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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烯醇在枣和酸枣组织培养中的作用 

王 娜，刘孟军 ，秦子禹 

(河北农业大学中国枣研究中心．河北保定 071001) 

摘 要：以冬枣、酸枣组培苗为试材，研究了聚乙烯醇不同浓度在冬枣和酸枣组培苗继代增殖中对其玻璃化的影 

响、存生根培养中对生根效果的影响及在叶片培养中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结果表明。2．0 g／I 的聚乙烯醇能够 

有效降低冬枣和酸枣组培苗存继代增殖中的玻璃化现象，并能提高组培苗在生根培养中的生根条数和根长度： 

1．O、1．5 L的聚乙烯醇可使酸枣和冬枣组培苗叶片愈伤组织发生时期提前 。并可提高愈伤组织发生率和发生量、改 

善愈伤组织的质量。因此，聚乙烯醇在冬枣和酸枣的继代增殖、生根培养及叶片愈伤组织诱导中均有良好的促进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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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VA on tissue culture of Dongzao jujube (Ziziphus jujuba)and 
z．acidojuj uba 

WANG Na，LIU Meng-jun ，QIN Zi-yu 

(Research Center ofChinese Jujube，Asricultural University ofHebei，Baoding，Hebei 071001 China) 

Abstract： rhe effects of PVA on tissue culture of Ziziphus jujuba Dongzao and Sour jujube(z acidojttjuba C．Y．Cheng et M． 

J．Liu1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2．0 g／L PVA can reduce the rate of vitrified plantlets of Dongzao and Sour 

jujube significantly during proliferation and can also improve both the root number of single plantlet and the length of roots． 

During leaf culture，using leaves from tissue culture plantlets in Dongzao and sour jujube，1．0 g／L PVA and 1．5 g／L PVA may 

quicken callus emergence and increase the rate of callus form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allus．Therefore，PV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liferation，rooting culture and leaf culture． 

Key Words：Dongzao jujube(Ziziphus Ⅱ6∞；Sour jujube(Z acidojujuba)；PVA；Vitri6cation；Rooting culture；Leaf cul- 

ture 

聚乙烯醇(PVA)，分子式为(CH：：CHOH)，英文 

名称为polyvinyl alcohol，常作为一种渗透调节剂，用 

来提高种子的活力及幼苗抗寒性 、抗旱性[1 1．在组 

织培养中也有用其防止组培苗玻璃化的报道[41。 

组培苗玻璃化是当前植物组培快繁工厂化育苗 

和试管保存的重大障碍因素，一旦形成玻璃化苗，建 

立起来的组培系统便不能用于生根和继代增殖培 

养 失去试管苗的价值。近些年来枣和酸枣的组织培 

养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5胡I．但在增殖培养中也出现 

了玻璃化现象，玻璃苗茎叶均呈半透明水浸状，叶片 

纵向卷曲或向上生长，质脆，缺乏叶绿索，严重影响 

了枣和酸枣的增殖快繁速度及一系列以其为基础的 

研究进程。另外在枣和酸枣生根培养中存在由于生 

根条数少、须根量少造成的移栽成活率低的问题．叶 

片培养中存在愈伤组织发生率低、发生量少、质地疏 

松等问题。因此本试验对聚乙烯醇在枣和酸枣继代 

增殖、生根培养和叶片培养中的作用作了初步的研 

究。 

l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试材为继代 1年的冬枣和酸枣组培苗(2n=2x= 

24)，取 自河北农业大学中国枣研究中心干果种质资 

源与分子辅助育种实验室。 

1．2 方法 

将冬枣、酸枣组培苗进行增殖培养 、生根培养和 

叶片培养．培养过程中分别添加不同浓度的聚乙烯 

醇．观察组培苗的玻璃化情况、生根情况及叶片愈伤 

组织增殖情况。聚乙烯醇在各培养过程中的浓度处 

理见表 1。继代培养基、生根培养基、叶片愈伤组织 

收稿 日期：2005-07-19 接受日期：2~5-11-16 

基金项品：科技部科技攻关项目(2001BA502B09—04)；河北省科技攻关项目(04220111D) 

作者简介：王娜，女，在读博士生。Tel；0312—7521342，E-mail：wangnalisha@eyou．son 

通讯作者。Authorfor correspondence．Tel：0312—7521342．E-mail：kjliu@mail．hebau．edu．Cn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02 果 树 学 报 23卷 

