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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仁中丝状成分的数量和分布状态在不同

的植物组织细胞中和不同的生理状态下有所不

同 (1川。因此， 准确地识别丰1]量度核仁中 丝 状

成分的多少及分布状态对于研究不同植物组织

细胞核仁及其生理活性有着重要 的 意义。但

是， 近几年所采用的标准的戊二醒一饿酸双固

定方法在我们用于黄瓜根尖细胞的制片中，核

仁显得染色较深， 丝状成分比较细， 致使核仁

中丝状成分和粒状成分之间的差另IJ显得不够清

楚， 造成观察和量度的某些困难。为此， 我们

采用了仅用戊二睦固定 ， 脱水时磷鸽酸染色的

方法 fllll片 ， 与标准的戊二醒一饿酸双固定方法·

进行比较观察， 显示出某些优越性， 对我们的

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材料和方法

选取饱满的黄瓜种子津研 2 弓 ， 经表面消毒浸泡

后放于 25 CC左左的Il音箱中萌发 36 小时 ， 选萌发一 致

者于石英l沙 I-I~ 培养 8- 10 天 ，幼苗经无离子水冲洗 3-

4 次 (约 2 小时)。 移栽于培养罐 ~I-I进行液体培养， 培

养液按 Hóagland 的配方 [ 2 ] 对照f吧?有 0 . 5 ppm 的棚，

处理者无棚。

移植后 5 天分另IJ取加础和 1 a法: 棚根尖固 Â二 于用

。 . 1 M 磷酸缓 ìlj<i夜配制的 3 % 的j戈二腔溶液 中 2 - 4

小时 ， pH 7 . 2 ， 取出用同一缓冲液洗 3-4 次(约 2 小

时〉。 然后分成间组 ， …组直接进行脱水 ， 另一组进入

2 %锹酸一磷酸缓冲液巾 2-4 小时 ， 然后按常规手续

进行脱水。 前一组脱水到 100 % 时入 1%磷鸽 酸一酒

精l书过夜 ， 再按一般手续渗透、 包埋、 切片。 仅用戊

二百董固定者切片不再染色， 戊二蹬一锹酸固 定者用

铀 、 铅双重染色 ， H-300 电子显微镜观察 、 照相。

观 察 结 果

观察部位是~I~'瓜根尖分生组织的细胞核。

比较了核仁的三种结构 ， IW核仁的丝状结构，

颗粒状结构及核仁液涵。

用戊二醒一锹酸固定的加酬核仁显示出染

色深 、 挠的不同雨，那些染色最深的丝状结构

即为核仁丝状成分 ， 染色较忱的颗粒状部分即

为粒状成分， 而染色最浅的部分即为丝状中心

或核仁液泡。 由于染色粒子的密度大而显得整

个核仁的总貌染色比较深， 致使丝状、 粒状成

分之间的区分并不十分明显， 如果不仔细观察

是很容易忽略的，但是，丝状中心和核仁液泡

却是十分明显的 ( 图 1 ) 。

而在同样类型的用磷鸽酸染色的核仁中我

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丝状成分比较粗， 染色深。

而位状成分的粒子显得比较粗大 ， 但数 量较

少， 显得背景染色比较浅， 因而衬托出丝状成

分更加明显可见， 似乎为两股"绳子" ， 扭曲缠

绕在核仁中。由于"绳子"扭曲并不紧，所以在

切片面上显示出链环状， 在每个链环的中间部

位上显示出染色较浅的粒子区即为丝状中心或

核仁液泡( 图 2 )。

用戊二醒-锹酸固定的加删环形核仁， 像

一个空心球， 切而观时呈环:Jf3 ， 其周围为皮层

部分， 染色较深， 含有丝状成分利1粒状成分，

但二者之区分并不十分清楚， 大小不等的丝状

中心和核仁液泡都是明显可见的;中央部位则

为单一的染色较j芜的大液也， 其中含有染色较

浅的粒子成分(图 3 )。

而用磷坞酸染色的同类型的核仁中则可看

到与图 3 一样的结构 ， 不仅明显地显出皮层和

中央两部分， 而且可以清楚地分辨出皮层部分

里所含的丝状成分与 l茎1 2 中的有些相似， 两股

"绳子"交互缠绕排列。 与戌二|阱一饿酸固定者

相比，粒子显得疏而祖(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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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j J戈 ~~ iíτ-饿酸 1m定 Ú1缺布11附:仁中有] 吾 jlJ

