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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流控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技术手段，在植物研究领域正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随着技术的不

断发展，微流控技术与其他先进技术的融合进一步拓展了其在植物研究中的应用范围，为植物科学的发展

带来新的机遇和突破，有望对农业、生态等领域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概括了微流控芯片的产生历程及其制

作材料与方法，总结了用于植物研究的微流控芯片类型，全面综述了近年来微流控芯片技术在植物细胞、

植物的根、植物的根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植物花粉管等方面的应用，并对其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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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potential of microfluidic chips in pla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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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fluidic technology, a rapidly advancing field, is poised to revolutionize plant research. Recen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particularly the integration of microfluidic technology with other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has expanded the horizons of plant research. This integration has not only opened up new avenues but also led to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s in plant science. These developments are anticipated to hav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agriculture, ecology, and various other disciplines. This review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microfluidic chips, including the materials and methodologies employed in the production. 
We also present an overview of the various types of microfluidic chips used in plant research and their recent 
applications in the examination of plant cells, roots, pollen tube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roots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Lastly, we discusse the potential future applications of microfluidic chips in plant research, 
emphasizing the profound impact of this technology on agriculture, ecology, and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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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人们对生命科学的

研究已逐步从宏观深入到微观，从群体走向了个体，

甚至单细胞水平。传统植物细胞分析方法是将种子

或者植物细胞培养在土壤或者琼脂平板上，然后观

察植物的表型。这些方法简单、易于操作，但是也

有一些弊端。首先，传统方法成本高，实验周期长，

也很难定量化；其次，植物细胞在固体培养基上的

生长行为具有无规律性，以致很难从一个特定的角

度观察植物；另外，传统研究方法的时间和空间分

辨率低，可能会导致观察植物表型变化过程时信息

丢失；最后，根据植物在固体培养基上无序的生长

行为也很难详尽地分析其生长情况 [1]。近年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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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控 (microfluidic) 技术的飞速发展促生了各种微流

控芯片。微流控指的是使用微管道 ( 尺寸为数十到

数百微米 ) 处理或操纵微小流体 ( 体积为微升、纳

升甚至阿升 ) 的系统。微流控芯片则融合了多学科

技术，涉及生物学、化学、医学、流体物理、微电

子和新材料等多个学科领域，把分子生物学、医学、

化学分析等实验过程中的处理、分离、反应、检测

等实验操作集中到一张极小的芯片上，实现了系列

实验的微量、自动、集成技术，因此又被称为芯片

实验室 (lab-on-a-chip, LoC)[2]。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

