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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育种工作者来讲
,

只有了解和掌握林木群体的遗传变异模式和规律
,

才能充分发掘

其遗传潜力
,

制定合理的育种策略
,

从而获得较大的遗传增益
。

马 尾 松 (Pi
: 璐 m as so , ia na

L a m b
.

)乃是我 国南方各省主要的工业用材树种
,

遗传变异极为丰富
,

具有很大的选择潜力
。

众多的性状 (包括生长
、

形态
、

物候
、

开花结实性和适应性等)都存在着丰富的地理遗传变 异 [’
, 2 ]

和个体变异 I”1
。

本文从群体角度
,

分析马尾松不同地理种源间和种源内不同林分间的遗传变

异规律
,

以验证群体选择的效果
。

一
、

材料与方法

(一 ) 试验材料和田间设计

试验材料包括陕西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湖南
、

福建
、

四川和广西 8 个省(区 )的 12 个马

尾松地理种源 (县 )
,

每个种源 (县)又包括了 3

个生长良好
、

具代表性的天然林分群体 (图 1 )
,

林分 lb1 相 距 2 0 ~ 5 0 k m
。 1 9 5 4 年按林分 混合

采种
, 1 9 8 5 ~ 1 9 8 6年在浙江省淳安县姥 山林场

分别育苗和造林
,

均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

造林

时重复 6 次
,

8 株小区
。

造林后当年的成活率

和 1 ~ 3 年生时的高
、

径测定值 用 于 统 计分

析
。

方差分析时造林成活率经反正弦转换
。

(二 ) 统计方法

对各年度各性状的方差分析采用下面的线

性模型
:

Y
‘s : “ u + P ‘+ S

, 、‘) + E ‘, : (l)

这里 玖
, .为第 f种 源内第 夕林分第 l重复 的小

区平均值
, u
为群体平均值

,
P
‘

为种源效应
,

Si (‘)为种源 内林分效应
,
五

‘, ‘
为机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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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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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采种种稼和林分示意

1
.

映西城固 , 2
.

安徽电溪 , 3
.

浙江遂 昌, 4
.

浙 江庆 元 , 5
.

江西安远 , 6
.

湖南慈利 , 7
.

溯南级宁 , 8
.

润南 江永
, 9

.

福

建将乐 ,
10

.

福建 水定 , 11
.

四川涪陵 , 12 广西忻城

在进行种源选择和种源内林分选择时
,

遗传力的估算公式分别为
:

本文于 1 9 8 9年 2 月 1 7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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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 、

a.
“

和 几
“

分别为种源
、

种源内林分和林分内个体(即机误 )的 方差分 量
,
b
、

P.

分别为重复数
、

种源数和种源内林分数
。

潜在的遗传增益按下面的公式估算
:

刁G = ih
Z

外
:

/ 牙 (4 )

这里 f 为选择强度
,

犷 为性状遗传力
,

外
:

为表型标准差
,
牙为群体平均值

。

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群体的遗传变异性

由于广西种源(包括三个林分 )造林成活率低 (2 5 % )
,

在对高径方差分析时略去 这 一 种

源
。

结果表明(表 l 、

图 2 )
,

马尾松高
、

径生长量两性状存在着显著的地理遗传差异
,

并大

体呈现随纬度增加而减小的变异规律
。

造林成活率不仅与造林季节和造林后各阶段特别是夏

季的气候条件有关
,

而且与各种源在新的立地条件下的遗传适应性有关
。

从本试 验 结 果 来

看
,

各种源间的造林成活率差异很大
,

从北部陕西种源的83 %到南部广西 种 源的25 %
,

也

大致呈北高南低的变化趋势
。

种源间造林成活率的差异可以从种源苗期生长发育
、

苗期根系

的发达程度以及早春萌动期等因子进行解释
。

马尾松不同性状随纬度的这种变化规律已有很

多报道
,

并认为产地温度是影响性状变异的首要因素 [!,
2 1 。

表 1 马尾松高径生长和造林成活率的方差分析

性 状 变异来源 】 df
: 年 牛 ⋯ 三

_

年
、

生 ⋯ 三 年 生

1 50
.

0 4 7 2

1 58
.

2 5 2 8

3 0
.

7 4 5 5

2 0
.

4 2 8 8

1 1 62
.

3 1 9 4

1 3 67
.

4 3 5 0

1 1 0
。

4 1 2 0

1 2 5
。

3 6 0 7

1 2
.

3 8二

0
.

