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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 5 个地点n 个泡桐无性系 6年生测定林的生长资料
,

进行了 G x E 互作分析
。

采用

E b e比
a r t 等人的性状回归参数 bi 和 s少

,

T ‘氏的结构模型参数公和 众
,

测定了表型稳定性
、

遗

传稳定性和生长适应性
,

两种分析结果基本相同
。

同时也预测 了各地点的适生无性系
。

关. 词 泡桐无性系 遗传稳定性 生长适应性

在品种 区域化试验中
,

往往会出现同一品种在不同地区生长量表现出很大差异
,

其重要

原因之一
,

就是品种遗传型 和环境的互作
,

即品种的稳定性问题
。

通过对品种稳定性的研究
,

了解某环境因子对品种产量
、

质量的影响
,

便可针对这些 因

子
,

选育出一些对环境适应性强 的良种
。

同样
,

通过对品种稳定性的研究
,

便可 了解某一品种

对环境的适应特性
,

使在推广应用时更有理论依据
。

因此
,

在育种过程中
,

国内外许多学者

都十分重视对品种稳定性的研究
。

目前
,

国内已有杉木 [‘]
、

黑杨 派 杂 种 [z1
、

刺槐 [s]
、

毛 白

杨 I’] 等树种的报道
,

但有关泡桐的报道迄今未见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材料

参试材料有近年各地推广 的泡桐 (尸au lo 加nl’a Si e b
.

et Zuc c) 优良无性系桐杂一号
、

桐

选一号
、

Co o l ,

还有Co 6 1
、

C o 6 2
、

C 0 6 3
、

Cs o 4 一 4
、

C so 3 一 l
、

C 5 0 4 一 3
、

C 4 9 3 一1 ,

以 生产用

品种 C o 6 5为对照
,

共n 个无性系
,

林龄为 6 a
。

测定林分别建在四川资中县
、

沐川县
,

贵州兴仁县
,

山东充州县和安徽铜陵市
,

各试点

的自然概况 见表 1
。

统一采用完全随机区组没计
, 4 株小区

, 3 次重复
,

株行距5 m x 10 m
。

衰 1 各 试 验 点 的 自 然 概 况

海拔 土 澳 年平均 年降 相对 全 年

试验地点 (
’ 产

)N (
。 ‘

)E 地形 p H 温 度 水盘 湿度 初 藉 终 箱 总 日照

(m ) 质地 (℃ ) (m m ) (% ) (h )

山东省充州县 35 3 0

安徽省铜陵市 3 0 4 5

四 川省资中县 2 9 4 2

四川省沐川县 2 8 4 5

贵州省兴仁县 2 5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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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积的计算用中央断面区分段求积法
。

1
.

2 统计分析方法

各试点用树高
、

胸径
、

单株材积 的 小 区 均 值
,

表 型 稳 定 性 分 析 采 用 E b er har t 祖

R us se ll[ ‘1模型
。

遗传稳定性分析采用 T ai [e] 模型
。

遗传参数估算按照相应模 型的方差组成

分解计算
。

各种计算均在 IB M
一PC / X T 微机上完成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无性系与环境的互作方差分析

n 个无性系在 5 个地点的树高
、

胸径和材积 的G x E互作方差分析结果(表 2) 表明
,

树高
、

胸径和材积在无性系间
、

环境间和G x E 互作间的差异均为极显著水平
。

表 2 11 个无性系 G x E 互作方差分析

自 F 值
变异来源 由

—

—
度 树 高 胸 径 材 积

总 1 6 4

无 性 系 1 0 34
.

5 17 5 牛 今 2 2
.

20 8 4 晰 幸 3 4
.

8 7 3 2二

环 境 4 2 85
.

2 9 5 5 . 率 2 7 3
.

76 7 2二 6 2 3 4
.

2 5 2 1 * ,

无性系 x 4 0 17
.

8 5 3 9今 今 5
.