蓬勃发展以来，微流控技术已在各种研究领域得到

应用，包括化学合成、基因组分析、蛋白质组学、

单细胞分析、组织工程、高通量筛选、环境分析和

医学诊断等领域，而在植物研究领域，微流控芯片

技术也逐渐趋于成熟 [3]。微流控方法刚刚出现在植

物领域时，就被用于跟踪不同生长条件下的根系生

长和基因表达 [4-6]，用于表型分析 [7] 或跟踪根系与

病原体的相互作用 [8-9]。通过单细胞分析微流控芯

片，可以跟踪原生质体发育 ( 分裂和生长 ) 或对根

毛 (root hair, RH) 进行生长分析，如评估和量化在

响应环境胁迫时 RH 的形态变化 [10] 以及胁迫因子

如激素 [11] 或磷酸盐的供应状态 [12]。本文概括了制

作微流控芯片的材料和方法，全面综述了近年来微

流控芯片技术在植物细胞、植物的根、植物根与周

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植物花粉管等方面的应用，

并对其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1　微流控芯片概述

微流控芯片的概念出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世

界范围内的研究始于 90 年代中后期，其发展大体

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整个 90 年代，微流

控芯片被认为仅仅是一种分析化学平台，并往往和

“微全分析系统”概念混用。第二阶段：21 世纪的

最初六七年，Whiteside 小组
[13] 研究的关于聚二甲

基硅氧烷软刻蚀的方法在 Electrophoresis 上发表，

Thorsen 等 [14] 以微泵微阀为特征的“微流控芯片

大规模集成”文章在 Science 上发表，2004 年美国

Business 2.0 杂志将芯片实验室列为“改变未来的七

种技术之一”。第三阶段：2006 年至今。2006 年 7 月，

Nature 杂志发表了一期题为“芯片实验室”的专辑，

从不同角度阐述芯片实验室的研究历史、现状和应

用前景，并在编辑部社评中指出，“芯片实验室可

能成为‘这一世纪的技术’”。至此，芯片实验室所

显示的战略性意义，已在更高层面和更大范围内被

学术界和产业界所认同。

常用于制作微流控芯片的材料有单晶硅片、石

英、玻璃和有机聚合物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olymethylmethacrylate, PMMA)、聚二甲基硅氧烷

(polydimethylsiloxane, PDMS)、聚碳酸酯 (polycarbonate, 
PC) 以及水凝胶等 [15]。硅具有良好的化学惰性和热

稳定性，使用光刻和蚀刻方法可以高精度地复制出

二维图形或者复杂的三维结构。硅材料的不足之处

是易碎、价格偏高、不透光，电绝缘性较差，表面

化学行为也较为复杂，因此在微流控芯片中的应用

受到限制。石英和玻璃有很好的电渗和优良的光学

特性，它们的表面吸附和表面反应能力都有利于对

表面改性，但是价格相对较高，尤其是石英。采用

与硅片类似的光刻和蚀刻技术可以将微结构刻在石

英和玻璃上，因此，石英和玻璃材料已被广泛应用

于制作微流控芯片。石英尤其适合于用紫外分光光

度法检测的微流控芯片制作。高分子聚合物具有种

类多、加工成型方便、原材料价格较低等特点，非

常适合于大批量制作，物料成本很低。用于微流控

芯片制作的高分子聚合物主要有三类：热塑性聚合

物、固化型聚合物和溶剂挥发型聚合物。热塑性聚

合物有 PMMA、PC 和聚乙烯等；固化型聚合物有

PDMS、环氧树脂和聚氨酯等，它们与固化剂混合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固化变硬即可得到芯片；溶剂挥发

型聚合物有丙烯酸、橡胶和氟塑料等，制作时将它

们溶于适当的溶剂，再通过缓慢挥发溶剂而得到芯

片。弹性体 PDMS 材料，又称硅橡胶，是众多聚合

物中用得较多的一种：它能透过 250 nm 以上的紫

外与可见光；耐用，有一定的化学惰性；生物相容

性好，廉价；能可逆和重复变形而不发生永久性破

坏；能用模塑法高保真地复制微流控芯片；芯片微

通道表面可进行多种改性修饰；不仅能与自身可逆

结合，还能与玻璃、硅、二氧化硅和氧化型多聚物

可逆结合
[16]。

近年来，研究人员提出可直接用 3D 法打印芯

片，并做了相关研究。通过普通 3D 打印技术即可

获得微流控芯片模板，不需要清洗基底、甩胶、曝光、

显影等烦琐的过程，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以非常

高的重现性打印复杂的 3D 微芯片，而不涉及很多

的手动步骤
[17-18]。但在现阶段，能够用于三维打印

的材料受到限制，远不如微流控芯片常用的 PDMS
那样普遍。例如，Cronin3D 打印的反应器是完全不

透明的，这阻碍了芯片上的直接观察。然而，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材料正在被



朱思雨，等：微流控技术在植物研究中的应用与进展第2期 225

开发利用，如 PDMS、聚乳酸 (polylactic acid, PLA)
以及透明树脂等半透明或透明材料。其中，使用居

多的为 PLA 材料，其具有半透明色和光泽质感，

是当前 3D 打印芯片最好的原材料
[19]。Comina 等 [20]

