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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9 8 9 年秋季
,

用样地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
,

研究了分布于山西省关帝山寨则沟地区的

中国沙棘的树型
、

发枝力
、

棘刺
、

果 色
、

果形
、

果实重量等性状的变异
,

探讨了主要经济性状 间

的相关关系和各主 要性状的组 配情况
、

分布形式和种群表型结构特征
。

指明关帝山的中国沙棘
,

是以主千型枯黄色
、

近圆果形植株为主体的多态型种群系统
。

百果重值较大
,

产果量较丰
,

可作为

生态经济型造林用种的候选采种基地之一
。

关. 饲 关帝山 中国沙棘 种群 丧型结构

中国沙棘(H ip p o p几a e r人a 二 , o 玄d e s L
.

Su b s p
. s io e : 5 15 R o u s i)遗传结构复 杂

,

各种性

状变异幅度很大
,

了解各种变异的情况以及各种性状变异之间的关系
,

确定优良种质资源之

所在
,

对探索中国沙棘的种群分化和演进
,

对沙棘种质资源类型的划分
,

以及沙棘的遗传改

良
,

均 具重要意义
。

为此
,

于 19 8 9年的果实成熟季节
,

在关帝山寨则沟
,

对中国沙棘种群作

了系统的调查 和分析
。

1 调查地区概况

关帝山位于山西省中部
,

调查地区位 于 1 1 1
0

3 0 ‘~ 1 1一
。

3 5 ‘
E

, 3 7
0

3 2 ,

一5 7
0

3 5 ’
N

,

为

中国沙棘夭然分布的中心 区之一
。

年平均气温7
.

0 ℃
,

极端最低气温 一 15
.

0 ℃
,

极端最高气

温 3 0
。

0 ℃
,

无霜期1 2 0 d 左右
。

年均降水量6 0 0 们以nn
。

海拔1 0 0 0 ~ 2 1 0 0 m
。

土壤为 山 地 褐

色土
,

土层厚度 3 0~ 6 0 e m
。

PH 值 7
.

0 左右
。

分 布区面积约 1 0 0 0 hm
Z 。

树龄 范 围 为 3 ~

3 2 a ,

平均树龄 Io
.

7 a
。

2 研究方法

沿分布区的中心地带设置调查线
,

在调丧线上设置样方
,

然后按性状进行样方调查
。

样

19 9 2一0 3一2 8收稿
。

平本文是
“ 一

匕五
”

国家科抹重点玫关项 目
“

沙棘资源开发
、

良种选育及合理经营的综合研究
”

中的部分研究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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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间距 1 00 m
,

样方面积 6 m 火 6 m
,

样方总数 30 1 个
,

调查总株数3 5 3 0株
,

其中详细记载

的样株3 32 株 (雌株26 9株
,

雄株63 株)
,

同一灌丛由萌萦形成的分生株
,

只统计株数
。

树龄的确定方法是
:

对树龄小
、

不同年度抽生的枝段容易分辨的
,

依枝段的年龄差异计数

树龄
; 树龄大

、

枝段不易分辨的
,

则依年轮数计算(通常10 龄以上的枝段分辨不清 )
。

在南
、

北

方向的骨干延长枝上
,

每方向随机选取 10 个果粒
,

实测果实纵径 (长度 )
、

横径
、

果柄长度
、

鲜果

百粒重
、

种子千粒重
、

种子长度和宽度
。

实测位于南 向骨干延长枝上的枝条长度
、

发枝数
、

棘刺数
,

并选择有代表性的中位枝段
,

测定 1 0 c m 长度枝条上的叶片数
、

叶片长度和宽度
。

3 结果与分析

3
。

1 性状变异情况

根据26 9个雌株性状变异 的调查材料
,

统计其均值
、

变异范围
、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表 l )
。

发枝数是指 2 年生枝段上萌生的新枝数量
, 2 年生枝系的棘刺数是指 2 年生枝系的棘刺总数

。

果形系数是指鲜果纵径与横径之比
,

种形系数指种子的长度与宽度之 比
。

表 飞 18 个性状的变异情况

均 值 变异范围 标 准 差 变异系数

长 度 (e m )

发 枝 数(个 )

顶端延长枝长度 (c m )

中位侧枝长度(c m )

叶片密度 (片/ 1 0
e m )

叶片均长 (c m )

叶片均宽 (c m )

二年生枝系

当年顶端延长枝

当 年中位侧枝

果 柄 长 (e m )

鲜果百粒重 ( g )

横 径 (e m )

纵横径平均(cm )

果 形系数

长 度(e m )

种形系 数

千 粒 重 ( g )

3 7
.

