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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树属  树种繁多
,

共 。多种
,

其中绝大 多数为澳大利亚的特有树种
。

芳香

油按树是指以利用按属树种的叶油腺细胞分泌出来的一种芳香油为主要生产目的的按树树

种
。

在澳大利亚 芳香油按树的遗传资源非常丰富〔’〕
,

按叶油生产已有上百年历史
’ 。

按树芳香油在医药
、

日化工业
、

食品和化妆品生产中应用广泛
。

福建省是我国按树芳香油

的主要产区之一
,

主要是柠檬按
。

为丰富我国南亚热带地区芳香油按树基因资源
,

发掘其在森

林生态系统中的应用潜力
,

中国林科院与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 合作进行该试

验研究
,

其中铁木按 ’
” 是我国首次引进的树种

。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种子由澳大利亚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树木种子中心提供
。

用作对照的

柠檬按
。 

·

采自福建省长泰县
,

可视为引种以后经过发展起 来的驯 化群体
’ ,

树种与种源详细资料见表
。

表 试验树种与种源概况

尸子,乃仁,
‘内舀合
‘“

种 批 号

,

 !

 !

 

 !

对 照

树 种

史密斯按

贝克按

丰按

白木按

白木按

白木按

毛皮按

毛皮按

多苞按

多苞 按

铁木伐
铁木按

铁木 按

铁木按

库拉巴按

柠橄校

产 地 纬 度
‘

 

 

 

经度
“ ‘

海拔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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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新南威尔士 卜
,

昆士兰
,

南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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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树种的生物学描述

史密斯按 ￡ ” ’’
,

大乔木
,

树高达
。

分布于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

州
, ,

海拔
。

最热月平均最高温度
,

最冷月平均最低温度

〔
’ ,

霜期
,

年降水量
。

鲜叶出油率 写
,

按树脑含量为

写
。

毛皮按  乙
,

大乔木
,

树高
,

胸径
。

分布于新

南威尔士
,

一
“ ,

海拔 一
,

最热月平均最高温度
,

最冷月平均最

低温度一
。

霜期 年降水量
。

鲜叶出油率
,

拢

牛儿醇乙酸酷含量为 写
。

铁木按
,

乔木
,

树高  
。

分布于维多利亚州
,

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的内陆地区
,

25 ~
3 90 5

,

海拔 0~ 6oo m
。

最热 月平均最高温度 32 C 以上
,

最冷月平均最低温度 3~ 5
‘

C

。

霜

期 20 (l
,

降水量 37 5~ 625 m m
。

鲜叶出油率 0
.
5% ~ 2

.
5 %

,

按树脑含量为 65% ~ 75%
。

( 4) 丰按 (E
.
di v es S cha ue

r )
,

中等乔木
,

树高 15 一25 m
。

分布于新南威尔士州南部和维多

利亚州丘陵地带
,

34 ~ 39

“

S

,

海拔 160 ~ 1 300 m
。

最热月平均最高温度 23 C
,

最冷月平均最低

温度 0~ S C
,

降水量 625~ 1 250 m m
,

冬季降雨型
。

干形差
、

多枝
。

鲜叶出油率为 3
.
0肠~

6
.
0 %

,

按树脑含量 60% ~ 75 %
。

( 5) 多苞按 (E
.
p oly bra ct ea R

.
勘k
er)

,

灌木型
,

树高 10 m
。

分布于新南威尔士州中部
,

维多

利亚中部
,

纬度 34 ~ 36
.
50 5

,

海拔 150 ~ 300 m
,

冬季至夏季降雨 型
,

降水量 400 ~ 500 m m
,

最

热月平均最高温度 30 C
,

最冷月平均最低温度 3 C
,

霜期 10 d
。

鲜叶出油率为 0
.
7% 一 5

.
0 %

,

按树脑含量 60 % ~ 93%
。

( 6) 白木按 (E
.
lo
co勺

,
l训 F

.
M u e!!)

,

乔木和灌木型两种
,

树高 20 ~ 30 m
。

分布于南澳大利

亚州
、

维 多利亚州
,

32

.

5
~

3 8

.

