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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等位酶淀粉凝胶电泳技术对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砂生槐（Sophora moorcroftiana） 10个天然居群

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研究。13个酶系统24个酶位点（46个等位基因）的检测结果表明，砂生槐具较低的遗传变

异水平。居群水平上的遗传多样性指标分别为：多态位点百分率Pp＝25.0%～37.5%，等位基因平均数Ap＝

1.3～1.7，平均期望杂合度Hep=0.112～0.169；种水平上的遗传多样性（Ps=37.5%, As=1.9, 

Hes=0.171）低于长寿命木本被子植物的平均值（Ps=59.5%, As=2.10, Hes=0.183）。居群遗传结构的分

析显示，10个居群中随机交配的偏差为FIS=-0.0071,表明砂生槐在居群水平上存在轻微的杂合子过量现象，偏

离了Hardy-Weinberg平衡；FST＝0.1748，表明砂生槐是居群间分化较大的一类多年生木本植物，主要原因

是环境恶化和人类活动干扰（过度砍伐、放牧等）导致其生境片断化，从而影响了居群间基因交流而造成基因流

水平较低（Nm=1.1802）。砂生槐高海拔居群H2(谢通门)、H31（江当1）、H32（江当2）、H5（朗塞岭）

包含着绝大部分等位基因，显示了相对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应加以保护和管理，作为砂生槐种质资源就地保
存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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