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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油茶高产无性系的评选及其配置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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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进资县林木良种场

摘英 在江西进贤对八个油茶无性系通过十年的正规鉴定试验和生产性调查
,

评选出了 号

优树号
一 、

号 抚 和 号
一

三个高产无性系以及 号
一 、

号 抚

两个具有一定丰产潜力的矮化型无性系
。

经各项指标的检验和综合评定认为
,

号
、

号
、

号

三个无性系作为主栽系
,

号
、

号两个无性系作为配栽系较为合适
。

向生产上推荐的配置组合

模式为 号一 号一 号一 号一 号一 号
,

每个无性系一行
,

轮回栽植
。

用芽苗砧嫁接苗

造林
,

株行距  
“ ,

在一般管理水平下
,

从四年生到八年生
,

该配置组合

模式年公顷产油可依次达到
、 、

 
、 、 。

关挂词 油茶 无性系 评选 配置

我国油茶生产多年来一直被
“

低产
”

所困扰
。

为改变油茶低产面貌
,

大幅度地提高油茶产

量
,

各地在广泛进行油茶选优的基础上
,

已陆续营造了大面积无性系林
。

试验已经证明
,

由

优良单株繁殖出的无性系苗木用于造林
,

可获得明显的增产效果
。

但是由于油茶的异花授粉特

性使无性系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
“

可配性
” ’“,

又由于油茶的株型 高矮生长习性的不同而

使无性系之间对光
、

肥等存在一定程度的
“

竞争性
” 。

因此
,

要使油茶高产稳产
,

在良种选育

上不仅需要无性系本身具有高产稳产性状
,

而且还需要在造林时各无性系之 间有一个合理的

配置方式
。

本研究从 。年起历时十年
,

就是基于这种考虑进行的
。

现将试验结果报告如下
。

材料和方法

试验地选在江西省进贤县林木良种场
,

位于
“ ’ , ’ 多 地形为低丘岗地多

海拔  气候温和
,

年平均气温 ℃
,

最高可达 ℃
,

最低可达 一 ℃ 年降雨量
,

无霜期
。

土壤为第四纪红土发育的红壤
,

土层深厚
,

表层养分含量适中
,

中下层含量较低
。

经测定
,

土壤 为
,

有机质含量。
,

全氮含量
。

 
,

水 解性氮
一 ,

速效 磷
。 一 “ ,

速

效钾
一。 。

一 一 收稿
。

韩宁林 副研究员曾参加部分工作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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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的无性系选自 年初选出的八株茅岗大果油茶优树
,

