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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 究首次报道 了我 国千年桐在湘缘产 区
,

由实生造林发展 为无性栽培的途径
。

通过有性起源 的优株 无性 系化
,

无性 系测 定
,

在13 个 无性 系间选育 出浙皱
一 7 号

、

浙

皱一 9 号
、

浙皱一 8 号 3 个高产仇良无性 系
,

表现 出早实丰产特点
,

其中 浙 皱一 7 号

达到 了最高产童的水平
。

通过研 究与生产检验
,

证明 了千年桐高产无性 系选择育种

程序是科学的
、

可行的
。

试验采用边 测 定
、

边示 范
,

逐步推广的技术路线
,

应 用 快

速育苗繁位技木
,

使高产无性 系推广 面 积达 53 96 0亩
。

关健词 千年桐 ; 无性 系; 选育

浙南地区是我国千年桐 (厂。: 成‘ia m on t砚 a L 。盯
.

L‘’)北缘产区
,

传统上为实生繁殖
、

零

星栽植为主
。

由于它是雌雄异株
,

实生栽培时雄株比例大
、

优劣混杂
、

产量 低
。

由 实 生 造

林发展为无性系林业经营
,

既解决了生产
_

巨的雌雄树搭配问题
,

又利于良种化
。

油桐嫁接试

验早有报导 〔“, l“, ,

方法简便易行
。

本世纪 6 。年代
,

我国在油桐优株选择基础
_

L
,

从油桐的生

物学特点出发
,

开展了无性系选育的研究
,

取得了初步成果 [‘, 。

1 9 8。一 1 9 8 7年
,

我们在浙江

南部地 区
, 丁

卜优树选择飞呜础
_ _

卜
,

有系统地开展了千年桐无性系选育研究
。

采取边测定
、

边示

范
,

逐步推广的技术路线
,

应用快速无性繁殖技术
,

在较短期问
,

在永嘉县推广了千年桐高

产无性系面积达 2 1 2 31 亩
。

在温州地区推广而积共5 3 9 60 亩
,

并实行因地制宜的桐农间 种 措

施
,

显著地提高了林地经济效益
。

一
、

千年桐高产无性系选择育种方法

我们的选择育种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

一是有性起源优株的无性系化
,

营建高产无性系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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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试验林及其示范林 ; 二是无性系间选择
,

选育出浙皱一 7 号等 3 个高产优良无 性 系
。

其间

采取边测定
、

边示范
、

逐步推广的策略
,

充分发挥无性系选择有逐步提高选择效果的特点
。

千年桐高产无性系选择
、

鉴定
、

推广程序图如下
: t田

生 产 性 群 体
(人工林 )

3年以上择优树选

无
一畔

)

—
一}

优系收 集司丝置州 生产林分

杏

无性系侧定林

土
1一2年观侧

提供信息 、
一优系采植圃

} 7 年 以

上决迭
厂 几

多点试验示范林 入选优系采称 圃⋯~
一
}生产林分

自19 8。年起采用快速无性繁殖技术〔引 ,

以永优 1一 10 号优树为主
,

培育了大量无性系苗木
。

1 9 8 1年在永嘉县巨 口乡石柱的溪滩改土林地
,

设置了30 亩高产无性系测定试验林
。

同时
,

营

造了4 01 亩高产无性系试验示范林 (工类林 )
,

包括 3 亩实生区
,

密度 6 x 6m
2 ,

长年桐农间种
,

栽培措施一致
, 1 9 8 4年对林内浙皱一 7 号

、

浙皱一 8 号
、

浙皱一 9 号等较好的高产无性系 随 机

抽取30 株
,

进行定期计产
;
在白泉乡岭下的土层较深厚的红黄壤山地

,

建立了 2 00 亩高产无

性系示范林 (亚类林 )
,

密度 6 x 6 m “,

桐农间种三年 ; 在桐州乡寺前的较膺薄的红黄壤山地
,

营造了17 0亩高产无性系试验林(l 类林)
,

密度 4 x 4 m
“,

未间种
。

每片无性系试 验 林 配 置

3 %左右雄株
。

高产无性系测定
,

供试材料有浙皱一 1 号
、

浙皱一 3
、

浙皱一 4 号
、

浙颠
一 5 号

、

浙 皱一 6

号
、

浙皱一 7 号
、

浙皱一 8 号
、

浙皱一 9 号
、

浙皱一10 号 (来自母树永优 1 号和永优 3 一10 号 )
,

以及泰优 1 号
、

泰优 2 号
、

平特 1 号
、

平特 3 号
、

文成2 01 号 14 个高产无性系
,

选用当前国内

人工选育推广品种广西桂皱一27 号无性系为对照
。

测定试验设计采用对比法 [ . ] ,

单行排列
,

2

株小区
,

15 次重复
。

计算公式
:

