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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阔叶树引种与栽培的研究

一中澳合作研 究项 目一

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政府于 1 9 8 0年和 19 8 4年分别在堪培拉和北京签订了科学技术协议和

农业合作协议
。

两国政府同意以这两项协议为基础
,

发展农业合作研究
,

并于1 9 8 4年 9 月在

北京 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关于促进农业研究发展合 作 计 划 的 议 定

书》
,

其中林业科学研究是重要内容之一
。

以这项议定书为基础
,

中国林业科学 研 究院与澳

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 (A CIA R )达成了关于((’澳大利亚阔叶树引种 与栽培试验
”

的合作研

究谅解备忘录》
。

备忘录规 定
,

合作研究单位中方是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项 目 负 责 单

位 )和林业研究所
,
澳方为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CSI R O ) 森林研 究 所

。

项 目第

一期自1 9 8 5年 10月 l 日至 一9 8 8年 1 0月 1 日
。

一
、

研究 目标与内容

澳大利亚是生物基 因资源丰富
、

动植物区系组成特殊的国家
。

我国引种栽培澳大利亚树

木的历史很 民
,

其中很多树种在我国生长表现良好
,

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与生态效益
,

诸如

按树 (E 。‘a lyp r :
‘: )

、

木麻黄(C a s“a l i。a )
、

相思(A ‘a e fa )
、

银桦 (G ; e v ille a )
、

白千层 (M ela le o e a )
、

红千层 (C a lliste m o n )和南洋杉(A r a u e a r ia )等
。

因此
,

这项合作研究 旨在寻找更适合我国南方

自然条件的
、

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澳大利亚阔叶树种
,

其中以按树
、

木麻黄和相思属的树种

为主
,

增加我国南方营造 以生产纸浆
、

工业用材
、

生物能源以及芳香油的人工林 的造 林 树

种
。

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树种与种源试验和栽培技术实验
,

发现不同树种和不同地理种群

的基因型与环境之 间的交互作用
,

确定各树种在我国的生态适应幅度和引种栽培的最适地区
。

二
、

研究进展

研究项 口开始之后
,

巾澳双方研究人员共同对云南
、

广西
、

广东
、

福建
、

海南等省区 进

行了考察
,

并根据各省区的林业发展意见
,

确定了40 种按树
、

7 种木麻黄和 8 种相 巴为实验

树种
,

实验地点选设在海南
、

云南和福建 (见附表 )
,

并由中国林科院与各参加试验单位建立起

协作关系
。

实验开始以后
,

各试验点按中国林科院的实验设计和栽培技术要求
,

建立起实卿术约 40 0

亩
。

在福建和海南
,

采用了经过改进的育苗方法培养苗木
。

现在
, 2 年生的实验林已经郁闭

。

按树
、

木麻黄和相思都表现出明显的种间差异
。

有些树种是首次引入我国戍实验地区的
。

有

些重要树种
,

如巨按
、

柳按
、

赤按
、

细叶按
、

尾叶按
、

蓝按
、

直干蓝按
、

双肋蓝 按
、

亮 果

按
、

多枝按等
,

儿乎包括了整个白然分布区的地理种源
,

这 为以后的树利
,

选择和育种改 良
,

创造了 良好 的墓因圣础
。

在昆明市海口 林场的试验
,

大部分按树树种为首次 引入我国
,

如粉

绿按
、

史密斯按
、

边沁按
、

灰按
、

雪按和扫帚按等
,

具有很高的芳香油生产和城 市 绿 化 价

值
。

山地木麻黄是首次引进的
,

比高生
一

民速度比 目前 国内广泛栽培的木麻黄和 长枝木麻黄儿



1 期 王豁然
:

澳大利亚阔叶树弓!种与栽培的研究 1 1 3

乎快 2 倍 以上
。

热带相思树种中
,

许多也是首次引进
,
这些树种在改良土壤和提供用材方面

都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

中澳双方研究人员还进行了广泛的专业考察和学术交流
。

中国林科院先后派出 7 名研究

人员去澳大利亚考察了按树
、

木麻黄和相思树种的地理分布
、

生态习性和木材利用
,

考察了

森林经营和林业科学研究
,

参加了国际学术讨论会
。

澳方研究人员与中国专家一起检查试验进度
,

讨论发现的问题
。

2 名澳大利亚专家来华

举办数理统计与计算机应用的讨论会
,

把 G E N ST A T 计算机语言第一次引进到我国
,

将 这

种语言移植到微机应用
,

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

中澳专家还 共 同 考 察
、

讨论了木麻黄和按

树的菌根研究
。

现在
,

双方正在积极准备明年九月份在中国召开的项目评价会
,

探讨和研究

按树的无性繁殖技术
、

按树育种战略及进一步扩大引种 澳大利亚的阔叶树种等 问题
。

附表 本 项 目 实 验 树 种 情 况

树 种 名 称 实验地点与种源数

AA

1
.