丝状 jJ义介(以于-m约 i 1 r_:L! ~. , 11:1. '<íHJ.与性 :U~J没分 11 1

区分 ， 整个接仁呈紧密结构 ， 染 f，:'. t豆子小而j密度

大， 核仁组织中心伸向外边， 萎缩呈 半 圆形

( 图 5 )。而用 TØ1'f鸟酸染色的同类烈的核仁中 ，

尽管丝iI~成分的两股"绳子"扭得比较紧，似乎

收缩、 变粗 ， 而且集中在核仁的中间位置上，

与粒:快成分有明显的区分 ， 与戌二略一饿酸固

定者相比， 粒子显得疏而粗(图版图 6 )。

讨论

用电子显微镜探索核仁的细微结构随着标

本j~IJ备技术的改进而进展，用睦类固定，证明

核仁中染色质的结构是分散的， 用单一-的城酸

固定以来也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效果，近年来

采用戊二百在一锹酸的结合使用得到了比较好的

效果 [3 ] 。 因此， 直到现在仍被作为一种常规的

标准方法来用。 用此法固定的图像中所显示出

的核仁丝状成分细而长， 粒子小而密， 表明用

它固定后所丢失的物质少， 对于保存愤酸、 蛋

白物质的范围可能比较宽广，因此，更能够反

应生物标式的其实情况，无疑对于研究植物细

胞核、 核仁的细微结构和核物质的变化是非常

有益的。 但是，对于我们实验中用于研究黄瓜

根尖细胞核仁中丝状成分时显然不够理想， 因

为用此法 iiJT!定的材料中 ， 核仁染 色较j泵， 丝;k

成分和粒状成分细而致密，它们之间的界限很

难区分， 致使丝状成分的显现不盼 I j;J _~ι 突

出 ， 造成了观察和量度方面的某些困难， 我们

采用的仅用戊二醒固定 ， J15í水 R;J用磷鸽酸染色

的方法，使核仁 rl:J丝状成分显得粗而染色深，

粒状成分的粒子显得大而少，因此， 背景显得

染色浅。 显然 ， 用这种方法的结果可能是由于

固定不够而丢失的物质比较多 或者保存核酸 、

蛋白物质的范围比较狭窄， 也可能是脱水时某

些固未固定之物质进一步凝聚所造成。 我们正

是利用这一点使丝状成分在比较皮的背景下更

加突出地显示其面貌， 从而更加l有利于实验中

的观察和宣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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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种新的植物染色体染色的方法*

j奈传馨

(武汉大学

在植物细胞遗传学研究中 ， 休细胞染色休

的鉴别 ， 主要是以其全 辰 、 臂长、 着丝点位置

和特殊的结构如随体~~;为依据的，近年来用有

荧光性的 l喳 盯 1 1因 ( quinacrine-fluorescent) 或

Giemsa 染色的分带技术进行研究， 可以在很

多植物中鉴别单个的染色体，但遗憾的是， 荧

光性l噩盯咽戎 Giemsa 分带程序比起常规的

生物系)

Feulgen H1飞醋酸地衣红(aceto-orcein) 、 醋酸洋

红(aceto-carmine)等染色方法来要虫'时并 且困

难得多。作者在植物染色体的分带的研究过程

中， 为了寻找一种简易的染色方法， 采用了多

种染色剂染色并进行了比较， 其中采用了改良

· 木文承李晓迦同志协助摄影， 特!lt敌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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