应用立体光固化成型法 (stereo lithography apparatus, 
SLA) 3D 打印机在光敏树脂上激光刻蚀得到疏水性

芯片，与 PDMS 薄膜密封在一起，得到了含有混合

器结构的微流控芯片。3D 打印技术从计算机模型

一步到位地制造完整的微流控装置有着明显的优

势，而创造真正的三维结构将为微流控芯片制造技

术注入新动能
[21]。

2　微流控芯片技术在植物研究中的应用

2.1　植物细胞的研究

原生质体是植物的基本细胞单位，其果胶质细

胞壁被去除，但质膜是完整的。微流控装置已应用

于植物原生质体的收集和裂解 [22]、培养 [23]、融合 [24]、

再生 [25] 和发育表征 [26]。为在单细胞水平上研究

植物细胞独特的生物学和生理学特性，有研究者提

出了一种方法，将微孔设计和基于电阻抗的流式细

胞仪相结合，用于识别和表征干细胞的分化状态
[27]。

数字微流控 (digital microfluidic, DMF) 芯片技术拥

有在单细胞分辨率下对悬浮细胞进行分析的潜力。

Kumar等 [28] 应用DMF芯片技术对拟南芥 (Arabidopsis 
thaliana) 的一组单个原生质体进行了分析：这些原

生质体被磁性颗粒标记并通过磁力固定在 DMF 芯

片上，通过将具有不同渗透条件的液滴输送到细胞

被固定的位置，可用摄像机动态监测被固定细胞的

反应。朱晓翠等
[29] 通过在微流控芯片上设计适合

原生质体尺寸的微孔阵列和微通道流路，实现了拟

南芥 (Arabidopsis thaliana) 原生质体的在线纯化和

单细胞阵列捕获。利用电穿孔技术将能特异性检测

3ʹ 核酸外切酶的核酸探针导入原生质体，实现了单

个原生质体内 3ʹ 核酸外切酶的成像。该研究为开展

单细胞内多种核酸酶的高通量原位检测以及相关调

控过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学手段。张潇丹等
[30]

将微流控芯片与细胞抗氧化活性 (cellular antioxidant 
activity, CAA) 测试方法结合，搭建了一个 CAA 芯

片分析平台，此芯片可以很好地对体外药物活性进

行评价。在 PDMS 微流控装置中培养活样本有助于

研究微小的发育事件。Bascom 等
[25] 的研究表明，

一种早期分化的陆地植物小立碗藻 (Physcomitrella 
patens) 可以在 PDMS 微流控室中连续培养，因此

可在长时间内对 P. patens 的生长发育历程进行高分

辨率成像。Sakai 等 [31] 设计了一个全面的、生理学

相关的、易于使用的、低成本的微流控显微镜装置，

用于长期监测小立碗藻的生长和发育。原代细胞壁

(primary cell wall, PCW) 是植物细胞周围坚硬而又

灵活的细胞壁，在植物生长、细胞分化、细胞间通讯、

水分运动和防御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而微流控芯

片可以成为一种高分辨率原位研究植物细胞壁再生

或其他行为的有效工具
[32]。微流控阻抗流式细胞

术可以在单细胞分辨率下同时表征力学和电学特

性。研究表明，在 PCW 再生过程中，原生质体外

的细胞外层在机械和电学特性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变

化，植物激素生长素对 PCW 重组具有调控作用
[33]。

电阻抗谱 (electr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EIS) 作
为一种广泛应用于哺乳动物细胞特性研究的技术，

