-secretory canal in H . p etiolulatum

图 1　6 种金丝桃属植物叶中的分泌结构

Fig. 1　Secretory structures in leaves of six species of Hyp ericu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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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点, 很圆, 散生于整个叶片, 分布密度为 11. 4～

16. 8 个/ mm
2 ,直径为 25～75 Lm, 石蜡切片揭示上

皮细胞8～14个,鞘细胞 1～2层(图 1-1)。石蜡切片

揭示分泌道直径为 8. 8～27. 5 Lm,上皮细胞 3～6

个,无鞘细胞(图 1-10)。

2. 4　西南金丝桃(木本) :叶片内只有分泌囊和分泌

道(图 1-2, 11)。分泌囊在透明材料中呈有黑圈的透

明腺点, 很圆, 散生于整个叶片, 分布密度为5. 4～

6. 0个/ mm
2 ,直径为15～25 Lm,石蜡切片揭示上皮

细胞 7～12个, 鞘细胞 1～2层(图 1-2)。石蜡切片揭

示分泌道直径为 11. 3～21. 3 Lm, 上皮细胞 4～6

个,无鞘细胞(图 1-11)。

2. 5　短柄小连翘(草本) :叶片内存在两类分泌结构

(图 1-4, 5, 14)。分泌囊在透明材料中呈现透明的腺

点, 散生于整个叶片, 分布密度为 2. 6～6. 1 个/

mm
2
, 直径为 56. 3～119 Lm,石蜡切片揭示上皮细

胞 7～13个,鞘细胞 1～2层(图 1-5)。石蜡切片揭示

分泌道直径为 6. 3～15 Lm,上皮细胞 3～6个, 无鞘

细胞(图 1-14)。分泌细胞团在透明材料和组织化学

实验中分布在叶缘的海绵组织内(个别生于叶中

部) ,间距为 0. 75～1. 00 mm, 直径为125～213 Lm,

石蜡切片揭示鞘细胞 1～2层(图 1-4)。

2. 6　地耳草(草本) :叶片内存在两类分泌结构(图

1-8, 9)。分泌囊在透明材料中呈有黑圈的透明腺占

很圆,散生于整个叶片,分布密度为 12. 8～19. 6个/

mm 2, 直径为 6. 3～12. 5 Lm,石蜡切片揭示上皮细

胞 7～15个, 鞘细胞0～2层(图1-8)。无分泌道。透

明材料和组织化学实验揭示分泌细胞团散生于整个

叶片,分布密度为 4. 2～6. 0 个/ mm
2, 直径为 6. 3～

43. 8 Lm(图 1-9)。

3　讨论

　　金丝桃属植物叶上的分泌结构分为分泌囊、道

和分泌细胞团两类。金丝桃素主要由分泌细胞团产

生和储存
[ 8]
。组织化学实验也表明,分泌细胞团中储

存萘并二蒽酮类物质, 与另一报道一致
[ 5]
。而本实验

所研究的木本植物中未见分泌细胞团,草本植物中

均有分泌细胞团, 因此木本植物中应无金丝桃素,草

本植物中应有金丝桃素,这与赵晶等先前做的薄层

色谱实验(做了18个种)结果一致。这样找到了薄层

色谱实验结果的形态学上的依据。也给金丝桃属植

物的分类学提供依据。

　　目前,金丝桃素的原料植物为贯叶连翘,对该属

其他种类缺乏研究开发。笔者的研究可为金丝桃属

植物进一步开发利用金丝桃素的新资源提供一定的

科学依据。

　　在植物的系统演化和发育中,草本类型比灌木

类型更进化,各种习性、器官和生物化学等更高等。

这可能是金丝桃属中草本植物含金丝桃素而木本植

物不含的原因。黄花香、西南金丝桃、近无柄金丝桃

系金丝桃属中的灌木类型种类。由于花冠黄色艳丽,

花朵大,植株着花数较多,可作为园林观赏花卉。遍

地金、地耳草、短柄小连翘系金丝桃属中的多年生草

本类型种类。地耳草分布全国各地和日本、朝鲜、印

度、澳大利亚、美国的夏威夷等处。遍地金分布云南、

贵州、四川、广西、印度、泰国各地。地耳草和遍地金

植株小型,紧凑,花冠奇特,宜作为地被栽培。短柄小

连翘主要分布于云南的东北部巧家、彝良等地,是传

统民间草药中最常用的几种“土连翘”之一。无论药

用还是观赏,灌木型和草本型种类都具有广阔的开

发利用前景。

　　致谢: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生物多样性

与生物地理学开放研究实验室梁汉兴、彭华、李璐、

马海英课题组提供实验条件和必要的实验指导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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