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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 届美国南方树木改良会议概况及几点建议

应美国林务局克鲁格博士邀请于1 9 8 9年 6 月 17 日一 7 月n 日参加了第20 届美国南方树木

改良会议
。

与会代表共2 14 人
,

主要来自美国南方的大学
、

科研
、

公司
、

试验站
、

种子园等 ,

其次为澳大利亚
、

日本
、

芬兰等国的代表
。

会议共开二天半
,

会后进行了参观访间
。

美国有威望的林木遗传专家A
·

E 施昆来斯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

他说美国南方树木改

良已有 40 年历史
,

并已取得较大成绩
。

截至 1 9 8 7 年 已有 85 %造林用苗是采用经改良的种子

育成的
,

生长率的遗传增益达到 5 一15 % (其他性状也有增益 )
。

现在美国南方已营建种子园

3 94 6 h a ,

年产苗 13 亿株
,

可造林!75 万 ha
。

美国林木遗传育种取得的进展主要是公司
、

大

学
、

政府机构密切合作的结果
。

北卡名誉教授布鲁斯卓贝尔在闭幕会上指出
,

树木改 良在世

界上特别是热带地区进展很快
,

引种成功的关键是种源的差异和培育当地小种
;
林木改良的

无性繁殖
、

数量遗传
、

生物技术等几个领域值得强调 , 利用遗传潜力与育林措施结合的经验

更要推广
。

会议前后参观了华盛顿 国家树木园
、

纽约植物园及一些试验站
、

种子园
。

国家植物园于

1 9 2 7年成立
,

占地 1 80 ha
,

是一个植物改良研究机构
,

也是一个供教育与观赏的园地
。

通过会议和参观访问
,

有以下几点体会和建议
:

¹ 必须加强科研和生产的密切协作
。

美

国南方林木改良工作所以成绩显著
,

主要是以三个大学为中心组织公司
、

试验站
、

种子园
、

林场等协作的结果
。

他们共同研究制定方案 (火炬松
、

湿地松为重点树种)
,

定期召开经验交

流会
,

及时将成果用于生产
。

我国于 1 9 8 6 年起由林业部种子公司与我所组织全国林 木引 种

及1 5种重要引进树种的扩大试验取得的较大成绩
,

也足以说明生产
、

科研协作的重要性
。

º

树木改良工作必须制定出长期稳定的育种策略
。

引进树种
,

二应 取得原产地科研单位支持
。

»

加强无性繁殖
。

无性繁殖重点是按
、

松
、

落叶松属等
。

一些全同胞子代优 良单株 或 杂交 种

必须采用无性繁殖
,

可用扦插
、

组培等办法
,

但也要研究如何尽快取得幼年发育阶段材料
,

以利生根
、

生长
。

对无性系繁殖的材料必须具备广泛基因基础
,

否则影响今后的选育
。

¼ 树

木园应作为引种基地
。

建议在我国按生态气候区建立十个左右树木园作为引种中心
。

树木园

应有一定土地
、

苗圃
、

温室
、

标本室和稳定的科研队伍及资金来源
。

很据 当地自然景观
、

气

候和植物区系
,

将树木园建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引种基地
。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潘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