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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属 种植物叶的扫描电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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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属
 。

·

的分类问题
,

国内外李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

近年来
,

国

内学者相继从经典分类 化学成分和分类系

统
、

地理分布的关系 , 细胞分类 数量分类

等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 了探讨
,

尚未取得

一致意见
。

必鹤鸣 乔传丰 林开 中

张其鸿

蜡质块
、

第一级纹饰以表皮细胞的垂周

壁为基础累积
,

构成完全封闭

的网格状⋯人参
、

第一级纹饰构成不完全封闭的

网格状⋯ ⋯竹节参
、

第一级纹饰不为网格状
,

第二 级纹饰不

明显
、

第一级纹饰为狭长条突起
,

不规 则

复瓦状排列成行⋯ ⋯三七
、

第一级纹饰为其它类型
,
呈明显的镶嵌状

排列

口

硬毕

人参属植物叶子是重要 的药用资源
,

传

统中药
“
参叶

” 的来源比较混乱
。

最近
,

国

内外学者还相继从人参叶
、

西洋参叶
、

三七

叶
、

竹节参叶中分离得到不少活性成分
,

更

加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

为了给人参属 的分类
、

该属叶类药材提

供更多的鉴别特 征
,

我 们 对 人参
、

西洋参
· 、

三七
·

  、

羽 叶

三七
·  

、

竹节参
·

日本广岛和

四川茂县二份样品
、

珠子参
·  

 
·

种植物 个样品进行了扫描电

镜观察
,

扫描结果提供了一些人参属共有的

特征
,

这些特征是 叶腹面或 背 腹 两 面均

被多列式非腺毛
,

腹面叶缘每一个总锯齿凹

缺处着生一非腺毛
,

腹面无气孔
,

背面较多

气孔
,
气孔保卫细胞周围具细条纹

。

根据观察到的植物叶腹面 的角质层纹饰

特征
,

可以对这六种人参属植物叶进行鉴别
,

据此拟定检索表如下
、

第一级纹饰呈明显网格状
,

第二级纹饰

明显
、

第一级纹饰中央的隆起为明显的蜡

质块
, · ·

⋯珠子参
、

第一级纹饰中央的隆起不为明显的

今

、

第一级纹饰为较宽的峰峦状突起
·

、
·

⋯

西洋参
、

第一级纹饰为
“

飞鸟状
”

粗短 条 纹 突

起
,

有时可见平行走向的二级细纹饰⋯羽

叶三七

从观察结果可以看出 竹节 参中
,

日木广

岛的四倍体类型和四川茂县的二倍休类型
,

虽然采集时 间
、

地理位置均相隔遥远
,

倍性水

平也不一致
,

但表面特征相似
,

说明扫描电镜

下观察到的角质层纹饰等特征是较稳定的
,

这对于植物分类和生药 鉴定都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珠子参的归属是一个有争议 的问题
,

日

本学者原宽和中国植物志过分强调竹节参和

珠子参根茎和叶形的变异和过渡
,

将二者合

并
。

云南省植物研究所则认为二者无论在形

态
、

生态及地理分布上均有不同程度的隔离
,

建议处理为 个变种
。

根据我们的实验结果
,

二者叶表面角质层纹饰明显不同
,

从而为二

者的分类提供了新的有益的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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