在植物科学中应用较少。有研究者设计并制作了一

种基于 EIS 的生物传感器，结合微流控平台，在单

细胞水平上研究 PCW 的形成过程，发现完全再生

PCW 的拟南芥叶肉细胞的阻抗值明显高于未再生

PCW 的拟南芥叶肉细胞，表明 PCW 的形成引起了

细胞电学特性的巨大变化 [34]。植物的次生代谢可产

生许多具有药物活性的化合物，这些化合物通常是

由不同的和专门的细胞合成的，这些细胞之间的相

互作用构成了代谢链，而这种相互作用阻碍了次生

代谢产物的生物技术生产。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新

的策略解除这一限制：使用仿生方法，通过微流控

系统模拟真实组织中的情况。该系统可成功培养烟

草 BY-2 细胞，并可保持其正常的生理参数达数天。

结果表明，培养植物细胞的微流控系统可以模拟真

实植物组织中的代谢流
[35]。有一种用于植物细胞

培养的微流控生物反应器 ( 图 1)，使用该芯片研

究发现悬浮的烟草 BY-2 细胞根据增殖细胞分泌的

“群体感应因子”进行分裂，同时发现两种具有互

补代谢效力的长春花细胞株的组合可以获得一种抗

肿瘤化合物长春新碱的前体
[36]。此外，人们利用微

黑色箭头表示营养液的流向。改编自Finkbeiner等(2021)，
经知识共享CC BY许可[36]。

图1  植物细胞培养的微流控生物反应器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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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控装置可以捕获 BY-2 细胞并固定其位置，以监

