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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年生位于广东江门韦塔按种质资源库内的母株进行控制授粉试验
,

结果表明 不同父本花粉在相同母

本上的平均座果率
、

平均单果产种量排序均为 尾叶按 韦塔按 巨按
,

说明花粉类型对果实宿存和平均单果产种量

有影响
,

亲缘关系越远
,

获得种子的可能性越小 切割花柱法是缩短授粉时间
、

减少工作量的授粉方法 参试母

株 的座果率高
,

但产种量少
,

叹〕座果率高
,

种子产量也高 全双列育种有利于亲子代遗传关系分析
,

但

花期不遇影响目的种子的获得
,

从而延长育种年限 花粉对座果率的影响不如母株的影响显著
。

参试的 株母本

座果率排序为 日又 研弓《 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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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是育种研究的重要方法
,

也是获得遗传增益

的重要手段
。

林木上杂交通常是指不同种或种内不

同小种的交配
,

杂种由于组合了两个或多个亲本的优

良基因
,

其生长发育或抗性往往比亲本种更优越
,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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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杂交在
“

难生根
”

的按树改良上应用十分普遍
,

目前

已获得了一批优良杂种 〔’ 。

按 断
一 。。 分类系

统
,

按树属 ￡“ 切尤。
’

创 分为 个亚属

个组和多个系
,

同一亚属不同组间的种可 以进行杂

交
,

产生杂种
〕

适宜在广东省生长的尾叶按 刃“‘

加
姗

、

韦塔按 如姗

断
、

细叶按 而
、

赤按
、

刚果 号按
、

窿

缘按
、

雷林 号按
、

巨按
、

柳按

和粗皮按 尸 同属双

茹盖亚属 乡切咖阴州。
,

前 个树种为窿缘组
,

后

个树种为横脉组 ’ ,

上述 个按树种间杂交可以产

生杂种
。

中国材详斗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新会韦塔按种

质资源库内现有 个优 良种源
,

从中选择速生
、

干形

圆满通直
、

自然整枝 良好的 株韦塔按为母本
,

通过

交配设计
,

收集包括韦塔按在内的多种按树花粉为父

本
,

实施控制授粉试验
,

获得性状的遗传参数
,

在较早

世代分析鉴定出组合的亲本优势
,

缩短处理育种材料

的范围和时间
,

从而提高育种效率
,

获得 目的组合
。

韦塔按是速生树种
,

既可用于绿化造林
,

也能作

为重要的工业用材树种
,

是优良制浆造纸原料
,

它耐

干旱
、

痔薄
,

具有作为培育速生高抗育种材料的可行

性和必要性
。

韦塔按在我国的热带
、

南亚热带地区

低山
、

丘陵都可以种植
,

能适应铁质砖红壤
、

赤红壤
、

山地赤红壤等多种立地类型
。

通过韦塔按控制授

粉研究
,

旨在获得具有优良遗传基础的杂种种子
,

供

进一步培育和选择
,

满足华南地区
“

林纸一体化
”

项

目对速生高抗新品种的需要
。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韦塔按种质资源库于 仪 年 月建立
,

位于广

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罗坑镇
’ , “ ‘ ,

海拔
,

库内 个种源及原产地概况见表
,

以 个种源

为基础选择 株优树进行控制授粉试验
。

优树选择

以候选树为中心
,

在立地条件一致的 巧 范围内 包

括 株以上
,

选出仅次于优树候选树的

株优势木作对比树
。

按优树标准生长量指标逐项实

测
,

比较鉴定
。

候选树通过与对比树比较评定
,

符合

优树标准要求者作为优树登记人选
’,

二。

由于人选

优株需当年开展杂交授粉
,

因此人选者此时一般应具

有较多花蕾
,

实际操作时需兼顾各种源均有优株人

选
。

按上述方法有 株母树人选
,

参试母株授粉前的

基本状况见表
。

的 年 月人工授粉时参试父本

有 韦塔按
、

巨按
、

尾叶按
、

尾 巨按 尾叶按为母本
,

巨

按为父本的常规定名法
,

下同
、

巨尾按
、

尾细按及刚

果 号按等种的花粉
,

由于采集时间
、

地点
、

品种 多

个按 及类型 包括杂交
、

不同家系花粉 多样
,

受篇幅

限制不一一介绍
,

但授粉前需要对花粉进行活力测

定
,

符合要求的才可参与授粉育种
。

表 种源批号及种源原产地概况

种源

批号
种源原产地

〕

纬度
。 ‘

经度
“ ‘

海拔

表 参试母株授粉前基本情况

参试母株

试验号
亲本株数 种源批号 树高 胸径 枝下高 冠幅

树皮宿存

高度

花蕾形状

及大小

大小小大小大大,︸曰
。

⋯
,︼亡飞饰,、︵﹄日、八气︸九亡

⋯⋯
‘

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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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存

