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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27 个马尾松天然林优树 自由授粉 家系苗期和幼 龄期的材朴
,

分析 了高

径和 冠幅等生长性状的遗传 变异
。

结果表明
:

在苗期和幼龄期
,

树高和地径 的遗传

变异性很大
,
呈 中度至强度遗传

,

遗传力有随年龄增 大而减少
,

并渐 为稳定的趋势
。

性状间呈高度遗传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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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松 (Pi
: : : 。as so ni an a L a m b

.

) 是我国南方重要的用材和造纸原料
,

于70 年代开始其

地理遗传变异的研究 〔’l ,

并格继开展种子 园营建技术的研究
。

子代测定是林木遗传育种工作

的重要环节之一
,

用以判断亲本的优劣
,

为种子园疏伐提供依据
。

本文旨在分析马尾松苗期

和幼龄期几个生长指标的遗传变异
,

估算出若干遗传参数
,

为育种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试验材料和田间设计

试验材料包括了27 个天然林优树自由授粉家系
。

优树亲本选 自浙江省淳安
、

建德两县的

马尾松主要林区
,

均为首批选出的优树
。

1 9 8 3年单株采种
。

1 9 8 4一 1 9 8 5年在淳安县姥山林场

育苗
、

造林
,

均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

育苗为双行小区
,

三次重复
;
造林为四株小区

,

十次重

复
。

试验对照均为当地优良林分的混合种子
。

试验资料包括苗木与 1 一 3 年生幼林的高度
、

地径和冠幅数据
。

(二 ) 统计方法

试验材料若与 Sto n ec yp her 等人的假设一致 〔’1 ,

家系间方差分量 (o
, 2
)就等于 1 /4 的加性

本文 于1 9 8 8年元月 5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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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方差 (。矿)
,

即 a , 之 二 1/ 4 。了
,

生长性状遗传力的估算公式为
:

单株遗传力 11
, : = 4 a . “

/ (
o ‘’ + a

. , ,
家系遗传力 h , 2 = a , 2

/ (
a , ’ + 。

。2

/ r )
。

其中
。 一z

和 r 分别

为家系内方差分量 (即机误 )和试验重复数
。

遗传相关系数按 Fal c o n er 的公式计算 [3 !
。

为了求得所有家系年 度 间 的秩次相关系数
,

采用 Sp e a r m a n 公式 : ‘:
。

本文的全部数值运算使用 B as ic 语言编写程序
,

在本所 D es k to p 型电子计算机上运行通

过
。

结果 与 讨 论

(一 ) 生长性状 的遗传变异

经 苗期和幼龄期树高(苗高 )
、

地径和冠幅的方差分析 (表 1 )表明
: 在苗期

,

家系间苗高

差异达 1 % 显著水平
,

而家系 间地径差异不显著
。

在幼龄期
,

除 3 年生时因幼林将近郁闭
,

树冠发育受空间所限以致冠幅差异不显著之外
,

其它龄期各性状家系间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

随着年龄的增大
,

树高和地径家系间方差分量占群体总变异的比例有减小的趋势
,

但其遗传

变异系数逐渐增大 (表 2 )
。

表 1 马尾松天然林自由授粉家系生长性状的方整分析

一 项 一 苗 期 1 年 生 2 年 生
·

3 年 生

性 状 变 日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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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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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乙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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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

—
1 % 显著水平

。

从表 1 还可以看出家系内方差分量数依较大
,

差异也很大
,

囚此在家系选择同时也可考

虑作家系 内个体选择
。

(二 ) 性状遗传力的估算

树高(苗高 )
、

地径和冠幅等性状的有关遗传参数估算值列于表 2
。

由于单点试验
,

家系与环境互作效应的分量无法从家系分量中区分开来
,

因此本文所估

算的数傲可能偏高
。

再则试验材料并不与 sto ne c y p her 等的假设 [ ’]完全吻合
,

自由授粉家系

可能包括一些全同胞后代
,

因此遗传力估值也会偏高 I“l
。

马尾松树高和地径的遗传力呈现随年龄增大而减小
,

并渐为稳定的趋势
,

此 结 果 与柳

杉
’)类似

,

但其变化总趋势尚待研究
。

幼龄期树高和地径两性状呈中度至强蜜遗传
,

据 此通

1) 陈岳武
, 19 8 2 ,

树木选择育种的理论租方法
, 之Ol’( 铅印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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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高
、

地径和冠幅各种遗传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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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定强度的选择可望获得较大的遗传增益
。

既然树高受较大的加性遗传控制
,

有较高的遗传力估值
,

现特以各家系三年生树高生长

为指标
,

与当地优 良林分同龄子代相比 ( 图 l )
,

大于对照 10 一20 %的家系占1 1
.

1 %
,

大于 5

一 10 % 与 1 一 5 %的各占2 9
.

6 %
,

共计 7 0
.

4%
,

说明马尾松优树选择的实际效果也是明显的
。

(
半王写J环�绷众恤奋班悯下

图 1 各家系三年生树高生长 比较 ( C K 为 1 00 )

(三 ) 性状间的遗传相关与高生长稳定性分析

遗传相关较表型相关更能揭示性状间的内在真实的联系
,

并为多性状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

表 3 列出了三年生树高
、

地径和冠幅之间的表型
、

遗传和环境相关系数
,

可以看出这三个性状

呈显著的正遗传相关 ( r 。> o
。

84 ) ,

说明在幼龄期对一性状的选择可以导致另一性状获得遗传

增益
。

采用秩次柑关系数分析树高生长年度间的相关
,

判断幼龄期树高生长秩次排 列 的稳 定

性
。

结果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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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 看 出
,

随着年龄的增大
,

秩次相

关逐渐增大
。

苗 期
、

1 一 2 年 生 与 3 年 生

树高的秩次相关 系 数 由 。
.

3 4 1。、。
.

62 1 2 、

衰 3 生长性状间的相 关系橄 ( 3 年生 )

” ,

⋯
。 。 { 地 。

。
.

8 6 43
。

但苗期与 3 年生时树高生长的秩次

排列很不一样
,

不能根据苗期高生长表现对

造林后三年生高生长作出可靠的预测
。

有关

生长性状早晚期相关及早期选择等问题尚待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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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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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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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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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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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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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
4 3

径一幅

结 论

(一 ) 幼龄期生长性状的变异性很大
,

通过家系选择可望获得较大的遗传增益
。

遗 传 力

估算值有随年龄增大而减小
,

并渐达稳定的趋势
。

(二 ) 生长性状间高度遗传相关
,

在幼龄期可作多性状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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