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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柳组织培养快繁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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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1年生沙柳春季萌发嫩枝。经脱毒处理后。选取健壮的带芽茎段进行组织培养，结果表明：适宜的分化增殖培养 

基为MS+6一BA 0．5 mg／L+NAAO．05mg／L；继代培养基为MS+6一BAO．2 mg／L+KID．2mg／L+NAA0．1n L．生根培养基为 

I／2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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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柳( 删 a)又称黄柳，别名西北沙柳、北沙 

柳，为杨柳科柳属植物。是草原地带典型的沙生中旱生落叶 

灌木或小乔木，目前它主要分布在我国的内蒙古、陕西、宁 

夏、甘肃、新疆等省(区)。耐旱、耐寒、耐盐碱、抗风沙等特 

性，是防风固沙的优良树种。同时。它可用作燃料、优质的家 

畜饲料及纤维板、刨花板、纺织、造纸的重要原料。对沙柳人 

工丰产栽培技术及扦插育苗等方面的研究 已有大量报 

道 -6J。在组织培养方面，关于柳树的研究国内外有相关报 

道 J，但未见沙柳的研究，因此本研究采用组织培养技术。筛 

选出适宜于沙柳组培快繁的增殖培养基及生根培养基。在短 

期内快速繁殖出大量的试管苗，为沙柳基因工程育种奠定基 

础，同时，为实现沙柳快速繁殖和工厂化育苗，加快在我省的 

推广提供育苗技术。 

l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沙柳由山东省林科院从内蒙古引进。试验材料采自本院 

苗圃。 

1．2 试验方法 

1．2．1 外植体的消毒 

将采回的萌条剪去大部分叶片，用洗衣粉漂洗 lOmin后 

于自来水中冲洗2—3个小时左右，在超镜工作台上，用70％ 

的酒精消毒30—40s，无菌水洗3次；再用0．1％升汞消毒4— 

15min，用无菌水冲洗5—6次，将外植体用无菌的滤纸吸干， 

切成带 1—2个侧芽的小茎段接种于空白h鸭(仅加琼脂)培 

养基上。约 7d后。茎段侧芽开始萌动。25d左右长成 1— 

1．5删构嫩梢。把芽从茎段上切下转入分化、增殖培养基上 

培养。 

1。2．2 培养基 

基本培养基为MS、WPM和B5固体培养基。附加不同浓 

度配比的细胞分裂素6一BA、k'T和生长素 N从 或 珊 (激素 

浓度配比见表 3)，蔗糖 3％；琼脂0．65％；pH调整为5．8— 

6．0，取 lcm长带一个腋芽的无菌茎段接种于上述培养基上。 

1．2．3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为白天(25±1)℃。夜晚(18±1)℃。光周期，暗 

周期为 16／8h，光照强度 1000—2000Lx。 

2 结果与分析 

2．1 无菌外植体的获取 

表 1 不同外植体类型及相应消毒方法对消毒效果的影响 

由表 1可见，两种不同取材其初代培养污染率具有显著 

差异。当年春季萌生的嫩枝作为外植体进行初代培养时污 

染率仅为8．3％，并且不影响其生长；而休眠枝的污染率达 

58．6％，消毒完毕后，要剪去切口处再接入空白MS培养基， 

以免因消毒而影响外植体的萌发和生长。上述结果说明，采 

用春季萌发嫩枝可以快速大量的获得无菌材料。同时在本 

实验中发现将采来的外植体放在4℃冰箱中低温处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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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后再进行消毒。可以降低污染率，并且不影响芽的萌发。 

2．2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芽分化、增殖的影响 

由表2可见，在3种培养基上腋芽均可萌发，但WPM、 

培养基枝条的腋芽萌发和生长缓慢。分化的丛生芽少。平均 

每个腋芽分生 1—2个小芽，且叶片的颜色成淡黄色，弯曲； 

而MS培养基上每个腋芽分生 3个左右小芽，生长较快。因 

此以下选用 MS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配比的6一BA、KT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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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A或 IBA进行分化增殖培养基的筛选。 