其编号及其主要性状列于表
。

年冬季采穗
,

用芽苗砧嫁接方法〔 繁殖无性系苗
,

 年春营建无性系林
。

无性系

鉴定区按正交拉丁方设计
,

随机区组
,

共设 个区组
,

每区组内 个小区
,

每小区 株苗
。

株行距
,

每公顷 。株
。

鉴定区周 围设有保护行
。

裹 用于 , 班无性系苗的初选优材主共性状

单 果 重 鲜出籽率 干仁含油率 每 冠 幅产 油,

摘号 优 树 号 树 型 花 期 果 形 果 色

一一“,‘,乃一七

……
,丹舀,‘,‘月,亡毖‘,直吧尸勺‘,自,人

……
‘冉”,月兮,弓‘吸‘一,人,二巴勺口启」

……
月任了,竖二,玉占‘且,上‘且‘

黄黄红红红红

青青

青青青青青紫

桃球球球桃球桃梨早中中中中晚中中灌头头头头浪头立矮圆回圆圆矮图直一 忿

一

抚

抚

抚

抚
一

一

另将该八个无性系按不同树型随机成行配置造林
。

株行距同上
。

除造林前每穴施 猪栏粪和 钙镁磷肥外
,

以后未追施过任何肥料
。

在林分郁

闭前
,

林地内实行间作套种
,

林分郁闭后每年锄草一次
。

观测各无性系的生长情况
。

从造林后第四年 年 开始单株统计产果量
,

连续进行四

年测产
,

同时抽样测定各无性系果实性状及含油量
。

从第八年以后只测定各无性系总产
,

以

减少工作量
。

年生时  了年 进行各无性系间的控制授粉试验
,

调查座果率
,

确定各无性

系间的可配性
。

最后将获得的所有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

试验结果

。

生长习性及早花早实性评价

连续四年对八个无性系的树高
、

冠幅及进入开 花结果期诸性状的调查
,

表明各无性系间在

生长发育特性上存在着明显差异 详见表
。

生长快的 号
、

号两个无性系相比较
,

则以

冠型好
、

中花早实的 号树为好 生长中等的四个无性系除 号
、

号因进入结果期较晚不

裹 各 无 性 系 生 长 发 , 习 性

一

一一一一
一

生 长 习 性 发 育 特 性

编号 年平均冠幅
扩 展 宽 度 评 价 冠幅 树商 树 型 始花树龄 始果树岭 评 价

了

 

早花早实

中花 早实

中花早实

晚花晚实

中花晚实

早花早实

中花早实

晚花晚实

,曰‘几,口妇弓范头头头头祖头立矮圆四矮圈圆圆立慢中中中中慢快快
一

一

抚

抚

抚

抚

一

一

上

士

上

土

土

士

土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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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理想外
,

号
、

号两个无性系均表现较好, 生长慢的 号和 号两个无性系具有早花早

实性状
,

且树体呈矮灌状
,

构成了丰产树型
。

可以认为
,

1 号
、

2 号
、

3 号
、

6 号
、

7 号五

个无性系从生长习性上看
,

已具备丰产型油茶的性状
。

2

.

2 各参试无性系产量的比较

从四年生到七年生(1985~ 1988年)连续四年对参试的八个无性系逐株按小区 实 测 产 果

量
,

并抽样测定果实性状及含油量
。

各无性系的单位产量是按九株小区八次重复的平均单株

产量乘以试验林实际密度得到的
。

产油量按油茶国家标准[s1 所规定 的果油率x o
。

9 2

:折 算
。

方差分析表明
,

各无性系间无论鲜果产量还是产油量均存在着极显著差异
,

其多重比较

结果列于表 3
。

裹 3 八个无性系连续四年洲产结果的比较

无性系 鲜 果 产 量 产 油 量 单位冠幅产油量

零 kg/ 株 。
.

糯
:
塔燕老

位次

。
。
.

糯
:
毖之老

位次
s/m

Z

毖之老
位次

比舀佗舀��O甘�吕一�口勺
9

j弓
3864385..

……
.马一匕八.‘1‘怪.,1,d嘴上1占

2
11.1
2

八U
2586
J峨月‘0.nU�吕比h口匕

�nt匀.七,山
..

……
SJ,,介舀上1一561匕加h�981匕2斑bOJ.12 1 3

。

1

2
3

9

.

8

2 9 3

。

0

1 9 0

。

9

1 1 9

.

9

1 8 8

.

7

2 4 2

.

0

9 3

.

2

7

.

8 7

2 1

.

3 5

4 8 3 2

一 3
.
3 7

一 3 9
.
3 3

一 4
.
4 9

2 1
.
3 6

一
5 2

.
8 1

2 ~ 3

2 ~ 3

1

4

3

2 ~
3

5
.
3 5

3 7
.
4 7

4 8
.
5 4

一
1 3

.
1 6

一
6 5

.
8 7

6
.
2 2

5 6
.
6 0

一
7 5

.
2 2

3

2

1 ~ 2

4

5

3

1

6

6 7
.
8 6 7

.
2 6 3

7 2
.
1 6 1 4

.
0 6 2

1 2 1
.
2 6 9 7

.
1 0 1

6 7
.
1 4 6

.
1 3 3

2 8
.
4 0 一 5 5

.
1 1 5

5 7
.
1 4 一 9

.
6 8 4

6 5
.
8 7 4

.
1 2 3

2 6
.
2 9 一 5 8

.
4 5 5

6
�巧,自丹h‘吸一�O�,山O�n�八舀。Ul卜曰口Uc“月,

..