对邻近 C K 百分数 =
又t(某小区高产无性系平均单株产量)

又c k (邻近 C K 平均单株产量 )

测定相对值的显著性分析
:
对邻近 CK 超过 5 一10 % 为差异显著

,

超过10 % 以上为极显

著水平
。

二
、

试验结果与分析

(一 ) 高产无性系产量侧定结果

13 个参试无性系 (浙皱一 1 号因缺株过多
,

予以剔除 ) 4 一 7 年生产量统计
,

以及 3 个高产

优良无性系的连年产量累计平均值与对 照 和参试无性系比较
、

分析 (见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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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无 性 系 产 , 比 较 (单位
:

鲜果重k g)

年

一与对照
之

一 比 (% )

生 年

与对照之

比( % )

生

均童

产
平亩与参 与参试 之

比 比( % )
与参试之
比( % )

4均妞

产

一平亩
无性系号

浙皱
一

7 7 6
.

3 0

浙皱
·

9 2 1 0
.

97

浙皱
一

8 8 5
.

5了

浙皱 3 一1 0 7 6
.

9 4

参试无性系 7 了
.

87

桂皱
一2 7 (CK ) 7 魂

.

7 “

1 0 2
.

0 9

2 8 2
.

2 7

1 1 4
.

4 9

1 0 2
.

9 ‘

1 0 4
.

1 9

1 0 0

9 7
.

9 5

2 7 0
.

9 3

1 09
.

8 9

9 8
.

卜1

1 0 0

9 5
.

9 8

7 9 5
。

4 3

6 0 4
.

36

5 0 9
.

6 9

4 4 5
。

5 9

4 4 7
.

5 6

3 8 4
.

2 3

2 07
.

0 2

1 57
.

2 9

1 32
.

6 5

1 15
.

9 7

1 16
.

4 8

1 0 0

1 7 7
.

7 3

1 3 5
。

0 么

1 1 3
.

8 8

9 9
.

5 6

1 0 0

8 5
.

8 4

9 6 2
.

9 7

7
·

么1
.

38

5 69
.

4 8

4 37
.

6 5

3 8 8
.

08

7 59
.

3 ,:

1 26
.

8 2

96
。

6 3

7 4
.

9 8

5 7
.

6 4

5 1
.

1 3

10 0

2 己8
.

1 4

1 91
.

0 4

1 46
.

7 4

1 12
.

7 7

1 0 0

1 95
.

6 7

7 年 生 4 年累计产 t 平均值
每平方米树冠

与对服之
比 (% )

与今试之
比 ( % )

平均亩产 t
与对照之
比 (% )

与参试之
比( % )

产 t
均t

产
平亩

无性系号

浙皱
一

7

浙皱
一 9

浙皱
一 8

浙皱 3
一 1 0

参试无性系

桂皱
一 2 7(C K )

6 3 2
.

0 6

6 6 6
.

2 9

7 8 1
.

6 6

5 4 5
.

4 5

4 9 6
.

5 2

4 7 1
.

3 1

1 3 4
.

1 1

1 41
.

3 7

1 6 5
.

8 5

1 1 5
.

7 3

1 05
.

3 5

1 0 0

1 2 7
.

3 0

1 3 4
.

1 9

1 5 7
.

4 3

1 0 9
.

8 5

1 0 0

9 4
.

9 2

6 1 6
.

6 9

5 5 5
。

7 5

4 8 5
.

5 8

41 3
.

6 7

3 5 2
.

5 1

3 32
.

4 1

1 8 5
.

5 2

1 6 7
.

1 8

1 46
.

0 8

1 2 4
.

4 5

1 06
.

0 5

1 0 0

1 7 4
.

9 4

1 5 7
.

66

1 3 7
.

7 5

1 1 7
.

3 5

1 0 0

9 4
。

3 0

1
.

7 8

1
.

4 7

1
.

3 1

1
。

0 6

1
.

千年桐高产无性系试验林
,

从第 5 年开始进入结果盛期
,

产量逐年升高
,

但 有 大小

年趋势
。

2
.

参试各无性系连年累计平均亩产量为对照的 106
.

05 %
,

其中浙皱
一 7 号 等 3 个 高 产

优 良无性系是对照的16 6
.

26 % ; 而最佳无性系浙皱
一 7 号是对照 的1 8 5

.

5 2 %
。

随 着 选择强度

的深化
,

无性系的产量逐步提高
。

3
.

3 个高产优良无性系与参试无性系连年产量平均值比较
:

浙皱
一 7 号为参 试 无 性 系

的17 4
.

