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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脂厚切片的制备
,

与电镜切片的制备
,

除切片厚度上有差异外其他都相同
。

树脂

厚切片的厚度介于石腊切片与超薄切片之间
,

与石腊切片相比较
,

不仅切片较薄而月
`

组织

结构清晰
,

能减少人为假象
,

效果较好
,

因此
,

近年来
,

越来越多地用于光学显微镜的

研究
。

但迄今为止
,

用于植物种子的研究报道甚少
。
F su ” n等 ( 1 9 8 0 ) 将此法用于 谷 子

籽粒的研究
〔 ` 〕 ,

C oc hr o
ne 1 9 8 3年用于小麦和大爱籽粒的研究

〔 “ J ,

国内虽也曾见到 过 单

张照片
,

但对其具体制作过程均无详细报道
。

本文将树脂厚切片技术
,

用于不同饱满度小

麦籽粒腹沟区结构差异的分析研究
,

对该种切片技术的染色作用
,

作了详细的讨论
。

1 材料与方法

选用种子饱满度有稳定差异的 7 个品种
:

小僵六号
、

渭麦 四 号
、

7 8 59 一 1 8
、

67
`

l)

一 2 一 2 一 3
、

6 9 1 7一 0 一 o 一 5
、

7 1 ( 12 ) 一 3 一 1 4
、

6 9 ( 2 )
。

开花后每 6 d 取一次样
,

直

到成熟
。

剥出中部小德基部籽粒腹沟区
。

用 4%戊二醛在 4℃下固定 1 h0 后
,

用 O
.

IM磷酸

缓冲液 ( P B )S 漂洗 3 次
, 1%锹酸在室温下后 固定 h4

, P B S漂洗
,

丙酮系列 脱 水
、

渗

透
, E oP

n环氧树脂包埋
,

聚合 45 ℃一天
,

60 ℃ 2 天
。

使用 L K B V 型超薄切片机切片
,

切

片厚度 2一 3“
。

1咒甲苯胺兰 O (j{ }」1%硼酸水溶液配制
, p H 7)

,

或F e
1C

3

10 %水 溶 液 染

色
,

o l y m P u s 一 B H S p M 一 l o A D显微镜 照相
。

本文于 1 9 8 8年 12月 1 2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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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与分析

由于甲苯胺蓝 O ( t ol
u记 i n o bl u e o ) ;是一种碱性异染色染料

,

对植物不同组织 产 生

多种颜色
,

这种异染色性还可由溶液 p H 的改变而改变
。

两年 i式俭结果一致表 明
:

用瑞

甲苯胺蓝 O 染液
,

对小麦籽粒腹沟区组织切片染色
,

可使细胞壁呈蓝色
,

细胞 质 呈 紫

色
,

细胞核呈紫红色
,

糖元呈红色
,

木质素呈绿色 ( 图版 1 , 3 ,

7)
,

淀 粉 粒 不 着 色

(图版 6 )
。

在制作过程中
,

发现甲苯胺蓝的着色对温 度和时间十分敏感
,

一 般 在 60 ℃的

加热板上约经 l m in
,

在切片上的染液边缘开始出现干圈
。

一旦出现干圈后
,

应立 即 停

止加热
,

并迅速用蒸馏水冲洗干净
。

否则
,

会使切片的整个组织结构成分都呈蓝色
,

层

次模糊
。

用 F e C I
3 1 0%水溶液染色的结果

,

与 F u s s e l l ( 1 9 5 0 ) 仁2 了的结果不 符
。

F u s o e l l报道
,

用 F e CI 。
染液对树脂厚切片染色

,

可使丹宁和酚类物质着色
。

而本试 验 结 果 表 明 (与

F su s le 前处理相同
,

都用 1%饿酸后固定 )
:

用 eF 1C
3

染液对树脂厚切片染色
,

不 论温 度

与时间怎样变化
,

染色作用都不明显
。

染色后的切片与 染 色 前 切 片 差 别 不 大 ( 图

版 4 ,

5)
。

我们认为
,

用饿酸后固定的树脂厚切片中
,

使脂类
、

丹宁和酚类物质呈显棕

褐色的原因
,

是由饿酸的作用而不是 F e 1C
3

作用的结果
。

2
.

