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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柽柳属植物主要分布在亚洲大陆、北非地区以及部分欧洲区域。其喜光，是典型的阳性树种，根系较为

发达，对于生长的外界环境要求较低，既抗旱、抗盐，又耐高温、耐寒冷，主要生长在干旱、半干旱地

区的冲积、淤积盐碱化平原和滩地区域。但是，近些年以来，在柽柳属植物的引种过程中发现许多问题。

为提高其无性繁殖成活率，加快资源培育，本文综述了柽柳属植物的繁育、培育模式以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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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marix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Asia, North Africa and some European regions. It likes sun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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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s a typical positive tree species with well-developed roots. They have low requirements for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growth, not only drought resistance, salt resistance, but also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ce, cold resistance. It mainly grows in the alluvial, silting saline alkali plain 
and beach area in arid and semi-arid areas. In recent years, many problems are found in the 
process of introducing Tamarix.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urvival rate of asexual propagation and 
speed up resource cultivation,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breeding, cultivation mode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Tama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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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绿化水平的需要以及逐年发展，一些观赏性高且易于种植的树种被发掘，来满足日益增长

的城市植物多样性的需求。柽柳集生态、经济价值于一体，成为沿海及荒漠化地区的重要目的树种，但

是人们对于柽柳的深度了解仅限于分类学以及生理学等研究，对于柽柳的种质资源的研究开发、繁育栽

培研究较少。本文结合柽柳属植物生物学特性，对柽柳属植物种质资源的收集、扦插繁育、苗期管理等

进行了综述，以期为柽柳属植物的引种利用及无性繁育研究提供支撑。 

2. 柽柳属植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性 

柽柳为柽柳属(Tamarix Linn.)为柽柳科(Tamaricaceae)植物的统称，该属植物世界约产 90 种，中国约

产 18 种 1 变种。其一般为乔木或者灌木，有较多分枝，其幼枝无毛，枝条分为两种，其一市木质化的生

长枝，经历寒冬也不会脱落；另一种为绿色营养小枝，会在冬天脱落。其叶小，呈鳞片状，无柄，互生，

无托叶，鳞叶抱茎而生，枝叶融合为一体[1]。老枝常呈暗褐红色，幼枝则为红紫色或者暗红紫色，叶呈

鲜绿色[2]。柽柳属植物喜光不耐阴，在阴处生长时多发生生长不良的现象。其根系发达，既耐干旱又耐

潮湿，有较强的抗风能力，耐盐碱土，即可以在一定含量的盐碱土地上正常生长[3]。这是因为在形态特

征上，柽柳属植物生长着许多旱性器官用于适应干旱环境，在生理上通过一系列相关可以调控激素水平

的物质完成一定的生理反应，维持正常的生理水平。 

3. 柽柳属植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以及引种研究 

种质资源的优良对于选种育种的有效性有着很大的影响，选种育种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种

质资源的数量以及其相关形态、形状的研究，因此目前种质资源的调查收集以及引种研究作为培育的前

提工作备受各界重视[4]。 

3.1. 种质资源调查收集 

在我国，柽柳属植物大多分布在西北部分地区，因此我们对于柽柳属植物的引种资源多数来自我国

西北地区。而对于不同的柽柳属植物其在成熟期方面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通常情况下，柽柳的开花时间

大约为 6 月~7 月，柽柳属植物种子的成熟期一般在 7 月中下旬，花粉颜色变为黄色是种子成熟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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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便可以进行采摘。由于柽柳种子小且少，如若未能及时采摘，便会随风飘走，因此在进行种子采集

时，应尽量及时采摘，种子成熟之际便可以采摘。与此同时，在采摘过程中还需要注意的是，应当选择

生长状况正常，涨势势头较好，较为繁盛的植株[5]，用适当方法将其中的杂质去除，随后便可进行播种。 

3.2. 引种研究 

近些年在国内，有许多相关研究人员对柽柳属植物的引种进行研究，例如乔来秋、王玉祥等人将多

种柽柳属植物由新疆引进到山东省的黄河三角洲区域，并对引进的种条进行扦插育种，甘肃柽柳(T. 
gansuensis H. Z. Zhang)、多枝柽柳(T. ramosissima Ledeb.)、甘蒙柽柳(T. austromongolica Nakai)、多花柽