2

“

S

,

海拔 160 一600 m
,

冬雨型
,

降水量 40 0~ 900 m m
,

最热月平

均最高温度 27 一 32 C
,

最冷 月平均最低温度 3 C
,

霜期 5一 巧 d
。

鲜叶出油率 0
.
8 % ~ 2

.
5环

,

按树脑含量 65 % 一 7 5 %
。

( 7 ) 贝克按 (E
.
b“k e ,

一

1
M

a
i
o

l

e n

)

。

( 8 ) 库拉巴按 (E
.
‘
、

oo

l

a

b

u

h B
l

a

k

e

l

y 乙 Jaeob
s)

。

1

.

3 试验设计与数据分析

试验地点位于福建省华安县华丰镇
。

1
17

.

5

“

E

,

2 5

“

N

,

海拔 150 ~ 200 m
。

年平均降水量

1 448~ 2 023 n、rn
,

年平均温度 17
.
5一2 1

.
4 (

’ ,

最冷 月平均 温度 12
.
2 (

’ ,

绝对最低温度 一 9

C
。

试验设计为 4 m x 4 m 方形格子14]
,

5 次重复
,

6 株又 6 株方形小区
,

株行距为 l m 丫 1
.
5 m

。

1 9 9 0 年 11 月播种
,

出苗 5 周后移入营养袋内
。

1 9 91 年 4 月底造林
。

苗高 20
(
二 左右

。

全面整

地后挖撩壕
,

规格 40
。
m x

30
c
m

。

造林前施过磷酸钙 100 9/株
,

造林三个月后追施 NI
,
K 复合

肥 luo g /株
,

林地除草一次
。

定植后于每年 3 月初进行全林调查
,

观测各种源的生长情况
,

测定

因子有树高
、

胸径 (地径)
、

保存率
、

冠幅等
。

观测数据输入计算机后
,

应用 G E N S T A
‘

f

一

5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
。

结果分析

树种和种源间生长速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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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生试验林的数据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表 2)

保存率等都达极 显著差异
。

多重范围测验

(
LS
R )结果表明

,

在参试的树种中
,

史密斯按

的生长速率最高(表 3)
,

且枝叶茂密
、

生长旺

盛
。

与柠檬按(对照 )的树高
、

胸径
、

保存率等

均无显著差异
,

而与其余参试树种在树高
、

胸

径 (除毛皮按的一个种源外)均存在显著差

异
。

毛皮按的一个种源 (16890) 在树高
、

胸径

生长方面除与丰按
、

铁木按无显著差异外
,

与

其余参试树种和种源存在显著差异
,

表现仅

次于史密斯按和柠檬按
。

参试的铁木按 4 个种源
、

多苞按 2 个种

源
、

白木按 3 个种源及贝克按
、

丰按
、

库拉巴

,

9 种芳香油按树
,

16 个种源的树高
、

胸径
、

表 2 , 种按树树高
、

脚径
、

保存率的方睡分析

变量 误差来深 自由度 平方和

3 1
。

9 3

�
b
月矛,

.

9
,曰目了

nO
5756.3 39

2.0 7.

454708
6
.886.14.

129.
48.
110
37.娜育

、n l 尹

区组

种探

俐余

合计

l9

l5

4 1(4 )

75(4 )

均方 方差 比

1
.
68 4

.
76

5
.
75 16

.
33

’ .

黑

区组

种潭

侧余

合计

19

l5

4 1(4 )

75(4 )

99 0
.
926 8

186
.
4

保存率

(% )

区组

种探

剩余

合计

19 12 380
.
6 65 1

.
6 1

.
62

15 25 667
.
1 1 724

.
5 4

.
29

‘ .

4
1 ( 4

)
1 6

4
9

6

.

3 4 0
2

.

3

7
5 (

4 ) 5 1
2 6

0

.

5

按之间在树高
、

胸径生长上均无显差异
,

白木按和库拉巴按在排序上靠后
。

衰 3 各种按 l、 2 年生时平均树高
、

脚径
、

冠幅
、

保存率及差异显著性检验

树 种 种 批
扮 钻 劫 份 1 年 生 2 年 生

树高 (
n ,

)

2
.

l
a

2
.
Z

a

1
.
4 b

1
.

l bC

1
.
3

1
.
2 仪

1.4 b

1.3 bC

1
.
3 bC

1
.3

1
.
l bC

0.S C

0.9 议

0 7c

0.7

0.9 be

1.O bC

1.0

0.8 be

1
.0 be

地径 (
en、

)

史密斯按

柠橄按

毛皮按

毛皮按

平均

铁木按

铁木按

铁 木按

铁木按

平均

丰按

自木按

白木按

白木按

平均

多苞按

多苞按

平均

库拉巴按

贝克按

2
。

s

a

2

.