5 5 9 7 . 率 8 6 7 1
.

3 8 4 8 中 中

环境

重复/ 环境 10 1
.

7 1 1 0 0
.

5 6 2 9 1
.

17 2 9

机 误 1 0 0

为 了进一步比较n 个无 性系 之间 的差

异
,

对树高
、

胸径和材积生长量的均值进行

了LS R 显著性检验 (表 3 )
。

从表 3 可知
,

除

C O0 1和 C 4 93
一 1外

,

各 无性 系的树高与CK

比
,

均达到极显著差异
,

桐选一号表现尤为

突出
,

它和其他10 个无性系相 比
,

均达到极显

著差异
。

在胸径生长上
,

与对照相比
,

差异

达到极显著的有桐选一号
、

Co 6 2
、

CS O3二3
、

Cso4 一3
、

Cs o4一4
、

Co 6 i和桐杂一号
。

在材积主

长上
,

C 0 6 2
、

桐选一号
、

C 5 0 4 一4
、

C 5 03一 1
、

桐杂一号
、

C 49 3 一 1
、

C 06 1和 C 5 0 4 一 3与对照相比
,

分别达到极显著差异
。

表 3 泡桐无性系树商
、

脚径
、

单株材积生长t 均值的 L S R 检验

树 高 L 了R 胸 径 L S R 单株材积 L S R

无 性 系

——
无 性 系

——
无 性 系

( m ) 0
.

05 0
.

0 1 (e m ) 0
.

05 0
.

0 1

桐选一号

C 0 6 1

C 0 6 2

C 0 6 3

C 5 0 4
一

4

C 5 0 3
一

1

桐杂一号

C 5 0 4
一

3

C K

C 0 0 1

C 4 9 3
一 1

1 2
.

0 6 4 4

1 1
.

0 7 5 5

1 0
.

9 2 6 6

1 0
.

3 6 3 3

1 0
.

2 9 8 8

1 0
.

1 0 3 3

10
.

0 0 3 3

9
.

7 4 7 7

8
.

5 1 1 1

8
.

3 9 3 3

8
.

0 9 3 3

桐选一号

C 0 6 2

C 5 0 3
一 ]

C 5 0 4 一 3

C 5 0 4 一 4

C 0 6 1

桐杂一号

C 0 6 3

CK

C 4 9 3
一 1

C 0 0 1

2 3
.

9 1 1 1

2 3
.

7 2 2 2

2 2
.

7 0 0 0

2 2
.

3 9 4 4

2 2
.

0 0 0 0

2 0
.

匀4 4 4

2 0
.

7 8 3 3

2 0
.

5 6 6 6

1 8
.

0 8 8 8

1 7
.

00 0 0

1 6
.

0 5 5 5

C 0 6 2

桐选一号

C 5 0 4
一 4

C 5 0 3
一 1

桐杂 一号

C 4 9 3
一 1

C 0 6 1

C 5 0 4
一

3

C 0 6 3

CK

C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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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型旅定性分析

从表 4 中 n 个无性系基因型与环境互作的剖析结果得知
,

相对于综合离差
,

树高
、

胸径
、

材积三个性状的无性系效应
、

环境效应
、

G x E 互作效应均为极显著水准
。

环境 (线性 )也为极

显著水平
。
但 G X E (线性 )均无显著差异

,

表明 3 个性状的回归系数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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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4 E 和R . 型林合方位分析

自 F 值

变 异来滚 由

—
—

一
-

一一一
度 树 高 脚 径 材 积

总 5 4

无 性 系 1 0 4
.

7 9 1 2二 4
.

65 8 3二 3
.

6 06 1二

环 境 4 56
.

2 87 3二 6 1
.

0 2 6 4二 2 9 8 6
.

7 2 3 8二

无性系 x 4 0 1 1
.

5 74 7二 3
.

26 5 2二 3 7 9 0
.

35 1 2二

环境

环 境 1 1 0 8
.