9 4 % ,
浙皱

一 9 号为参试无性系的15 了
.

66 % , 浙皱
一 8 号为参试无性系的1 37

.

75 %
。

而

对照桂皱
一27 号只 为全部参试无性系平均值的9 4

。

3 0 %
。

4
.

通过对比法统计分析 (见表 2 )
,

浙皱
一 7 号

、

浙皱
一 g 号对邻 近 CK 的 相 对 值 超 过

10 %
,

为差异极显著
;
浙皱

一 8 号与邻近 C K 相对比值在 5 一 10 % 间
,

为差异显著水平
。

表 2 对比法产 t 基异分析 (4 一7 年生 )

差异显著性

浙皱
一

7

CK

浙皱
一 8

C l叉

浙皱
一

9

CK

1 0 0
.

0 0 9 4

7 5
.

9 9 1 3

7 4
.

7 5 9 5

7 1
.

1 07 3

8 0
.

6 4 45

3 9
.

9 2 6 3

3 3
.

3 3 5 6

2 5
.

3 3 0 4

2 4
.

9 1 9 8

2 3
.

7 0 2 4

2 6
.

8 8 1 5

1 3
.

3 0 8 8

1 3 1
.

6 1 3 1
.

6 1 二

1 0 5
.

2 0 1
.

1 4 5
.

1 4 .

9 8 1 01
.

9 8
. ’

注
:

(二 )

.

超过 5 一 10 %为显著
,

二 超过 10 % 以上 为极显著
.

入选无性系的主要性状介绍

1
.

结果枝与结果枝比例 千年桐枝条发生于混合芽中
,

其发枝多少表明分枝密度 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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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无性系的结果枝多少
,

结果枝占发枝数的比例是决定产量高低 的重要性状之一
。

从无性系的发枝数
、

结果枝数和结果枝比的连年累计平均值分析
,

浙皱一 7 号无性 系 发

枝密
,

结果枝多
。

结果枝比较高
,

为92
.

68 % 多 浙皱
一 9 号无性系发枝较稀

。

结果枝比最高
,

为9 2
。

9 4 % 多 浙皱 一 8 号无性系和浙皱
一 10 号无性系发枝数

、

结果枝数
、

结果枝比也比较高 ; 而

来自华南地区的桂皱一27 号无性系 (CK )
,

虽则发枝较多
,

且叶色浓绿
,

表现出生长旺盛
,

而结果枝数少
,

结果枝比例低
,

平均仅为4 5
.

3 0 % (见表 3 )
。

表 3 无性系结果枝调查统计

无性

\卜严
目

系号 \、

\
S

}
C

·

v
·

(% )

{
结 果 枝 比

X
.

V
.

( % ){ 又 X
.

V
.

( % )

6170101786n21849935876215跳597573弱79709071朗洲85867180浙皱
一

10

平特
一

1

浙皱
一 3

文成
一

20 1

浙皱
一
4

泰优
一
1

浙皱
一

5

平特
一

3

浙皱
一 6

泰优
一 2

浙皱
一

7

浙皱
一

8

浙皱一 9

桂皱
一 27 (C K )

1 2 3
.

8 3

1 5 9
.

89

1 6 1
.

7 8

1 36
.

06

1 06
.

5 0

9 7
.

47

9 9
.

1 1

1 05
.

1 9

1 0 6
.

83

9 0
.

61

1 3 5
.

6 9

1 3 6
.

3 8

1 0 8
.

6 4

1 2 2
.

8 8

1 0 2
。

5 1
。

0
.

6 6 8 4

0
.

5 1 6 7

0
.

5 3 3 6

0
。

魂6 5 7

0
.

5 4 6 5

0
.

2 9 4 7

0
.

4 7 2 1

0
.

4 9 9 8

0
.

4 1 8 3

0
.

5 9 0 5

0
.

9 2 6 8

0
.

6 4 4 4

e
.

9 3 9 4

0
.

4 5 3 0

0
.

3 9 8 4

0
。

3 9 1 2

0
。

3 90 0

O
。

2 1 0 3

0
。

4 3 6 5

0
。

2 06 6

0
.

4 26 2

0
。

3 59 1

0
。

4 37 9

0
。

5 33 5

0
.

7 95 8

0
。

5 5 8 2

0
.

7 2 7 5

0
、

3 6 6 2

{
C

⋯
{

⋯
}

{

⋯

⋯
}

072382玲6998932145503829朴65667377798285557876766070韵8345716426797740109846688346855256加59523237加32573869如42394478898311392828392828舫23......