测细胞的生理活动 [37]。使用微流控装置和 BY-2 细

胞证实，可以在可控条件下实时观察胞间连丝 [38]。

有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纳米无标记成像技术，使用

微流控采样网络来跟踪生物微环境中化学信息的产

生和分布。通过设定采样孔径的大小和纳米孔特性，

可以预测小分子和大分子通过膜的扩散通量，通过

该膜收集的代谢物可以直接通过质谱法进行分析，

从而检测生物相关的代谢物浓度
[39]。植物气孔可以

有效地监测植物的水力学、光敏性和气体交换，目

前测量单个气孔孔径的方法有铸模或荧光测量技

术，但这些方法不能在长期的植物生理过程中实

时或持续监测气孔功能。有研究者利用一种能保留

气孔功能的基于纳米颗粒的导电油墨，在 1 周以

上的时间内，可重复可逆地打印出由气孔本身驱动

的高度稳定的电导传感器。该气孔机电孔径传感器

(stomatal electro-mechanical pore size sensor, SEMPSS)
允许实时跟踪植物中单个气孔打开和关闭的时间，

在单个气孔水平上长期监测气孔功能可使我们更加

深入地理解植物对环境的生理反应
[40]。

2.2　植物根的研究

植物根系在吸收植物生长发育所需的养分和适

应不同环境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

在土壤复合胁迫下，根毛是植物生长和养分获取的

重要性状，选择具有优良根毛性状的植物对提高磷

素吸收效率和农业系统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41]。

根毛增加根表面积，使植物更好地吸收水分和养分，

由于它们的体积小，且经常被自然环境所遮蔽，因

此很难研究根毛的形态和功能；而微流控平台提供

了一种高分辨率可视化根系的方法，在转移到成像

系统时不会干扰根系 [42]。研究者设计了一种被称为

RootChip 的微流控芯片平台，该平台集成了拟南芥

根系生长和代谢活细胞成像技术。RootChip 具有独

立的腔室，用于平行调节来自多个幼苗的多个根的

微环境。通过基因编码的葡萄糖和半乳糖荧光传感

器在亚细胞分辨率下监测植物的各时段生长和胞质

糖水平，证明了 RootChip 的实用性。RootChip 可

以通过调整腔室的几何形状用于其他植物的根成

像，并有助于对多个幼苗的根生长和代谢进行系统

分析，为大规模的根代谢表型分析开辟了道路 [43]。

Busch 等 [4] 设计了一种微流控设备 RootArray，在

无需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可以在其中生长 64 株拟

南芥幼苗，并在几天内通过共聚焦显微镜对其根系

进行成像。Jiang 等 [7] 设计了一种用于拟南芥高通

量表型分析的垂直透明微流控芯片，多个拟南芥种

子可以在芯片中水培发芽和生长超过 2 周，从而实

现了大规模的植物表型监测和定量分析。植物在该

装置中的生长发育时间表与在传统琼脂板中高度相

似，这种原型植物芯片技术有望为高通量和精确的

植物表型分析搭建强大的实验平台。在植物根的研

究中使用的芯片多为 RootChip，将拟南芥种子培养

发芽并在传统移液管中生长数天，再转移到 RootChip
中进行高通量植物基因表达分析。这些研究要么集

中在种子发芽，要么集中在幼苗发育，尚未将微流

控设备应用于研究从种子发芽到幼苗原位发育的整

个过程 [44-48]。研究者在以往植物芯片研究的基础上

设计了一种微流控平台，通过结合一个双层装置将

拟南芥主根限制在与根毛相同的光学平面上，这种

设计能够在细胞和细胞器水平上对根毛进行量化，

光学成像结束后可将器件拆开，作为原子力或扫描

电子显微镜的衬底，同时保持细根结构的完整 [10]。

Song 等 [49] 设计并制作了一种可折叠的微流控芯片

阵列，用于对种子发芽和随后的幼苗原位发育进行

无损和连续的监测。植物阵列芯片能够通过简单地

改变阵列中固体介质的成分来研究各种化学物质和

其他环境条件对植物的影响，通过测定 Murashige
和 Skoog (MS) 培养基以及脱落酸 (abscisic acid, ABA)
对植物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浓度效应，来证明阵

列芯片应用的有效性
[50]。Sun 等 [11] 利用一种简单

的交叉微通道微流控装置对拟南芥原位根进行了显

微观察，发现将微流控系统与显微镜相结合可以方

便地在几分钟内定量测定原生根和根毛的微米级变

化，同时还可以研究高盐胁迫对根的不同部位 ( 例：

根冠、分生区、伸长区、成熟区和根毛 ) 的影响。

该研究是从数量而非质量的角度研究植物根系与环

境条件的关系，表明微流控系统将成为拟南芥根系

定量研究的有力工具。根毛具有快速的顶端生长，

其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单细胞模型系统，可用于分析

细胞形态动力学。Singh 等
[51] 设计了一种基于盖玻

片的微流控设备 (coverslip based microfluidic device, 
CMD)( 图 2)，能够通过实时监测核运动和形状变化

来捕获拟南芥根毛发育的高分辨率共聚焦成像。

在自然界中，根生长在黑暗中，而在传统的琼

脂平板培养条件下，植物的茎和根都暴露在光照下，

这不符合根生长的自然环境，可能会导致不可控的

生物响应
[52]。根系暴露在光照下可能会因激素信号

转导、细胞骨架组织、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或类黄酮积累等因素的改变影响根系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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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会改变根系对营养物质或水分的吸收，也会影

响根系对非生物胁迫的反应以及根系与微生物群的

相互作用 [53]。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名为 Dark-Root 
(D-Root) 的装置，将植物的地面部分暴露在正常的

光 / 暗光周期中，而根部则处于黑暗中或暴露在特

定的波长或光强度下。研究表明光照改变了拟南芥

根系对激素、非生物胁迫 ( 如盐或渗透胁迫 ) 和营

养饥饿的响应，增强了对根系生长的抑制。D-Root
为拟南芥提供了更接近自然生长的条件，有助于更

好地探究根系发育、激素信号转导和胁迫反应的机

制
[54]。Grossmann 等 [55] 开发了一种基于 PDMS 的

微流控设备，能够对拟南芥幼苗根系成像，同时能

够避免在成像准备过程中对根系产生任何物理压

力。该系统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在化学物质存在

或不存在的情况下都能进行根生长分析、基于荧光

的基因表达分析以及生物传感器分析，例如荧光共

振能量转移 (fluorescence 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 
FRET) 纳米传感器分析。锌在所有活细胞中起着核

