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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枣组培苗的生根及移栽研究 

刘彩霞 ，代 丽 ，刘孟军 ，赵 锦 

(-河北农业大学中国枣研究中心，河北保定 071001；：河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1) 

摘 要：以酸枣组培苗为试材 ，研 究了IBA不同浓度、茎段不同类型及刻伤与否等对生根的影响，并 

以蛭石、土、珍珠岩、沙子等为基本基质进行了移栽实验。结果表明：采用 1／2MS培养基添加 IBA1．0～ 

1．5 mg／L，生根效果最好 ，平均生根率达 83．2％～96I3％；带茎尖茎段的生根率显著高于不带茎尖茎 

段；茎段基部刻伤处理后较对照生根量明显增加；酸枣带根组培苗适宜的移栽基质为 1：1的珍珠岩 

和土：5月份移栽下地的组培苗，其生长呈现慢 一快 一慢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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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Rooting and Transplanting of in vitro plantlets in Sour juj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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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 of IBA concentration，type of stem segment and cutting on rooting and different 

substratum on transplanting of in vitro plantlets were studied in Ziziphus jujuba C．Y．Cheng et M．J．Liu(Z． 

spinosa Hu1．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ooting rate reached 83．2％ ～96．3％ in 1／2 MS medium with 

IBA 1．0~1．5 mg／L；The rooting rate of stem with to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tem without top； 

Snicking in stem base increased root number obviously；The appropriate substratum for transplanting was 

perlite and soil(1：1)；The growth tendency of transplanting plantlets in May was slow—fast—s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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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枣(Ziziphus acidojujuba C．Y．Cheng et J．Liu—Z 

spinos0 Hu)原产中国，是一种经济价值很高的鼠李科 

(Rhamnaceae)枣属(Ziziphus Mil1．1植物 ，不仅具有很强 

的防风固沙、保持水土作用，同时也是重要的野生药用 

和果树植物及栽培枣(Z． ujuba Mil1．)的主要砧木。近年 

来随着对酸枣药用和加工价值的开发利用，酸枣的栽 

培化已成发展趋势，良种苗木快繁迫在眉睫。由于酸枣 

遗传背景复杂，采用传统的播种繁殖，后代变异大，不 

能保持良种特性；而采用在枣树上常用的嫁接繁殖，虽 

可较好的保持良种特性，但由于酸枣目前多处于野生 

或半野生状态，缺乏良种采穗圃，短期内很难大规模繁 

殖优良品种。组培快繁是快速大规模繁育良种的有效 

途径，而下地移栽是组培快繁走向应用的关键和瓶颈。 

对枣的组培快繁已有较多报道，关于酸枣的组培快繁 

研究的还很少，特别是下地移栽技术还很不成熟D／q。笔 

者针对酸枣组培苗生根及移栽的几个主要影响因素进 

行了研究，以期找到适宜的酸枣组培苗生根和移栽方 

法，为酸枣良种的工厂化组培育苗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以酸枣的Y5优系为试材，所用组培苗已继代繁 

殖 15～20代，继代培养基为：MS+蔗糖 30 g／L+琼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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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g／L+BA2．0mg／L。 

1．2 培养条件 

培养室内条件：光照周期 14h光 ／10h暗，温度 

25～28℃，光强 1500Lx。温室条件：温度 23～29℃，湿 

度 60％～85％。温室内的小棚：湿度≥80％，温度在 

28~C左右。 

1．3 方 法 

1_3．1 生根 从继代培养的三角瓶中选取健壮、生长整 

齐的组培苗，剪成 2 cm左右的茎尖茎段，植入生根培养 

基中。生根培养基为：1／2MS+激素+蔗糖20 g／L+琼脂 

3．5 g／L，pH5．8 6．0，IBA浓 度 设 0，0．1，0．5，1．0，1．5，2．0 

mg／L等6个处理。 

将植入的组培苗均先经过暗培养 7dta后进行光培 

养。将组培苗截成带茎尖茎段和不带茎尖茎段，比较组 

培苗不同部位的生根能力。选用的生根培养基为： 

1／2MS+IBA1．0 mg／L。 

剪取健壮的组培苗，分设两组。一组不作任何处 

理，另一组在茎段的基部进行刻伤处理，植入生根培养 

基中培养。实验刻伤指：组培苗植入生根培养基之前， 

在无菌工作台上用消毒的刀子在茎段基部轻轻的纵 

刻，距基部距离为 0．5～1 cm，纵刻长度以 1，m 以内 

为宜，刻伤深度以刚切到木质部为准。选用的生根培养 

基为：1／2MS+IBA1．0 mg／L。 

1．3．2 移栽 将在 1／2MS+IBA1．0mgL的培养基中生 

根25d的组培苗置于太阳光下，封口炼苗3d后，将三 

角瓶打开，用镊子把高于3 cm且叶色较绿的植株拔 

出，洗净根部培养基，然后随机移栽至装有不同基质的 

小钵中，放进温室内扣棚，前7d棚内控制湿度接近 

100％。然后逐渐敞棚，至完全敞开，敞棚后浇营养液。 

移栽 30d后，放置于大田中。不同基质处理为：珍珠岩 

和土(1：1)、蛭石和土(1：1)、纯蛭石、蛭石和腐殖质(1：1)、 

沙子和土fl：l1。 

每个处理样本均为 30个以上，设三次重复，30d 

后调查并统计生根情况或移栽情况，用 DPS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浓度的 IBA对生根的影响 