表 2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芽分化、增殖的影响 Cm 

2．3 不同浓度激素对芽分化、增殖的影响 

由表 3可以看出，当培养基中添加 IBA时，其繁殖系数 

均在 6以下 ，并且 ，组培苗生长势弱，且叶色发黄，不适宜作 

为沙柳组培苗的生长。在 NAA与 BA、KT的组合中，在NAA 

浓度相同的情况下，当 BA在 1．0mg／L以上时，植株生长缓 

慢，分化芽数明显减少；NAA浓度为 0．2mg／L时，在茎基部产 

生大量愈伤组织块 ，芽增殖 系数均在 4．0以下。可见 BA的 

浓度和生长素的种类及浓度对沙柳试管苗的生长影响较大， 

这与 SANTS．BHOJWANI 在杂交柳上的研究结果一致。同 

时发现，长期使用一种配方沙SPA,芽生长异常，出现玻璃化、 

叶片弯曲、叶色发黄、有的甚至坏死。而在几种激素的组合 

中，KT的加入可以促进植株伸长，使叶色变绿。本实验选用 

高、低浓度细胞分裂素和低、高浓度的生长素配比交替使用， 

即 MS+6一BA 0．5 I L+NAA0．05mg／L和 MS+6一队 0．2 

r L+KT0．2mg／L+NAA0．1mg／L交替使用，能使沙柳保持 

较高的繁殖系数，又可促使芽长长，小芽叶片伸展，为深绿 

色。这与黄华艳 等采用高、低浓度细胞分裂素和低、高浓 

度的生长素配比交替使用的研究中，10年生柳窿桉继代 10 

次以上仍然保持较高的分化率、苗生长健壮的研究结果一 

致。 

表 3 不同激素浓度对芽分化、增殖的影响 

2．4 根的诱导 

2．4．1 生根苗的选择 ：用于生根的继代苗的质量，对生根有 

很大的影响，用作生根的苗培养时间不能太长 ，一般选高度 

在 1．5cm以上的健壮试管苗，则生根率、不定根的质量均高， 

容易移栽，成活率高。 

表 4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生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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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培养基的筛选：将经壮芽培养生长至2～3cm的健壮 

芽从基部剪下，去掉下部叶片，接种到 MS、1／2MS培养基上 ， 

20天后，统计结果，以确定适合诱导生根的基本培养基，结果 

见表 4。 

由表4可见，MS和1／2MS的生根率均达 100％，但 1／2MS 

根源基形成时间为 10d，明显的早于 MS培养基的 15d；同时 

1／2MS培养基形成的根系发达，均匀。因此本实验选用 1／ 

2MS为生根培养基。 

2．4．3 植株的移栽 

当根长达到 1～1．5cm时，将已生根的健壮幼苗在温室 

内打开瓶口，逐渐降低湿度，并增强光照，锻炼 3～4d后，洗 

净根部琼脂 ，将其移栽到通气无菌的基质中炼苗，经过驯化 

炼苗 15～20d后栽入营养钵，成活率达 100％。 

3 结论 

3．1 采用 1年生沙柳春季萌发嫩枝，最佳消毒时间为 70％ 

酒精30～40s，0．1％升汞 5～10min，消毒完毕后，要剪去切口 

处再接入空白MS培养基，以免影响外植体的萌发和生长。 

3．2 本实验选用高、低浓度细胞分裂素和低、高浓度的生长 

素配比交替使用，即Ms+6一BA 0．5 r L q-NAA0．05mg，L 

和 MS+6一BA 0．2 r ；，L+K19．2mg／L+NAA0．1mg／L交替 

使用，能使沙柳保持较高的繁殖系数，又可促使芽长长，小芽 

叶片伸展，为深绿色。 

3．3 在生根诱导上选用苗高 2～3cm、生长 25d左右的健壮 

苗接种于 1／2MS培养基上，可使生根率达 100％，并且形成的 

根系发达，均匀，移栽成活率可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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