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卷

‘

 

一

,   

  一  

   

, 一 ,  

一
,

℃
,

一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肠

.
W o rk in g in th e interero pping g ard en

,
t
h

e t e
m

-

p
e r a t u r e o

f w
o r

k
e r s ‘ e

l
o t

h
e s r e

d
u e e

d b y 0

.

5
~

1

.

5

’

C
w

h
i

l

e
t

h

e

m

o s
t

r e

d

u e r

i

o n a

p p

e a r e

d f

r
o

m

t

h

o s e

d

r e s s

i

n
g

i

n

w
h

i

t e a n

d

t

h

e

w

o r

k

e
r

s
, e

f f
e e t i

v e t e
m p

e r a t u r e a n
d

t
h

e
m

o s
t u n e o

m f
o r

t a
b l

e

t l n l e d
u r

i
n

g
a

d
a

y

,
t

h
e

d i
s e o

m f
o r t i

n
d

e x

C
a n

d 2

.

s h
o u r s

,

l 一3 an d l hou r

and the m o st diseom fortable tim e redueed b y 0
.
3~

0
.
8 resPeetiv ely

.
D ue to th e w orker‘5 e o

m f
o r

t a
b l

e n e s s
i
n

t h
e

i
n t e r e r o

p p i
n
g g

a r
d
e n

,
t

h
e

w
o r

k
e r , 5

p
r o

d
u e t

i
v

i
t y

i
n e r e a s e s a r o u n

d 2 2

.

6
% 一29

.
5%
.

K ey w ords agrofo restry eeosystem
,

p
e a e

h

一
t e a

i
n r e r e r o

p p i
n
g

,

m i
e r o e

l i m

a r e
,

l
a

b
o u r ‘s

e o
m f

o r t a
b l

e n e s s
,

l
a

b
o u r

P
r o

d
u e t i

v
i t y

F
u

M
a o y i

,

A
s s o e

i
a t e

p
r o

f
e s s o r

,

F
u

J i
n

h
e

( T h
e

R
e s e a r e

h I
n s r

i
t u t e o

f S
u

b
t r o p i

e a
l F

o r e s t r y

,

C A F F
u

y
a n

g

,

Z h
e

j
i
a n

g

3
1

1 4 0 0
)

:

H
u a n

g
S h

o u
b

o
( Z h

e

j
i
a n

g
A

g
r

i
c u

i
r u r a

l U
n

i

v
e r s

i
r
y

)

.

“

巨尾按种质胶丸常温保存研究
”

成果通过鉴定

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曹月华副研究员主持研究的
“

巨尾按种质胶丸常温保存研究
”

成

果于 199 4年 12 月 20 日通过鉴定
。

采用常温保存巨尾按种质资源
,

投资少
,

适合我国情况
,

对保护植物资源
,

发展优良按树造林有重要意义
,

专家们一致认为该成果兼具学术价值和 实践意义
,

成果总体上达到同类研究

的国际先进水平
。

本课题经过 3年的试验研究工作
,

建立 了巨尾按胶丸种质常温保存条件
,

取得了保存 10 个月
,

再生率达

52% 的好成绩
。

根据胶丸种质保存期间与代谢有关的胶丸种质的呼吸
、

叶绿素
、

可溶蛋白和多酚氧化酶几个

生理参数
,

以及过氧化物酶在 10 个月常温保存条件下的变化规律
,

发现了再生率和活力与生理参数的关系
,

从而为常温下采取限制营养供给和 低氧结合
,

实现种质长期保存提供了生理生化依据
。

并摸索出了胶丸种质

在保存期间胶丸颜色由绿逐渐转白或转黑过程与胶丸种质丧失生活力的关系
。

若阻断这一过程即可延长种

质保存时间
,

这一发现具有较高实践意义
。

( 陈荷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