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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树插条生根解剖研究
‘

丘 醒球 余倩珠 张少翩 谭绍满

摘要 对刚果 12 号 W S
、

雷林 1 号 8 0 5 1
、

尾叶按插条生根解剖研究证明
:

按树插条内未见潜伏

根原基
,

必须用各种技术措施才能诱导生根
。

从维管形成层
、

韧皮薄壁组织细胞
、

韧皮射线
、

髓射线
、

愈伤组织以及由维管形成层
、

韧皮射线
、

韧皮薄壁组织细胞组成的复合组织等部位都可产生诱导根

原基
;
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

,

诱导根原基可分化成不定根
。

即皮部生根和愈伤组织生根
。

关键词 按树
、

插条
、

生根
、

解剖

按树是华南地区的主要造林树种之一
。

用实生苗嫩梢
、

伐桩萌芽条嫩梢和组培苗嫩梢进行

扦插育苗的技术
,

已成为林业生产单位育苗的重要方法
。

按树扦插育苗的成活和健壮生长
,

主

要取决于不定根的形成和数量
。

从植物解剖学角度分析
,

不定根的发生决定于根原基的有无和

分化程度
。

因此
,

根原基的发生和发育是插条生根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

关于木本植物根

原基的发生部位和发育过程的观察研究首先是 由Bo nc har d at [l] 发现和定名的
,

其后经 T rc ue l
,

Bo rt w ic k
,

v a n G ra ve ni e s [lJ 等相继证实
,

是一种分生组织
,

存在于枝条的髓射线 (原文译为射

出髓 )和形成层交叉的部位
。

Ca rl so n [2,
’〕指出

,

柳属 (S al l’x )的某些种在取作插条以前
,

枝条中

就 已有不定根原基
,

但处于休眠状态
,

待插条离体后的适宜环境条件下继续发育成不定根
。

因

此
,

称为潜伏根原基
。

凡在扦插过程中通过诱导而形成的根原基
,

称为诱导根原基
。

根原基的

形成部位随植物种类而异
。

柳属的潜伏根原基是从叶隙和枝隙中的薄壁组织形成的[2.
’〕

。

多种

杨树 (尸oP ul u : s p p
.

)的潜伏根原基均起源于髓射线
,

与形成层交叉的部位 [’.
5 ]

。

综合前人的研

究报道
,

诱导根原基可从插条基部的愈伤组织中产生
,

也可从插条内各部位的薄壁组织细胞分

化而成
。

幼嫩的插条
,

普遍 由维管束间的薄壁组织 (即髓射线 )产生
;
较老的插条

,

则由维管射线

产生〔6“。

根据前人的研究
,

插条 内不定根的发育过程可分为
:
(l) 某些部位组织脱分化

,

转变为

分生组织细胞群 (即根原始细胞 ) ; (2 )这些细胞群不断分裂和分化
,

发育成可见的根原基
; (3)

根原基内细胞继续分裂分化形成一个根尖的外形
,

其内发育出维管束
,

并向外生长
,

穿过皮层
,

突破茎表皮川
。

经联机检索
,

尚未发现按树插条根原基形成部位的资料
。

本文主要对广东地区

主要按树
:

刚果 1 2 号 w s(￡u ca lyP
tu : A BL 1 2 W S)

、

雷林 l 号 5 0 5 1 (E
.

le iz h o u N o 1 8 0 5 1 )
、

尾

叶 按 (￡
.

u r op 勺lla S
.

T
.

B la k e )和巨尾按 (E
.

g ra n d is W
.

H ille x M a id e n X E
·

u ro P勺lla s
·

T
·

Bl ak
e )作为研究对象

,

解剖观察各类插条
,

包括组培苗嫩梢
、

伐桩萌芽条嫩梢
、

实生苗嫩梢插条

的根原基发生部位及其发育过程
,

为提高生根成活率提供解剖学依据
。

材料和方法

刚果 12 号 W S

1 99 4一0 1一 13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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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

1 优树萌芽条嫩梢 取 自电白县林科所扦插育苗基地
,

分 4 次取材
:

即插后 7 d
,

n d 分

别选取肉眼可见
“

根点
”

和下切口 处已产生愈伤组织的插条
,

各留下 5 株切片显微观察
,

其余作

记号再入床继续观察留作下次取材
; 出现愈伤组织后 s d 和 10 d

,

另选取刚长出不定根但没有

愈伤组织的插条
,

每次均随机取样 5 株
。

1
.

1
.

2 组培苗嫩梢 材料取 自本校苗圃
,

苗木来 自广东林科所的刚果 12 号按组培苗
,

分 4 次

取材
: 1 9 9 2 年 1 0 月 8 日扦插前

;插后 5
、

9
、

1 5 d ;
每次均随机取样 5 株

。

1
.

2 雷林 1 号 8 0 5 1 组培苗嫩梢

与刚果 12 号按组培苗材料来源相同
。

1
.

3 尾叶按 3 34 号实生苗和萌芽条嫩梢

材料取自本校苗圃
,

实生苗苗龄 90 d
,

萌芽条条龄 60 d
,

分 4 次取材
,

即插前和插后 7
、

1 2
、

17 d ;
每次均随机取样 5 株

。

L 4 巨尾按组培苗嫩梢

与刚果 12 号按组培苗材料来源相同
。

上述材料选取后冲洗干净
,

然后切取插条下部长约 1
.

