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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叶细胞"璧旁体"的亚微结构

黄金生 樊汝j丈

(南京林学院)

在植物材料的电子显微图像中经常可以观

察到一些囊、 j包状膜结构 [ 1 ， 2 ， 3]0 R.Marchant 

和 A. W. Robatds (1 968) 综合了以不同种植

物为材料，使用不同固定液、脱水剂、包埋技

术所得到的资料 ，认为这些结构是真实的，并且

普遍地存在于植物细胞中。他们提出了"壁旁

体"(paramural body)这个通用术语[l]。壁旁体

包括了与质膜结合的多种形态的囊、 j包状膜结

构。 对于这些结构的功能和发育还缺乏足够的

研究。 我们在杨树成熟叶的电镜观察中，经常

发现与壁旁体有关的囊、 j包状膜结构存在。本

文将描述这些结构的亚微形态， 并结合前人的

工作对其功能进行讨论。

材料和方法

实验材料为美洲黑 杨 [Populus deltoides Bartr. 

var. deltoides cv . "Lux "( ex. 1-69 /55)J的成熟叶片，

于 10 月中旬采自南京林学院校园。 样品取自顶端第

4-10 片叶中部侧小脉处。叶片小块经 4%戊二 隆和

1%饿酸(均用。 . 1 M , pH 7.3 的磷酸缓冲液配制)双

固定。戊二怪预固定 5 小时， 饿酸后固定 2 小时. 包

埋于 Epon 812 。 超薄切片经常jJi\ flh 、 铅双染色， 在

H-600 型电镜下观察与拍片。

现票结果

经电镜观察叶片细胞亚微结构保持良好，

各种细胞器形态正常， 仅叶绿体内类脂球数目

多体积大，显出组织开始衰老的特征。在叶肉

细胞和小脉薄壁细胞中都可观察到与质膜有关

的囊、 j包状结构，尤其在小脉的薄壁细胞中这

些结构更是丰富。 其亚微形态主要有三种z 多

泡体、质膜内陷成袋状和质膜与胞壁间的单个

小泡。

(-)多泡体

由单层膜包着大小不同的小j包组成。所观

察到的多泡体有些悬浮在细胞质中，甚至可以

在细胞质深处靠近液泡。 多数多泡体则靠近质

膜。当多j包体与质膜相联时， 其外膜与质膜显

出融合的状态(图版图 1 )。 在叶肉细胞中多次

见到多泡体出现在接近或恰好对向细胞壁的纹

孔(图版图 1 、 2 )。 有些多泡体与质膜相结

合，联接处多 j包体外膜与质膜均消失，可以观

察到多泡体内小泡向质膜外释放(图版图 3 ), 

表现出外排现象(exocytosis) 。

〈二〉质膜内陆成袋状

质膜向细胞质内陷入， 在成袋状的膜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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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大小不均的小泡， 表 现出内吞作用

(endocytosis) 。 陷入的部分有时会侵入到液泡

中，进入液泡内的质膜与液泡膜紧密相联(图

版图 4 )。

(三)单个小泡

在细胞的质膜与胞壁之间可以观察到单个

小泡，小泡可以沿壁排列成一系列，也可能是

大量的聚集。 有时在出现单个小泡的部位同时

观察到质膜的内陷， 部分小泡处于质膜内陷处

(图版图 5 )。

讨论

本文所描述的三种结构，从形态上分析可

以认为它们在形成过程中是有关系 的。根据

R.Marchant 的描述 ， 多也体在细胞质内形成，

而后移动到质膜并与质膜结合形成壁旁体， 多

j包体的外膜与质膜相融释放出小j包 (1)。另一种

描述是壁旁体为质膜反J斤陷入成袋状，袋中常

可见到小营和小泡， 这些内陷常与质膜分离成

为多 j包体 [ 2 ， 4 ) 。 两种描述都表明悬浮在细胞质

中的多泡体与壁旁体在发育上有着密切关系。

因 1 展现了这个动态过程。图中三个多泡体分

别处在细胞内不同位置上， 其中←个已经与质

膜相结合。 j贡膜与胞壁之间的单个小也可能与

多 j包体内的小泡是相同的结构。

至于璧旁体是向质膜外释放小炮， 还是质

膜内陷吞入小j包?从观察情况分析可能两种情

况都存在。在，因 4 中壁旁体内陷到小液也内 ，

显示出内吞作用。而在图 3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有小泡释放到质膜外， 显示出外排作用。

由于在高等植物中壁旁体经常出现在细胞

壁合成旺盛的细胞中 ， 一般认为壁旁体与细胞

壁的形成有关。本文所用的材料是 10 月中旬

的杨树叶， 显然不是壁合成旺盛的阶段。用电

镜观察到叶绿体出现类脂球数目多体积大的现

象， 表明组织已开始衰老[5)。然而壁旁体在细

胞中频频出现。有人曾经提出与质膜相结合的

小体可能与组织的衰老有关( 2 )。生理学的研究

表明衰老组织中的养分需要从哀老器官彻底外

运 [5 J 。 最近的研究认为衰老组织降解产物聚积

于细胞的大小囊泡中 ， 多í:显示出以囊泡迁移的

方式作细胞间运转的迹象[6 )。杨树开始衰老的

叶细胞中同时见到壁旁体的外排、 内吞作用 ，

又多次发现多泡体靠近或恰好在细胞壁的纹孔

处。从上述结构特征和生理学分析我们推测壁

旁体可能具有物质转移的功能。

对于璧旁体在物质运输中所起的真实作用

有待进一步工作。 此外， 也不能排除壁旁体形

态的出现 也可 能是细胞处于衰老和逆境条件下

的一种生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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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蛙胃上皮细胞紧密连接的冰凉蚀刻电镜观察

岳奎元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分析测试中心， 电镜室)

胃上皮细胞的排列较为紧密 ， 连接装置特

别典型 、 丰富。冈比， 是研究紧密连接形态结

构的较好的材料，笔者巳川冰凉蚀刻技术对市

绿龙蝴胃上皮细胞紧密连接作了初步观察(1) 。

但是， 中国林蛙胃上皮细胞紧密连接的冰冻蚀

刻电镜观察未见报道。 本文报告了东北某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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