球型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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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

授粉方法

常规授粉法 韦塔按常规授粉困 时的最

佳时机为柱头分泌粘液时
,

一般在上午 前授

粉较适宜
,

此时雌蕊柱头上的粘液较多
,

利于接受花

粉 最好雨天不授粉
,

以防柱头等器官渗水影响授粉

效果
。

采用竹制授粉匙
,

匙长约
、

直径
,

一端离端头 处钻一小洞盛花粉
,

洞直径
、

深
。

切割花柱法 采用切割花柱法川 的步骤

套袋前花蕾去雄 为提高工作效率也可以不去雄
,

因

按树 自花受精率低
’

,

, 飞

。割除雌蕊上部 乃 。立 即

将需授花粉直接授于雌蕊伤口部位、套袋
。

授粉设计 试验 中父母本均为韦塔按时

采用全 双 列 交 配设计
,

‘ 〕,

包 括 自交
、

正 交 和 反

交
,

其组合数为 二 个
。

该设计能有效地

估算有关群体的遗传和环境参数
,

可 以提供所有

参试亲本的一般配合力和所有组合 的特殊配合

力
,

以及遗传方差分量 和遗传力 的估计值
。

父本

为非韦塔按者
,

选择适应 性强
、

生 长快 的多个按

树花粉用 于试验
。

结果与分析

韦塔按开花物候

年 月调查该资源库时有 的树已开始开

花
,

且发现库内韦塔按在 内开花时间可延续 个

月之久
。

近两年调查
,

韦塔按盛花期均在 月下旬

至 月中下旬
,

少数植株为 月至 月份
。

年库内植 株 最 早 开 花 时 间在 月 上 旬
,

人 选 的

母株 月 日始花
,

日盛开
,

月 日

左右开败 其它母株次第开放
,

花谢 日后
,

于 月 日始花
,

月底盛开
,

月 日

开败 开花最晚
,

始花期 月 日
,

月 巧

日盛开
,

月 日前开败 库内植株直到 年

月上旬才完全开败
,

前后延续 个月
。

韦塔按 韦塔按 巨按
、

尾叶按 控制授粉

结果

试验中韦塔按
、

巨按
、

尾 叶按的花粉类型多
,

按

家系分别收集
,

分别授粉 但父本分析时需合并树

种
,

简化花粉类型
,

本文主要集中在上述 种花粉分

析上 其它参试树种 如刚果按花粉 花粉类型少
,

套袋少
,

座果率低
,

种子收获量少
,

分析时可能误差

较大
,

因此不宜单列分析
。

从表 看出 韦塔按种内杂交
,

座果率最高的是

株
,

达
,

无果产生
,

平均座果

率为 平均单果种子数超过 粒的母株只

有 和
,

超过 粒的有
、

和 韦塔按种内控制授粉获得的单果种子数

平均为 粒
。

以巨按 包括巨尾按 为父本
,

授

粉座果率最高的是
,

达
,

无果

产生
,

平均座果率为 平均单果种子数最多

的 个母株分别为
、

和
,

均达

粒以上 单果种子数平均为 粒
。

以尾 叶按

包括尾 巨按
、

尾细按 为父本
,

授粉座果率最高的

是
,

达
, 、

和 均

未产生果实
,

平均座果率为 平均单果种子

数超过 粒的是 和
,

达 粒以上的

是 单果种子数平均为 粒
。

结果表明

不同父本花粉的平均座果率
、

平均单果产种量均为

尾叶按 韦塔按 巨按
。

表 巨按
、

尾叶按
、

韦塔按花粉对不同母株控制授粉结果

母本
韦塔按花粉

套袋数

全

平均单果

种子数 粒

套袋数

个

父本

巨按花粉

座果率 平均单果

种子数 粒

套袋数

尾叶按花粉

座果率 平均单果

种子数 粒

︸

曰

去
气门、︶‘,

座果率

亡、门‘

⋯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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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塔按 韦塔按全双列杂交设计
,

如果全部授 授粉结果见表
。

粉成功将产生 个组合
,

因花期不遇 年只进 从表 看出 有 个 自交授粉得到种子
。

本试

行了 个组合
,

其中产生果实的有 个 可能有果 验中自交授粉同样采用集粉
、

去雄
、

套隔离袋的程

无种
、

产生种子的有 个组合 年母株只有 序
,

这与水稻等 自交时的套袋育种法囚 对植株套
、 、 、

和 开花
,

且后 袋
,

袋内花 自交 不同
。

从表 还看出 不同优株之

株开花量少
,

套袋数少
,

加之授粉后 台风过境
,

只 间的杂交可配性排序为

有 母株成功 个组合
。

两年内全双列设计
。

表 韦塔按全双列设计授粉结果

父本
母本

种 磷
万

注 表中 表示有种子产生
,

表示只有果实没有种子
, “

一
”