柳(T. hohenackeri Bunge)等四种柽柳的扦插成活率均超过 85%，此四种柽柳的具有较好的扦插繁殖能力；

而中国柽柳(T. chinensis Lour.)、短穗柽柳(T. laxa Willd.)、细穗柽柳(T. leptostachys Bunge)、刚毛柽柳(T. 
hispida Willd.)等的扦插成活率均较低(<60%)，它们的繁殖能力相对较差，亦或者对于外界环境的变化适

应能力较差[6]。姜忠磊研究表明，7 种柽柳中，甘蒙柽柳、甘肃柽柳和中国柽柳较其他四种柽柳更具有

较强的适应性[7]。因此，为进一步提高柽柳属植物无性繁殖的有效性，引种柽柳时既要考虑柽柳的生长

情况，更应结合当地土地特征以及培育目标进行种质资源引种，减少或避免扦插过程中陷入困境的可能

[8]。 

4. 柽柳属植物无性繁殖的研究进展 

柽柳属植物繁殖过程相对简单，主要包括实生育苗和无性扦育苗两种。除此之外，目前组织培养育

苗技术也在发展，最常应用的无性繁殖技术则是扦插育苗。 

4.1. 扦插繁育 

扦插时间一般选择春季或秋季。扦插材料主要选择生长期为 1 年，并且生长状况正常的萌芽枝条或

者苗干作为插条，其应当为 1~1.5 cm 粗。最终将所选择的扦插材料进行修剪，成为 15~20 cm 的插穗，

下剪口呈马蹄形[9]。除此之外，还需对插穗进行处理，将其浸泡于多菌灵药液中约 2 min，随后将其基

部放入 100 mg/L 的生根粉水溶液中浸润 20~30 s，随后将柽柳的株距以及行距分别控制在 10 cm、40 cm
左右，进行扦插之后，每 10 d 浇水一次，生根率可达 85%以上[10]。影响扦插成活率的因素多种多样，

其中温湿度的影响最大[11]。另外，不同种类的柽柳属植物的扦插成活率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取决于不同

种类柽柳对于引种土地不同的适应性，以及对于本地气候的适应性；其次，在扦插时使用的激素也对其

扦插生根产生影响，例如研究证明，在生产时，将柽柳插条速蘸入浓度为 500 mg/LNAA + IBA 生根剂利

于新生枝根的生长[12]。因此，为进一步提高柽柳的扦插成活率以及加大柽柳的种植，在其引种培育过程

中，更应总结既往经验，注重正确的引种、无性繁殖方法的同时，也更应当注重扦插完成后的后续管护

工作。 

4.2. 组织培养 

近些年来，柽柳属植物的组培育苗成为另一种无性繁殖常用技术，提高了柽柳的繁殖速度和效果，

通过筛选选择适合柽柳组织培养生根的培养基以及激素，是一些扦插困难的柽柳属植物得以繁殖培育[13]。
研究表明[14]柽柳嫩芽在一步成苗培养基上只需 60 d 便可分化成为一个完整的可移栽苗，这大大简化了

育苗的程序过程，缩短了时间周期，也为柽柳的繁育提供了技术支撑。 

5. 结论与讨论 

近十年来，我省为了恢复盐碱地植被，加强绿化，在柽柳的引进及培育方面做了深入研究，弥补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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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15]。经过过去以及现阶段的试验研究，目前对于柽柳属植物无性繁殖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另一方

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种质资源的研究创新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长期、有效的种质资源利用方法，

技术相对薄弱。为提高柽柳无性繁殖的有效性，对于柽柳的管护措施也应当受到重视。如造林整地，即

便在栽培柽柳的过程中对于土地的要求并不十分严格[16]，但也需要加以注意。另外，加强柽柳属植物的

病虫害防治，与多数树种一样，柽柳也常遭受病虫害导致培育失败，包括黄古毒蛾、红缘天牛、柽柳条

叶甲[17]等。在苗期及后期栽培过程中，应及时喷洒药物或采取其他物理、化学等有效方法来防治虫害[18]。
除此之外，还应对其进行全方面管理包括施肥、水质、浇水要求以及树枝修建等等。在柽柳扦插的生理

方面上作进一步研究，注重不同部位的繁殖差异[19]。选择有完备设施的育苗地，例如完好的大棚，减少

对于植物幼苗期生长的影响[20]。综上所述，目前对于柽柳属植物的无性繁殖研究较先前已有了重大进展，

在此基础之上，更需要我们注重种质资源的利用以及栽培后期的管护，及时发现漏洞进行弥补，对其无

性繁殖合理应用，发挥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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