将生长健壮的组培苗植入含不同浓度 IBA的生 

根培养基中，放入培养室培养。30d后生根情况的统计 

分析结果见表 1。 

由表 1可以看出，培养基中附加 IBA浓度在 0～ 

2．0 mg／L时，随着浓度的增加，生根率、生根数和根长 

均呈增加趋势，但超过 lmgL后差异不显著，生根率均 

高于 80．0o％，最高达 96．26％，生根数均超过3条。组 

培苗在 IBA1．0～2．0mg／L时，与较低浓度的IBA处理 

相比，叶片颜色更深，茎段更健壮，根较粗且多为白色 

绒毛状。但当IBA浓度达 2．0时，有少量根上出现黑色 

分泌物，且多数植株基部愈伤较大(直径在 1cm左右)， 

不适于移栽，因为大量的愈伤在移栽时极易造成根部 

损伤而影响成活率。因此，笔者认为适宜的生根培养基 

为：1／2MS+IBA1．0～1．5mg／L+蔗糖 20 g／L+琼脂 3．5 g／L。 

2．2 刻伤与否对生根的影响 

对继代苗基部进行刻伤处理的结果如表2。刻伤 

处理的材料生根率达到 90．09％，而对照材料的生根 

率为82．14％。从平均生根量上看，刻伤处理材料的生 

根量显著高于不刻伤的材料，达 4．40条／株。可见，基 

表 1 不同浓度的 IBA对生根的影响 

部刺激有助于生根量的提高，这与笔者在其它酸枣上 

的生根实验结果一致。而且经刻伤的组培苗多在刻伤 

处长出根，未处理的多为先长愈伤，然后在愈伤上长出 

根，如图2。 

2．3 不同类型茎段对生根的影响 

对带茎尖和不带茎尖的茎段进行生根培养，结果 

如表 3。带茎尖茎段的生根能力显著高于不带茎尖的 

茎段，其中带茎尖茎段的平均生根率达 89．20％，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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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组织培养研究结果一致[61。而茎尖和茎段在生根量 

和平均根等根的生长势方面没有明显区别。在初期，茎 

尖比茎段长的快，但 20d后，当茎段侧芽萌发也长出茎 

尖时生长量趋于一致f如图 31。从生根率、生根量及平 

均根长来看，带茎尖的茎段生根效果明显好于茎段。因 

此，笔者建议在生根时尽可能选用带茎尖茎段作为生 

根材料。 

2．4 不同基质对移栽的影响 

将生根的组培苗分别植入不同基质中，30d后观 

察并统计生长情况。(见表 4) 

由表 4可见，不同的基质对生根成活率有很大影 

响。从成活率来看，纯蛭石和珍珠岩与土混匀的基质效 

表 3 不同类型茎段对生根的影响 

果最好，均高于 80．00％，其次为蛭石与土，而蛭石与 

腐殖质和沙子与土为基质时成活率均在 30．oo％左 

右；从平均生长量看则以蛭石和土为好，其次为珍珠岩 

与土和纯蛭石，推测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组培苗前期需 

透气性好的基质，后期生长则需要营养，而蛭石与土混 

合正好符合其前期和后期需要。综合其生长情况，移栽 

基质以珍珠岩与土f1：11混匀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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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组培苗在不同基质中的生长曲线 

为了确定不同基质对移栽苗后期生长的影响，实 

验对移栽苗的生长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即从植入的 

7d开始每 lOd测量一次，绘制了不同基质中移栽苗的 

生长曲线，如图 1。 

刚移栽的生根苗在前 7d内一直扣棚，7d后开始 

敞棚。此间经炼苗、扣棚驯化，组培苗由异养转为自养， 

30d 40d 50d 60d 70d 80d 90d 100d 110d 120d 

生长时间 (d) 

图 1 不同移栽基质中移栽苗的生长曲线 

叶片颜色由浅变深，高度在初期基本不变。当第一片新 

叶长出后，开始观察，结果表明不同基质中移栽苗均呈 

现出慢 一快一慢的生长趋势(见图 11，即起初一个月内 

生长缓慢，高度变化小，30d后生长渐渐加快，尤其是 

在30d 90d间其生长速度较快，地上部高度迅速变 

化，100d后生长又趋于缓慢。 

经过比较还可以看出，不同基质中以珍珠岩和土 

(1：11的处理后期生长最快，生长量最大。综合移栽成活 

率和后期生长量方面的结果，笔者实验认为酸枣适宜 

的移栽基质为珍珠岩和土f1：11混匀处理。 

3 讨论 

在组培苗生根研究中，通常认为 IBA生根条数 

多、生根效果好 21，实验用 IBA、IAA等生长调节剂做 

了预处理，发现 IBA效果最好，因而采用 IBA作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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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激素，进行了不同浓度的处理，但是与其他类型的酸 

枣相比发现 Y5表现不同，其生根量少，生长慢且发根 

晚。因而推测Y5可能属于较难生根的品种。 

图2 刻伤与否对生根的影响 (左为不刻伤。右为刻伤) 

直接从刻伤处长出，因而愈伤小些。另外，这有可能与 

根的起源有关，组培苗不定根发生有的起源于形成 

层㈣，有的起源于髓射线[I4]，所以刻伤至木质部可能更 

有利于根的发生，但酸枣根的起源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 般认为生根效果越好，移栽成活率越高[15-1 8】。笔 

者在实验中发现在移栽中，生根效果不太理想甚至未 

生根的植株也能成活，且生长良好，因而考虑今后酸枣 

是否可以实行不生根移栽。这样可以大大缩短下地时 

间，但是这有待进一步研究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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