诱导培养基分别为：MS+BA 2．0 mg／L+IBA 0．5 ms／L； 

1／2MS+IBA 1．0 mg／L；1／2MS+TDZ 1．0 mg／L。 

上述试验所用培养基均附加蔗糖 35 g／L(生根 

培养基为20 g／L)，琼脂 3．5 L，pH5．8~6．0，培养温 

度(25~2)~C，光照强度 1
．
500 Lx，光周期 14 h／10 h。 

2 结果与分析 

2．1 聚乙烯醇在枣和酸枣继代增殖中的作用 

本试验通过在培养基中添加聚乙烯醇，有效防 

止了酸枣和冬枣组培苗的玻璃化。结果表明，在 0～ 

2．0 g／L，随着聚乙烯醇浓度的增加 ，冬枣 、酸枣正常 

苗所占的比例都有增高的趋势，聚乙烯醇浓度为 2．0 

g，L时，玻璃苗率最低，冬枣和酸枣的正常苗率均超 

过 95％；在2．0 4．0 g／L，随着聚乙烯醇浓度的继续增 

加，正常苗率又呈现下降的趋势(表 2)，这可能是由 

于聚乙烯醇的副作用所致。其内部机理有待进一步 

研究。 

可见．在枣和酸枣继代增殖过程中添加 2．0 g／L 

的聚乙烯醇可以有效降低玻璃苗率。 

2．2 聚乙烯醇在枣和酸枣生根培养中的作用 

表 2 聚乙烯醇对组培苗玻璃化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PVA on vitrification ofplanfiets 

注：玻璃苗率％(玻璃苗数／接种数×100)；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LSR测验中P=-0．05显著差异水平。以下同。 

Note：Rate ofvitrified plantlet％(No．ofvitrified plantlets／No．ofinoculated x100)；Followed by the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are signifieanfly different 

at p=o．05 level(test Duncan，LSR method)．The same as below． 

由表 3可以看出，在枣和酸枣生根培养中随聚 

乙烯醇浓度的增加，生根条数和根长相应增加，浓度 

为 2．0 g／L时，生根条数最多，根最长，如酸枣生根条 

数为 l9、根长达 6．7 cm，显著高于对照(分别为 9条 

和 5．2 cm)。另外，添加聚乙烯醇后组培苗表现为根 

粗壮且有一定数量的须根．该状态有利于组培苗的 

移栽定植。需要指出的是，加入聚乙烯醇后组培苗的 

生根率与对照并无明显差异，均能超过 95％。 

因此，在枣的生根培养过程中添加 2．0g／L浓度 

的聚乙烯醇可有效提高组培苗的生根效果。 

2．3 聚乙烯醇在枣和酸枣叶片培养中的作用 

在枣和酸枣组培苗叶片培养过程中。培养基中 

表 3 聚乙烯醇对组培苗生根效果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OfPVAon roofingofplantlets 

添加 聚乙烯醇可有效提高愈伤组织 的诱导效果 

(表4)。当聚乙烯醇浓度为 1．0 g／L时，酸枣叶片愈 

伤组织的发生率和发生量均显著高于对照 。且开 

始出现愈伤组织的时间比对照早。添加聚乙烯醇后 

酸枣叶片在 11 d即可观察到愈伤组织，而对照在 

22 d才开始出现愈伤组织。对于冬枣叶片而言，1．5 

g／L的聚乙烯醇诱导效果较好。即愈伤组织发生早、 

发生率高、发生量多。另外，添加聚乙烯醇诱导的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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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极少量愈伤 ；++：少量愈伤；+++：愈伤量一般；++++：大量愈伤；一一：无愈伤 

Note：+：little callus；++：alittle callus；+++：middling callus；++++：much callus；一一：no callus 

3 结论与讨论 

前人认为，继代培养过程中BA浓度过高是导 

致组培苗玻璃化的原因之一。可通过降低 BA浓度 

来缓解玻璃化现象的发生[41，本研究也曾试图通过降 

低 BA浓度来减少玻璃化的发生，但效果不明显。同 

时还降低了组培苗的增殖系数。因此认为，通过添加 

聚乙烯醇来防止枣和酸枣继代培养中的玻璃化现 

象，既可保证组培苗的增殖系数，又可有效防止玻璃 

化现象的发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本研究首次提出聚乙烯醇可提高枣和酸枣组培 

苗的生根条数和根长，且根粗壮 ，须根量多，这将对 

组培苗的移栽定植起到有利的作用。从而提高移栽 

成活率。本研究还揭示了聚乙烯醇在枣和酸枣组培 

苗叶片愈伤组织诱导中的作用，可使愈伤组织的发 

生时间提前，进而缩短了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周期。 

另外。聚乙烯醇提高了愈伤组织的质量，为进一步的 

出芽诱导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 PVA的作用机理上，洪法水等【 】认为PVA—I— 

ATP混合处理增强小麦幼苗的抗寒性与其保护酶系 

统活性的提高有密切关系。而PVA+GA处理能明显 

提高玉米种子活力、发芽率，并能促进幼苗的生长， 

增强抗旱性【2]。这是因为在种子萌发期间，PVA+GA 

处理提高了淀粉酶、转氨酶、脂肪酶活性 ，呼吸作用 

加强，提前启动种子萌发代谢的过程。业已证明，GA 

对根的伸长无明显的促进作用，而用 PVA+GA混合 

处理却能明显促进根系的生长发育，根条数增多，根 

增长．可见 PvA在玉米幼苗的生根过程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这一点和本研究结果即PVA可提高枣组 

培苗的生根效果一致。 

综上所述，聚乙烯醇在冬枣和酸枣的继代增殖、 

生根培养及叶片愈伤组织诱导中均有良好的促进作 

用。但上述效应可能是聚乙烯醇与植物生长调节剂 

协同作用的结果 。其在组织培养中的作用机制有待 

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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