心作用，是酶的辅因子，也是实现蛋白质充分折叠

的结构元素。研究人员将基因编码的 FRET 传感器

与 RootChip 结合使用，以监测拟南芥根细胞中胞

浆 Zn2+ 浓度的动态变化。研究表明，基因编码的

FRET 传感器与 RootChip 的结合为监测根细胞中金

属离子浓度状态提供了一种有利的工具 [56]。为了研

究具有细分枝结构的根系 ( 即纤维根系 ) 的发育，

Chai 等 [57] 设计了一种多室花瓣状根系生长芯片。

该透明装置能够无损地观察根系的发育和微观结构

特征，如根尖、根边界细胞和根毛；通过控制五个

根系生长室中每一种微环境的条件可研究单个水稻

(Oryza sativa) 幼苗纤维根生长对不同胁迫的特定适

应，如单个幼苗的根系生长反应和根系微观结构适

应。因此，花瓣状根系生长微流控芯片可以消除不

同发育时期的影响，更客观地揭示植物对不同环境

条件的反应，同时允许以非常高的空间和时间分辨

率进行无损观测。湿地植物的根际是氧和电子交换

的高度动态界面，为 ROS 的产生提供了前提，但

细胞外 ROS 是否在根际产生尚不清楚。Dai 等 [58]

设计了一种微流控芯片装置 ( 图 3)，以空间和时间

分辨率监测水稻根际 ROS 的原位产生，通过荧光

成像清楚地显示了根际 ROS 产生的位点。植物微

流控平台的制造和操作的复杂性限制了其应用范

围，因此 Moussus 等 [59] 设计了一个 3D 打印开放式

微流控平台，通过不同材质的芯片与拟南芥根之间

的生物相容性测试研究确定了一种合适的芯片制

作材料，通过拟南芥干旱耐力研究验证了基于 SLA
的 RootChip 的可用性，可方便地制作符合需求的

根芯片。

2.3　植物根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

植物根在植物与微生物的相互作用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驱动着微环境的动态变化，近些年的研究

揭示了根相关细菌的多种有益作用，强调了根际相

互作用的重要性，以高时空分辨率跟踪这些相互作

(a)在装有½MS培养基的微量移液管尖端中生长的9天大的拟南芥幼苗的俯视图。移液管尖端插入CMD芯片。(b) CMD设计3D
示意图，标注了主通道和侧通道中的根部和根毛。浅蓝色表示主通道的宽度和横向通道的长度，而主通道和横向通道的深度

分别用蓝色和红色表示。改编自Singh等(2021)，经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许可[51]。

图2  CMD芯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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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60-62]。研究人员研究了

活体拟南芥根在微流控装置中的生物相容性和存活

率，通过一系列实验证实了层流技术在局部化学刺

激和环境控制方面的优势
[63]。土壤在空间和时间上

的复杂性和动态特性对研究根系代谢、生长和发育

的机制以及根际组织间网络形成了重大技术挑战，

“Soil-on-a-Chip” 技术通过实验和环境控制对细菌、

线虫、真菌、植物以及生物体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做

出了重大贡献 [64]。近年来，微装置设计越来越多地

被应用于反映土壤中复杂的生长条件 [65-66]。洪炎等 [67]

设计了一种非接触电导微流控芯片用于快速测定土

壤中的氮钾含量。Aufrecht 等 [68] 使用微流控平台与

有益细菌一起培养植物，可以在植物发育的早期阶

段对这些相互作用的空间动力学进行可视化和量

化。Aufrecht 等 [69] 还开发了一种模拟土壤物理结构

的根球芯片 (rhizosphere-on-a-chip)( 图 4)，应用此

芯片对二穗短柄草 (Brachpodium distachyon) 进行

长期培养，使用液体微结表面采样探针质谱法

(LMJ-SSP-MS) 验证了芯片上根际孔隙空间内渗出

物位点的存在，此芯片可探究模拟土壤是如何影

响植物分泌天然碳化合物的。大多数根系分泌物，

包括初级代谢产物 ( 糖、氨基酸和有机酸 )，被认

为是被动从根系流失的，并被根际微生物利用
[70]。

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带有集成色度传感器的纸基微

流控装置，用于连续提取和分析植物根部的根系分

泌物，并验证了低成本技术对根系渗出物生化成分

进行高精度筛选和诊断的可行性 [71]。Massalha 等 [72]

