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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勒（Ｏｃｉｍｕｍ ｂａｓｉｌｉｃｕｍ Ｌｉｎｎ．）为唇形科（Ｌａｂｉａｔａｅ）罗勒属

（Ｏｃｉｍｕｍ Ｌｉｎｎ．）一年生草本植物，全草气味芳香［１］ ，是主要的

芳香油植物之一，可用作调香原料，具有较高的药用和观赏价

值。 罗勒体表腺毛分泌的大量挥发油是其香气的主要来源。
罗勒与其原变种（Ｏ． ｂａｓｉｌｉｃｕｍ ｖａｒ． ｂａｓｉｌｉｃｕｍ Ｌｉｎｎ．）仅在植物学

特征上略有差异。
目前，对罗勒挥发油的化学成分［２－３］ 、罗勒精油的抗炎抑

菌机制［４］以及罗勒栽培技术［５］ 等方面已有研究报道，但对罗

勒属植物分泌结构的观察研究尚不多见，而仅见唇形科其他

属植物分泌结构的研究报道［６］ 。 对罗勒叶片和萼片分泌结构

的研究，是了解其结构与挥发油成分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也
是罗勒其他生理机制研究的结构基础［６］ 。 为此，作者以罗勒

（原变种）为研究对象，对其叶片和萼片的形态特征及分泌结

构进行观察，以期为进一步探索罗勒（原变种）分泌结构与挥

发油成分间的关系奠定基础。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材料

供试植株均种植于亳州职业技术学院药用植物园，由亳

州职业技术学院方成武教授鉴定为罗勒（原变种）。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光学显微观察　 在盛花期取萼片 ３～５ 枚，用水合氯醛

（含水合氯醛 ５０ ｇ、蒸馏水 １５ ｍＬ 和甘油 １０ ｍＬ）透化后甘油

封片，置于 Ｌｅｉｃａ ＤＭ２５００ 普通光学显微镜（德国 Ｌｅｉｃａ 公司）
下观察拍照。
１ ２ ２　 扫描电镜观察　 在不同植株上采集相同部位的叶片，
清洗干净后沿中脉剪取面积 ５ ｍｍ×５ ｍｍ 的正方形小片，共取

３ 个小片。 用体积分数 ２ ５％戊二醛固定液固定后，依次用体积

分数 ３０％、５０％、７０％、９０％、１００％乙醇梯度脱水；乙酸异戊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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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纯）过渡后，进行 ＣＯ２ 临界点干燥，喷镀，然后用 Ｑｕａｎｔａ
２００ 扫描电镜（美国 ＦＥＩ 公司）观察［７－８］，每个样品随机取 ３ 个

视野拍照，根据照片统计并计算单位面积的腺毛数量。

２　 结果和分析

２ １　 叶片和萼片的形态特征及萼片腺毛的显微结构

罗勒（原变种）叶片和萼片的形态特征及萼片腺毛的显

微结构见图 １。 观察结果显示：罗勒（原变种）叶片卵圆形至

卵状长圆形，叶片大，叶柄被微柔毛，叶片边缘皱褶（图 １－１）；
总状花序延长，花萼简单，萼片几无毛或被较少的短毛或稀疏

的长柔毛，具强烈芳香味。 在光学显微镜下可见萼片上具有

腺毛和非腺毛，腺毛头部含有较多的内溶物，在显微镜下呈亮

黄色（图 １－２）。
２ ２　 叶片表皮分泌结构的扫描电镜观察结果

罗勒（原变种）叶片表皮分泌结构的扫描电镜观察结果

见图 ２。 结果显示：罗勒（原变种）叶片表皮具有许多非腺毛

和腺毛。 非腺毛为单细胞的表皮毛； 腺毛包括头状腺毛和盾

１： 植株形态 Ｐｌａｎ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２： 萼片上的腺毛（Ｇｈ）和非腺毛（Ｎ⁃Ｇｈ） 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 ｈａｉｒｓ （Ｇｈ） ａｎｄ ｎｏｎ⁃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 ｈａｉｒｓ （Ｎ⁃Ｇｈ） ｏｎ ｓｅｐａｌ．

图 １　 罗勒（原变种）植株形态及萼片腺毛的显微结构
Ｆｉｇ． １　 Ｐｌａｎ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 ｈａｉｒ ｏｎ ｓｅｐａｌ ｏｆ Ｏｃｉｍｕｍ ｂａｓｉｌｉｃｕｍ ｖａｒ． ｂａｓｉｌｉｃｕｍ Ｌｉｎｎ．