5 1 7

1 1
.

7 4 4

20
。

8 ~ 6 9
.

5

3
.

0 ~ 3 7
.

0

1 3
.

03 7

5 3 6 1

0
.

3 4 7

0
.

4 5 6

年枝二生

1 7
.

4 3 7

8
.

8 2 9

1 6
.

9 2 9

4
.

5 6 7

0 5 6 1

6
.

0 ~ 3 3
.

9

2
.

6 ~ 3 0
.

0

4
.

0 ~ 4 1
.

0

2
.

2 ~ 7
.

0

0
.

3 ~ 0
.

8

7
.

4 2 7

4
.

3 9 2

6
.

7 8 5

8 0 6

1 4 1

0
.

4 2 6

0
.

4 9 7

0
.

4 0 1

0
.

17 6

0
,

2 5 1

当年枝枝叶

棘刺数

(个 )

1 4
.

6 4 7

2
.

5 2 8

1
.

3 16

l ~ 5 2

0~ 8

0 ~ 2 5

9
.

6 0 2

2
.

2 0 9

2
_

1 9 7

0
.

2 2 5

1 8
.

2 6 4

0 6 6 0

0
.

6 25

0
.

9 0 7

0
.

0 5 ~ 0
.

4 1

7
.

3 ~ 3 1
.

8

0
.

4 0 ee 0
.

8 5

0
.

3 9 ~ 0
.

7 9

0
.

7 8 ~ 1
.

1 0

0
.

65 6

0
.

8 74

1
.

6 6 9

0
.

3 33

0
.

2 6 0

10 8

1 03

0
.

05 7

5
月,.任
压2

叮‘
4
品056n�刃了n一一Unl

0
.

3 3 0

1
.

5 0 3

8
.

4 52

0
.

2 6 ~ 0
.

4 0

1
.

0 8 ~ 2
。

0 0

5
.

4 ~ 1 3 0

0
.

02 8

1 3 4

4 7 7

0
.

08 5

0
.

08 9

0
.

17 5

种子

从表 1 可以看出
,

营养器官的变异
,

大于生殖器官的变异
,

在生殖器官中
,

鲜果百粒重

的变异
,

大于其它性状
。

此外还调查了树型和果实颜色的变异情况
,

结果表明
:

树型为主干型
、

双千型
、

灌丛型

三类 ; 果色有桔黄
、

桔红
、

黄
、

红
、

黄绿五种
。

3
。

2 不同树龄间的性状差异

将种群调查材料按树龄进行统计
,

发现有些性状有年龄差异
。

现以主干型桔 黄果 类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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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将其性状的年龄差异列于表 2
。

从表 2 可知
,

不同树龄间的性状表现程度不同
,

有些有

一定规律
,

有些看不出规律
。

规律性比较明显的是棘刺数和鲜果百粒重
。

裹 2 不同树阶的性状理异

树 龄 (a ) 5 6 1 3 1 4

二 年

生枝

长 度 (e m )

发 枝 数

顶 端延长枝长度 (c m )

中位侧枝长度 (c m )

二 年生枝系

当年顶端延长枝

果 柄 长 (e m )

鲜果 百粒重 ( g )

横 径 (em )

纵横径平均 (c m )

果形系数

长 度 (em )

种形系数

千 粒 重 (g )

::
’

‘

:: :: ::
‘

“

当年

生枝

棘刺

数

2 2
.

3

8
。

6

18 3

7 吕

16
.

8
。

16
.

9

5
.

8

1 8
.

4

9
,

7 :; :
,

:
1 0

2

咋‘内」
.口

,.0曰一七3,三心工内七nJ
. .

O�,J�bZ
�.三J.1

0
.

1 6

17
.

5

。

] 9

6 2

6 5

,二,曰内」O曰,叨臼眨

:
恤

丹Un仙
. .二

0
.

2 4

] 9
.

6

0 6 5

0
.

6 3

0
.

9 2

0
.

2 0

1 9
.

0

0
.

6 1

0
.

6 4

0
.

9 0 ::

0
.

2 1

1 7
.

5

0
.

5 9

0
.

