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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道了组培枣树大田苗与原种枣树大田苗在气孔性状上的差别。研究表明：三种枣树中骏枣组培苗的气孔密度与原 

种苗的气孔密度差异最小，狗头枣的差异最大；气孔长度狗头枣组培苗与原种苗的差异最大，木枣的差异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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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Stomata Characters in Three Species of Tissue-cultured Juj ube 

QING Xiang-ying，CHEN Zong-li，ZHANG Xiang-qian，CHEN Guo-liang，WANG xia~jian 

(KeyLaboratory ofBreedingEngineering o1'RedDate，Yah’an university，Yan’an，Shaanxi 716000，China) 

Abstract：The difference in stomata characters between tissue-eultured iu3ube tree and original tree in field is reported in this paper． 

The reset shows the difference in stomata density between fissue-culturecl“Junzao”and original seedling is minimum of three 

species of jujube．but the difference of“Goutouzao”is maximum．The difference in stoma协 length between tissue-cultured 

“Goutouzao”and original seedl g is maximum，and the difference of“Muzao”is 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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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孔是植物体叶面与外界进行气体和水分交换的主要通道，气孔的数目和大小不仅与植物的亲缘关 

系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也是研究植物染色体倍性的重要器官 有关外界环境的改变对气孔开闭规律的影 

响以及气孔和植物倍性的关系研究早有报道[1-8]，对气孔观察的方法也有不同的研究报道[ ，加]。但对组 

培植物和原种植物在大田苗气孔形状上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分析气孔在枣树组培 

苗木和原种苗木之间的性状差异，为研究枣树人工繁育和自然繁育对枣树生活能力的影响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来源 

试验用材料于2004年 8月初采自延安大学红枣繁育工程重点实验室苗木示范园苗圃。 

1．2 实验方法 

选取同一枣吊上相对位置和叶片大小相近的成熟叶片套暗袋处理 24～72 h后摘回实验室。用透明 

胶布[加]粘取叶片下表面气孔，95％乙醇脱色20～60 s，1％的碘液染色 30～60 s。自来水冲洗。镜检。记 

数。 

显微镜下视野内的气孔数目为 N。测微尺测量的视野半径为 d，同一树种组培苗和原种苗分别分 2组 

实验，每片叶片观察 10个视野记数。每视野随即选取 10个气孔，测量其长度，共记200个，气孔密度为 

N／(3．14×d2)。数据差异依据统计学原理用Excel 2003进行分析[19]。 

2 结果与分析 

2．1 三种枣树气孔密度与长度 

从表 1、表2可知，组培木枣、组培狗头枣、组培骏枣的气孔密度分别为 86．34个·mm_。、61．94个 · 

m m _ 
、82．25个·mm～。长度以组培骏枣最长为 28．74 m、组培狗头枣最短为23．08 m、组培木枣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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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3．67 ptm。原种苗木枣、狗头枣、骏枣的气孔密度分别为 89．56个·mm-2 118．03个·mm一2、82．57个． 
m m 。 。

，长度以骏枣最长为26．34 ptm、木枣居中为 25．22 ptm、狗头枣最短为23．93 m。 

表 1 组培苗气孔密度及气孔长度 表2 原种苗气孔密度及气孔长度 

2．2 三种枣树叶面气孔分布情况 

在气孔密度性状上木枣组培苗和原种苗的差异较小，气孔数量变化在 10个以内，就变异程度而言，原 

种苗略大于组培苗。骏枣组培苗和原种苗在气孔数量上差别相当小，而组培苗的气孔变异程度远大于原 

种苗。狗头枣组培苗和原种苗气孔数量差异最大，原种苗气孔数量几乎是组培苗的2倍，且原种苗气孔变 

异程度略小于组培苗。 

2．3 三种组培枣树气孔长度分析 

在气孔长度形状上狗头枣组培苗和原种苗差异最小，组培苗变异较大。木枣组培苗气孔略小，但变异 

程度较小。骏枣组培苗在气孔长度和变异程度上均大于原种苗。 

3 讨论 

气孔是植物与外界进行气体和水分交换的主要生理器官，在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育下不断地进 

