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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 木 遗 传 变 异 组 成 试 析

吕本树 何贵平

(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 业研究所 )

关健饲 彬木, 遗传 变异组成 , 产地一家系选择

70 年代以来
,

我国杉木遗传改良工作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

不仅在生态造林区已相继

选育出了一批速生型的优良家系
、

优良种源和优良无性系
,

而且还不同程度地在生产中得到

了推广应用
,

取得了显著 的经济效益
。

近年来
,

有关杉木多世代育种的探讨已有不少报道
,

但立论于遗传变异基础上
,

纵贯从群体到个体
,

综合多性状变异相关的见解却不多见
,

其主

要原因或许是有意识地设置这方面的试验还显得不足之故
。

为此
,

我们在承担全国杉木协作

组区域化试验时
,

利用调查材料试作了遗传变异分量匹 比情况的分析
,

以便提供某些信息
。

一
、

材料与方法

1
.

试脸地点 苗期试验在我所试验苗圃进行
。

造林地点在浙江省开化县徐塘林场
。

2
.

试脸材料 种子来源由下列种子园提供
: 1 ~ 8 号江西上甘山种子园

,
9 ~ 16 号江西

兆坑种子园
,

17 ~ 24 号福建桃源种子园
,

25 一 32 号福建莱舟种子园
, 3 3

,

~ 40 号广西南宁种子

园
,

41
,

~ 4 8号广西西山种子园
,

49 ~ 56 号浙江龙泉种子园
,

57 ~ 64 号浙江临安横贩种子园
,

6 5 ~ 7 2号湖北宁阳桂花种子园
,

73 ~ 80 号贵州天柱种子园
,

81 ~ 88 号广东曲江种子园
,

89 ~

9 6号四川富顺种子园
, 9 7一1 0 4号湖南靖县种子园

。

对照是1 0 5号浙江富阳商品种 (CK : )
, 1 0 6

号福建洋口种子园混种 (C K : )
。

每种子园 8 个优良家系
,

参试家系亲本均为种子园所在地区

种源 (考虑方便
,

采用自编号)
。

3
.

试验设计和统计 育苗采用随机区组
,

单行小区
,

重复四次 , 造林 用 分 组 随 机 区

组设计
:

分成 8 个大组
,

每组由13 个种子园中各取一个家系组成
,

并加入两个对照
,

重复 10

次
, 4 株单行小区

。

播种前还进行了千粒重和发芽率的测定 ,苗高测定因苗木出圃率差异大
,

故采用每小区五大苗测高法 , 由于造林地和管理之故
,

只应用六个重复的资料进行了统计分

析
。

造林设计是应用分组随机区组法
,

为了获取较多信息
,

先进行了组间差异分析
,

经证明

差异不明显后再按随机区组模式进行统计分析
。

运算藉助 D es kt o p 10 型电子计算机处理
,

对

照未参加运算
,

只作家系选择时对比分析
。

二
、

结果与分析

(一 ) 种子. 种品质的位异

种子园是良种繁育的基地
。

种子 品质的优劣不仅是评价种子园好坏的标准之一
,

而且也

本文于 1 9 8 9年 8 月1 8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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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家系间发芽率
、

千较重方差分析
、
、

矛\严
。

异 \
、

火几

方 差 分 量 (% )

自由度
发 芽 率 ! 千 粒 重

1
。

3 0

8 7
。

09

复园

子

重种

家系 /种子园

家 系 内

1 2

9 1 8
.

47

3
。

14

::

2 5 5

4 8
.

2 7

3 8
.

6 9

1 0
.

4 9

二

二

二

会直接影响苗木的质量和林分的生产力
。

各

种子园家系种子平均千粒重和发芽率差异分

析见表 1 。

可以看出
,

种子的千粒重和发芽

率在种子园间
、

种子园内家系间都存在着极

显著的差异
,

尤以种子园间的方差分量比重

最大
。

经分析
,

两个性状间存在着万 = 2 1
.