6 4

0
.

8 8

::

0
.

2 0

1 9
.

4

0
.

6 2

0
.

6 7

0
.

8 7

3 8
.

9

10

1 6
.

6

9
.

8

11

2

0
.

2 5

2 0
.

3

0
.

6 3

0
.

6 5

0
.

9 3

2 0
.

0
.dn�吕魂七68O�n甘0

状某实况

一一
::

0
.

3 4

1
、

4 8

9
.

0

:
.

::
0

.

3 3

1
.

5 1 : ::
8

.

4 8
.

0 8
.

9 7
.

8 9
.

0 9
.

4 8
.

4 9
.

9

棘刺数的变化趋势是
: 从 5 年生算起

,

随着树龄的增加逐渐减少
,

到 n 年生时又有增加
,

而后又减少
。

鲜果百粒重的变化趋势
: 从 5 年生算起

,

先是增加
,

到 6 年生后逐年减少
,

到11 年生时

又有增加
,

以后又逐年减少
。

可以看出
,

有些性状表现是随树龄变化而变化的
,

研究和评价某一性状特点时
,

应该估

计到树龄因素的影响
。

结合多种性状表现还可 看 出
,

中 国 沙棘在个体发育中存在着若千个

发育时期
,

从开始结实到 11 年生左右
,

大体为一个发育周期
,

这个时期一些性状呈有规律 的

变化
,

到 11 年生后
,

老枝衰退
,

开始更新复壮
,

又转向一个新的发育时期
。

3
.

3 主要性状变异的甄橄分布
3

.

3
.

1 树型 主干型占83
.

0 % ; 双干型 占12
.

0 % , 灌丛型占5
.

0 %
。

3
.

3
.

2 果实颜 色 桔黄色占5 2
.

8 % ;
桔红色占2 4

.

2 % ;
黄色占1 4

.

5 % , 红色占7
。

8 % ,
黄

绿色占0
。

7 %
。

3
.

3
.

3 果形系数 以果形系数为横坐标
,

以样方内出现的株数为纵坐标
,

绘成果形系 数 分

布 曲线图
,

示明其频数分布
。

其中横坐标点的数据
,

为各分组的中位值 (以下各图含义相同 )o

果形系数的频数分布情况如图 1
。

从图 1 可以看出
,

果形系数基本上属于常态分布
,

以近圆

形果为主体
,

向两侧逐渐变化
,

但其右翼延伸较远
,

并出现少量长圆果植株
。

而在扁圆与近圆

形果之间
,

有为数不少的中间型个体存在
。

3
.

3
.

4 鲜果百拉重 从图 2 可以看出
,

关帝 山寨则沟分布的中国沙棘
,

在总体上其鲜 果 百

粒重较甘肃省等地的重川
,

是较好的果用林采种基地
。

鲜果百粒重的分布形式
,

属常态分布
,

但其右翼有一段波状延伸
。

形成一个与总体连接
,

但又有特点的大果植株分群
,

是可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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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盈�
.仓

00孟八‘
截幸

O L we 一‘一

一
一0

.

7 9 0. 8 2 0
。

8 5 0 .

8 弓 0 9 1 0
。

9 4 心
,

9 7 1
.

0 0 1
。

0 3 1
.

0 6 1 心,

果形系数

图 1 果形系数分布曲线

育种材料之一
。

3
。

3
。

5 果柄长度 果柄长度与沙 棘果 采摘

的难易直接关联
,

所以育种工作者一直注意

果柄的变异情况
,

以求选到长柄易采的育种

材料
。

从图 3 可知
,

果柄长度 的变异幅度大
,

有充分选择的余地
。

果柄长度分布曲线
,

已

不是典型的常态分布
,

而是出现了某种程度

的分割
,

有着类型分化的倾向
,

至少在调查

区域内如此
。

3
。

3
。

6

3
。

3
。

7

种形 系数

棘利数

从图 4 可以看出
,

种形系数的变异幅度较小
,

其分布属常态分布
。

棘刺给人类栽培管理
、

特别是采摘果实带来不便
,

育种工作者 希 望能选育

翔 八‘。

! / \
_

霆
3 。

} / \入 鑫
Z Q 十 / 、

, 。

尸毛盗犷下犷丽
8

.

55 1

5 22
2 0

。

55

5 5 2 6
.

5 5

2 4
.

5 5 28

3 0
.