⋯⋯
O曰丹Jn�4
CO冉石7
J任几舀n
la.甲 几自‘污JQ‘.公了U弓OJ兮七公J马一勺,上OU

,孟

07735459753516018492435034243039拐3542402049403327292241

I

IC一

|
勺d。山,一汽匕.舀,d几‘巴dcJ丹J1388

勺乙
s
t勺比jl�J3
t‘n.btot材��几‘拓七

.. ......

⋯⋯
月了n舀n”n6工�J的500‘1nQnUO月口‘三任介U的舀.匕月‘

‘d‘皿的舀盛�仍‘月,60
3325

注 : 发枝数
、

结果枝数为连年累计平均值
。

2
.

参试 无性 系树形差异 入选高产无性系的树形特征不同 (见表 4 )
。

浙皱 一 7 号 无 性

系
,

树形中等
,

枝干较细而密 ; 浙皱一 9 号无性系
,

树形较高
,

主干较粗
,

冠幅不大
,

而多层

次
;
浙皱一 8 号无性系

,

树形高大
,

主千粗
,

冠幅 大
;
桂 皱

一
27 号 ( C K )

,

树 形 中等
,

枝

干粗而分枝密
。

还有树形特别高大的平特 1

号无性系
;
树形

‘

比 较 小 的浙 皱
一 3 号

、

文

成 20 1号等无性系
。

3
。

花序性状 千年桐雌树是总状花序
,

花序形态变化不象 三 年 桐 V er nl’c l’a f。耐l’i

( H e

ms i ) A ir y Sh a w
.

那样复杂
,

但 花 序

大小及花数的多少是有差 异 的
。

以 1 9 8 7 年

为例
, 7 年生浙皱

一 7 号无性系的花序 平 均

长为7
。

51 c m
,

每 序花数最多
,

平 均为 15 一

16 朵多 浙皱
一 g 号无性系的花序较 长

,

平 均

7
.

9 1c m
,

平均每序 11 朵 左 右 ; 浙皱
一 8 号

的花序最长
,

平均为 9
.

50 c m
,

平均每 序 花

表 4 入选无性系与对照树形差异

窗丫竺!
浙皱一

⋯一⋯
浙
一 黔

一⋯
。

戛
.

⋯
1

洲
,

翰
:

:
一

酬
1

蒸

一⋯
C

又
.

目资::
⋯

盗
:

鬓
一⋯

C

夏
.

⋯默牢
!

然)
分枝高( m ) 1

.

04 ! 1
。

1 3 一 1
.

0 5 1
.

02

注 : 冠幅为 2 方 向直径之乘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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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n 一 12 朵 ;
而桂皱

一27 号的花序最短
,

平均为 5
.

了oc m
,

花数最少
,

平均 每 序 为 7 朵
。

从花期看
,

来自华南 的桂皱
一

27 号花期最早
,

比一般无性系早 7 天左右
,

浙皱
一 7 号

、

浙皱
一 9

号比浙皱
一 8 号无性系略迟

。

4
.

果实性状 无性系间果实性状有一定差异
,

果形有圆球形
、

扁圆形
、

卵圆形
。

果尖
、

果颈及果皮厚度也略有差异
。

浙皱
一 7 号果形中等

,

平均果高为 4
.

5 2c m
,

果径 4
.

6 4 c m
,

圆

到扁圃形
,

果形指数 为 0
.

9 7 1 6 ,

先端微尖
,

果 皮 较 薄
,

平 均 为 。
。

16c m
, 。卜均 鲜 果 重 为

o
.

0 4 6 6 k g
。

浙皱一 9 号果形中等
,

果高 4
.

4 7e m
,

果径 4
.

5 3 e m
,

近圆形
,

果形指数为0
。

9 8 8 3 ;

先端尖
,

果皮较薄
,

平均厚 o
.

15 c m
,

平均单鲜果重为 o
.

04 97 k g
。

浙皱
一 8 号果形 较 大

,

平

均果高 4
‘

7 3c m
,

果径 4
.

6 5c m
,

卵圆形
,

果形指数为 1
.

0 1 6。,

先端较尖
,

果皮较 薄
,

平 均

厚 。
,

巧c m
, 三砰均单鲜果重 。

.

0 5 41 k g
。

在参试无性系中
,

浙皱
一10 号果形最大

,

平 均 果 高

5
.

27 c m
,

果径 4
.

8 4c m
,

不但果尖
,

果径最长
,

果皮也最厚
,

平均厚 0
.

2 o c m
,

单鲜果 也最

重
,

平均为 o
.

06 54 k g
。

而浙皱
一3号果形最小

,

平均果高 4
.

29 c m
,

果径 4
.

20 c m
,

果 皮也最

薄
,

平均厚为 。
.