设计了一款微流控设备，称为“跟踪根部相互作

用系统”(tracking root interactions system, TRIS)，可

以实时成像根 - 细菌的相互作用。研究人员组装

了一个双通道 TRIS 设备，该设备允许在一个腔室

中同时跟踪两个根系，可实时监测野生型根系和突

变型根系的细菌偏好；该设备能够精确控制系统内

的环境参数，同时允许以高空间和时间分辨率直接

观察动态生物过程；在该设备中研究根与微生物的

相互作用，可以使用多种荧光报告基因检测细菌菌

株和植物基因型的无限组合。与先前报道的 RootChip
平台相比，基于显微镜的 TRIS 设备为根系与微生

物相互作用研究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
[73]。为研究

根系对水或营养物质的利用情况、对生物或非生物

胁迫条件和机械刺激的反应机制，Guichard 等 [6] 设

计了一种微流控设备 RootChip-8S，该装置适用于

对灌注培养条件下生长数天的拟南芥根系成像。

Stanley等 [74] 提出了双流RootChip (dual-flow-RootChip, 
dfRootChip)，一种不对称灌注培养拟南芥根系的

微流控平台，用于研究根系营养、根系与微生物的

相互作用以及在受控不对称条件下的根系信号转导

和发育。人造生态系统 (ecosystem fabrication, EcoFAB)

(a)用于根际ROS产生和原位观察的微流控芯片设置。(b)黑暗和光照条件下ROS产生的时间序列。(c)异硫氰酸荧光素

(fluorescein isothiocyanate, FITC)和透射检测器(transmitted detector, TD)通道下的水稻根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图像。ROS探针

发出的绿色荧光显示了根际ROS的空间分布。改编自Dai等(2022)，经美国化学学会许可[58]。
图3  根际ROS产生和原位观察微流控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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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无菌植物生长平台，包括两个主要组件：