……
‘Ul二,古n�n�几U
l
�11�

246513
t了
8

L S 刀0
.01 0

.
17 57

.
7 4

.
23 0

.
9心

注: 位次栏中各数字是经多重比较统计结果
,

凡数字相同者表示彼此之间在0
.
01 水平下差异不显著

。

从 四年平均年0
.
06 h耐 产鲜果量来看

,

以 3 号无性系产量最高
,

可 达 29 3 kg , 其 次为

7 号
、

2 号
、

i 号三个无性系
,

o

。

0 6 h m

Z

产鲜果可达213~ 242 kg ;表现较差的为 4 号
、

5 号
、

6 号
、

s 号四个无性系
,

平均。
。

0 6 五m
Z
产鲜果仅为93~ 190 kg

。

而从年 o
.
o6 h m Z产油量上

看
,

7 号
、

3 号
、

2 号三个无性 系 为 最 高
,

平均年o
.
06 h扩产油量可达 18

。

8
~ 21

。

s k g

,

均超过了参试无性系平均产油量的 37 % ~ 56 %
,

每平方米冠幅投影面积的产 油 量 也 达到

65 ~ 12 1 9
。

1 号和 6号两个无性系平均年。
.
06 h m

“
产油量分别也可达 14 kg 以上

,

均超过了

参试无性系的平均产油量
,

同时每平方米冠幅投影面积产油量也接近和达到60 9左右
。 ‘号

、

5 号
、

8 号三个无性系的年平均。
.
06 h m

Z
产油量均低于参试无性系的平均值

。

综上所述
,

根据鲜果产量
、

产油量和单位冠幅产油量三项指标综合评定
,

可以认为 7 号
、

3 号
、

2 号三个无性系为高产无性系
。

1 号和 6 号两个无性系虽未达到优良无性 系 评选 标

准
,

但产油量仍具一定潜力
,

加之其树体矮小紧凑
,

作为高产无性系林的配栽无性系加以利

用是可行的
。

4 号
、

5 号
、

8 号三个无性系产量相对较低
,

树冠结实密度相对较稀
,

应予以

淘汰
。

2. 3 座果率及产蛋变粗

在树龄达到 6 年生时
,

在参试的无性系中选择标准株
,

冬季开花前标定花枝
,

测定花蕾

数
,
于第二年采果前统计座果率

,

结果如表 4
。

本调查结果系指因授粉不良
、

病虫害侵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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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原因和生理 落果之后实际存留的果实百分数
。