88

2 1 1 2
.

4 8 7 6

1 7 7 8
.

2 1 1 7

1 8 2
.

0 5 7 2

2 3 6
.

6 6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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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高

地 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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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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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1 0 1 9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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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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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2 1 8 0 8 3

0
.

0 58 2 1 1

0
.

0 6 7 0 6 9

0
。

9 9 2 93 3

1
.

0 0 9 5 2 9

0
.

1 51 7 7 3

0
.

1 5 9 1 6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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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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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组源分误区种林机

弓145

曰1.‘丹才

组源分误区种林机
造 林

成活率

0
.

0 4 3 43 6

0
.

9 61 0 3 1

0
.

0 81 11 6

0
.

0 7 9 01 6

注 . *
—

5 %水平显著
, * *

—
1 %水平显著

.

马尾松同一地理种源 (县 ) 内天然林分群体间高
、

径生长和造林成活率差异不大
,

这可能

是由于同一种源区较小范围内(20 ~ 50 k m ) 基因 (或花粉 )长期频繁交流和外部基因 (或花粉)

迁入的结果
,

也可能是由于这些林分群体受到较小的生境选择压力而分化较小之故
。

对马尾

松小群体同工酶的研究发现
,
9 7

.

6 %的遗传变异来自小群体内
,

只有 2
.

4 %的变异来自小群体

间
,

小群体的分化程度不高 I月 。

对马尾松木材比重和管胞长度的研究也佐证了本文的结果 [s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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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马 尾松不同种滚和种源内不同林 分

高生长 ( 三年生 )和成活率

(二 ) 群体选择效果

充分了解一物种各变异层次的方差分

量大小
,

乃是正确制定选择育种策略的依

据
,

如种源变异和个体变异是火炬松木材

比重和耐寒性这两性状的主要变异来源
,

因此在火炬松选择育种中
,

Z o be l等 ( 1 9 8 4)

强调 了种源选择和优树选择的重要性 [.l
。

本文是从群体角度来分析马尾松遗传变异

的
,

在这里种源变异极为重要
,

而种源内

林分变异很小
,

甚至可以不考虑林分变异

这一层次
。

要正确评价选择效果
,

遗传力的估算

是一个关键
。

我们曾报道过马尾松幼龄期

的高径两性状呈中度至强度遗传
,

家系遗

传力在。
.

60 ~ 0
.

90 之间 [a]
。

然而我们在作群体选择时
,

不能采用单株和家系遗传力
,

而要用

种源遗传力和林分遗传力来估算性状的潜在遗传增益
。

从表 2 可以看出马尾松幼龄期高径生长 表 2 马尾松言
、

径性状的种滚

的种源遗传力很高
,

凡
: = 0

.

62 ~ 0
.

92
,

两 性 遗传力和林分趁传力

状呈强度遗传
,

通过20 %强度的种源选择
,

三年生时树木的高径生长都可望获得 1 0
.

9 %

的遗传增益
。

然而由于种源内不同林分群体

间高径生长差异很小
,

以致林分遗传力低到

不能估算的程度 (一年生树高例外 )
,

因此
,

种源内林分选择作用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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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马尾松林木个体 ( 即家系) 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ls]
,

再结合本文的结果
,

可以得到这样

的结论
:

种源选择和优树选择是马尾松选择育种中的两个最主要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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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树水分生理及其在栽培学上应用研究
”

填补了 国内空白

中国林科院林研所刘奉觉副研究员
、

王世绩研究员等从 1 9 7 9年开始
,

历时10 年
,

不懈地

进行了
“

杨树水分生理及其在栽培学上应用研究
” ,

形成了一套从幼苗到成林的树木水分生理

研究系统
。

其内容主要有杨树水分生理指标的分析测定和应用
,

杨树人工林水分生理与合理

灌溉
。

最近该项研究成果通过了专家评审
,

认为该研究在水分生理的理论和栽培学相结合方

面具有自己的特色
,

在林木栽培生理领域中水分生理方面是最全面的
,

填补了国内在杨树水

分生理方面的空白
。

提出新的田间测定蒸腾估算方法
,

为国内同类研究开辟了技术途径
。

成

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

处于 国内领先地位
,

其中有些研究内容达到 了国际水平
。

研究结果

可作为杨树栽培苗木处理
、

造林季节
、

造林方法
、

品种选择
、

树体调整及林分密度的直接依

据
,

对今后杨树丰产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

对其它树种也很有参考价值
。

(郭 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