21

+ 4
。

19 x( , 为发芽率
, x 为千粒重)的关系

,

且
, = 0

。

4 1
* * 。

这说明杉木种子发芽 率 和千粒重存在着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这种关系虽然

对多世代改良无直接利用价值
,

但对全分布区良种繁育基地规划却有着积极的参考意义
。

也

就是说建园既要考虑获取最大的遗传增益
,

也要在单位面积上多生产良种
,

从而获得较大的

经济效益
。

(二 ) 幼林主要经济性状 表 2 3 年生幼林性状间相关关系

性 状
{
树 高

⋯
胸 径

{
冠 幅

0
.

9 0 7 5

0
.

9 5 5 5

0
.

8 9 3 1

尸GE

径胸

尸GE

树高
、

胸径
、

冠幅
、

分枝数是反映幼林

生长的主要经济指标
,

这些性状之间都有着

密切的相关关系 [’1
。

本试验各种子园参试家

系 3 年生时性状间相关关系见表 2 。

可见各

性状相关系数均为正相关
,

且树高与胸径
、

冠幅
、

分枝数的遗传相关系数大 于 。
.

8 6
* * ,

达极显著程度 ;胸径与冠幅
、

分枝数也 有较

高的遗传相 关 系数 行
G > 0

.

6 7
* *

)
,

因此在

幼龄期进行性状选择时
,

除利用树高
、

胸径

选择外
,

还可结合冠幅
、

分枝数等性状进行

多性状综合选择
。

冠 幅

0
。

6 5 0 0

0
.

8 6 7 9

0
.

5 9 0 2

0
.

5 9 9 5

0
。

8 72 9

U
.

52 4 7

分枝数

0
。

6 4 8 5

0
。

8 6 7 9

0
。

5 9 0 2

0
.

6 9 4 6

0
.

6 7 5 3

C
.

7 0 4 0

0
.

3 9 1 9

0
.

4 5 2 4

0
.

3 7 5 3

尸GE

注 : P 示 表型相关
,

G 示遗传相关
,

E 示环 境 相 关
。

各种子园参试家系各性状的变异方差分量及差异的显著情况见表 3
。

从中可以看出
,

四

个性状除区组分量占很大比重外
,

种子园间
、

种子园内家系间分量比重相近的较多
,

但若从

家系间
,

即种子园间与种子园内家系间之和的角度来看
,

所有参试家系间的方差分量都占居

一定比重
,

也就是说家系选择的增益是明显的
。

另外
,

家系内即个体间和机误之和的方差分

量远远高于种子园间
、

种子园内家系间
,

这同样说明
,

个体选择在混系组成的林分中进行时
,

也将有着较显著的增益
,

其大小由林分造林材料组成的遗传基础所决定
。

试验表明
,

杉木优

良材料的选择在产地间
、

家系间
、

个体间不论以那种方式筛选
,

都有效果
,

只不过是增益的

表 3 苗期
、

幼林期主要经济性状方差分析
、

味场 二 ⋯一
三年生树高 三年生胸径 三年生冠幅 三年生分枝数

1 5
.

9 8二(3 )

3
.

‘1
. ,

(1 2 )
4

.

4 6 (9 1 )

76
.

1 5 (3 0 9 )

46
.

4
.

( 5 )

0
,

4 8 (1 2 )

5
.

名0
. 中

(91 )
4 7

.

3 2 (51 5 )

2 8
.

3 1二(5 )

魂
.

2 4二(1 2 )
4

.

3 ot
.

(9 1)
6 3

.

1 5 (5 15 )

3 0
.

6 9二(5 )

0 (1 2 )

3
.

1 2
.

(91 )

6 6
.

1 9 (5 1 5 )

3 5
.

8 8二 (5 )

0 (12 )

‘
.

魂。二(91 )

2 3
.

1 9
t

(5 )

1
.