表示没有收获果实
。

不同授粉方式结果比较

切割花柱授粉因是非主流授粉法
,

在按树中还

未大量采用
,

本试验只是验证其制种可能性
,

套袋数

量有所控制
。

试验中将某些花粉进行合并 如巨杂

按并入巨按类花粉中
,

尾杂按作相似处理 分析
,

有

利于防止父本 花粉 类型单列时较大误差的产生
。

以韦塔按
、

尾叶按 包括尾杂按
、

巨按 包括巨

杂按 为父本的切割花柱授粉
,

均有种子产生
,

结果

见表
。

以授粉 粒果 座果率 不含 平均

每果产种子数换算
,

下 同 为例
,

按表 中数据计算

可得
,

类花粉的平均产种量为 韦塔按 粒
、

巨

按 粒
、

尾叶按 粒
。

结果表明 平均产种量尾

叶按 韦塔按 巨按
,

这一结果与表 反映的常规

法控制授粉结果 韦塔按 粒
、

巨按 粒
、

尾 叶

按 粒种子 相同
,

说明不同授粉方法对种子产量

有相同的影响趋势
,

但从整体上 比较
,

常规法授粉

粒果所得到的平均产种量 粒明显高于切割

花柱法的 粒
。

表 切割花柱法控制授粉结果

父本 套袋数 个 套果数 个 产果袋 个 产果数 个 座果率 平均单果种子数 粒

韦塔按

尾叶按 尾杂按

巨按 巨杂按
,

合计 一 一

控制授粉综合分析

综合所有类型花粉
,

以授粉 粒果为准
,

分析

各母株在相 同工作量 的制种 难 易程 度
,

结果 为

,

其产种数分别 为
、

、 、 、 、 、 、

粒
,

表明参试 个

母株制种难 易程度各不 相 同
,

以 株最易
,

最难
。

以隔离套袋量为重复
,

每袋座果率经正弦变换

后的数据为依据
,

采用双因素不等重复方差分析
,

分

析参试 株韦塔按母本及 类父本花粉 株韦塔

按 尾叶按 巨按 十 刚果按 授粉后座果难易程度
,

结果见表
。

从表 可 以看出 花粉类型对座果率影

响不显著
,

而母本对座果率影响显著
,

说明不同母本

对果实的保存影响大
,

母本之间座果率有显著差异
。

经 检 验
,

株 母 本 中 最 易 座 果
,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第 卷

最 易 掉 果
,

其排 序 为

同种源 的
、

和 座果率

差异显著
,

表明座果成功受种源影响小
,

此结论需继

续试验验证
。

表 韦塔按母树
、

花粉对座果率影响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自由度

花粉

母本

母本 花粉

误差

平方和
,

均方差 值
‘

巾

概率

以

注 表小达 极显著
。

表示接受零假设的概率 值
,

当

韦塔按果实中种子产量 与座 果率是 两 个

不 同的概念
,

在育种工作 中要选择既有较高座果

率
、

又有较高种子产量 的母株
。

虽然座果

率高 但 受 精 程 度 不 高
,

因 此 产 生 种 子 量 少

是符合育种 要求 的母株
,

其 座 果率高
,

种

子产量也高
。

全双列育种中
,

虽然有利于亲子代遗传关

系分析
,

产生高遗传增益的后代
,

但花期不遇影响 目

的种子的获得
,

延长育种年限
,

分析表明 花粉对座

果率的影响不如母株影响显著
,

此两方面说明在前

期试验中要注意母株的选择
,

以防止选择不当导致

败育和落果
,

浪费人力物力
。

概率 时
,

拒绝零假设
,

表示差异显著

结论 与讨论

巨按
、

尾 叶按和韦塔按花粉对韦塔按母株

授粉后
,

平均座果率
、

平均单果产种量均为 尾叶按

韦塔按 巨按
,

说明花粉类型对果实宿存和平均

单果产种量有影响
,

亲缘关系
’
越远

,

获得种子的可

能性越小
。

从座果率看
,

母株间差异明显
。

对没有获

得种子的杂交组合需今后继续试验
,

并同时验证某

些母株 如 易掉果几乎无种子产生 可能不

适合杂交育种
。

切割花柱法授粉在花卉上应用广泛
,

林木

杂交还鲜见采用
。

按树育种授粉采用该技术不必等

到花柱分泌粘液就可直接授粉
,

缩短授粉时间和减

少解
、

套袋工作量 不足之处在于按花小
,

花柱切 口

面积小
,

不易着粉
,

且未去除的雄蕊也影响花粉的附

着量
,

这一技术还需探索和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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