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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胚胎学的资料被应用到比较和分析某种植物类群的胚胎学特性, 以阐明植物系统发

育的关系, 对解决分类学上的一些问题是有一定作用的。而原胚的发育过程又是划分胚胎类型

的标准。经典的植物胚胎学是用切片染色的方法对子房进行石蜡切片, 周期长, 花费多, 而且取

材时期和切片角度均不易掌握。

水解压片是植物细胞研究的常用技术 (李乐工等, 1985; 杨弘远等, 1984; 周嫦, 1985; 周嫦

等, 1982, 1984; 胡适宜, 1982; 胡适宜等, 1985; B radley, 1948; Fates, 1960)。分离原胚进行胚胎

学研究的工作未见报道。本文报道了利用水解压片法对青海马先蒿的原胚发育过程进行的初

步研究, 向同行们介绍一种简便易行而花费又少的植物胚胎早期发育的研究方法。

研究材料为青海马先蒿 (P ed icu la ris p rz ew a lsk ii) , 1993 年自青海省兴海县鄂拉山海拔

4000 米的高寒草甸采来引种在海拔 2200 米的西北高原生物所院内。

1994 年 6 月, 选择未开放的幼花, 置卡诺固定液中固定 2 小时, 剥出子房置浓盐酸与无水

乙醇等量混合液中, 常温下解离 5 分钟, 以苯酚品红染色液染色 2 小时, 在甘油中压片保存, 于

普通光学显微镜下观察拍照。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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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海马先蒿原胚的发育过程
11 二细胞原胚; 21 三细胞原胚;

31 四细胞和六细胞原胚;
4151 七细胞原胚; 61 多细胞原胚。

11 青海马先蒿的合子第一次分裂为横向

分裂, 形成一个大型的顶细胞和一个较小的基

细胞, 出现二细胞原胚 (图 1: 1)。基细胞膨大

并液泡化, 形成之后就不再分裂, 不参与胚体

的构成。顶细胞再进行一次横向分裂, 形成三

细胞原胚 (图 1: 2) , 靠近基细胞的一个细胞为

柄细胞, 柄细胞与基细胞一起共同构成胚柄。

由这二次分裂可确定青海马先蒿胚胎发育类

型是石竹型。

三细胞原胚顶端的一个细胞进行一次纵

向分裂形成四细胞原胚; 再纵向分裂一次形成

六细胞原胚 (图 1: 3)。此后柄细胞横向分裂一

次形成七细胞原胚 (图 1: 4, 5) , 此时的七个细

胞顶部四个在一平面, 基部三个成一直线, 呈

“T”字型排列。顶部的四个细胞横向分裂一次

形成 11 个细胞的多细胞原胚 (图 1: 6)。经过

一系列发育过程, 最终形成成熟的胚。

21 取材时, 青海马先蒿虽是花蕾期, 但已

完成受精, 并已发育到二细胞原胚。其传粉的

方式和受精过程均未见到, 有待今后对此作深

入的研究。

31 经典的植物胚胎学研究, 要完成其取

材、脱水、透明、透蜡、包埋、切片、染色、封片全

过程至少需一周以上的时间, 而且工作量大,

需要设备多, 药品用量大。而用水解压片法从

取材到镜检结束可在一天内完成, 工作量小,

且简便易行。

41 本文选用的卡诺固定液, 固定时间以 2

小时以内为宜。野外取材则要选用 FAA , 既可
固定又可保存, 非常方便。

51 盐酸—乙醇解离液解离, 也可用酶液解离。3% 纤维素酶和 3% 果胶酶混合液解离 4～ 6

小时, 也可获得满意的效果。本文选用酸解是从方便和节约的角度考虑, 两者的差别并不很大。

61 苯酚品红染色, 对不同植物均可着色, 细胞核经染色后呈紫红色, 可不用相差显微境,

在普通光学显微镜下即可观察拍照, 在操作上更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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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 25 天以后, 在外植体上先后分化出 2～ 4 个乳白色原球茎。在显微镜下, 可见

表面为桑果形状的圆球突起, 原球茎顶端与基部的组织分化状况不同, 在圆球基

部上可观察到分化出很多毛状细胞突起, 顶部组织分化为球状突起。在后期培养

中, 基部毛状细胞分化为大量根毛, 顶部球状突起继续增殖分化成新的原球茎。

该试验随生长素浓度增至 210 m g öL , 原球茎的诱导率下降至 0◊ 。

原球茎的增殖: 把诱导出的原球茎切成几块移植于改良配方的诱导培养基

中增殖培养 20 天后, 能分化出新的团块状丛生形原球茎。这种丛生形的原球茎可

再分切, 如此不断增殖就形成一个无性繁殖系。实验中观察到M S 培养基上培养

的原球茎比在 K C、VW 培养基中的数量多, 原球茎的小圆球球体大, 适于进行工

厂化生产。

植株的再生: 原球茎移入M S 补加B A 110～ 115m g öL + N A A 015m g öL 或

B A 110m g öL + K t0125m g öL + N A A 015m g öL 培养基中经 20 天左右时间培养,

原球茎球体顶部突起变尖分化成小芽, 小芽继续培养 35 天后可分化成带根、茎、

叶的小植株, 分化率达 100◊ 。将这样的小植株切下移入盆栽, 一个月成活率可达

85◊ 。我们在试验中还观察到培养基中的N A A 含量亦与根的发生与芽的分化密

切相关。原球茎在M S + B A 015m g öL (或 0125m g öL ) + N A A 110m g öL 或只添加

N A A 012 (或 018)m g öL 的培养基上均先分化出根毛, 继而部分分化出小芽, 但不

能发生再分化。当继续提高培养基中N A A 浓度至 115～ 210m g öL , 则不能发生

再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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