5 2 6 2二 1 1 8 5
.

5 8 1 7二 3 2 8 1
.

4 65 6二

(线性》

无性系 x 1 0 1
.

3 55 6 1
.

1 05 9 1
.

7 9 1 1

环 遗

(线性 )

综合离差 33

图 1 一 3 反映出无性系的树高
、

胸径和

材积对不同环境的反应
,

都是近似线性的
,

说

明无性系在不同地点有不同的生长反应
。

环

境指数的变幅
,

树高为2
.

00 2一2
.

52 2 ;
胸径

为 4
.

2 4 ~ 5
.

7 0 6 ; 材积为 0
.

0 9 4一 0
.

13 1
。

桐

杂一号
、

C 0 6 2
、

C o 6 5
、

C s o 4 一4
、

C 5 0 3一 和

C 5 04 一3 的高生长潜势在优 良环境下 易于显

现
,

其他无性系高生长潜势则易在不 良环境

下显现
。

胸径生长潜势在良好环境下显现的

有桐杂一号
、

C o 6 2
、

C 0 6 5
、

C 0 6 3
、

C o6 一
、

C

5 04一4
、

C 5 0 3 一l和 C so 4 一 3 ,

其他无性系的胸

径生长潜势则易在不 良环境下显现
。

C 。。l
、

C O6 3
、

桐选一号和 C O65 的材积 生长潜势易在不良环境下显现
,

其他无性系则易在优 良环境下

显现
。

—
桐杂一号

- ~ , - 桐选一号
一 一 一 C O0 1

_
.

_ C 0 6 3

_
。

_ C 0 6 1

一
‘
一 C 5 0 4一 4

一 一 C 5 0 3一1

一 - 一 C S O4一 3

22263018
�日召训半州甲斌

1 0 1一
一 5

.

6 一 4
.

0 一 2
.

4 一 0
.

8 0 0
.

8 2
.

4 4
.

0 5
.

6

环掩指数

图 1 饱桐无性系脚径生长对环境 反户

0
.

32 0

0
.

26 0

0
.

200

户‘)翻华州彭�朴拭�
L七

八已)翻军姐牙东

一 2 一 1
.

卜 l
,

2一 0
.

于 0
.

4 0 0
.

4 0
.

8 1
.

2 1
,

6 二 一 0
.

1 一 0
.

0 6 一 0
.

0 2 0 0
.

0 2 0
.

0 6

厂卜典件针 环境指数

图 2 泡桐无性系树高生长对环境反应 图 3 泡桐无性系材积生长对环境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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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E 和R 模型
,

估算了无性系的两个稳

定性参数b ‘和 凡
2

(表 5 )
。

b
:

反映了无性系对

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和稳定性
。

当石 二 1 时
,

适应性和稳定性处于平均水平
; b < 1 时

,

为高于平均稳定性 ; 乡> 1 时
,

为不稳定性
。

从表 5 判断
,

在高生长上
,

不稳定无性系有

桐杂一号
、

C o62 和C K ; 高于平均稳定性无

性系有 C 06 1 、

C 0 6 3
、

桐选一号
、

C 4 9 3一 1

和 C 0 0 1 ; 经 玄检验
,

C 5 0 4一 3和 C 5 0 4一4的 b

值
,

与 b = 1 无显著差异
,

可视为平均稳定

性无性系
。

桐选一号
、

C 0 61 和 C 0 63 的高生长

居前三位
,

属速生且高于平均稳定性的无性

系
。

C 4 93
一1和 C 0 0 1则为慢生

、

高于平均稳定

性的无性系
。

在胸径生 长上
,

桐 杂 一 号
、

C 5 0 3 一 1
、

C 0 6 2
、

C 0 6 1
、

C 5 0 4 一4和 CK 对

环境敏感
,

适应性差
。

C 0 62 粗生长排第二
,

为速生不稳定型 ; C 5 0 4 一3 和 C 0 6 3 ,

乡二 z ,

为平均稳定性 ; 桐选一号
、

C 4 9 3一1和 C o01

为高于平均稳定性
。

桐选一号胸径生长量最

大
,

为速生高于平均稳定型无性系
。

在材积

生长上
,

不稳定无性系有C 0 6 2
、

C 5 03 一1
、

桐

杂一号
、

C s o 4 一4
、

C 5 0 4一 3
、

C 4 9 3一 i和 C o 6 1
。

其中 C 06 2 材积生长居首
,

为速生不稳定型

无性系
,

C 5 0 4 一4和 C 5 0 3一1也属此类型无性

系
。

高于平均稳定性的无性系有桐选一号
、

C o 6 3 、

CK 和 C oo l ,

其中桐选一号为速生

高于平均稳定型
,

C 0 6 3 、

CK 和 C O01 则属

慢生高于平均稳定型
。

2
.

3 遗传独定性分析

根据 T ai 提出的估测遗 传稳定性 的方

法
,

测算了n 个无性系的遗传稳定性参 数 a

和 艾
。

图 4 中 云和 艾值是代表两个互相垂直

的坐标
,

如果
a 二 0

,

双曲线的图型包含 a预

测值为 95 %
。

前两条垂直 线是 丸> 1 区 间

的上限
。

这 3 条垂直线把
a 、

久面积分成不同的

稳定性区域
。

A 区的品种属于平均稳定性
,

B 区的属于高于平均稳定性
。

由图 4 可知
,

在高生长上
,

高于平均稳定性的无性系有桐

的01
目冈00

.

对 目O阁1的0
.

0对O阁的92
.

州l的O
J
阁O的卜

.

的l的O阁仍00
.

州的O。阁NS工
.

Z娜O
,

阁门6的
.

目l哪O阁801
.

价因O
月

阁工卜的
.

州芍O目工访,
.

卜的OJ
国O的哪

.

1

。、S

(盆)

心lOt
.

ON邸的卜
.

0口娜O目
.

0OO的的的
.

0囚州州的
.

州呼9卜1
.

1L目洲卜
.

洲仍卜O州
.

叫小因工因
.

18工N囚
.

1的的的的
.

州

心叮巾0
.

0
.
叮璐哪1

.

0。

叮卜9问
.

0
+N卜璐N

.

0.
卜哟6洲

.

0
十的6ON

.

O.
6的6洲

.

0
十
工的N凶

.

0十
动州问囚

.

0
+
囚嘴N囚

.

0+卜目曰2
.

0

彩担

叫000

昌Q

仍90口

今|烈军

洲09口

工-仍6侧Q的
l

呼O的口,哪O的口中、报早工
,

的0的曰

N公OQ

吸攀暇

口的卜0
.

翻l00州N
.

州|0的6的
.

11价000囚
.

Lo 0的目卜
.

洲的0020
.

0|000的的
.

尸|O卜NO
.

州

闪O
·
阁哪N洲

.

仍

工卜卜的
.

价的卜的0
.

叻

可闪T翻
.

000叫卜
.

0
切9卜

.

的的0
.

呼的60
.

19ON[
.

州对州叫叼
.

1的9的T
.

1卜LO州
!

问19的2
.

洲的的的的工

。
的功的0

.

91
!
0000

.

卜工
+
T11口

.

时囚
.999的ON千

哪寸6的
.

闪N.0888
.

8叫+0000
.

NN+
甘呼哪0

.

02+NNN卜门N

+
卜

.

22

+的的的卜ON

100口
1

1

的O哪口
少|喇幕

的gOQ

的l呼0的O

昌口

寸。哪O助曰
TgO曰囚gOQ

州l的0访曰
牵|报军吸纷叹

的甘的的工的的的
.

0
I
n的O仲

.

1900口的仍囚
.

01016的
.

0
,

月的60
.

旧叫
l
的6甲口O灯N

.

