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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枣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树种，体外培养可以在无菌环境中获得大量离体植株，是优良品种苗木

快繁、种质资源保存和创制、遗传转化和基因功能验证研究的基础，发展成熟、高效的体外培养体系是枣

种质资源创新的前提。体外培养主要包括离体快繁、植株再生及细胞培养等途径。现在已有冬枣、骏枣、

赞皇大枣等 20 多个品种成功建立离体快繁体系，有 20 多个品种建立植株再生体系。其中通过非愈伤途径

建立体外植株再生体系的枣品种有酸枣、冬枣、骏枣等 9 个；愈伤途径中冬枣、灰枣、临泽小枣等 7 个品

种分别以胚、子叶等为外植体诱导产生胚性愈伤组织获得再生植株；木枣、无核枣、金昌枣等 11 个品种以

叶片、茎段为外植体诱导非胚性愈伤组织获得再生植株。目前有灰枣、酸枣、毛叶枣等 5 种枣成功建立原

生质体培养体系。植物生长调节剂是影响植株再生率的重要因素，在体外培养过程中不同的品种和生长阶

段使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也有所不同，对外植体进行愈伤诱导时，常使用 0.25~1.0mg/L 细胞分裂素（6-B

A、TDZ、BA 等）与 0.5~2.0mg/L 生长素（NAA、IAA、IBA 等）组合，在诱导不定芽时则采用 0.5~3.0m

g/L 细胞分裂素与 0.1~0.5mg/L 生长素组合；而在生根培养阶段则经常仅使用 1.0~2.5mg/L 生长素。体外培

养还应用在通过体细胞无性系变异及人工诱导获得枣单倍体、多倍体从而实现种质创制，利用愈伤组织等

材料进行枣遗传转化，对枣基因功能验证及获得转基因枣植株。本文综述了枣体外培养的研究进展，探讨

了该过程中常出现的问题，提出未来要继续建立成熟、高效、稳定的离体再生体系；结合基因组技术，针

对深度测序的枣基因型材料构建遗传转化体系，开展重要基因功能原位验证，并为枣种质创新提供材料；

利用超低温冷冻保存技术脱毒，进行种质保存也是未来枣体外培养的应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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