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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氮木本树种的改良利用研究一国际合作项 目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与 FA O 森林资源部和法国政府的合作项 目—
固氮木本树 种的改

良利用研究(FA O / G CP / C R P / 0 0 5 / FR A )
,

期限为 1 9 8 5
.

1 2一 1 9 8 7
.

1 2 ,

主要内容有
:

木麻黄 现已达到了研究计划的目标
。

¹ 种源试验
,

完成了海南岛和广东省湛江及福建

省惠安等地的种源试验林 gh a 。

种源 苗期的根瘤量与生物量达极显著正 相关 ; 幼林生长差异
,

经方差分析也达极显著水平
,

其中以泰国1 4233号和福建C一3号种源最佳
。

º 固氮试验
,

获得

35个菌株
,

具侵染原宿主结瘤能力的有 12 株 ;
高效固氮无性系选择以 U

: 、

G K 。

生物量 较大
,

根瘤固氮活性较高 ; 大田人工接种试验林 1 .

sh a ,

在海南岛和湛江及福建省东山岛等 地
,

以

粉碎根瘤 N o . 1接种加磷处理效果最佳
。

本项 目引进的国外木麻黄地理种源有 45 个 ,

大大地丰富了我国木麻黄的基因资源
,

并标

志着 中国开始对木麻黄的根瘤固氮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

对该树种的改 良利用将有所裨益
。

( 中国林科院热林所 李炎香 )

沙棘 研究 目的旨在对我国三北地区的主要灌木树种沙棘进行树种改 良
。

组织起了全国

沙棘种源试验协作组开展研究
。 1 .

完成了全国沙棘主要分布区的19 个采种点上种源种子的采

集和检验
, 2 .

完成了全国 n 省 (区 ) 13 个试验点的种源苗期试验和育苗任务
,

其结果¹ 不同种
源的苗期生 长量呈明显的地理倾群变异

; º 初步把 19 个种源划分为 4 个种群
:
西北种群

、

华

北种群
、

新疆种群和西藏种群
; » 种子颜色随地理纬度的增加而由深变浅

,

随海拔高度的增

加由浅变深
; ¼各种源在物候期上没有明显的差异 ; ½ 各种源地 上部分的生长与地下部分根

系量的多少密切相关
; 3 . 198 7年春共曹造了沙棘种源试验林38 3亩

,

保存率 90 %左右 ; 4 .

沙棘

固氮研究上从同一根瘤 内分离到两种不同的菌落
,

赴青海祁连县用 乙炔还原法检测表明三种

沙棘的根瘤都具有固氮能力
,

其能力分别为 12
.

00
, 16 .

16 和23
.

52 n m ol m in
一 ’。

对不同种源

的沙棘固氮酶活性的季节变化规律也开始了研究
。

( 中国林科院林研所 赵汉章 王守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