由表 4 可知
,

1 号
、

2 号
、

3 号
、

6 号
、

7 号五个无性系座果率较高
,

均可达到31 纬以上
,

且无性系内不同单株间座果率变幅大致在

3 % ~ 4 % 之间
,

说明这些无性系产量具一定的稳定性
。

4 号
、

5 号
、

8 号三个无性系座果

率相对较低
,

无性系内各单株间的变幅也较大
,

表现了产量的不稳定性
。

浪 4 不 同 无 性 系 a . 本 比 胶

编号

材号 79一 1 3 8 0
一
2 4 抚17 抚20 抚 2 抚19 79一 5 7 9

一
1 8

无性系

座果率(% ) 34
.
5 士4

.
4 31

.
7 士 3

.
5 32

.
2 士3

.
1 2 6

.
2 土 8

.
6 2 4

.
8 士 7

.
8 3 5

.
3 士 7

.
9 3 5

.
6 士3

.
3 2 2

.
6 土 9

.
1

再看各无性系0
.
06 hm

么
产鲜果的年变幅情况

。

现将连续 6 年的产量用图 l表示
。

虽然各无

性系随着树龄的增加产量呈上升趋势
,

但可以看出一些无性系有大小年的波动
。

就其大小年变

幅程度来说
,

可将参试的八个无性系分为三类
.
第一类产量稳定

,

几乎呈直线上升
,

无明显的

大小年现象
,

如 7号
、

3 号
、

2 号三个无性系
。

第二类产量有波动
,

但总产仍呈上升趋势
,

如 l 号
、

6 号两个无性系
。

第三类产量波动大
,

总增产量不显著
,

如 4 号
、

5 号
、

8 号三个

无性系
。

显然
,

第一类是较理想的无性系
,

第二类在无性系造林配置中还是可适当考虑的
,

第三类应予以淘汰
。

户们七钊
OO

九Je‘

�妞、.巴姻礼联盆

树麟(年)

图 1 不 同无性系鲜呆产t 逐年波动情况

2
.
4 不同无性系之间的砚I 效应

试验已证明
,

无性系的高矮
、

树型与母树极为相似
。

因此
,

在无性系造林中
,

无论从有

利授粉还是有利光能利用角度考虑
,

无性系合理配置都是必要的
。

福建的试验证明
,

油茶无性系除个别可自交座果外
,

大多数都存在着可配性问题【‘l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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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弄清参试无性系之间的可配性
,

进行了控制授粉试验
,

结果如表 5
。

2 号
、

3 号
、

7 号三

个中花型的无性系彼此之间授粉座果率极高
,

表现出较高的可配性 , 1 号和 6 号两个花期早

的无性系之间授粉座果率可达50 % 以上
,

同样具有较高的可配性
。

花期早与花期中 等 的 无

性系之间
,

座果率最高只能达到30 % 左右
,

可配性处于一般水平 , 早花与晚 花
、

中花与 晚

花的无性系之间座果率极低
,

这可能与气温低不利于授粉有关
。

由此可以推断
,

在无性系造

林中保证各无性系花期相遇是极为重要的
。

裹 5 八个无性系之间正反交挽粉应果李(% )

3 4 5 6 7 8

30.2 14.6 10.5 52.1. 20.4 介

系性 号无摘

46
.
4. 4 8

.
2 .

、、
5 0
.
4 .

、、‘

、、
.

、、、

月

、、

2 4
.
5

2 6
。

3

.

、
、

,

、, ‘

. 、、.

, 、、.

5 1

.

4

.

2 0

,

2

、、
.

.
、、

,

、、
、、.

、、
、、

、、

39
.
8. 49

.
3. 、、

.

, , 、
, 、、

、.、

、、、

1 6

。

8

,、、

、、
, 、、

、、
.

一
一一- - - - - - - - ‘之

注: * 衰示最佳授粉组合
, 盛线以上 为正交座果率

,

以下为反交座果率
。

为了进一步检验参试无性系花期相遇与不相遇两种配置方式对座果率及鲜果 产 量 的 影

响
,

在配置试验区对事先标定的样株进行了调查(见表 6 )
。

早花型的无性系花期相遇与不相

裹6 龙翔相沮与不相粗配一座果率及鲜果产l 的比较(1087 ~ 1988年)

无性系
花 期 相 遇 配 置 花 期 不 相 遇 况 置

鲜果产t 差异显著性均产
株

平单果鲜 产总

花 期 株 数
平 均
单株产
(k g )

株 数
平 均
座果率
(% ) (k g ) (k g )

果产g)

k

总鲜(均率)
果%

平座‘

107

121

49
.
3 112

.
4 1

.
05 26

.
8 洲

.
D 0

.
74 4

.
470

43
.
5 157

.
3 1

.
30

12 7

132 40
.
7 16 9

.
0 1

.
2 8 0 .602

晚 65 22
.
4 63

.
1 0

.
匀7 6 3 1 8

.
2 3 6

.
6 0

.
5 8 3

.
0 1 2

” 一
1 = 8

,
P

=
0

.