EcoFAB 装置和一个无菌植物大小的透明容器 [75]，

其中 EcoFAB 可以通过设置较大的根室来支持各种

模式植物生长 3~4 周 [76]。受 EcoFAB 模型的启发，

研究者开发了一种新设备 Root-TRAPR ( 图 5)，其

可以作为一种便捷的测试平台，用于验证激发子对

大麻 (Cannabis sativa) 的刺激作用，有助于研究受

控条件下 C. sativa 的根系形态和根系分泌物
[77]。

Noirot-Gros 等 [78] 设计了一种根与微生物相互作用

芯片 (root-microbe interaction chip, RMI-chip)，美洲

山杨 (Populus tremuloides) 幼苗可在此装置中生长

一个多月，从而可在显微镜下连续观察其活根和根

瘤菌之间的相互作用。RMI-chip 可用于长时间观察

缓慢生长的植物，也可以被设计修改以研究生长较

快的植物。

2.4　植物花粉管的研究

花粉管是植物形态发生、细胞分化、生物力学、

细胞内和细胞间信号传递等研究的重要模型。为了

系统地了解花粉管中尖端极化生长的生化力学，需

要一个通用的实验分析平台来进行定量数据的收集

和分析。LoC 可将大量生长的花粉管定位在一个聚

焦平面上，从而实现高分辨率的显微镜定量成像，

因此可作为一个通用的高通量表型组学平台，以花

粉管为模型进行植物的生殖和发育生物学研究 [79-80]。

为了研究电场对花粉管生长的影响并创造可重复的

实验条件，Agudelo 等 [81] 开发了一种电气实验室芯

片 (electrical lab-on-chip, ELoC)，发现在不同的交

流电频率下，花粉管的生长反应与生长介质的电导

率相关。顶端生长的植物细胞力学性能研究通常涉

及细胞顶端区域的膨压和硬度的测量 [82]。人们研制

了一种用于百合 (Lilium longiflorum) 花粉管生物力

学特性定量测量的 LoC 装置。单个花粉管以特定方

向固定在微流控芯片内，并受到软膜的压缩，通过

比较模拟外载荷 ( 压缩率 ) 下花粉管的变形和膨胀

压力对管径 ( 拉伸比 ) 的影响，确定花粉管的力学

性能。随着花粉管初始直径的增大，花粉管膨胀压

力和壁刚度明显减小，由此表明尖端生长是由膨胀

压力和壁面刚度之间的微妙平衡所调节的。LoC 装

置是模块化的，适用于各种表现出尖端生长的细胞，

可直接测量其机械性能 [83]。也有研究人员开发了一

种名为 TipChip 的微流控装置来研究花粉管的穿透

(a)片上根球培养植物的示意图，实现了根系的动态成像，并允许对根系的化学微环境进行空间采样。(b)整体合成土壤设计

尺寸为7.5 cm × 3.77 cm，适合长期植物培养。(c)显微拼接图像显示了片上根球内的合成土壤颗粒区域，该区域模拟了沙子的

形状特征(比例尺=1 mm)。改编自Aufrecht等(2022)，经知识共享CC BY 3.0 Unported许可[69]。

图4  芯片上的根球设计模仿了天然沙子的结构

改编自Suwanchaikasem等(2022)，经知识共享CC BY许可[77]。

图5  显示内部生长有工业大麻的完整的Root-TRAPR
系统图片(a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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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84]。一些花粉管生长方向的改变表明它们能够感

知局部质子梯度并对其作出反应，并且生长速度与

尖端区域的细胞外 pH 值直接相关。Hu 等 [85] 设计

了一种微电极装置，通过水电解产生局部质子梯度

和质子通量，证实了花粉管细胞质 pH 随环境 pH
的变化而变化。微电极方法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法

来产生质子，并研究它们对植物细胞生长的影响。

在植物体内，尖端生长的植物细胞需要克服一系列

物理障碍，Yanagisawa 等 [86] 开发了一种用于尖端

生长的植物细胞的生长室，可在限制条件下对细胞

行为进行可视化。利用该实验平台，研究人员观察

了花粉管穿过微间隙时的形态变化，捕捉到了花粉

管中荧光标记的营养细胞核和精子细胞形状的动态

变化，探究了根毛和苔藓原体穿透 1 µm 缝隙的能

力。该平台可用于研究单个细胞对受限物理空间的

反应，并为尖端生长机制研究提供新思路。

3　展望

微流控技术为植物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

法，具有微量、高效、自动化等优点，在植物细胞

培养、植物基因表达分析、植物代谢物分析和植物

生理过程研究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

微流控技术在植物研究中仍面临着一些挑战：第一，

植物细胞和组织的复杂性给微流控芯片的设计和制

造带来了困难，需要更加精细和针对性的设计；第

二，将植物样本引入微流控系统并保持其活性和生

理状态并非易事 ；第三，技术的成本较高以及专业

知识和技能的要求也限制了其更广泛的应用。这些

挑战都是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克服的。

微流控技术与成像技术、传感器技术等的融合，

将进一步提升其在植物研究中的应用价值。通过与

基因编辑等现代生物技术相结合，微流控技术或许

能够为植物品种改良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研

究思路和方法。微流控芯片技术具有试剂消耗少、

检测速度快、检测通量高、操作简便等优势，可针

对某种植物或植物产品中的所有危险性有害生物开

展高通量检测，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应用前景。

未来可能会开发出更多针对植物研究的专用微流控

芯片，从而实现对植物生理过程更全面、更深入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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