5 c m 的枝段
,

用 F A A 溶液 (福尔马

林
:

冰醋酸
:

酒精一 18
: 1 :

l) 固定 48 h
,

70 %酒精冲洗数次后
,

70 写酒精番红溶液整染 或番

红一固绿对染
,

叔丁醇酒精溶液逐步脱水透明
,

按常规石蜡切片法制 片
,

厚度 15 科m
。

在 Ol ym
-

Pu
s BH

Z

型显微镜下观察与照相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潜伏根原基的观察

对刚果 12 号按 W S
、

雷林 1 号按 8 0 5 1
、

巨尾按
、

尾叶按等树种的组培苗嫩梢
、

实生苗嫩枝
、

伐桩萌芽条插条基部节间范围连续切片并顺序观察
,

几种类型插条 内均未发现潜伏根原基的

存在
。

2
.

2 愈伤组织

4 种按树各种来源插条入床后 7 一 15 d
,

许多插条的基部均陆续发生数 目不等的颗粒状
、

棒状的乳白色的愈伤组织
。

愈伤组织是由一团薄壁细胞组成
,

起源于维管形成层
,

也可起源于

皮层薄壁细胞 (图版 I
一

1 )
。

愈伤组织外层细胞的细胞壁栓化
,

而内部的部分细胞常常分化形成

管状分子 (图版 I
一

2 )
。

有些愈伤组织内可分化产生根原基 (图版 I
一

3 )
,

并可继续发育成不定根
,

通常称为愈伤组织生根
。

2
.

3 诱导根原基的形成部位与分化发育过程

2
.

3
.

1 维管形成层分化的诱导根原基 刚果 12 号按 W S
、

雷林 1 号按 8 0 5 1 组培苗嫩梢扦插

后
,

维管形成层细胞进行分裂活动时
,

在生根部位的特别强烈
,

向外侧产生形 态和功能与其相

似 的类分化组织 (m eri s te m oi d )( 图版 I
一

4
,

图版 l
一

5 ) ;
类分生组织继续进行细胞分裂

,

细胞 不

断增多
,

并逐渐发育为根原基 (图版 卜6
,

7 )
。

2
.

3
.

2 韧 皮薄壁细胞分化的诱导根原基 刚果 12 号按萌芽条
、

雷林 1 号 8 0 51 组培苗嫩梢插

条扦插后
,

韧皮薄壁细胞体积增大
,

恢复分生能力
,

并进行分裂分化发育成根原基 (图版 卜8
,

图欣 皿
一

, )
。

2
.

3
.

3 韧皮射线分化的诱导根原基 刚果 12 号按 W S
、

雷林 1 号按 8 0 5 1 组培苗嫩梢
、

尾 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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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4 实生苗嫩梢插条扦插后
,

韧皮射线脱分化
,

细胞体积增大
,

形态结构改变
,

转变为类分生组

织
,

继而分裂分化发育为根原基 (图版 l
一

10 ~ 1 2 )
。

2
.

3
.

4 由维管形 成层
、

韧 皮射线和韧皮薄壁细胞组成的复合组织分化而成的诱导根原基 雷

林 1 号按 8 0 51 组培苗嫩梢插条扦插后
,

生根部位的维管形成层的细胞分裂活动特别旺盛
,

继

而与其相邻接的韧皮薄壁细胞和韧皮射线细胞脱分化转变为分生组织
,

并与维管形成层共同

进行细胞分裂活动
,

进而分化发育为根原基 (图版 l
一

1 3 )
。

2
.

3
.

5 髓射线细胞分化的诱导根原基 刚果 12 号按 W S 萌芽条嫩梢插条扦插后
,

髓射线细

胞脱分化
,

细胞体积明显增大
,

细胞的形态结构改变
,

继而转变为分生组织细胞群即根原始细

胞
,

并进行细胞分裂和分化发育成为根原基 (图版 l
一

1 4 )
。

3 小结与讨论

(l) 在按树扦插中
,

不论插条是实生苗嫩梢
、

优树萌芽条嫩梢
,

还是组培苗嫩梢
,

生根形式

与许多木本植物的生根形式一样
,

可归纳为两类
:

¹ 愈伤组织生根
,

即首先在插条基部发生愈

伤组织
,

继而从其内分化出不定根原基
,

再分化形成不定根
; º 皮部生根

,

即由维管形成层或各

部位的薄壁细胞脱分化
,

转变为类分生组织
,

继而分裂分化产生根原基
,

再分化发育形成不定

根
,

这类不定根常常从插条基部表面呈现白色透明凸起处破皮而出
。

因此插条基部出现透明凸

起
,

常常可看作是长根的预兆
。

(2) 按树诱导根原基来源于如下 6 个部位
:

¹ 维管形成层
,

º 韧皮薄壁细胞组织
,

» 韧皮射

线
,

¼由维管形成层
、

韧皮射线和韧皮薄壁细胞组成的复合组织
,

½ 髓射线
,

¾愈伤组织
。

( 3) 按树插条愈伤组织的形成 与不定根的产生不一定互为因果关系
,

从大量材料观察
,

许

多愈伤组织内只分化出输导组织
,

而没有根原基
。

因此
,

认为愈伤组织的形成与插条生根有很

大关系
,

但生根不是愈伤组织发育的必然结果
。

(4) 在相 同扦插环境下
,

同时取样
,

经过多次反复观察
,

均未发现巨尾按插条内有诱导根原

基的形成
。

从解剖学分析
,

与茎的解剖结构有关
。

和其它按树比较
,

巨尾按幼茎的韧皮部所占

比例较小
,

韧皮部的组成
,

以纤维组织为主
,

所以
,

芽
、

叶中制造的内源生根物质向下输送速度

缓慢
,

以致影响根原基的形成
。

是否如此
,

有待进一步观察研究
。

( 5) 不同树种特别是一些扦插难于生根成活的按树
,

根原基的发生
、

数量和分化发育与茎

解剖结构的相关性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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