0100的6的
.

0
十
哪哪OO

.

N叫中|钱军

20
!
闰09?8900600

.

0
十
仍的9门

.

10的OOp

Z卜ON灼州闪0
.

0 +
场卜场0

.

11工gOQ仍8功
.

0叼囚仍0
.

州
+
0086N

.

O工叼
·
叼O的曰N卜卜

.

09190
.

州
.

哪卜卜卜
.

0仍呼O助p哪口场
.

090闪州州
+仍仍10

.

011
-
仍O的Q

闪O‘阁甘闪0
.

仍·卜O钊凶
.

1
-
工州州璐

.

8昌Q

aOO州
.

0ON6勺
.

州
+
0N6.

.

O州NOOQO”co;9OCOO
.

工
+
的的00

.

10中|簇霉
。ps�心山

l

⋯
一
l

⋯
l俄刘服

(H)健粗

裁.软翻早侧屏邢翁玲�议�能粉
.

�自�必盈
;

�泊�姐东略攀以恩月

的镶

刃冷迥令十-!肠翅刃冷卜长
.+.划



52 a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5 卷

。
_

{昧十厂认
C 0 6 1

’

C SO4一 3

号1

以、透以呢f润O

6

〔

6

树高

凡= 3

JZ了

p 吕0 9 5

‘

C O弓2‘C o弓2
.

。

L 。七J

‘- ~ d C 毛U 。

桐杂一号
。

“

风
,

C0 6

飞
J 艺卜p们司选

~ ~ 一~ 一~
一

。

!001
扫”cC

,

b

1 0 1 2

0

一 心
.

2

一 0
.

心

一 、
.

0

桐杂一号

选一号和 C 4 9 3一 1 ; CK
、

C 0 6 2和 C 0 0 1
、

桐

杂一号属于不稳定性
,

其他无性系为平均稳

定性
。

在胸径生长上
,

高于平均稳定性的有

桐选一号
、

C 4 9 3一 1
、

C O01 , 桐 杂一 号和

C 50 3一1的 几值大
,

归于不稳定性无性系 ; 其

余无性系属于平均稳定性
。

在材积生长上
,

桐选一号
、

C 0 6 3
、

C K 和 C 0 0 i 位于 B 区
,

为高于平均稳定性
,
桐杂一号和 C o62 为不

稳定性无性系 , 其余的无性系属于一般稳定

性
。

2. 4 无性系选择

在遗传稳定性
、

生长适应性分析的基础

上
,

结合基因型效应值 g f
、

G 火 E 互作效应

值 (示)i j及环境效应值 (式)进行 优良 无性

系的综合评价
、

选择
。

从表6( 见下页 )可知
,

桐

选一号高生长在5个地点均居前列
,

而且适应

性强
,

具有高于平均稳定性的特点
。

C 0 61 在

5个地点表现均好
,

稳定性一般
,

适应性强
。

C

06 2和桐杂一号分别在究州
、

沐川和资中
、

充

州表现较好
,

遗传稳定性均较差
,

适应于较好

的环境
。

C o 01 和 C o63 分别在资中和铜陵

表现较好
,

前者遗传稳定性较差
,

适于较差

的环境 ; 后者遗传稳定性一 般
,

适 应 性 较

广
。

3 结论

图 4 11 个无性系材积生长遗传稳定性分布

(2) 经多点试验和 G X E 互作分析
,

(1) E 和R 表型稳定性分析结果与 T al

遗传稳定性分析结果大体接近
,

但仍存在一

些差异
。

在实际应用中这两种方法均可采用
,

或任选一种
,

尤其是在供试材料
、

地点较多

的情况下
。

但T ai 氏的方法 更具有判断的直

观性
,

更为实用
,

也能更深刻地反映出品种

遗传稳定性的实质
。

选出 6 个优良 无性 系
,

可 在 其适 应 的 地 点推

(3) 在 n 个供试材料中
,

桐选一号表现最佳
,

树高
、

胸径
、

材积生长均速生
,

并高于平

均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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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G x E 值 资 中

泡桐无性系 区试树离(川)汀
、

Ij
、

娜)的浩择结果

充 州 兴 仁 沐 川 铜 陵 基因型效应值

桐杂一号

桐选一号

C 0 0 1

C 0 6 2

C 0 6 3

C 0 6 1

C 4 93
一

1

C 5 0 4
一 4

C 5 03
一 1

C 5 04
一

3

CK

1
。

4 5 1 6

0
.

