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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枝条皮孔与抗寒能力相关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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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建立梨资源材料抗寒性快速鉴定技术方法，结合多年梨品种抗寒性评价，以 9个不同抗寒性

水平的梨品种（类型）为试材，研究枝条皮孔与其抗寒能力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梨枝条中部粗细均匀处 3个
节间皮孔面积百分比与梨抗寒性间存在明显负相关。因此，该值可能作为反映梨抗寒性水平的重要指标之

一。结合梨抗寒性田间调查和分级，我们将皮孔面积百分比值作为划分阈值，其中皮孔面积百分比值≤1.5%
的梨为抗寒性极强类型，介于 1.5%~2.5%为抗寒性强类型，介于 2.5%~3.5%为抗寒类型，≥3.5%的梨为抗寒性

相对弱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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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rrelation between Lenticels and Cold Hardiness of 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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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stablish a rapid identification technique of pear hardiness, combined with years of pear
hardiness assessment, nine pear varieties (type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hardiness were used as test materials,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enticels and cold hardines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ercentage of lenticel
area of 3 internodes which were of uniform thickness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pear cold hardiness.
As a result, the value could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cold hardiness of pear varieties (types). Combined
wit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pear hardiness, the percentage of lenticel area was taken as threshold.
The pear cultivar (type) belongs to hardiest if the value is less than 1.5%; it belongs to hardier if the value is be⁃
tween 1.5%~2.5%; it belongs to hardy type if the value is between 2.5%~3.5%; and it belongs to less hardy type if
the value is more than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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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害是影响我国寒地果树生长的重要因素之

一，因此开展果树抗寒机制研究至关重要。梨抗

寒性的研究，特别是对抗寒性快速鉴定方法的探

索，一直是寒地梨科研工作者关注的课题。长期

以来，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并从生理生化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关梨抗寒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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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方法和指标 [1-4]，但在科研实践中均不能很好

地反映梨资源材料抗寒性的强弱。皮孔是植物同

外界交换水分和气体的通道，对植物的光合、呼

吸、蒸腾等生理活动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此

外，皮孔还是病菌侵入的主要途径和潜伏的主要

部位，病害的发生同皮孔有密切关系 [5-7]，植物体

内水分散失与皮孔有关 [8-9]，另有研究无花果枝条

皮孔与其抗寒性相关 [10]，而有关梨抗寒性同皮孔

相关性的研究目前尚未见报道。

本研究通过对 9个不同抗寒性水平梨品种

（类型）一年生休眠枝条的皮孔进行调查和研究，

以期寻找梨枝条皮孔与抗寒性之间的关系，为梨

抗寒性鉴定指标与评价体系的建立、抗寒梨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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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选育及引种栽培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于 2014年 11月～2015年 2月在吉林省农

