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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叶鞘表面的扫描电镜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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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赵 云 云

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

摘要 用扫描电镜对水稻叶鞘表面作了观察
,

叶鞘表面是 由多列纵向排列的片状结构单

元构成
,

每片状结构单元包含长形细胞带
、

硅化
一

木栓细胞带
、

气孔带和瘤状乳突带等 种不同

结构区带
,

并对种和亚种间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
。

关镇词 水稻 叶鞘 显微结构

中图分类号

稻种在其进化过程中
,

在 自身内外性状上留下了许多踪迹
。

笔者通过对水稻外秤和叶片

背面扫描电镜观察的初步研究〔,一 〕,

观察到很多性状在研究稻属植物种的分类上颇有价值
,

并体察到某些演化的信息
。

叶鞘是叶的组成部分
,

对其显微结构特征的观察
,

可以扩大和补

充我们在这个方向上的探索
,

从而为栽培稻演化的过程和演化机制提供更多的证据
。

材料和方法

材并 普通野稻 邝五户。 胡 材料 份
,

分别原产湖南和江西 栽培釉稻

材料 份
,

品种是 马尾釉和湘中釉 号 栽培粳稻 卿
·

材料 份
,

品种是 田鸡青和秀水 号
。

方法 从剑叶叶鞘 的中部取样
,

用戊二醛固定
,

保存于 ℃的冰箱 内
,

经脱水
、

干燥后
,

将样本粘于观察台上
,

真空喷金
,

置于
一 。型扫描电镜下

,

从样本的顶面和 ℃角的侧面

进行观察并拍照
,

根据照片图像进行比较分析
。

结果

水稻叶鞘表面的结构单元 水稻叶鞘表面是由纵向排列的 种不同的形态结构区带

所构成
,

即长形细胞带
、

硅化
一

木栓细胞带 简称硅栓带
、

气孔带和瘤状乳突带
,

其间均匀而

随机地着生少量的钩毛和纤细毛 图
一 。

每种结构区带的细微结构因种
、

亚种和品种而略有差异
,

但 种结构区带的排列秩序却

相同
。

其顺序是 长形细胞带一硅栓带一气孔带一瘤状乳突带一气孔带一硅栓带一长形细胞

带
。

是以瘤状乳突带为中线的各结构区带对称排列的
,

故笔者将这一结构片称为结构单元
。

并确定每片结构单元取两边长形细胞带的中线作为单元间的界线
,

为结构单元的数量化研

究提供一个共同的可比性基础
。

长形细胞带特征 长形细胞带是由若干列细长的表皮细胞构成
,

位于两列硅栓带之

间
,

细胞表面光滑
,

在扫描电镜上可以看到一条灰黑色的光滑带
,

有的品种在表面着生长少

量乳突
。

长形细胞带像框架一样
,

将整片的结构单元框在中间 图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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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④叶鞘的硅化 —木栓细胞带
。