0 9 7 1

1
.

7 7 4 9

0
.

2 6 8 2

一 0
.

4 2 5 1

一 0
.

5 4 4 0

0
.

3 9 8 2

一 0
.

7 5 3 3

一 0
.

9 1 5 1

一 0
,

8 4 9 5

一 0 4 9 9 5

1
.

1 4 0 4

一 0
.

9 8 7 4

一 1
.

7 1 9 6

0
.

9 2 3 7

一 0
.

0 9 9 6

一 0
.

0 2 8 5

一 1
.

2 5 6 9

0
.

3 2 8 1

0
.

5 9 7 0

0
.

4 2 2 0

0
。

6 3 2 好

一 2
.

5 9 2 2

0
.

8 9 0 2

一 0
.

0 5 4 4

一 1
.

1 9 2 1

0
.

5 2 4 6

0
.

5 7 2 4

0
.

8 6 1 3

0
.

4 2 9 0

0
.

3 1 7 9

0
.

4 2 6 8

一 0
.

1 8 3 2

0
.

03 1 0

1
.

0 0 2 0

0
.

3 2 1 1

1
.

0 3 1 4

0
.

3 1了2

1
.

0 0 1 0

一 0
.

4 1 2 7

一 0
.

0 1 0 0

0
.

3 2 6 7

一 0
.

6 0 2 1

一 0
.

1 7 1 6

一 0
.

9 5 1 4

0
.

5 9 2 1

0
.

0 8 4 2

一 0
.

9 1 7 0

1
.

0 5 7 4

1
.

2 1 3 9

一 0
.

1 1 1 7

0
.

3 1 8 7

一 0
.

7 1 0 1

一 0
.

0 6 9 8

0
.

0 3 1 2

0
.

0 4 1 4

2
.

1 02 5

一 1
.

5 68 5

0
.

9 4 6 7

0
.

4 0 1 4

1
.

1 1 3 6

一 1
.

8 6 8 6

0
.

3 3 6 9

0
.

1 4 1 4

一 0
.

2 14 2

一 1
.

4 5 0 8

环境效应值 一 0 5 2 2 0 2
.

5 2 2 0 一 2
.

0 0 2 0 1
.

0 3 1 6 0
.

3 1 1 9 9
.

9 6 1 9

中选无 性系

桐选一号

C 0 6 1

C 0 0 1

桐杂一 号

桐选一号

C 0 6 1

桐杂一号

C 0 6 2

桐选一号

C 0 6 1

桐选一号

C 0 6 1

C 0 6 2

桐选一号

C 0 6 1

C 0 6 3

平均 育种

增益 (% )

树高 1 7
.

4 0

材积 5 9
.

1 5

1 9
.

9 0

7 9
.

9 4

1 8
.

7 0

6 0
.

1 5

1 9
.

6 1

7 1
.

3 7

1 6
.

94

5 4
.

8 0

平均

(% )

1 8
.

6

6 5
.

0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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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 e r h a r t
一

R u ss e ll m o d e l a n d T a i
’
5 s t r u e tu r a l m o d e l

.

V a r ia n c e a n a lys is in d i
-

e a te d t ha t th e e lo n e e ffe e t , s it e e ffe e t a n d e lo n e x s ite in te r a c tio n e ffe e t

a re g r e a t s ig n if ie a n t
.