赤 按 E u e al了Ptu s ea m a l
-

d u len sis

2
.

柠 檬 按 E
.

e itr io d o r a !

3
.

昆士 兰校 E
.

e lo ez ia 且a

4
.

窿 缘 枝 E
.

e x se r ta

5
.

粉 绿 按 E
.

g lo s ee n se n s

6
.

巨 校 E
.

g r a n d is

7
.

圆锥花按 E
.

Pa n ie u la ta

8
.

粗 皮 枝 E
.

Pe llita

9
.

小果灰校 E
.

p r o p in q u a
.

!
1 0

.

斑 叶 枝 E
.

p : n e tata }

1 1
.

脂 杖 E
.

r e si几 ife ra

12
.

柳 技 E
.

sa lig n a

1 3
.

细 叶 按 E
.

te re tie o r o is

14
.

托 里 按 E
.

to re llia n a

1 5
.

尾 叶 枝 E
.

u r o Ph ylla

16
.

双肋蓝枝 E
.

b ie o sta ta

17
.

蓝 按 E
.

g lo bu lu s

口8
.

直干蓝梭 E
.

m ai de 示i

1 9
.

亮 果 校 E
.

n ite n s

2 0
.

多 枝 校 E
.

7 im in a工15
{

2 1
.

广 叶 按 E
.

a m p lifo lia
’

2 2
.

巴 吉 按 E
.

b ad j
en sis 一

2 3
.

边 沁 按 E
.

ben *h a m ii {
v a r

.

b en tha m ii

2 4
.

禅 脑 按 E
.

ea m p b o r a }

2 5
.

查普曼按 E
.

eh a Pm a n ia n a

2 6
.

灰 枝 E
.

ein er e a

2 7
.

猴 按 E
‘

。yp erzo e ar p a

{
2 8 , 山 按 E

.

d a lry皿p le a n a

2 。
,

迪 思 校 E
.

d ea n ei l

5 0
.

约翰斯顿按B
.

j
o h n sto n ii -

海南 1 4
,

福建12

海南 7
,

福建 5

一 福建 2

海南 2
,

福建 1

云南 1 一

海南 15
,

福建15

海南 工

一 福建 2

海甫 2
,

福建 2

一 福建 1

海南 2
,

’

福建 2

海 南1 3’ 福建 2

海 南1 5 一

海南 1
,

福建 1

海南 7
,

福建 6

云 南 5

云 南13

云 南 6

云南 10

云南 1 5

云南 1

云南 1

云 甫 1

树 种 名 称 ⋯
5 1

.

银顶纤皮按E
.

la e v o Pin e a

3 2
.

毛 皮 按 E
.

血a ea r th u r ii

3 3
.

美 味 按 E
.

rn a n n ife r a 、sp
.

m a n n ifer a

3 4
.

奥米奥园 叶按 E
.

n e g le eta

3 5
.

新英格兰按E
.

n o , a 一 a n
gl iea

3 6
.

小 叶 按 E
.

Pa r v ifo lia

3 7
.

雪 按 E
.

P a u s iflo ra ssP
.

P a u eiflo r a

3 8
.

扫 帚 按 E
.

s eo Pa r ia

3 9
.

史 密斯按 E
.

s m ith ii

4 0
.

三 花 按 E
.

t riflo r a

云南 1

云南 工

云南 1

云南 1

云南 1

云南 1

云南 1

黑木麻黄 Ca su a r in a e rista ta

短技木麻黄C
.

e u n n in g h a m ian a

木 麻 黄 C
.

e q o ise上ifo lia

s sP
.

e q u ise tifo lia

长 枝木麻黄C
.

g la u ea

山地木麻黄C
.

j
a n g h u n ian a

海滨木麻黄A llo ea su a r in a

lit fo r a lis

海南 2
,

福建 1

海南 3
,

福建 1

海南 3
,

福建 1

海南 2
,

福建 4

一 福建 1

海南 1
,

福建 2

7
.

森林木麻黄A
.

fo r ul o sa

1
.

槽纹果相思A ea e ia a u lo eo ear -

Pa

海南 1
,

福建 2

海南 2

云南 1

云南 1

云南 1

云南 3

云甫 1

云南 3

云甫 1

2
.

大 叶相思

3
.

卷 果相 思
(辛荆 )

4
.

粗果相思

5
.

马尖相思

6
.

黑 木相思

7
.

薄果相思

8
.

台湾相思

a u rieu lifor 扭 15

e i红 e in n a ta

海南

海南

A
.

e r a s sic a rP a

A
.

rn a n g iu m

A
.

扭e la n o x ylo n

A
.

o r a ria

A
.

eo 红fu s a

海南 3

海南 3

海甫 2

海南 1

海南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王费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