倾角正面观
一 一

为硅化细胞 。 。 为木栓细胞 ⑤叶鞘的气孔带 倾角正面观 火

一

为气孔器乳突 ⑥叶鞘的瘤状乳突带 倾角正面观 火

一

为瘤状乳突 为小乳突 为硅化细胞 。

硅栓带特征 硅栓带多数由一列细胞构成
,

少数 列
,

位于长形细胞带和气孔带之间
。

硅化细胞在扫描电镜下正面观察
,

为 瓣相连的圆片结构
,

由于有较多的硅质而呈灰白色
。

在两硅化细胞之间
,

为木栓细胞填充
,

呈灰黑色 图
一 。

从侧面看硅化细胞
,

镶嵌于木栓细

胞之中 图
一 ,

相互相间嵌合
,

像一条拉链将两边的结构带连为一体
。

气才‘带特征 气孔带有气孔器 列
,

各列按一定距离错位纵向排列
,

位于硅栓带和

瘤状乳突带之间
。

每个气孔器陷在一对小丘状突起之间
,

每一气孔器周围的两个保卫细胞表面 由若干小

乳突环绕和复盖
,

乳突上有蜡质结晶
,

呈白色 图
一 。

气孔带内
,

除气孔器外
,

其余空间的表面结构与瘤状乳突带相同
。

瘤状乳 突带特征 瘤状乳突带位于两排气孔带之间
,

处于结构单元的中部
,

占有面积

较大
,

表面布满了瘤状乳突和小乳突 图
一 。

小乳突个体小
,

数量多
,

表面光滑
,

亮度较大
,

呈 白色
,

多以 个或 个连体的形式纵向

整齐地排列
。

瘤状乳突小丘状
,

表面光滑
,

个体大
,

数量少
,

顶端亮度大
,

呈白色
,

中下部亮度小
,

颜色

较暗
,

以单体或连体的形式随机均匀分布
。

连体瘤状乳突之间或着生一个硅化细胞
,

或着生

一个钩毛
,

纤细毛则常从瘤状乳突旁边长出
。

种和亚种 间的比较 普通野稻
、

釉稻和梗稻叶鞘表面结构单元内的硅栓带和长形细胞

带未发现重要的特征差异
。

气孔带中的气孔器列数有粕稻 粳稻 普通野稻的现象 图
一 , , 。

气孔器乳突的

数量则是粳稻 釉稻 普通野稻
。

气孔器表面及其周围的蜡质数量则是釉稻 普通野稻

粳稻
,

粳稻气孔器周围几乎没有蜡质 图
一 , , 。

瘤状乳突带内
,

连体瘤状乳突以粳稻最多
,

釉稻其次
,

普通野稻多为单体 图
一 , , 。

讨论

叶鞘与叶片背面形 态结构的异同 水稻的完全叶由叶片
、

叶鞘
、

叶环
、

叶耳和叶舌等几

部分构成
。

叶片和叶鞘都有同化功能
,

叶鞘还具有保护幼茎及辅助的支持作用
。

根据笔者的观察 一 〕,

叶背与叶鞘相 比
,

二者的结构单元中都有硅栓带
、

气孔带和瘤状

乳突带
,

排列顺序亦相同
。

表明二者基本结构上发育的同源性和主要功能上的相似性
。

二者的明显差异是 叶鞘有长形细胞带
,

而叶背没有
。

叶鞘的瘤状乳突均匀分散分布
,

并

拌生有硅化细胞和钩毛
,

而叶片背面的瘤状乳突集中于中部
,

无拌生的硅化细胞和钩毛
,

在

形状上亦不相同
。

这些特征对加强叶鞘的支持功能是有利的
。

叶鞘气孔深陷于小丘状突起之间
,

叶背气孔相对较浅
,

这与气体交换的特点不无关系
。

叶鞘深陷气孔利于被动利用空气的涡流交换
,

叶背则可利用其在空间的灵活性交换气体
。

上述异同可认为是不同器官适应进化的一种表现
。

种和亚种叶鞘结构区带的差异与演化的关系 水稻的演化是个复杂的问题
,

一切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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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生理的和生化的迹象都可能提供启示
,

用 比较分析的方法寻找和积累这类信息
,

可使人

们不断接近本质的认识
。

本工作就是本着这种精神为这一探索提供素材
。

气孔器对水稻的生活是一重要结构
,

在稻种的演化中受到环境和人工选择的压力较大
,

因此表现出种
、

亚种间的明显差异是十分 自然的
。

普通野稻的气孔密度小
,

数量少
,

气孔器乳突亦较少
,

釉稻和粳稻的气孔密度较大
,

气孔

器乳突亦较多
,

这是一种利于栽培的结构演化方向
。

但釉稻倾向于气孔密度大
,

粳稻则倾向

于气孔器乳突多的适应形式
,

这再次证明和补充了我们曾提出的釉粳稻在气孔演化上是两

种不同适应类型的观点
。

这种演化的机理 尚需进一步深入研讨
。

釉稻气孔器表面及其周围蜡质多
,

粳稻极少
,

而普通野稻介于二者之间
,

显示 了粕稻和

粳稻平行演化的迹象
。

蜡质数量的多少是否与环境的温度和湿度的适应性有关
,

是需要精细

验证的一种假设
,

由此或许能解开某些演化机理之谜
。

粳稻连体瘤状乳突多
,

因此伴生的硅化细胞亦多
,

这可能是粳稻的抗倒能力强于釉稻
,

更强于普通野稻的原因之一
,

也是向栽培化演化的的性状之一
。

北京农业大学电镜室的贾君镇
、

李美清同志为样本制作和照片洗印做了许多工作
,

谨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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