0 1
,

t = 3

.

3 5 5

P < 0

.

0 1
, 差异极显著

” 一 1 = 7
,

P
二
0
.
0 5

一
t = 2

.

3 6 5

P > 。
.
05

,

差异不显著

” 一
1 二 3

一
P

=
0

.

1 0
一
t = 2

.

3 5 3

P < 0

.

1 0
,

一般显著

遇配置方式之间差异极显著
,

花期相遇的配置方式比不遇的配置方式座果率增加了22
。

5 个百

分点
,

单株产量提高了41
。

9
%

,

这与林分中早花 型的无性系数量较少
,

粉源缺乏有关 , 中花

型无性系两种配置方式座果率和产果量均未表现出明显差异
,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花型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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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比例较大
、

花粉源多有关 , 而晚花型无性系
,

花期相遇配置明显优于不相遇配置
,

其原因

与气温低和花粉来源少有关
。

上述结果表明
,

7 号
、

2 号
、

3 号三个无性系之间及 l号
、

6

号两个无性系之间不仅具有较高的可配性
,

而且具有良好的花期配置效应
。

从无性系林分结构上看
,

似乎存在着冠型配置效应问题
。

对五个较好的无性系根据高矮

不 同配置组合进行了产量调查
,

其结果列于表 7
。

不同无性系采取高一矮合理配置造林
,

由

裹 7 不同离报无性不砚工方式

两年的草株平均产t

树号 冠 型
平均单株 比高一离或
鲜果产t (般一摇)
(k g ) 增产( % )

2

高一矮 6
:;

05

48

高一嫂 了

: :

1
.
5 7

1
.
9 2

高一矮 2

1 :: :{

14
.
1

(23
.
2 )

10
.6

( 一 3
.
0 )

3 0
.
4

(
一
8

.
G
)

高一高 7

2 ::

42

9Z

俄一矮 6

1

回头

矮灌

国头

矮祖

回头

怪液

圆头

回头

矮滋

矮湘

于改善了林分的通风透光条件
,

可 比高一高

配置增产10
。

6
% ~

3 0

.

4
%

,

但是除个别情况

外
,

高一矮配置方式并不比矮一矮配置方式

来得更好
。

这也许与矮化无性系光能利用率

高或者更有利于花粉的传播等有关
。

2
.
5 理想砚一组合的选择

通过上述对参试的八个无性系的各项指

标的检验
,

已挑选出了 7 号
、

3 号
、

2 号三

个适宜于作为主栽系的无性系和 1 号
、

6 号

两个适宜于作为配栽系加以利用的无性系
。

生产上如何合理搭配它们才能获得高产尚需

进一步检验
。

为此
,

在六年生大面积的无性

系林中对这五个无性系挑选了四种配置组合

方式
,

进行了测产
,

并与理论值进 行 了 比

较
,

结果列于表 8
。

两行高树冠和两行矮树冠排列或者四行高树冠和两行矮树冠排列均比理

论值产量要高
。

生产上建议采取最后一种配置组合
,

其高产无性系所占比例相对较大
。

裹 8 五个无性系(六年生)不同砚 , 组合的产果t

(单位 : kg /o
.o6hm ,

)

配 皿 组 合 ¹ 类 型 树体 高般棋式 实际产果 理 论产果 实际 一 理论

7一3一2一1一6

7一1一3一6一2

7一3一1一卜2一7
7一3一2一7一1一6

平 衡 型 高一商一高一卜
嫂

间 隔 平 衡 型 高一艘一高一滋一高

主 栽 间 用 型 高一离一般一般一高一离

四行主栽间福型 高一离一离一高一矮一矮

592
.5

540
.
2

705
.
2

72屯
.
4

6 1 9
.
6

6 1 9
.
6

6 7 3
.
3

芍7 3
。

3

一 2 7
。

1

一
7 9

.
4

: ; :

