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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方法

易卷曲叶表皮制片技术（!"#$% 法）的改进!

洪亚平# 陈之端##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开放研究实验室，北京 !"""#$）

摘要 在利用 %&’() 法制备用于光学显微镜观察的叶表皮过程中，一些科 *属植物的叶表皮在 !""+乙

醇脱水后遇二甲苯便发生卷曲，增加了叶表皮制片的难度，甚至无法进行。本文介绍一种简便易行的

方法：在系列乙醇脱水后，加盖小块盖玻片，防止叶表皮脱水后卷曲，并使其保持平整，便于显微摄影。

这种方法使得叶表皮显微制片技术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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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叶表皮性状有重要的分类学和系统学价值（(8A):@，!#PQ；RA&G:，!#ST；陈之端和

张志耘，!##!）。用于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的植物叶表皮的制片方法有多种，其主要差别在

于使叶表皮和叶肉细胞离析的离析剂不同（UE=A:@，!#QQ；U:@38=E2，!#PT；RA&G:，!#ST；李

正理，!#SP；,E23 7:/.8&2（洪德元），!#S#）。常用的叶表皮制片方法有次氯酸钠（=EC18D
6H?EG6)E@1A: =E)8A1E2，%&’()）法（又称 4&8 C& V&L:)): 法）和铬酸离析法。前者已逐渐成为叶

表皮制片的常规方法，但在实际应用时，它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有时需要将次氯酸钠法

和铬酸离析法结合起来使用（潘开玉等，!##"）。次氯酸钠法的优点很多，它的药品易得

且价格低廉，作用温和，操作简单，并且对环境污染小。但在叶表皮制片过程中，%&’()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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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一个主要缺点，就是某些科 !属植物的叶表皮经 "##$乙醇脱水后，遇二甲苯便会

发生卷曲，这使得制片异常困难，有时甚至无法进行。本文针对次氯酸钠法制片的这一难

点，对其制片的方法进行改进，使之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叶表皮制片技术。

! 材料和方法

实验材料取自腊叶标本水松 !"#$%&’%(&)*’ $+,’-"-’（%&’()& *）+* +,-./（杭州植物园 0"1）

和木防己 .&//*"*’ &()-/*"0%*’（23))*）45*（洪亚平 11067，广州）。

叶表皮制片时：（"）先将叶片剪成约 " .89 的小块（.&//*"*’ &()-/*"0%*’）或约 # * 7 .8 长

的小段（!"#$%&’%(&)*’ $+,’-"-’），煮沸 "# : 9# 83) 后放入 ;’<5=：>9< ? "：9（比例依材料不同

可有所不同）溶液中浸泡。（9）待叶片颜色变白时取出，经蒸溜水冲洗后进行上 !下表皮剥

离。（6）在载玻片上滴一滴蒸馏水，将剥离好的上 !下表皮放入，并在解剖镜下将其展平，

将水吸去，用 "$番红染色，染色时间依材料而定。（0）染色后分别用 67$、7#$、@#$、

A7$和 17$系列乙醇冲洗。本步骤除能使叶表皮逐步脱水外，还能将与叶表皮表面结合

不牢固的番红分子洗去，使其不再褪色。（7）用 "##$ 酒精冲洗 0 : 7 次进行脱水，从 99 B
99 88 的盖玻片上用玻璃刀割取 " ! 6 至 " ! 9 大小盖在叶表皮上。将载玻片倾斜适当的角

度（约 6#C），用无水乙醇 D二甲苯 ? "D" 的混合溶液，沿载玻片和盖玻片之间的缝隙冲洗叶

表皮数次（次数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冲洗时要确保盖玻片始终盖住叶表皮（否则叶表皮会

图 ! 水松（!"#$%&’%(&)*’ $+,’-"-’）表皮（ B "9A）；图 9 水松（!"#$%&’%(&)*’ $+,’-"-’）表皮（ B 69#）；图 6 木防
己（.&//*"*’ &()-/*"0%*’ ）上表皮（ B 69#）；图 0 木防己（.&//*"*’ &()-/*"0%*’ ）下表皮（ B 69#）
"#$%! & ’ 2,’E ,F3G,H83I -E !"#$%&’%(&)*’ $+,’-"-’（J3K*" B "9A；J3K* 9 B 69#）；J3KI* 6 : 0 2,’E ,F3G,H83I -E
.&//*"*’ &()-/*"0%’*（’== B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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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卷曲）。（!）用二甲苯冲洗数次，直到载玻片和盖玻片缝隙间和叶表皮中的液体被二

甲苯完全替换为止。（"）用吸水纸（可用一般的吸水卫生纸代替）将载玻片和盖玻片周围

的二甲苯吸去，但不要将缝隙间二甲苯吸去，以免叶表皮暴露在二甲苯之外接触空气，封

片后容易产生气泡。（#）沿盖玻片一边滴上 $ % & 滴封片树胶，树胶会通过狭缝吸力自动

完成封片。在滴树胶的相对一边，用吸水纸将载玻片和盖玻片缝隙间吸出一部分，以加快

树胶封片过程。（’）用夹子夹在载玻片和盖玻片外，放入 () *烘箱烘干，这样树胶干后叶

表皮更加平展。

! 结果与讨论

上述制片方法的制片结果见图 $ % (。

在经过梯度乙醇脱水后，利用叶表皮上加盖小块盖玻片，有效地阻止了某些科 +属植

物的叶表皮在脱水后遇二甲苯而发生卷曲，并能使剥离的叶表皮更加平整。这种方法虽

然简单，但有效地解决了次氯酸钠制片方法上的一个难题，使该方法更加完善。

不同的离析剂对叶表皮和叶肉细胞离析的结果可能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会在

离析的叶表皮的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能上有所反映，它们在脱水后遇二甲苯的反应结果可

能也会不同，但只要叶表皮会发生卷曲，就可以按照本文所述方法在叶表皮上加盖小块盖

玻片，阻止其卷曲，并使其保持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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