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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穗木的组织培养及植株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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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盐穗木[Halostachys caspica (Bieb.) C.

A. Mey.]。

2 材料类别  采自新疆五家渠地区盐穗木种子，经

实验室萌发形成无菌幼嫩茎段。

3  培养条件  (1)丛生芽诱导培养基：MS+6-BA 1.0

mg·L-1 (单位下同); (2)生根培养基: 1/2MS+IBA 0.5。

上述培养基中均加入 2.2% 蔗糖和 0.7% 琼脂，pH

5.8~6.0。培养温度为 23~26℃，光照时间为 16

h·d-1，光照强度约34 mmol·m-2·s-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无菌材料的获得  将盐穗木的种子在超净工作

台中先用10%次氯酸钠消毒20 min，无菌水冲洗

4 遍。随即用无菌水将处理好的盐穗木种子喷涂

在底部约有 1 cm 厚的 MS 琼脂培养基的三角瓶

中，瓶口封紧。15 d 后，长出幼嫩茎段，将其

切下，接种于丛生芽诱导培养基中。

4.2  不定芽的分化及增殖  外植体在丛生芽诱导培

养基上培养，经 5 d 后，切口处膨大并出现淡绿

色或粉红色愈伤组织；继续培养 3 d 左右，其上

出现若干芽点；这些芽点在该培养基上生长20 d

后，即分化为 0.5~1.0 cm 的不定芽丛。将这些

不定芽切成若干份后，继续在该培养基上培养，

每20 d 继代 1次。

4.3  壮苗及生根培养  将产生的丛生芽分割成单

芽，接入壮苗培养基中壮苗，待其长成较健壮的

小植株后，切除其下部的愈伤组织，剩余部分移

入生根培养基中，17 d后生根率为85% 以上。每

株只有 1 条主根。

4.4  试管苗移栽  打开装有再生苗的培养瓶塞，室

温下小心取出，洗净根上培养基的琼脂，移入沙

土和蛭石(3:1)的混合基质中，以1/8 MS营养液浇

灌，保证湿度，控制温度和光照，其成活率在

9 5 % 以上。

5  意义与进展  盐穗木属藜科盐穗木属，是生长

于地表常具2~5 cm盐结皮的干旱盐碱地的一种多

年生盐生植物。盐穗木含有类假木贼碱物质和一

些抗菌成分(李树伟等2004；王选东等2005)，有

药用价值，还是防风固沙的重要灌木。盐穗木的

一年生小枝蓝绿色，肉质多汁，叶鳞片状，老

枝木质化，通常无叶，推测盐穗木泌盐腺与泌盐

孔 2 种泌盐器并不发达，主要起将盐分集中于体

内而达到耐盐的作用，其耐盐机制可能与花花

柴、灰绿藜等泌盐盐生植物有不同之处(李金耀等

2 0 0 3 )。在人工种植条件下，盐穗木可在 7 0 0

mmol·L-1 NaCl 中生长(本实验室未发表资料)。野

外生长的盐穗木难以移栽成活，新疆冬季气候寒

冷，其种子萌发率低，生长亦受抑制。本文结

果可能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盐穗木的组培体系

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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