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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果实徒手切片方法的研究

万怡震　贺普超　葛秀荣　丁　勤
(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陕西杨凌 712100)

　　摘　要　通过对葡萄浆果 3种徒手切片方法的比较研究,结果发现葡萄果实在 - 30℃下

冰冻 8 h以上, 徒手切片操作容易。该方法得到的切片中,果粉结构保存完整、清晰,其果皮及

果肉细胞轮廓清楚, 能方便地观察到色素细胞的位置、颜色和深浅,且切片可达单细胞之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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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浆果色泽有着重要的实际价值。作为鲜食品种, 不同色泽的品种可以满足不同消

费者的要求
[1 ]
;作为酿酒品种,葡萄酒的色泽与作为原料的葡萄果实颜色有极其密切的关

系 [1, 2 ],因此,研究葡萄浆果的色泽有重要意义。 多年来,人们已注意到葡萄果皮及果汁色

泽的外观评价及其色素物质的化学成分分析 [3～ 5 ], 但探讨果皮及果肉细胞的解剖结构及

其方法的报道甚少。作者在参考国外的葡萄果实徒手解剖方法
[ 6]
及我国学者在其他植物

解剖方法
[7, 8 ]
的基础上, 对葡萄果实徒手切片方法作了研究,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试验于 1997年 8～ 9月进行,试材分别为双优 (V. amurensis Rup r. )、 83-4-96(毛葡萄

实生系 Seed ling f rom “V. qu inquangu laris R ehd” )、裂叶刺葡萄 ( V. d avd ii ( Rom an )

F oex Var. n inqiangensisN iu L X )、巨峰 (V. labrusca L. )及法国兰 (V. v in if era L. )果实。

它们均采集于西北农业大学葡萄园。

1. 2　试验方法

试验果实完全成熟时采集。 采后立即采用下列方法进行切片。

方法 A　用刀片对新鲜浆果进行切片,切片在 10× 16倍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方法 B　把新鲜葡萄浆果于 - 8℃下冰冻 8 h以上, 用刀片对冰冻果粒立即进行切

片,切片于 10× 16倍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方法 C　除葡萄浆果于 - 30℃下冰冻 8 h以上外,其余均与方法 B一致。

2　结果与分析

2. 1　操作难易及切片厚薄比较

　　 3种切片方法中, A最难且费时,其次是 B;方法 A要切成单层细胞几乎不可能,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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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C很容易且完全可达到单细胞之薄。