G r o w n a d a p ta b ility a n d g e n o typ ie s ta b ility in d e x e s

o f p a u lo w , : ia e lo n e s w e r e
一

e s rim a t e d u s in g t h e r e g r e s s io n e o e ffie ie n t (b ) a n d

d e v ia t io n fro m r e g r e s s io n m e a n s q u a r e (Sd
Z
) o f E & R m o d e l

, th e s tr u e t u ra l

a n a lys is P a r a m e te r s a a n d 艾 o f T a i
’
5 m o d e l

。

T h e r e s u lt s fo r a n a lys is o f

s ta b ility a n d a da P ta b ility fr o m tw o w a ys a re s im ila r
.

C lo n e s w e r e e v a lu a t e d ba s e d o n th e g e n o tyPic s ta b ility a n d g r o w n

a d a p ta b iliry
.

K e v w o r d s p a u lO Z护n fa c lo n e s g e n o typ ie s ta b ility g r o w n a da p ta b ility

分
‘, 劫每

‘, 石 , ‘介‘尹, 朴娜燕叫锹‘
, 翔勿

‘‘
.

孙孙助
‘, ‘, ‘, ‘, 孙

‘, 劫
‘, 笋,

助
‘, 介孙孙介

.

衡
为

助衡冲娜
‘,

介绍《中国菌种 目录》英文版

书名
: C H IN E S E C A T A L O G U E O F C U L T U R E S ; S e e o n d E d it io n 〔《中国菌种日录》第二版〕

作者
: C H IN A C O M M IT T E E F O R C U L T U R E C O L L E C飞

’

IO N S O F M IC R O O R G A N IS M S

〔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菌保会 C C C C M )〕编著
‘

内容简介
:
本 日录是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

,

组织本系统所属的 7 个菌种保藏中心 12 个单位
,

共同编写的第二版全国性的菌种目录
。

第一版是中文版
,

于 1 9 8 3年由轻工业出版社出版
。

经过10 年的发展
,

各保藏中心所保存的微生物菌种
,

数量增加很大
。

为了使这些新资源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 作用
,

便

于网际交流
,

因而本日录除增加内容外改用英文出版
。

本口录共编辑了涉及普通 农业
、

林业
、

工业
、

医学
、

稗队和抗生素等微生物 李业的有关菌种 1 0 6 85 株(第一版为6 05 5株 )
。

本 目录可供有关科研
、

教学
、

生产 单

位如农业
、

林业
、

畜牧业
、

发酵厂
、

药厂
、

医院等在利用微生物资源时
,

选择其所需要的适用菌种
。

本日录的主要章节
:

‘
!

,
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竹理委员会组织系统

,

序言
,

第一版绪言
,

缩写 (国内外各菌种 保藏 机构名 称的

缩写 A B B R E V IA T IO N S)
,

专业术语缩写
,

菌种名录〔侮一菌 (毒 )神包括拉丁学名
,

中文 译 名
,

菌(毒 )

株 侮 株 菌 种都列出其来源
,

分离基物
,

分离地
,

土要用途或特性
,

适宜 的培养基和培养温 度〕
。

按类别 分

为 以下章节
:

1
.

病毒 《动物病毒
,

植物病毒
,

噬菌体 )
,

1
.

细菌
,

1
.

放线菌
,

万
。

酵母菌
,

V
.

丝状真菌
,

培 养堪 (侮种 苗 甚至每株菌各需要适合J七生 长特殊组成的培养基
。

因而在每一菌株后都列出适于其 生长的

培养毯编号
。

本节共提供了20 8种培养驻的组成 )
。

本书将于 1 9 92 年10 月出版
,

侮本 7。元左右
,

请订购者直接与林业菌种保藏中心 联系
,

地点
:
北京万寿

山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林业菌种保藏中 心 (邮政编码
: 1 0 0 0 9 1 )

,

电话 2 5 8
、

2 2 11 一 6 2 5
,

联系

人; 刘惠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