12 c m
,

单鲜果也最轻
,

平均重为 。
。

。4 6 3 k g
。

对照桂皱
一2 7号果形中等

,

平

均果高 4
.

4 6c m
,

果 径 4
.

4 o c m
,

果近圆球形
,

果形指数为1
.

0 142
,

先端尖
,

果皮厚
,

平均厚

为 0
.

1 9 e m ;
单鲜果最重

,

平均为o
.

o 6 7 5 k g (见表 5 )
。

表 S 高 产 无 性 系 果 实 性 状

项 果 径 {果 高 果 尖 果 颈 一果 皮 厚

自|一|l无性系号
口 { (e。

果形指数
(e口 ) (C几 (m ) C l刀

平均 单果 千仁含油率

鲜重 (kg ) (% )

浙皱
一1 0号

平特
一

1 号

浙皱
一 3 号

文成
一

2 0 1号

浙皱
一 4 号

泰优
一

1 号

浙皱
一

5 号

平特
一 3

一

号

浙皱
一

6 号

泰优
一

2 号

浙组芝
一 7 号

浙皱
一 8 号

浙皱
一 9 号

佳皱
一 2 7号

(CK )

4
.

84 2

4 4 02

4
.

19 7

4
.

7 0 0

4
.

6 0 6

4
.

5 0 6

4
.

71 7

4
.

4 6 0

4
.

2 6 6

4
.

8 0 4

4 6 35

4
.

6 5 2

4
.

5 2 5

4
。

3 9 8

2 6 9

5 8 1

4
.

2 8 6

4
.

9 9 3

5
.

1 0 5

4
.

7 8 3

4
.

3 9 6

4
.

6 7 9

4
.

45 8

4
,

9 05

4 5 0 4

4
.

72 7

4
.

4 72

4
.

46 0

0
.

5 5

. .人自卜Un丹nUt了口习OLJ亡口Q��U
..

⋯
月任JqQ甘即诊qJ

亡J六卜�rd哎公�b

0
.

8 4

0
.

6 5

0
.

5 2

0
.

5 9

0
.

7 5

0
。

6 5

0
.

5 5

0
。

6 8

0
.

5 8

D
。

7 0

0
.

6 0

0
.

62

0
.

6 4

0
.

5 4

0
.

2 0

0
.

2 0

0
.

12

0
.

17

0
.

18

0
.

1 7

0
.

16

0
.

1 6

0
.

2 1

0
.

1 7

0
.

1 6

0
.

1 5

0
.

1 5

0
.

1 9

1
.

0 8 8 2

1
.

0 4 0 7

1
.

0 2 1 2

1
.

0 6 2 3

1
.

1 0 8 3

1
.

0 6 1 0

0
.

9 3 1 9

1
.

0 4 9 1

1
.

0 4 5 0

1
.

0 2 0 2

0
.

9 7 1 6

1
.

01 6 0

0
.

9 8 8 3

1 0 1 或2

0
.

0 6 5这

0
.

0 4 6 6

0
.

0 4 6 3

0
.

0 5 28

0
.

0 5 2 9

0
.

0 6 29

0
.

0 4 73

幻
.

0 57 9

幻
.

0 6 19

0
.

0 6 13

U 0 46 6

0
.

0 5 4 1

0
.

0 4 97

0
.

0 6了5

6 2
.

8 9

5 3
.

2 6

6 1
.

3 3

6 6
.

2 8

6 0
.

5 1

6 1
.

9 8

6 1
.

5 7

6 1
.

0 8

nU. .孟0一月场O曰八“八u月J�b
J咭�b即‘7
工LJ

.

⋯
,

:
八目�八”�目n
�八UnnU

马J,J八U11‘恤八U463
月吸�七匕d

⋯⋯
nUnUn
�llUC�U“

5
.

油脂分析 千年桐含油量和油质指标一般低于三年桐
。

供试千 年 桐无性 系 各项 指

标都达到或接近国家规定标准
。

浙皱
一 7 号高产优良无性系含 油量 最 高

,

达到 6 4
.

8 6 %
,

油

质好
,

酸价 0
.

59
,

碘价 16 5
.

50
,

皂化价19 。
。

2
,

折光指数 1
.

5 1 30
,

全部分析 指 标达到国家标

准 ;
浙皱

一 9 号干仁含油率为57
.

90 %
,

油质较佳
,

酸价 1
.

09
,

碘价 16 6
.

49
,

皂 化 价 192
.

45
,

折光指数 为 1
.

51 49
。

浙皱一 8 号干仁含油率5 9
。

5 8 %
,

油质良好
,

酸价 0
.

82
,

碘价 和 皂 化 价

略
J、

、

勺
,

碘价为 17 5
.

