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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香荚兰茎的解剖学研究。 

赵国祥 韦仲新。 
( 云南省丘而磊雨袤业科擎薪磊 _ 6613∞)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 650204) 

摘要 对弓I自墨西哥的香荚兰 矗 ‰ Andr 和生长于云南河 口县城 附近沟谷雨林 下 

的滇南香荚兰 V．siome~ P,~dfe矗 Down~进行了茎的解剖研究 。结果表 明。两者在茎的解剖特 

征上有显著差异。从茎的横切面上看 ，弓I自墨西哥的香荚 兰，在皮层最内方与维管区之间存 

在一环带状的厚壁组织 ，而滇南香荚兰茎则没有形成这种厚壁组织环；香荚兰茎的皮层细胞 

小 ，易于与维管区域的薄壁组织细胞相 区别 ，而滇南香荚 兰茎的皮层细胞较大 ，难与维管 区 

域的薄壁组织细胞区分开来。在同属不同种植物茎中存在如此大的解剖学特征差异实属罕见。 

它不仅为区分这两个种提供重要的解剖特征依据，而且对于开展种同杂交和对杂种后代的识 

别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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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香荚兰 Vanillapf口咖 池 茎采自红河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试验地引种栽培种；滇南香 

荚兰 V．s m 茎则采 自河 口县城附近海拔约 600 m的沟谷雨林内 (野生种)。茎采得后 

· 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基金资助项 目 野生滇南香荚兰利用研究 (9~C109R)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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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FAA固定，酒精系列逐级脱水及二甲苯透明后按常规方法切片。经番红 一固绿染色后 

在 Olympus显微镜上观测和照相。 

2 两种香荚兰属植物茎组织结构观察 

2 1 香荚兰 V~／／／aphun' 茎组织结构特征．folia 

从香荚兰茎横切面看 ，从外至里可分为表皮、皮层、厚壁组织环 (层)和维管区域， 

偶尔还可区分出髓部 ，但很不明显。表皮 由最外面一层小而排列紧密的近长方形细胞组 

成 ，其外面盖以角质层，内面似乎有下表皮。皮层指表皮以内与厚壁组织环之间的整个组 

织 ，约由 12一l4层排列疏松、圆或近 圆形的细胞组成。厚壁组织环是指皮层与维管 区域 

之间由厚壁细胞所组成的环状结构 (图版 I：1，3箭头所示)。在厚壁组织环 的外面，其 

细胞较小 (图版 I：1的上方及 I：3的左下方)，而环的内面则细胞较大 ，几乎为环外面 

细胞的 2倍大 (图版 I：3右上角)，故很容易相区别。维管区域则指厚壁组织环内除了 

髓部 (一般不很明显)以外的所有部分，其间星散分布有众多的维管束 (图版 Ⅱ：1)。从 

横切面看，靠外面的维管束较小 ，分布稀疏 ，而薄壁组织细胞则较大；靠 内面维管束较 

大 ，分布密，薄壁组织细胞则较小。但紧靠髓部周 围的维管束却又变得很小 (图 I：1中 

间部分)。髓部不很明显 (图版 Ⅱ：箭头所示)。 

2 2 滇南香荚兰 V．siamensis茎组织结构特征 

从其茎的横切面看 ，从外至内仅可区分出表皮、皮层、维管区域和界线模糊的髓部 

(图版 I：2；图版 Ⅱ：2) 表皮由一层小而近长方形、排列紧密的细胞组成，外面盖以角 

质层，内面存在单层细胞构成的下表皮，其细胞较小，排列紧密，易于与皮层细胞相区别 

(图版 I：4)。皮层则指下表皮以内至维管区之间的部分，约有 l5层细胞，但从细胞的形 

状大小看，与维管区域中的薄壁细胞并没有显著区别，两者 的分界很不清楚。只是 自外至 

里细胞逐渐增大而已 维管区域与皮层直接相邻，没有厚壁组织环将两者分开。维管束星 

散分布其间，大小不一 (图版 I：2；图版 Ⅱ：2)。 

3 问题与讨论 

3．1 两种香荚兰茎组织结构的主要区别 

从上述的组织结构描述中可以看出，茎中厚壁组织环的有无是区分两种香荚兰的主要 

解剖学特征。对于引自墨西哥的香荚兰，由于有厚壁组织环的存在，使皮层组织与维管区 

域的界线非常明确。从图版 I：1中可以看出，在厚壁组织环的外面，其细胞较小 ，而环 

的内面 (左下角)则细胞较大，几乎为外面细胞的两倍大。很容易将皮层细胞与维管区域 

的薄壁细胞加以区分。故该厚壁组织环显然成为皮层与维管区域的明确分界线。滇南香荚 

兰则不然，它不仅没有作为皮层与维管区域明确分界线的厚壁组织环 ，而且其皮层细胞与 

维管区域内其它薄壁组织细胞在大小和形状上都较相似，只是越向里细胞逐渐变大 ，(图 

版I：2)，它们间没有清楚的分界，只能从位置上加以确定。 

3．2 厚壁组织环的成因厦其可能的意义 

香荚兰茎中厚壁组织环究竟是纤维还是 “内皮层”或者 “拟内皮层”?为什么同一属 

不同种植物其组织结构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这些问题很值得深人研究。Van Fleet(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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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对单子叶植物茎中内皮层的分布和发育作过深人研究 ，并在对大量文献收集的基础上以 

