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氨基酸和生物资源 2007，29(4)：9～11 

Amino Aci,is＆ Biotic Resources 

梭梭(Haloxylon ammodendron)组织培养和快繁技术 

张莹花，王继和，张盹明，李 亚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 甘肃省荒漠化防治重点实验室 甘肃武威 733000) 

摘要：为了优化梭梭分化苗生根的培养基配方和培养条件，以剪去幼根的梭梭无菌苗茎、叶部分作为外植体，通过芽生芽 

途径获得了梭梭再生苗，重点对生根培养基和培养条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根据试验结果得出结论：梭梭腋芽诱导培养基为 

Ms+6一BA 2 mg·L～，壮苗培养基为Ms+6一BA 1．5 mg·L～+GA3 1．0 mg·L～，生根培养基为 I／4MS+5％蔗糖 +IBA 

0．2 mg·L +NAA 0．8 mg·L～，生根率为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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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梭(Haloxylon ammodendron)是一种抗逆性很 

强的优良沙生植物，而且还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 

其种子产量很高，所以人们普遍采用播种的方法进 

行育苗和造林。但梭梭的扦插成活率极低，据我们 

观察，它的生根方式属于愈伤组织生根型，为难生根 

植物，大大制约了无性繁殖技术在梭梭上的应用。 

利用组织培养技术进行梭梭无性繁殖的研究已有相 

关报道，施茜认为在 MS中添加 IAA和水解酪蛋白 

可以诱导梭梭生根，生根率为 58％ J。而有关于外 

植体生根的条件研究较多，以荒漠灌木为例，主要研 

究了疏叶骆驼刺(Alhagis parsifolia) J，半日花( 一 

lianthemum songaricum) ，骆驼蓬(Peganum harma— 

la L．) ，柽柳(Tamarix chinensis Lour) J，柠条 

(Canagana microphylla Lam) ，枸子 (Cotoneaster 

hjelmqvistii)1 8 J等，其中涉及到的生根诱导因素主要 

有盐浓度，蔗糖浓度，激素IBA、NAA添加量等。该 

试验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采用正交试验法对影响 

梭梭分化苗生根的培养基及培养条件进行了较为系 

统的研究，优化了培养基配方和培养条件。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选用梭梭无菌实生幼苗作为外植体，梭梭种子 

采自甘肃省民勤沙生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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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 法 

将梭梭种子流水冲洗 30 rain，然后用体积分数 

75％酒精表面灭菌 10 rain，再用0．1％HgC1 深度灭 

菌10 ra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5次，每次5 min。 

将已灭菌的梭梭种子接种于MS培养基中。待 

幼苗长至2 cm时，剪去幼根，将茎、叶部分转接于腋 

芽诱导培养基。腋芽萌发后，再转接于壮苗培养基。 

最后，采用正交试验的方法进行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除生根培养基外，其余培养基都加入质量分数0．8％ 

的琼脂和 3％的蔗糖，pH5．8。培养架温度 26± 

1℃，光照强度3000 lx左右，光照 16 h／d。 

2 结果与分析 

2．1 梭梭腋芽诱导培养基的筛选 

剪去梭梭无菌苗的根部，将外植体接种于不同 

的腋芽诱导培养基上，每种培养基8瓶，每瓶接种5 

个外植体。接种后 25 d观察腋芽萌发及生长状况 

(见表1)，可见6一BA为2 mg·L 时利于腋芽的 

萌发和生长。 

2．2 梭梭壮苗培养基的筛选 

选取生长健壮的单芽转接于不同的壮苗培养基 

上。每种培养基 8瓶，每瓶接种5个外植体。接种 

后 25 d观察，结果见表 1。可见6一BA为 1．5 mg· 

L～，GA 为 1．0 mg·L 的培养条件利于梭梭单芽 

生长健壮。 

2．3 梭梭分化苗生根培养条件的优化 

将健壮的芽接种于 1～9号生根培养基上，每个 

处理8瓶，每瓶 4个外植体，重复 3次。接种后 1周 

时观察，1～3号培养基中的外植体基部变大，4～9 

号培养基中的外植体基部变大并可见白色根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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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接种后 30 d观察生根情况，结果见表2。 

生根率(％)：生根外植体数／接种外植体总数 

X 100％ 

移栽成活率(％)：成活试管苗数(棵)／已生根 

试管苗总数(棵)X 100％ 

表1 梭梭腋芽诱导和壮苗培养基筛选 

从以上正交试验的结果可以看出，盐浓度是影 

响梭梭生根率的关键因子，其次是IBA和 NAA，蔗 

糖浓度的影响较小。从分析结果来看，1／4MS配合 
一 定比例的IBA和NAA可以高效地诱导梭梭单芽 

生根。结合移栽成活率(表2)试验结果，可以确定 

最佳生根培养基为 8号培养基，即：I／4MS+5％蔗 

糖 +IBA0．2 mg·L +NAA0．8 mg·L～。其生根 

率为74％，生根数量多，呈簇状或放射状排列于外 

植体基部的愈伤组织周围，移栽成活率50％。 

2．4 梭梭试管苗炼苗和移栽 

将已形成完整试管苗的三角瓶去掉棉塞，炼苗 

3 d后，洗掉根部所带培养基，移栽于以细黄沙为基 

质的营养钵中，生长 1周后观察存活情况。 

3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芽生芽途径快速繁殖梭梭的关 

键技术为：将剪掉幼根的梭梭无菌苗茎叶部分接种 

于腋芽诱导培养基 MS+6一BA2 mg·L～，然后分 

离单芽转接于壮苗培养基MS+6一BA1．5 mg L + 

GA 1．0 mg·L～，最后挑选生长健壮的小苗接种于 

生根培养基 1／4MS+5％蔗糖 +IBA0．2 mg·L + 

NAA0．8 mg·L～，即可得到梭梭再生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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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Haloxylon ammodendron 

ZHANG Ying—hua，ZHANG Dun—ming，Li Ya 

(Gansu Desert Control Research Institute，Gansu Key Lab ofDesertification Combating，Wuwei 73300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rooting medium composition and culture conditions，the aseptic seedling cut 

radicle of Haloxylon ammodendron was chosen for explants．Regenerated plant of Haloxylon ammodendron was ob- 

tained by manner of bud germination．Especially，the rooting medium and culture conditions were systematically re- 

searched．The bud induction medium of Haloxylon ammodendron was MS+6一BA2mg·L～ ．strong sprout medi- 

am was MS+6一BA1．5mg·L一 +GA3 1．0mg L一 and rooting medium wsa 1／4MS+sucrose 5％ +IBA 0．2 mg 

· L～ 4-NAA 0．8 mg·L～．Rooting percentage was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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