8 4 ,

皂 f七价 1 9 5
.

8 ,

折光指数 1
.

5 13 1
。

对照桂皱
一

27 号
,

油 质 !ric 佳
,

酸 价

o
。

6 4 ,

碘价 16 G
.

4 1 ,

皂化价 15 9
.

4 5 ,

折尤指数 1
.

5 1 2 5 (见表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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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高 产 无 性 系 油 脂 分 析 (1 9 86 年 )

l

州一引州川引划叫训
!

无 性 系 号
价

⋯
碘 价

{
皂 化价

{
折光指 ,

无 性 系 号
、

酸 碘 价 ! 皂化价 }折光指数

浙皱
一

7 号

浙皱
一

10 号

平特
一

1 号

浙皱
一

3 号

文成
一

2 01 号

浙皱
一

4 号

泰优
一

1 号

浙皱
一

5 号

1 6 6
.

2 0

1 6 3
.

9 5

1 6 3
.

7 3

1 6 5
.

0 4

1 6 2
.

7 8

1 6 5
.

7 4

1 6 8
.

1 4

1 6 5
.

5 3

1 96
.

5

1 91
。

4

1匀2
.

1

1 92
.

2

1马0
.

7

1
。

5 1 1 4

1
.

5 1 1 8

1
。

5 1 11

1
。

5 1 5 4

1
。

5 1 4 9

平特
一

3 号

浙皱
一

6 号

泰优
一 2 号

浙皱
一

7 号

浙皱
一

8 号

浙皱
一

9 号

桂皱
一

2 7 (CK )

7 9

3 2

1 2

5 9

82

0 9

1 8 9
.

1 吕9
.

1
.

5 1 4 8

1
。

5 1 5 0

6 4

1 6 0
。

8 0

1 6 5
.

4 3

1 7 5
.

2 8

1 6 5
.

5 0

1 7 5
.

8 4

1 6 6
.

4 9

1 6 6
.

4 1

1 8 9 0

1 84
.

1

1 9 7
.

9

1 9 0
.

2

1 95
.

8

1 9 2
。

4

1 8 9
.

4 5

1
,

5 0 9 8

1
。

5 1 3 2

1
.

5 1 4 3

1
.

5 1 3 0

1
.

5 1 3 1

1
.

5 1 4 9

1
‘

5 1 2 5

�nl卜目
3
性刀
9
0021勺QUn八‘Ud�4

J性拓O丹匕
.

⋯
‘

⋯

J

潭一�
!

尸曰脚八�
‘

尸户

三
、

高产无性系试验示范和推广

1 9 8 1年春
,

在永嘉县放 工
、

l 、 皿类立地条件下
,

营造了千年桐试验示范林 77 1亩
,

包括

有浙皱 1 一 10 号等无性系
。

(一 ) 三类商产无性系示范林的表现

1 9 8 4一 1 9 8 7年石柱 ( 工)
、

岭下 ( 丑 )和寺前 ( 孤 ) 三类示范林的连年产量累计平均值
:

石柱

40 1亩示范林
, 4 年平均亩产鲜果为 4 0 1

.

30 k g
,

折油22
.

07 k g /亩
,

最高亩产 油 2 9
.

1 4 k g ;
岭下

20 。亩示范林
, 4 年平均亩产鲜果 26 o

.

89 k g
,

折油 14
.

35 k g
,

最高年平均亩 产 油 1 8
.

95 k g ;

寺前 170 亩示范林
, 4 年平均亩产鲜果 1 16

.

32 k g ,

折油 6
.

40 k g /亩
,

最高年亩产 油 10
.

8 1k g

(见表 7 )
。

以上说明
,

千年桐高产无性系在一般立地条件下
,

加强林地管理
,

因地制宜桐农

间种
,

可以达到高产水平
。

而在膺薄的林地条件下
,

高产无性系不能发挥其良种的丰产性能
。

表 7 永嘉县千年桐高产无性系示范林产量统计

林地

类型
地点

面积

(亩 )
产盆 ( kg ) 1 98 4年 1 9 85 年 1 9 86 年 1 9 8 7年 累针平均值 { 经营措施

石

4 0 1

柱

亩产鲜果

亩产油 量

总产油 量

8 6
.

2 3

4
.

7 4

1 9 01
。

8 7

5 1 7
。

2 4

2 8
.

连5

1 1 4心7
。

7 3

4 7 1
。

9 4

2 5
。

9 6

1 0 4 D 8
。

6 3

5 2 3
。

7 9

2 9
。

1 4

1 1 6 8 4
。

5 2

4 0 1
.

3 0

2 2
.