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进行，参试材料为山梨、延边大

香水、小香水、晚香、伏香、苹香梨、苹果梨、寒酥、蔗

梨等9个不同抗寒性水平的梨品种（类型）。

1.2 方法

1.2.1 品种（类型）抗寒性表现调查

按照《梨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采用

枝条田间冻害调查法，结合多年调查数据和相关

气象数据，对参试材料抗寒能力进行评价。

1.2.2 枝条部位的选择

休眠期选取各参试材料树冠外围方向一致、

中庸健壮的 5个延长枝。于室内将枝条分为 3部
分，枝条中部（枝条中部粗细均匀处 3个节间），枝

条顶部（枝条中部以上≥1 cm的所有节间），枝条

基部（枝条中部以下≥1 cm的所有节间）。通过调

查参试梨品种（类型）枝条顶部、中部及基部皮孔

数变异程度，以确定皮孔调查部位。

1.2.3 枝条皮孔特征调查

休眠期选取各参试材料树冠外围方向一致、

中庸健壮的 5个延长枝，于室内统计枝条中部粗

细均匀处 3个节间皮孔数量，并测量 3个节间的

长度和直径。

1.2.4 皮孔大小的测量

在枝条中部粗细均匀处 3个节间内，随机选

取 20个皮孔，测定时切取枝条上带皮孔表皮放置

在载玻片上，滴一滴清水，制成临时切片，采用

Motic图像显微观测方法测量皮孔横径和纵径，取

其平均值。

1.2.5 计算方法

皮孔面积=π×皮孔横径×皮孔纵径/4
枝条节间表面积=π×枝条直径×节间长

皮孔面积百分比（%）=（单位面积内皮孔面

积/单位面积）×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梨品种（类型）抗寒性分析

抗寒性强是保障寒地果树安全越冬、避免冻

害减产毁园的关键，而品种抗寒性精准评价对抗

寒品种适应性确立和区域果树产业可持续发展至

关重要。通过多年田间冻害调查和相关资料，我

们将参试的梨品种（类型）抗寒能力划分抗寒性

极强、抗寒性强和抗寒三个等级（表 1）。其中：山

梨、延边大香水、小香水属于抗寒性极强类型，晚

香、伏香、苹香梨属于抗寒性强品种，而苹果梨、

寒酥和蔗梨属于抗寒品种。其抗寒能力依次为：

山梨＞延边大香水＞小香水＞晚香＞伏香＞苹香

梨＞苹果梨＞寒酥＞蔗梨。

表 1 梨各品种的田间冻害调查

品种（类型）

山梨，延边大香水，小香水

晚香，伏香，苹香梨

苹果梨，寒酥，蔗梨

注：调查地点公主岭市 2000年极端低温-38.8℃，2010年极端低温-36.1℃，2013年极端低温-34.2℃

冻害指数（%）
2000年

0，15.2，18.9
20.2，22.5，36.8
69.1，73.5，78.8

2010年
0，5.2，9.8
10.3，19.8，32.6
66.5，68.2，73.5

2013年
0，14.0，14.5
16.2，18.8，40.4
59.2，60.0，72.1

抗寒能力

抗寒性极强

抗寒性强

抗寒

2.2 梨枝条皮孔调查部位的确定

参试梨品种（类型）枝条不同部位皮孔在枝条

间的变异程度调查结果见图 1（左：山梨，右：苹香

梨)。研究结果显示，9个参试品种（类型）均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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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参试梨品种（类型）枝条不同部位皮孔变异程度（左为山梨，右为苹香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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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枝条顶部和基部皮孔数在 5个枝条间变异程度

较大，皮孔数不稳定；而枝条中部皮孔数变异程

度小，皮孔数较稳定。因此，枝条中部可作为皮

孔调查部位。

2.3 梨皮孔大小与其抗寒能力的关系

参试梨品种（类型）皮孔大小测定结果见图

2。结果显示，皮孔大小与其抗寒能力存在一定

相关，总体趋势表现为抗寒性强的梨品种（类型）

其皮孔相对较小。本研究中抗寒性强和极强的参

试材料皮孔大小均低，但由于抗寒性极强的延边

大香水与抗寒性相对弱的蔗梨皮孔大小数值差异

不大，所以仅通过皮孔大小不能很好地反映梨抗

寒性的强弱。

2.4 梨皮孔密度与其抗寒性的关系

参试梨品种（类型）皮孔密度调查结果见图

3。结果显示，皮孔密度一定程度上反映参试梨

品种（类型）抗寒能力，总的表现抗寒性强的品种

（类型）其皮孔密度较小。本研究中抗寒性极强

的梨参试材料皮孔密度值明显较小，但由于抗寒

性强的苹香梨与抗寒性相对弱的苹果梨、寒酥皮

孔密度值相近，所以皮孔密度也不能很好地反映

梨抗寒性的强弱。

2.5 梨品种（类型）抗寒性与皮孔面积百分比的

关系

参试梨品种（类型）枝条皮孔面积百分比结果

见图 4。结果显示，枝条皮孔面积百分比数值与

参试梨品种（类型）抗寒性评价结果较吻合，表现

出抗寒性极强的梨品种（类型）其皮孔面积百分

比最低，如山梨、延边大香水及小香水。而抗寒

性强的梨品种（类型）其皮孔面积百分比为中等，

如晚香、伏香及苹香梨。抗寒性相对弱的梨品种

（类型）其皮孔面积百分比最高，如苹果梨、寒酥

及蔗梨。结果表明梨抗寒性与皮孔面积百分比存

在明显负相关，该值可能作为梨抗寒性评价的一

个重要指标。结合梨抗寒性田间调查和分级，我们

将皮孔面积百分比值作为划分阈值，皮孔面积百分

比值≤1.5%的梨为抗寒性极强类型，1.5%~2.5%为

抗寒性强类型，2.5%~3.5%为抗寒类型，≥3.5%的梨

为抗寒性相对弱类型。

3 讨论与小结

关于皮孔与植物病害发生、水分散失及抗寒

性的关系已有很多报道 [5-10]，但大都是通过调查植

物整枝的皮孔来进行研究的。考虑到调查整枝皮

孔在实际应用中费时、费力，本研究通过枝条不

同部位皮孔变异程度的研究，确定了皮孔调查部

位，缩小了调查范围，减少了工作量，同时还能很

好地代表梨品种（类型）的皮孔特性。

本研究中，参试材料间枝条皮孔大小及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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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明显差异，也表现出与抗寒性存在一定相

关，这与前人在研究其他树种抗寒性与皮孔关系

的结果相符 [10]。但因枝条皮孔大小及密度有关结

果与其抗寒性分级有一定偏差，所以仅通过皮孔

密度或皮孔大小不能准确地反映梨品种（类型）

的抗寒性。而参试材料的皮孔面积百分比与其抗

寒性间存在明显负相关，因此，该值可能作为反

映梨抗寒性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本研究初步利用本试验园的几个梨品种（类

型）做试材，涉及其他梨系统品种和有关杂种后

代不多。由于试材数量少、面窄，且调查中缺少

同一品种（类型）在不同自然条件或不同管理水

平下的研究结果，此方法是否能作为一种梨抗寒

性快速鉴定技术而广泛应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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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0 页）参农组织宣讲科学种植人参的技术

及方法，使参农们提高对科学种参必要性的认

识。对于土壤改良剂，应该研发更多的原料配比和

种类，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土壤酸化施用对应的土

壤改良剂，能够有效快速的改良土壤，降低酸化带来

的不利影响。对于化肥、农药生产商来说，应该因地

制宜的开发研制适用于不同地区人参生长的肥料和

农药，为人参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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