1 维管束组织

从整个实验观察来看
,

韧皮部细胞一直保持着活力
。

灌浆 6 d
,

细胞 壁 薄 呈浅 蓝

色
,

核大呈紫红色
,

细胞质较多呈淡紫色
; 从灌浆 12 d 开始到 3 5 d

,

细胞壁稍有加厚
,

呈蓝和绿混合色
,

细胞核一直保持完整
; 成熟期

,

细胞挤压变形
。

木质部细胞灌浆 6 d
,

细胞壁较薄呈淡蓝色
,

内容物稀少
; 从 12 d 以后

,

细胞壁逐渐木质化呈绿色
,

内容物消

失 , 30 d 细胞壁颜 色开始变黑
。

成熟期挤压变形 ( 图 2)
。

以 上变化
,

饱满与不 饱 满品

种 (系 ) 间没有多大差异
,

说明维管束组织对籽粒饱满度影响不大
。

2
。

2 有色细胞层

灌浆 6 d
,

有色细胞层细胞均表现为
: 细胞近似等径

,

排列密集
、

小型
,

薄壁呈蓝

色
,

核大呈红色
,

细胞质丰满呈紫色 ( 图版 3 ) ; 从 12 d 开始
,

细胞壁加厚呈绿 色
,

细

胞内产生一种在饿酸染色后呈显棕色的物质
。

据组织化学鉴定 ( F
u s s c 】1 1 9 8。 ,

c 。 C h r a n e

1 9 8 3 ) 认为
,

这些物质的主要成分是多酚类及其衍生物丹宁等
。

三个饱满品种 (小惬六

号
、

渭麦四号
、

7 8 59 一 18 )
,

产生少量的这类物质
,

附着于细胞壁 周 围 ( 图版 8 )
。

4

个饱 满 度 差的 品 种 ( 6 9 ( 2 )
、

6 9 ( z ) 一 2 一 2 一 9
.

6 9 2 7 一 。 一 。 一 苏
、
了了 ( 1 2 ) 一 3 -

14) 产生大量的此类物质
。

刃始呈许多小颗粒状存在 于细胞中
; 灌浆 18 d 以后

,

逐渐聚

集成团以至充满整个细胞
,

细胞核消失 ( 图版 7 )
。

4个 饱 满度差的品种 ( 系 ) 间木身

也有差异
,

饱满度越差
,

此类物质沉积越多
。

2
.

3 珠心突起

珠心突起细胞与维管束组织细胞一样
,

饱满与不饱满品种之间差异不大
,

但同一品种

不同灌浆时期却有变化
。

灌浆 6 d
,

细胞形状小
,

排列紧密
,

薄壁呈蓝色
,

核大呈紫红

色
,

细胞质丰满呈紫色
,

液泡多
; 茅注浆 1 2 d 以后到成熟前

,

外围细胞逐渐变大
,

小型薄壁

胞略增大
,

细胞壁加厚
,

细胞核小呈淡紫色
,

细胞质稀少
,

成熟时
,

细胞挤 压变形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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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蓝紫色 (图版 2 )
。

3结 论
3

.

1树脂厚切片克服了石腊切片坚硬标本变得脆硬
、

易碎
,

导致切削失败 以 及 微

小样品难于切片的困难
。

是一种制作简单
,

效果 良好的切片方法
。

3
.

2 利用甲苯胺蓝 O与不同组织作用
,

皇现出术向
;颜色反应这一特点

,

代替 了 切

片的二重染色法或三重染色法
,

节约药品
,

节省时间
,

染色效果又好
,

说明利用甲苯胺

蓝 O 染色法
,

研究小麦籽粒腹沟区不同发育期各组分的变化
,

是一种简便而实 用 的 方

法
。

3
.

3 从甲苯胺蓝 O 对小麦腹沟区有色细胞的反应
,

证明有色细胞中酚类
、

丹宁等物

质 的 积 累是影响籽粒皱缩的主要因素之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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