0 7

8 8 5 0
。

6 9

长期桐农间

种经营

岭

I 2 0 0

下

亩产鲜果

亩产油童

总产油量

5 8
.

0 5

3
。

1 9

6 3 8
。

5 5

31 4
.

5 0

17
.

3 0

3 46 0
。

6 0

3 26
。

5 0

1 7
。

9 6

3 5 91
.

5 0

3 4 4
.

5 0

1 8
。

9 5

3 7 89
。

S Q

2 6 0 8 9

1 4
.

3 5

2 8 7 0
.

0 4

桐 农间种 3

年后
,

半荒芜

状况

寺 4 9

I 1 7 0

前

亩产鲜果

亩产油 t

总产油量

‘5

;

7 2
。

0 0

3
.

9 6

6 7 3
。

0 0

1 9 6
.

5 0

1 0
.

8 1

1 8 3 7
.

2 8

1 4 7
.

7 7

8
.

1 3

1 3 8 1
.

6 8

1 1 6
。

32

6
.

4 0

1 0 8 7
。

5 8

未间作

5

nUO目口已n“比七.土

⋯
注 : 每 5 0纯鲜果折油 2

.

7 51 9计算
。

(二 ) 试验示范林中
,

浙皱
一 7号等3个高产优 良无性系产量

1 9 8 4年在石柱4 01 亩示范林中
,

分别无性系各随机标定30 株左右作为观测树
,

以 统 计产

量
。

4 一 7 年生累计产量平均值
,

浙皱
一 7 号年平均亩产鲜果 6 7 4

.

8 4 k g ,

折油 37
.

1 2 k g /亩
,

最高年亩产鲜果 9 29
.

3 7 k g
,

折油 5 1
.

12 k g /亩 ;
浙皱

一 9 号年均亩 产 鲜果 6 49
.

2 Ok g ,

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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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

了I k g /亩
,

最高年亩产鲜果 9 21
.

06 k g ,

折 油 50
.

66 k g / 亩
;
浙 皱 一 8 号 年 均 亩 产 鲜 果

5 3 9
.

6 2 k g
,

拆油 2 9
.

6 8 k g /亩
,

最高年亩产鲜果 7 8 5
.

5 8 k g ,

折油 4 3
.

2 1 k g /亩
。

从 以上较大面积示范林中的浙皱
一 7 号等 3 个高产优 卜k无性 系的产量与高产无性系 测 定

试验林一样
,

衷现出高产性能
。

(三 ) 高产无性系推广效益的估算

千年桐高产无性系的推广是试验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

是无性系选种效果的检验和

生产效益的验证
。

198 1年
,

在永嘉县相继建立了中塘的横溪
、

石柱乡岭下和黄岩酮下的收集

圃
、

采穗圃 1 10 亩
。

同时结合油桐生产发展
,

开始了高产无性系的大 面 积推广
。

1 9 8 0一 1 9 8 7

年
,

水嘉八个基地乡已营造了高产无性系2 1 2 31 亩
。

在试验示范 林的推动下
,

全温州地 区 已

推广 5 5 9 6 0亩
。

据永 嘉县林业局的造林效果调查
, 1 9 8 0一 1 9 8 3年在碧莲

、

白泉
、

桐州和巨口 四个千年桐

基地乡造林 8 3 4 2亩
,

保存率为 7 1
.

53 %
,

碧莲乡达到了9 0 % 以上的保存率 (见表 8 )
。

表 8 1 9 8 0一1 9 83 年永弃县盆点油桐墓地乡千年

桐造林效果润查总给 (面积单位
:

亩 )

地 区

(乡 )

合 计

! ,

“ 一
, * 一, * 一

二 , 一, , , } 其 中报废原 因
:

基地脸 一保 存 一保存率 } 报 废 一报废率 L二竺 二吧竺竺竺 i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一 ’

一 1 立地条件差 改种松
、

杉 等 荒 芜 } 其 他

收面 积 一面 积 (% ) 一面 积 } (沁 ) { 二 , 一 。, 二。 . 。, ’ 二 , {
。 ,

4 二~ 一

“ 四 ” , 四 ’、 、 ‘ .

”
‘ 叭 } “

, ’

}面积 } % 面积 } % { 面积 } % }面积 %

8 3 ; 2

⋯
5 。。7

1
: 1

.

5 3

⋯
2 3 7 5

{
2 0

.

4 7

{
7 3了

.
3 1

·

“3{ 1 “2 3
1
‘3

·

。7 , 5 0 5

1
2 1

.

2 6 1 1 2

1
‘

.