4

a

b

2

.

5

a

b

2

。

s
a

2

.

5

1

.

6

a

bC

2

.

1

a

b

2

.

1

n

b

e

1

.

6

a

b

e

1

.

9

1

.

5

a

b

e

1

.

4

a

b

e

( )

.

9

e

d

0

.

8

e

d

1

.

0

1

.

2 b

e

d

0

.

9

e

d

冠幅 (n、)

1
.
3
a

1
.
3 翻

1
.
1 a b

e

1
.
1
a
b
c

1
.
1

0
.
9 a

b
e

1
.
1 a b

e

0
.
9
a
l
〕e

1
.

1
a
b
e

1
.
0

1
.
叹) a b e

0
.
6 e

(〕
.
8 a b e

0
.
7
a
b e

0
.
7

() 6 C

()
.
6 e

树高(
ni)

5.3 a

3.〔) b e

3
.
2

1 5 0 9 3

1 5 0 9 4

1 5 1 9 9

1 5 2 0 0

2 7

2
.
6

b
e
d

b e d
u

I
》c
d
七

b
e
d
r

1 6 2 7 4

1 6 5 2 4

1 6 0 1 2

1 7 4 2 5

b
c
d
叱、

e

d

r

e
(

l

七

C

1 7 4 3 3

1 7 3 5 8

c
d
c

d
吸、

C护

.

d
.
d

内b�h -

CC1 2 1 1 6

1 7 5 0 5

1

.

1

0
.

2

0
.

8

0
.

6

( )
.

5

0

.

7

地径(
en、) 保存率(绒)

5.0 a 72
.s a

4 5 ab 83.Z a

4 2 nbe 55.6 abe

2
.6 bed 59

.
9 abC

3
.
4 57

.
8

2
.3 ed 48

.
8 abe

2
.0 d 63

.
1 ab

1
.9 d 74

.s a

1.7 d 6一 8
a
b
e

2
.
0 6 1 8

2
.
1 e d 53

.
8 a l

)e

1
.
1

‘
1 2 2

.

6 b
c

1

.

3 ,1 25
.
2 1)c

0
.
8

一
1 1 9

.

7
c

1
.

1 2 2 5

1

.

2
‘
1 6 一)

.
7 a l

)e

1
.
3 d s

‘

盆
.
3 a

1
.
3 72

.
5

0
.
6 d 3 8

.
7 a l

, e

0

.

8 d 7 2

.

s
a

d记

2
.
2 对环境的适应性

保存率的大小反映树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

经检验
,

除白木按与柠檬按 (对照)
、

史密斯按
、

贝克按
、

多苞按在保存率上有显著差异外
,

其余树种
、

种源间均无显著差异
,

表现出各树种对试

验区具有较好的适应能力
。

依排序
,

9 个树种基本上可分成三组
:
柠檬按

、

史密斯按
、

贝克按
、

多

苞按为一组
.
该组保存率在 70 肠以上

,

表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
.
可认为适应试验区的生态环

境
;
丰按

、

毛皮按
、

铁木按为第二组
,

该组保存率在 50 % ~ 70 % 之间
,

可认为基本适应试验 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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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
白木按

、

库拉 巴按为第三组
,

该组保存率在 40 写以下
,

可认为尚不适应试验区的生

态环境
。

3 结语 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

史密斯按
、

贝克按
、

多苞按是我国南亚热带适宜的芳香油按树树种
,

尤

以 史密斯按为佳
。

据报道
,

3 树种出油率和按树脑含量均优于柠檬按
。

由于史密斯按种源间生

长量差异很大
〔“」

,

且出油率及按树脑的含量也有差异闭
,

应进一步扩大该树种的种源试验和子

代测定
,

建立种子园
,

为大面积的推广打下良好的基础
。

( 2) 多苞按
、

丰按为澳大利亚主要 的芳香油按树主要商品树种
,

按树脑 含量高达 5% ~

6 %
,

是极具有潜力的按叶油树种
。

毛皮按表现出较好的生长量和生物量
,

但有较严重的枯叶现

象
,

应进一步观察研究
。

( 3) 在 9 个参试树种中
,

有些树种属灌木或小乔木
。

造林后应加强林地管理
.
及时抚育除

草
,

否则会严重影响保存率和生长量
,

也会增大林木的患病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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