¹ 栏内为无性系编号
,

每个树号一行
,

盛个组合反 X 排列
。

根据 7 一 3一 2一 7 一 1一 6 这一配置组合方式
,

主栽系占66
.
7 %

,

配栽系占33
。

3
%

,

株行距1
.5 m x Z

.o m
,

每公顷333。株
。

在一般管理水平下
,

这样的无性系林按照试验条件下

实际获得的产量计算
,

四年生平均每公顷年产油可达 16 9
.
7 kg

,

五年生 可 达 210
.
0 k g

,

六

年生可达290
.
3 k g

,

七年生可达352
。

5 k g

,

八年生可达384
。

0 k g

。

3 结论

一个优良的油茶高产无性系应从多项指标加以评选才能确定
。

有了优良无性系必须进行



期 高继银等
:
几个油茶高产无性系的评选及其配置的研究

合理配置才能充分发挥其丰产特性
。

本研究经过十年的正规试验和大面积造林
,

评选出产量

高
、

年变幅小
、

座果率高
、

花期合适的 7 号(79一5 )
、

3 号(抚17 )和 2 号(80
一
2 4) 三个优良无性

系及树冠矮小具一定丰产性能的 1 号(79 一
13 )和 6号(抚19) 两个无性系

。

前三个无性系经 连

续四年测产
,

平均年产油量可达 282 一322
.5 kg /hm

Z,
超过了参试无性系平均产 量 37 % ~

56 %
,

每平方米冠幅产油量可达“一12 1 9
。

后两个无性系虽未达标
,

但仍高出参试无性系

的平均产量
,

树体矮小
,

可作为无性系林中良好的配栽系材料
。

试验证明
,

7 号
、

3 号
、

2 号三个无性系之间以及 1 号
、

6 号两个无性系之间花期可以

相遇
,

表现出良好的可配性
,

座果率和产量明显提高
。

经实际检验认为
,

按照 7 号一 3号一

2 号一 7 号一 1号一 6号顺序
,

每个无性系一行
,

进行轮回栽植
,

是一个可以获得早实丰产

稳产的配置组合模式
。

按该组合模式营造的无性系林
,

在一般管理条件下
,

用芽苗砧嫁接苗

造林(每 hm
“
3 3 3 0 株)

,

可以预期从四年生到八年生每 hm
“

产油可依次达 到 16 9
。

5

、

2 1 0

.

0
、

2 8 9
。

5

、

3 5 2

.

5

、

3 8 4

。

0 k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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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木兰园营建通过技术鉴定

浙江省建德市建德林场与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为发挥各自的优势
,

决定合作茜建木兰 园
。

园

址选在江南分场风景秀丽的富春江畔
,

故称江南木兰园
。

主要 由邓观贵
、

叶桂艳
、

丁林
、

欧阳洪云
、

刘学

松等同志承担
。

木兰园自1985年11月 开始营建
,

经树种资源收集
、

种苗繁育
、

栽植
,

至 1992年 4 月止
,

共收 集 7 属73

种
,

保存69 种
,

面积60 亩
,

是 目前我国林业系统面积最大
、

种类较多
、

按属排列的一个 木兰园
,

在树种基

因资源保存
、

抗寒驯化
、

示范推广等方面已经或正在发挥应有的作用
。

木兰科树种花色艳丽
、

枝叶茂 密
,

是优 良的观尝树种
,

木兰园的建成
,

为富春江森林公园添上一景
。

鉴此
,

浙江省林业厅于199 2年 6 月25 日组织了木兰园营建成果鉴定会
,

聘请吴中伦
、

周家骏
、

徐荣章
、

彭立平
、

史晓华等11 位有关专家参加评审
。

专家们听取了课题组汇报
,

实地察看
,

一致认为
:
木兰园 营建

是成功的
,

它已成为人工基因库
,

育种的场所
,

木兰科树种开发利用的基地
,

该成果达到 了国内 林业系统

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
。

( 中国林科院亚林所 吴正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