7 2

8 ; 。

⋯
: “7 ”。

·

3 4

1
“2

⋯
”

·

“6 , 5 .
‘8

·

2“

一
{ 一

{ 6 ,

⋯
8 ‘

·

‘5

⋯
一
⋯

-

2 2 ‘2

⋯
‘6 。。 下‘

·

3 6
1

“‘2

⋯
2 8

·

6 ‘

⋯
2 了‘ }‘3

·

“。{
_ 了8

⋯
’2

·

‘5 { 2 76

⋯
‘2

·

, 9

⋯
‘o

!
‘

·

5‘

2 ‘。6

⋯
‘3 6 5 5 6

·

‘3 { ‘U 4

{ 1
‘,

·

2 ‘

⋯
‘6 , “ 6

·

2 3

“
z ‘ “,

·

Z b l ‘5‘

⋯“
·

5 ‘

} : }
_

一
_ _

2 8 4 5 一2 2 3 5 了8
·

5 6 1 “I U } “1
·

4 4
{

“了5 1 4 5
·

6 吕
.

“2 4 1 3 6
·

7 2 1 ” 1 1
·

4 8 1 I U z
{

1 6
·

7 2

莲泉州口碧白桐巨

上述为四个纯千年桐重 点基 地乡
。

三年桐
、

千年桐同 时发展的基地乡未列入
。

8 年来
,

永嘉县营造的千年桐高产无性系面积
,

按71
.

53 % 保存率计
,

投产面积 15 148 亩

(7 2
.

2 8万株 )
,

推算可生产桐油 2了
.

7 2万k g
。

温州地 区高产无性系的保存面积 3 8 5 0 0亩 (1 8 3
。

6 5

万株)
,

推算可产桐油 1 1 6
.

88 万 k g
。 l高产无性系的产量与实生造林水平比较

,

通过示 范 林试

验证明
,

实生造林中
,

雄树占全林 43
.

33 % ; 仅利用雌株无性繁殖
,

则可增产 l
。

58 倍 ,
而利用

高产无性系造林平均产量比实生栽培可增产 4
.

14 倍
。

良种辅以良法才能发挥良种的生产效益
,

桐农间种是
“

以耕代抚
”

的丰产管理措施之一
。

既提高了油桐产量
,

改 良了土壤
,

同时又增加林地经济效益
。

四
、

结 论

(一 ) 千年桐是雌雄异株 的经济树种
,

各个体常是一杂合基因
,

实生繁殖下易发生分离
。

无性系育种就是利用无性繁殖下入选优良个体
,

可以墓本保持不变的特性
,

使入选的有性个

体无性系化
。

在生产群体中可 有意识搭配雌雄株比半
,

这样既解决了生产上雄株过多的问题
,

又利于实现良种化
。

由于无性系问存在较大的差异
,

通过无性系测定
,

在 13 个高产无性系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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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浙皱 一 7 号等 3 个高产优良无性系
。

随着选择强度的深化
,

逐步提高无性系生产群体的

产量和质量
,

这是一个科学的有效的千年桐选择育种途径
。

(二 ) 入选高产无性系表现出早实丰产性
。

4 一 7 年生
,

13 个参试无性系连年累计平均产

量比桂皱 一 27 号高产无性系略高
,

增产幅度 6
.

25 %
。

说明品种有严格的地区性
,

各地应选育

适合本地条件的无性系
,

不可盲 目利用外地选育的良种
。

我们选出的浙皱 一 7 号等 3 个高产

优良无性系比对照增产66
.

28 % ; 最佳无性系浙皱 一 7 号比对照增产85
.

52 %
。

浙皱 一 7 号等

3 个高产优 良无性系的 4 年累计平均亩产鲜果 5 52
.

02 k g ,

折油 3 o
.

3 6 k g ; 六年生最高 亩 产

鲜果 7 7 5
.

9 4 k g
,

折油 4一 6 9 k g ; 其中浙皱 一 7 号无性系亩产鲜果 9 6 2
.

9 7 k g ,

折油 5 2
.

9 6 k g
,

超过同龄桂皱一 27 号在广西的最高产量 [’1
,

达到了千年桐早实丰产的国内最高产量水平
。

(三 ) 研究采用边选择
、

边测定
、

边示范
,

逐步推广
、

不断提高的技术路线
,

显示了在林

木中采用无性育种方法的优越性
。

1 9 8 1年建立无性系测定试验林的同时
,

营造了千年桐高产

无性系收集圃
、

采穗圃 n o亩
,

示范林7 71 亩
。

经七年观测试验
,

既选育出浙皱 一 7 号等 3 个

高产无性系
,

又进行了较大面积的多点试验
。

因而
,

缩短了选择育种的进程
,

使研究成果及

时转化为生产力
,

为大面积推广提供了技术和优良种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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