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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羽叶金合欢(Acacia pennata)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植物。本研究使用微卫星(SSR)分子标记技术对分布于云

南西双版纳地区的7个羽叶金合欢自然居群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和居群遗传结构的研究, 旨在从分子水平探讨其自然

居群的遗传多样性, 制定科学的保护策略, 为今后的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我们用筛选出的6对SSR引物对采自

7个自然居群的124个个体进行了扩增, 共检测到23个等位基因。平均观察等位基因数(Na)为3.381, 有效等位基

因数(Ne)为2.460, 平均期望杂合度(He)为0.573, Nei’s多样性指数(h)为0.567。其中景洪居群具有较高的遗

传多样性, 曼腊居群遗传多样性相对较低。遗传分化系数FST仅为0.113。结果表明羽叶金合欢的自然居群具有较

高的遗传多样性水平, 居群间分化较小, 遗传变异主要来源于居群内。羽叶金合欢为多年生植物, 分布范围广泛, 
这可能是其具有较高水平遗传多样性的原因; 同时其繁育系统可能为异交, 种子可远距离传播, 这些特性也可能导

致其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和较低的居群遗传分化。我们建议在对羽叶金合欢进行迁地保护时, 要在遗传多样性

较高的居群内进行大量取样, 同时也要对不同居群进行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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