附录形式列出内皮层在几种不同茎中的分布类型 其 中内皮层出现于单子叶植物攀缘茎 

(或气生部位)的有天南星科、鸭跖草科 、莎草科 、鸢尾科、百台科和 兰科的一些种类。 

他引用 Moiler(1906)的资料，列出 Vanillaplanifo 为其中之一种具内皮层的种类 从本 

文提到的厚壁组织环的位置看，似乎与通常的内皮层的位置相同，但其细胞特别小，还不 

到皮层细胞的 1／5大，与皮层细胞在大小和形状上都相差很大。故此我们避而不用 “内皮 

层”，而是暂 时称之 为 “厚壁组织环”，这与在 Asparagus茎 中见 到的厚 壁组 织相类似 

(Durra，1979)。至于这种厚壁组织环的形成原因，我们尚未研究 不过，Fahn(1982)有 
一

段关于内皮层形成原因的话颇有启发意义 他说 ：“不 同的研究表明，某些单子叶植物 

当其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如土壤缺乏氮盐，通气程度很高等 ，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诱导 

出具有典型次生细胞壁的内皮层” 香荚兰茎中厚壁组织环的形成是否与这些因素 的影 响 

有关 尚待进一步研究。不过，就目前所知的情况及掌握的资料看似乎不可能。因为本文研 

究的两个种尽管生长的海拔高度不同，但土壤含盐量和通气程度并没有多大差异．不足以 

引起如此大的组织结构差异 况且 “内皮层的发育是否会受环境的影响”还有不同看法 

(Esau 1973)。相反，我们认为，香荚兰茎中厚壁组织环的形成是该种植物长期以来对外 

界环境的一种生理适应的表现，它既反映了该种植物的特殊解剖学特征．又具有其特定生 

理功能，很值得进一步深人探索并加以阐明 它不仅为种类的区分提供重要的解剖特征依 

据，而且在今后进行香荚兰属植物的有性杂交和培育新品种过程中，提早对杂交后代进行 

识别和划分 ，加速育种进程等，将具有现实和指导意义 

致谢 在研究过程中王印政博士协助制作切片，吴七根教授甜本文提出十分宝贵和有益的意见。 

参 考 文 献 
Dutta A C， 1979 Botany for￡ student 51h ed Calculla，Odord Uni~" Press 238—239 

Esau K (李正理译 )，197,3 和子植物解剖学 上海 上海^民出版牡，200—20i 

Fahn A，1982． 1：％nt Amtomy 3ided Odord：Peagamo~Press，179—181 

Van FleetD S，1942．The dex,e3epment and dislfi]mfic~ the endodermis sadILtI~ssoeiated ceddase systeminm仰oco哪 h Ilsplal】b 

Amer J踟 c，29 (I)：1～15 

图版说明 

圈版 I l，3，香美兰茎横切面的一部分。l，从外至里为表皮 皮层，厚壁组织环 (箭头)厦维管区；3，系放大的 

厚壁组织环 (箭头)}2．4．滇南香美兰茎槽切面的一部分 ；2，从外至里仅分为表皮，皮层厦维管区．缺厚壁组织环} 

4为2的放大。1，2，X 35。2，4。X 90 

圈版 Ⅱ 1．3．香美兰横切 面维管区盈维管柬放大；1．示星散分布的维管柬厦狭窄的髓部 (箭头)；3，示放大的维 管 

柬 }2．4．滇南香美兰茎横切面维管区盈维管柬放大 ；2，示星敢维管束，4，为维管柬的放大； 

Explanation ofPlates 

Plate l l，3，parts stem c— secticv 舶  lia；l from 删t toiIIrI me qwdermis}oDr【I ．ara,dar sclerenchyma 

(arrowj日IId vasculartissue re~ion；3 showing detailed anoul~ sd~ hu)ma (arrowj；2 4，PⅢ协of stem ㈣  on of r 

siamensis；2 only epidermis，Ⅻ  sad v e ∞ meieco~ ；4 flit e~largemeslt of2；l and 3，x ；2 and 4 x 90 

H址e1I l，3． se 曲 of stem of ．p f弛 ；1 showing scattered va目mlarh砌 曙 and Cth(哪 )；3． ngtwo eft一 

va．~darhmd]es；2}4}删 section stem of s／amerau；2 sho~Sn$scatteredⅧBc 旦rhadlea；4． 啦 two即 

a lxatd]es；1 and 2． ×35；2 and 4 x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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