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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新疆沙冬青[Ammopiptanthus nanus
(M. Pop.) Cheng f.], 又名小沙冬青、矮黄化木。

2 材料类别 成熟种子。

3 培养条件 种子萌发培养基: (1) 1/2MS 培养基;
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 (2) MS+6-BA 1.5 mg·L-1 (单
位下同)+IBA 0.5+NAA 0.5, (3) MS+6-BA 1.0+NAA
0.25, (4) MS+6-BA 0.5+NAA 0.05; 芽诱导培养基:
(5) MS+6-BA 2.0+NAA 0.5; 根诱导培养基: (6) 1/
3MS+6-BA 0.1+IBA 3.0。以上培养基的琼脂和蔗

糖含量分别是 1% 和 3%, 灭菌前调 pH 为 6.2。培

养温度为(26±2) ℃, 除无菌苗的培养在黑暗条件下

外, 其余的光照强度为 40 μmol·m-2·s-1, 光照时间 12
h· d - 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材料的无菌处理及无菌苗的获得  剥开果夹, 收
集种子, 于超净工作台上用 0.1% 升汞消毒 15 min,
无菌水洗 3~5 次, 接种在培养基(1)上暗培养。接

种 2 d 后陆续有种子萌发(图 1)。
4.2  愈伤组织的诱导  等子叶展平后将下胚轴剪成

0.8~1 cm的小段作为外植体, 接种在培养基(2)上,
直至获得一定数量的愈伤组织; 如果愈伤组织的量

不足, 再将愈伤组织接种于培养基(4)上, 以获得大

量愈伤组织(图2)。以上2种方法结果统计, 有91%
的下胚轴能产生愈伤组织。或者直接将消毒处理

的种子接种在培养基(3)上, 可以直接诱导长出愈伤

组织 。

4.3  不定芽的诱导  将愈伤组织切成蚕豆大小的块,
接种到培养基(5)。20 d 后可见各愈伤组织组织上

有绿色的芽点(图 3), 结果有 99% 的愈伤组织能产

生不定芽, 每块愈伤组织的平均丛生芽数为 3.46。
4.4  根的诱导  待丛生芽在培养基(5)上长到2~3 cm
时, 将丛生芽分割成单苗接种到培养基(6), 20 d 后

图 1  无菌苗的获得

图 2  愈伤组织的诱导

图 3  不定芽的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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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湿性关节炎等(傅立国 1992)。其成年植株能忍

耐大气和土壤的干旱、高盐碱、极端温度、耐

土壤瘠薄等逆性环境, 是理想的沙区造林树种。其

主要靠种子传播, 未发现营养繁殖(周江菊等 2005,
2006), 是一种专性有性生殖的类型。但由于其种

子萌发需要充足的水分, 而新疆沙冬青分布区由于

长期受干旱少雨多风气候的影响, 以致种子萌发极

为困难, 加之其种子表皮光滑, 颗粒大且较重, 不易

为动物和风力传播, 而且由于其过高的种子虫蛀率

以致缺少天然更新的繁殖材料, 因此分布区逐渐缩

小, 天然个体数量也日益减少, 已被列为国家 II 级
濒危保护植物(国家环境保护局 1987)。关于新疆

沙冬青的组织培养也有一些研究, 但主要在茎尖快

繁方面(蔡超 2008), 虽然该方法成活率较高, 但繁

殖效率低, 采用组织培养方法可以加速其繁殖速度,
在短期内可获得大量试管苗, 可能成为濒危植物的

种质资源保护和种群数量扩大的一条途径。而通

过组织培养建立其再生体系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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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准备移栽的组培苗

图 4  根的诱导

图 6  移栽存活的新疆沙冬青再生苗

可以看到根系形成, 生根率为 98%, 平均生根数为

3.85; 再生长 30 d 后, 平均根长达 13.72 cm (图 4)。
4.5  炼苗与移栽  待单苗生长到 4~5 片真叶(图 5)
时, 在培养室打开封口膜, 并注入少量水淹没培养

基, 于室内自然光下炼苗 1 周, 用镊子小心取出试

管苗, 洗净培养基后移栽到高压灭过菌的蛭石:泥炭

土:珍珠岩(1:1:1)的混合基质中, 覆盖塑料薄膜以保

持相对湿度, 每周喷施1~2次10倍稀释的MS大量

元素的营养液, 弱光下生长10 d后移至自然条件下

生长, 成活率为 100% (图 6)。

5  意义与进展  新疆沙冬青属豆科(Leguminosae)蝶
形花亚科沙冬青属, 是第三纪古亚热带绿阔叶林的

残遗成分(汪智军 2005)。它是常绿阔叶灌木, 树冠

近圆形, 枝条丛生, 没有明显的主干, 树形美观, 花
色鲜艳, 可作为庭院绿化树种; 此外, 其枝叶均可入

药,  能祛风、活血、止痛,  外用主治冻疮、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