2. 2　对果粉的影响

方法 A的切片看不到果实表皮上的果粉,因为果粉极易磨掉,按方法 A操作,不可能

使果粉保存在果皮上。如果用方法 B,操作迅速还可看到果粉,方法 C完全可看到果粉,即

使操作不太熟练也不太要紧 (表 1)。

表 1　 3种方法对果粉、细胞轮廓及其内含物的影响

方法 果粉
细胞轮廓及其内含物

表皮 内表皮 果肉细胞

A 破坏 不变形 变形,内含物可能外流 变形,内含物外流,细胞层次不清

B - 不变形 - 变形,内含物可能外流

C 保存完整、清晰 不变形 不变形,内含物不外流 不变形,内含物不外流,细胞层次清晰

　　注: “- ”表示不稳定。

2. 3　对细胞轮廓及其内含物的影响

3种方法切片效果见图 1. 由图 1可见方法 A所得到的切片, 内表皮及果肉细胞变

形,大部分果肉细胞破裂,内含物外流,因而细胞轮廓模糊不清。方法 B要求操作迅速,而

且用这种方法得到的果肉切片,细胞变形,内含物有外流现象。方法 C得到的切片,细胞

不变形,内含物不外流,细胞轮廓清晰。

图 1　 3种切片方法效果图

3　讨论与小结

3. 1　果实冰冻切片的理论基础

　　冰冻使切片变得容易,可能与韧性物质 (如纤维素 )分子间的水分结冰使韧性物质变

脆有关 [9, 10 ]。

65第 1期 万怡震等: 葡萄果实徒手切片方法的研究



3. 2　冰冻温度与时间

冻冻温度很重要, 方法 C与方法 B不同,关键在冰冻温度, 方法 B的冰冻果实在切片

时易解冻,因而切片难度较大。冰冻时间也很重要,因为葡萄果实含有不少可溶性固形物,

致使细胞冰点很低,因而必须有足够长的冰冻时间才能达到整个果实结冰。

3. 3　切片操作的要求

冰冻后的果实进行徒手切片时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从冰箱中取冰冻果实及进行切

片时,一定要戴上干棉纱手套,以防手上的热量传给果实使之解冻,由于冰冻温度很低,这

样也可避免手发生冻害;第二, 切片的环境温度不可过高, 最好不要超过 20℃, 否则葡萄

易解冻,夏季可在空调室或调温箱中进行切片。

3. 4　切片观察时应注意的问题

3. 4. 1　果粉与果实表皮的分界线　在观察中发现,葡萄果粒表皮有 1～ 3层无色角质层

细胞,这很容易与果粉相混淆,但在相差显微镜下可十分容易地看到它们的分界线。

3. 4. 2　观察时间长短与观察效果　切片细胞中色素物质颜色极易褪色,尤其是内表皮细

胞的色素物质。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切片后的细胞各种功能酶区域化受到破坏,

加速了色素物质的转化;另一方面, 切片后的细胞色素物质与氧及光接触面增大, 也加速

了色素物质的转化 [10, 11 ]。 因此,切片后应立即对其色素细胞进行镜检、描述,才能更好地

反应它的真实性。试验中发现,不仅不同材料同一部位 (如同为内表皮 )切片中的细胞色素

物质褪色不一致, 而且同一材料不同部位也不一致, 一般内表皮细胞色素物质褪色快而近

表皮细胞色素物质褪色慢。 这可能是不同材料及不同部位间细胞色素物质组成不同或酶

不同所致,但其真正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 5　方法 C的特点与应用价值

方法 C所得到的切片,不仅细胞不变形, 轮廓清晰,而且果粉结构保存完整 (这种方

法之所以能达到这种效果, 可能是冰冻时,果实表面结霜, 这层霜恰对果粉在切片时起了

保护作用,但在冰冻过程中应防止果实表面结霜过厚,若结霜过厚会加大切片操作难度 )。

同时笔者用方法 C对果实进行切片, 发现皮孔形态特征在切片中清晰可见。因而这种方

法为研究葡萄果粉、皮孔的形态及准确地用测微尺对它们进行测量提供了简便可行的方

法,同时该方法也为利用葡萄果粉、皮孔及果实的解剖结构进行葡萄抗病机理研究提供了

有效手段 [12～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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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tudy on theM e th ods o f S licing V itis berry by H and

W an Yizhen　He Puchao　GeX iurong　D ingQ in
(D epar tm en t of H or t icu l tu re, N or thw estern A g ricu l tu ra l Un iver sity, Y ang l ing, Shaan x i 712100)

Abstract　A fter com paring th reem ethods o f slicing V it is berr ies by hand, the resu lt

show ed tha t it w as easy to slice the be rry f ro zen at - 30℃ fo r m o re than 8 h rs. By th is

m ethod, w ax structu re w as kep t in teg rated on berry sk in. T he in teg ra t ion o f peel and

pu lp ce llw as very w ellm a in ta in ted, too. T he pigm en t ce ll lo ca t ion, co lou r and its den sity

cou ld be iden t if ied easily. M o reove r, the sing le-cel l-th ick sect ions cou ld be ga ined.

Keywords　v itis, berry ana tom y, slice

·简　讯·

1997年西北农业大学科技论文数

在全国农林高校中居第 3位

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1997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 (年度研究报告 ),我国科技

人员 1997年在 1 214种国内科技期刊上共发表论文 120851篇,比上一年增长 3. 97% ;发

表论文数达千篇以上的高等学校有 8所,比上一年增加 4所; 发表论文达 500篇以上的高

等学校有 34所; 论文达 100篇以上的高等学校为 212所, 比上一年减少了 3所。 1997年

我校在所统计的 1 214种国内科技期刊上共发表论文 315篇, 在全国高校中居 64位, 在

全国农林高校中排名第 3位,前两位为中国农业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发表论文数分别为

498篇和 400篇。

(申云霞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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