1 4 (1 2 )

5
.

, 5
* .

(9 1 )

6 9
.

72 (5 1 5 )

组园

子

区种

家系/ 种子园

家 系 内 5 9
.

6 3 (5 15 )

注: 括号内为 自由度d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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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不同
,

如将几方面结合起来考虑
,

选择的效果就会更好
,

遗传增益也将会更大
。

关于这

一点
,

陈益泰等 (1 9 8 5年
,

1 9 8 7年 )对此也已有论述 ! 2
, 3 !

。

遗憾的是
,

本试验因林分尚未郁闭
,

竞争分化现象不能完全表现
,

就其树高性状来说
,

种子园间和种子园 内家系间的方差分量分

别为4
.

24 %和4
。

3 0 %
,

比较接近
,

还难以权衡出以那一种选择为优先考虑因素
。

表 4 计算了杉木苗期
、

幼林期各性状的遗传参数值
。

可以看出
,

一年生和三年生时
,

树

高有中等遗传力
,

分别为4 4
.

2 0 %和4 4
.

0 1 % , 而胸径
、

冠幅的遗传力只有 20 %左右
,

且遗

传变异系数较小
,

故在幼林期应采用以树高选择为主
,

同时结合其它性状的综合选择方针
。

衰 4 苗期
、

幼林期各性状遗传今教值

爪
·

⋯补君遭
、

⋯、六
一

}万竺
一

、一

⋯
’ 传

黔⋯
.

万万
-

黑::
}

〔; !
} :

洲
:

然
:

⋯蒸
⋯薰

淤洲 ;凡: ⋯
1

别薰 ⋯
1

摧磷:

三
、

小 结

1
.

杉木种子园种子的发芽率和千粒重均受着亲本生态型效应的影响
,

在改良工作中除侧

重主要经济性状外
,

还应在良种繁育程序中考虑种子产量因素
,

尤其是种子园在全分布区范

围内的布局要注重园址选择
。

2
.

杉木不论采用群体选择
,

还是个体选择
,

均会获得一定的遗传增益
,

但其增益的大小

受遗传基础水平的限制
。

层次多则选择差大
,

改良效果好
。

各性状间存在着显著的遗传相关
,

且树高有中等遗传力
,

故在幼林期宜采用以树高选择为主
,

同时结合其它性状的综合选择方

针
。

3
.

本试验点三年生幼林试验结果表明
,

运用广西西山
、

浙江临安
、

广东曲江和福建莱舟

种子园的种子造林
,

树高比当地种增 产一9
.

6 2 %一2 2
.

5 9 %
,

选用 1 9
、

1一
、

5 5
、

5 7
、

2 5
、

7
、

4 7
、

4 8
、

6 1
、

6 3
、

2 9
、

3 6
、

2 6
、

3 8
、

4 6号这1 5个家系
,

将提高树高增益2 8
.

4 8% ~ 4组
.

9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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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法林业考察圆满成功

应法国国家林业机构(O N F)的邀请
,

中国林科院林研所防护林室主任周士威副研究员于

1 9 8 9年 6 月13 日至 7 月 25 日访 问了法国
,

考察内容包括世界著名的西部沿海防护林 , 南部比

利牛斯山区的林业和水土保持工作 , 马赛地区地中海型气候的半干旱区造林技术 , 沿 河 (加

龙河
,

阿杜尔河 )滩地人工杨树林的栽培技术 ; 东北部南锡省针叶林及特种阔叶用材林 经 营

管理措施以及林业科研工作的现状和研究方向
。

负责接待的有各省的林业机构
,

农科院的林

业研究中心
,

波尔多大学的林学系和地理研究所
,

南锡省的林业技术工程学院等单位
。

访 问

考察期间
,

得到热情认真负责的接待
,

使访 问圆满成功
,

加深了中法人民间的友谊
,

并与某

些单位和个人建立了学术交往的渠道
。

(林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