１． 头状腺毛 Ｃａｐｉｔａｔｅ 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 ｈａｉｒ． ２－７． 盾状腺毛 Ｐｅｌｔａｔｅ 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 ｈａｉｒ： ２． 全形 Ｗｈｏｌ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３． 下陷的角质层 Ｓｕｎｋｅｎ ｃｕｔｉｃｌｅ； ４． 二裂型分泌
细胞 Ｔｗｏ⁃ｓｐｌｉｔ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 ｃｅｌｌ； ５． 四裂型分泌细胞 Ｆｏｕｒ⁃ｓｐｌｉｔ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 ｃｅｌｌ； ６． 五裂型分泌细胞 Ｆｉｖｅ⁃ｓｐｌｉｔ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 ｃｅｌｌ； ７． 纵切面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８． 叶片表皮腺毛的分布状况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 ｈａｉｒｓ ｏｎ ｌｅａｆ ｅｐｉｄｅｒｍｉｓ．

图 ２　 罗勒（原变种）叶片表皮分泌结构的扫描电镜观察结果
Ｆｉｇ． 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ｌｅａｆ ｅｐｉｄｅｒｍｉｓ ｏｆ Ｏｃｉｍｕｍ ｂａｓｉｌｉｃｕｍ ｖａｒ． ｂａｓｉｌｉｃｕｍ Ｌｉｎｎ． ｂｙ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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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腺毛 ２ 种类型。 头状腺毛呈棒状，主要由基部、柄部和单个

分泌细胞形成的头部组成，凸出于表皮细胞之上，无明显的角

质层下间隙（图 ２－１）；盾状腺毛呈盘状，由基部、短柄（或无

柄）以及多个分泌细胞排列成 １ 层的膨大头部组成（图 ２－２），
有些头部外被的角质层破裂使盾状腺毛凹陷于表皮细胞之

内，有明显的角质层下间隙（图 ２－３）。
进一步的观察结果显示：同一叶片上的盾状腺毛头部分

泌细胞的排列方式和数量有一定差异，可分为对称排列的二

裂型（图 ２－４）、十字排列的四裂型（图 ２－５）和不对称排列的

五裂型（图 ２－６）。 纵切后，二裂型的盾状腺毛头部和柄部有

明显界限（图 ２－７）。 统计结果显示：同一叶片上头状腺毛和

盾状腺毛的分布密度不同（图 ２－８），其中，盛花期在单位面积

（１ ｍｍ× １ ｍｍ） 叶片上分布有盾状腺毛 ７ ７ 个、头状腺毛

１ ４ 个。

３　 讨论和结论

罗勒（原变种）的萼片几无毛或被较少的短毛或稀疏的长

柔毛，其腺毛头部含有很多内容物，呈亮黄色、油滴状，推测可

能是其分泌细胞分泌的挥发性物质。 在扫描电镜下可观察到

叶片上盾状腺毛头部的分泌细胞有二裂型、四裂型和五裂型，
同一叶片上存在不同分裂型的盾状腺毛，这种变化可能与腺

毛分化发育的程度及细胞的衰老有关［９］ ，推测不同分裂型的

盾状腺毛可能处在不同的发育阶段。
在盛花期，罗勒（原变种）叶片上腺毛的类型和密度存在

较大差异，其中，头状腺毛稍稀疏，盾状腺毛则分布密集。 植

物叶片的微形态特征与植物的外部形态特征存在一定的相关

性，在种间或更高分类等级之间具有较高的分类价值［１０］ 。 盾

状腺毛的分泌细胞具有明显的角质层下间隙，其中充满挥发

油；而头状腺毛的分泌细胞的角质层下间隙不明显。 郑宝江

等［１１］认为，盾状腺毛是产生精油的主要器官，因而，盛花期叶

片盾状腺毛密集可能是罗勒花期具有浓烈香味的原因之一。
吴姝菊等［１２］认为，唇形科植物的盾状腺毛主要分泌亲脂类物

质，而头状腺毛的分泌物除亲脂类物质外还有多糖类物质， 因

此，腺毛类型和疏密程度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同发育期罗勒香

味的变化，造成其挥发油成分改变，进而影响其挥发油的

品质。
本研究虽然初步明确了罗勒叶片和萼片的形态特征及腺

毛的形态和分布特征，但罗勒叶片的盾状腺毛和头状腺毛的

形态发育过程及这 ２ 类腺毛在发生、发育中的共性和差异性

则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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