行着有利和有害等方面的进化和变异。在同一种属。甚至同一个体的不同部位都存在着差异。 

组织培养过程中要用到生长素、细胞分裂素等激素。它们虽然能诱导细胞分裂，形成愈伤组织或者诱 

导不定芽的形成。但是人为加在培养基中的激素并不能完全符合植物生长过程中实际合成和需要的激素 

量，所以这些激素的负面效应是不可避免的。 

徐启江[16]等研究了洋葱组织培养过程中的染色体变异，发现组培苗只有66．15％保持了在天然状态 

下的染色体个数。杜捷[15】等研究兰州百合继代培养过程中继代次数和不同的激素配备对百合染色体变 

异的影响。发现随着继代次数的增加百合染色体变异程度在不断的增大，而不同的激素配合对百合染色 

体变异也有不同的影响，不同的培养组织部位染色体变异对激素的反应也不相同。张磊[1 】等研究不同光 

照和激素配合诱导愈伤组织的过程中枣的染色体变异也不相同，诱导出的不同愈伤组织类型辛染色体数 

目变异程度不同，但在植株分化能力上变异类型明显低于原二倍体。 

刘学师n1]等研究了酸枣叶片的组织结果和枣树抗旱性的关系发现，成龄叶片的气孔密度远低于幼叶 

的气孔密度，但它们的抗旱性却差别不大；而赵瑞霞[18]等在研究干旱对小麦气孔影响中发现干旱能直接 

影响小麦叶片的气孔数量，受旱的小麦下表皮气孔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多。王震星[20】等研究发现金丝小 

枣的茎段及愈伤组织再生试管苗染色体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并认定生长势、叶色、叶片大小、茎的粗细、节 

间长短等性状上所存在的差异，均是属于个体发育中环境因素影响的结果，非遗传因素所致，但他们并没 

有做大田苗的研究。 

组培枣树与原种枣树生存能力的变异至今尚未见报道，但从以上研究结果我们可以推断组培枣树和 

原种枣树在生存能力等方面一定存在差异。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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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57页)观察发现，白藤试验地中，有许多自然萌发的白藤幼苗，说明白藤幼苗期较为耐荫。版纳省 

藤林地中还尚未发现有自然更新萌发的幼小藤苗。生物学观察结果表明，白藤较版纳省藤开花结实期早。 

3)藤类植物的生长离不开森林环境，但随着山桂花人工林生长时间的推移，林分郁闭度增大，影响了 

藤类植物生长所需的光照。从引种栽培白藤的生长情况看，其生长速度较原产地的白藤生长速度慢，这与 

光照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调查发现，在林缘半光照的地方，藤丛萌发株数比林内的多，茎生长优势也极 

为明显。藤类植物正常生长需要一定的荫蔽，但也需要适度的光照。 

4)套种白藤和版纳省藤对山桂花林分的树高和胸径没有较大的影响，通过套种能充分地利用林地资 

源。引种栽培试验作出了初步结论，有关藤茎的生长规律、光照强度对藤丛萌蘖、茎生长和林藤间作的密 

度、采收长度和强度等方面的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 

5)云南热区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1／5，长期以来用材林营造以思茅松、西南桦、山桂花、团花、滇石梓、柚 

木、马占相思和阿丁枫等纯林或混交林为主，其采伐利用周期相对较长，藤类植物白藤和版纳省藤在热区 

山桂花人工林林下的引种成功，表明藤类植物在云南热区人：[林下可以大力推广种植，这对提高云南热区 

林业的经营水平，充分利用林地资源，实现种植结构的多样性，提高单位面积森林资源的种类、数量和质量 

以及今后对野生藤类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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