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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组织：输导系统 输导系统 （一）维管束及其类型：维管

束是由几个不同的组织联合在一起组成的束状结构，在植物

体中构成复杂的输导系统。从蕨类植物开始出现维管束。维

管束主要由韧皮部与木质部构成。韧皮部主要由筛管、伴胞

、韧皮薄壁细胞与韧皮纤维组成，这部分质较柔韧，故称韧

皮部，木质部主要由导管、管胞、木薄壁细胞与木纤维组成

，这部分木质坚硬，故称木质部。 双子叶植物和裸子植物根

和茎的维管束，在韧皮部和木质部之间有形成层存在，能继

续增生长大，所以称为无限维管束（开放性维管束）。单子

叶植物和蕨类植物根和茎的维管束没有形成层，不能增生长

大，所以称为有限维管束。根椐维管束中韧皮部和木质部相

与互间排列方式的不同，以及形成层的有无，维管束可分为

下列几种类型。 1.有限外韧维管束：韧皮部位于外侧，木质

部位于内侧，两者并行排列，中间无形成层如单子叶植物茎

的维管束。 2.无限外韧维管束：与有限外韧维管束的不同点

是韧皮部与木质部之间有形成层。如裸子植物和双子叶植物

茎中的维管束。 3.双韧维管束：木质部的内外两侧都有韧皮

部。常见于茄科、葫芦科、桃金娘科等植物的茎中。如颠茄

、南瓜茎的维管束。 4.周韧维管束：木质部在中间，韧皮部

围绕在木质部的四周。常见于蕨类某些植物的茎、叶中。如

贯众。 5.周木维管束：韧皮部在中间，木质部围绕在韧皮部

的四周。常见于百合科（轮叶王孙属）、鸢尾科、天南星科



（菖蒲属）、莎草科、仙茅科等某些植物茎中。 6.辐射维管

束：韧皮部和木质部交互间隔排列，呈辐射状。存于某被子

植物根的初生构造中。 （二）中柱及其类型：中柱是维管束

植物住状器官（茎、根）皮层以内的部分，包括中柱鞘、维

管束和髓（如存在时）。中柱鞘位于中柱最外层，由一至数

层薄壁或厚壁细胞组成，中柱鞘的薄壁细胞在一定时期可恢

复分生能力，产生侧根、不定根、不定芽、木栓形成层等。

由于植物及器官不同，中柱鞘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中柱

中的维管束类型和维管束排列方式的不同，而有各种不同类

型的中柱。这些类型在根和茎类中草药鉴定上有一定意义。

1.原生中柱：原生中柱是中柱内的维管系统形成一个实心柱

，中心无髓部，中央是木质部，周边是韧皮部。 （1）典型

原生中柱：木质部呈圆柱形实心柱，韧皮部围绕其周围。在

蕨类植物如海金沙的根茎中可以见到。 （2）星状中柱：木

质部呈星状（辐射状）的实心柱，韧皮部位于木质部的星角

之间。如星木属（Asteroxylon）植物的中柱属这种类型。 （3

）编织中柱：木质部在横切面呈片状或分枝状，韧皮部分布

在它们之间，形成相互交错、编织排列、“海绵状”的实心

柱，中心无髓，如石松茎。 2.管伏中柱：管状中柱是木质部

和韧皮部均呈圆管状，内外相套，中心有髓。又分为双韧管

状中柱和外韧管状中往两类。 （1）双韧管状中柱：是在管

状木质部的内外两方均有一圈韧皮部。管状中柱常因有维管

束由茎进入叶中而发生分离，在中柱上留下分离的间隙，称

为叶隙。叶隙的存在，使管状中柱形成许多网眼。 网状中柱

：是由双韧管状中柱演变而来，在横切面上见有环状徘列的

周韧维管束，一般在各维管束外都有维管束鞘和内皮层，而



纵面观则呈网状。多数真蕨类植物具有这种网状中柱，如贯

众。 （2）外韧管状中柱：是只在管状木质部的外方有一圈

韧皮部，如阴地蕨。有的外韧管状中柱的韧皮部仍连成环，

但木质部开始分散成束（在系统发育上可看成是典型管状中

柱和真中柱的过渡类型），如紫箕。 3.真中柱：真中柱是外

韧管状中柱由于叶隙和髓射线割裂成束而形成的。百考试题

网站收集横切面为一圈环状排列的无限外韧维管束，有射线

间隔；纵面观呈网状。为一般双子叶植物和裸子植物所具有

。 4.散生中柱：散生中柱是有限外韧维管束或周木维管束，

散生于基本组织中。为一般单子叶植物的茎或根茎所具有。

如玉蜀黍茎、射干根茎等。"#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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