55

5 5 段镜
百粒重 (妒

旅了了下下翁飞
.

窗下了斌渝
果柄长度 仕。、

图 2 鲜果百粒重分布 曲线 图 3 果柄长度 分布 曲线

出无刺或少刺的类型
,

为生产所用
。

从图 5 可知
,

棘刺数的变异幅度极大
,

有充分的选择余

地
。

其分布形式近似于正偏斜分布
。

0O亡U
日“

60

撅
耸 4 0

级
耸

O r 二二孟一一J 一
~

1
.

10 1
.

2 6

图 4

1
.

4 2 1 .

58 1
.

7 4 1
.

9 0 2
.

0 6 空吮
种形系数

9 ~ 12 1 7~ 20 2 5~ 2 8 33 ~ 3 6 4 1~ 4 4 49 ~ 5 2

棘刺数

种形系数分布 曲线 图 5 2 年生枝系棘刺数分布 曲线

3
.

4 性状相关及主要性状之间的组配

对所调查的各种性状
,

分别作自变量和依变量的散点图分析
,

表明多数性状之间是随机

组合的
。

因此
,

关帝山的中国沙棘的多态型表现
,

乃是这个种群系统适应于多变环境的存在

形式
,

是总的基因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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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些性状
,

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表 3 )
,

给相关选择创造了一定条件
。

表 3 中

几对性状之间均 属直线相关
,

但相关不紧密
。

另果实颜色与鲜果百粒重之间
,

也有一定的相

关性
。

桔黄色果的鲜果百粒重平均为18
.

7 9 ,

黄色果为1 8
.

2 9 ,

桔红色 果为 16
.

2 9
,

红色

果为 15
.

6 9
。

裹 3 几个主要性状之间的回归式及相关系橄

相 关 的 性 状 回 归 式 相 关 系 数

种子千 枚重 (x )与鲜果百校重 (夕) 以二 2
.

9 9 2 + 1
.

9 8 0 x o
,

5 42

果柄长 (x )与果形系数 (夕) g 二 0
.

8 4 6 + 0
.

28 lx 0
.

3 9 5

发枝数(x )与棘刺数 (梦) g 之 1 0
.

7 4 2 + 0
.

5 05 沉 0
.

2 2 0

从 总体
_

L看
,

各种性状之间可以自由组配
,

但组配的 比例并不平衡
。

其中以主干型
、

桔

黄色的近圆形果
,

鲜果百粒重 15 一20 9 的 比例最大
,

为3 6
.

1 % ; 主干型
、

桔红 色的近 圆形

果
,

鲜果百粒重15 ~ 20 9 的占19
.

7 % ;
黄绿果者均为近圆形的小果

,

鲜果百粒 重 在巧
.

0 9

以下
,

其树体主干型所占比例不足 1 %
。

其它各种组配
,

所占比例高于黄 绿果
,

但低于桔黄

果和桔红果的组配
。

所以
,

关帝山的中国沙棘
,

是以主干型
、

近圆形的桔黄果为主体的多态

型种群系统
。

4 结语和讨论

(1) 关帝山的中国沙棘
,

是以多态型存在的复杂的种群系统
,

侮个性状都有幅度很大的

变异
,

其中营养器官的变异
,

多大于生殖器官的变异
,

而在生殖器官中
,

果柄长度和鲜果百

粒重的变异
,

又大于其它性状
。

在选择育种中
,

应该充分估计到这种情况
,

并加以利用
。

(2) 各个数量性状的变化
,

已不完全 属于常态分布
,

而是在常态分布的基础上
,

有了一

定分化
,

如果加以人为的干预
,

将会加速发展
,

演化为多种类型
,

中国沙棘的选择育种
,

有

着巨大潜力
。

(3) 在种群内多种性状组合均可出现
,

但出现的频率差异极大
,

关帝 山中国沙棘出现频

率最高的组合
,

比较有利于人类栽培利用
,

因此具备选作采种林分的基本条件
,

可以选作母

树林经营
。

(4) 中国沙棘从开始结实
,

到 n 年生左右
,

形成一个小的生理周期
,

在此周期内
,

结实

教和鲜果百粒重等
,

呈现较有规律 的变化
,

果实产量逐步提高
,

但鲜果百粒重在达到高峰后

逐渐降低
,

至1 1年生后
,

树势转弱
,

若干枝条开始更新
,

转入到一个新的周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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