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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 4 种相似性系数
,

9 种不同的聚类方法分析了毛 白杨种群的 2 6个自然类型

及 5 个近缘种和变种的26 个形态性状
。

结果表明
:

毛 白杨种群 (仅限于本文所选类型 )可分为云南毛

白杨
、

易县毛白杨
、

抱头毛白杨
、

密枝毛白杨
、

梨叶毛 白杨
、

小叶毛白杨
、

银白毛白杨
、

响毛杨

及毛白杨 g 大类
。

并根据与近缘种和变种的比较
,

认为山杨
、

新祖杨参与了毛白杨部分类型的形成
,

但诸多类型之间的差异很大
,

揭示了毛白杨演化的多地性
、

多次性和多型性
。

关. 词 毛白杨 , 近缘种 , 数盆分类

毛白杨 (p 6 p叮盯 t咖
。时6 sa Car r

.

)拟杂种起源
,

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
,

在系统 发 育过

程中产生 了广泛的变异
,

研究这些变异的规律
,

寻求各部分变异与生长发育之间的相关性
,

是毛白杨良种选择工作的内容之一
。

毛 白杨的分枝特性
、

树皮特征和叶片变异
,

较为稳定而

又易于区别
,

因此
,

以较稳定的形态变异为据
,

研究毛白杨的类型与近缘种的关系
,

是毛白

杨生物系统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

本文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定量分析
,

一方面分析前人划分这

些类型的可靠性
、

合理性和科学性
,

另一方面将它们与近缘种(银 白杨
、

山杨
、

响 叶 杨
、

河

北杨及新强杨)进行综合比较
,

为探讨毛白杨的起源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分类单位的选取

选取毛白杨的26 个自然类型及5个近缘种和变种(包括雌雄株 )作为分类运算单位 (O T U ),

计3 5个(表 1 )
。

1
。

2 性状的选取

根据表征学派的观点
,

选取的性状越多越好
,

每一性状对于分类单位是同等重要的〔’j
。

根据观察和研究
,

本文选取了26 个主要性状(表 2 )
。

1
.

3 性状的编号

将所有性状分为 4 种类型
:

二元性状
、

连续性性状
、

有序多态性状和无序多态性状
。

对

一些具变化幅度的性状取
“

中间类型
”

或平均值
,

个别缺失的数据按数量分类不可比较处理
,

编码完毕
,

即可得到原始数据矩阵
。

1
。

4 旅类分析

¹ 将原始数据标准化
,

计算每个特性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

º 计算相似性 系数
:
距 离 系

本文于19 8 9年11月30 日收到
。

* 本文在完成过程中得到徐克学先 生
、

李建文先生和张绮纹先生的指 导
,

在此表示 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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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组中包括了小叶毛白杨 类 的 4 个自

然类型
,

这一类群均为雌株
,

侧枝细
,

叶片

小
,

生长讯速
,

生产上广泛应用
。

从聚类结

果看
,

与生产上的划分相符合
。

2
。

s K 组是银 白毛白杨类的 3 个自然类型
,

这一类群的小枝
、

幼叶及苞片边缘被浓密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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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丁口

墓 于相 关系数应用 Sp e a r m a n 法的树系图

毛
,

与银白杨很相似
,

多认为这一类群与银白杨的关系紧密
,

但从树系图上看
,

它们与银 白

杨离得较远
,

然而它们独立成一群
,

易于识别
。

2
.

6 L 组中包括了梨叶毛白杨类的 2 个自然类型
,

该类群以叶形似梨叶而得名
,

从形态上较

易 区分
,

聚类的结果也显示了这一类群的较一致性
。

2
.

7 响毛杨是响叶杨和毛白杨的杂交种 [’l
。

从树系图M组中看
,

其与响叶杨离得很远
,

所以

它仍属于毛白杨这一种群
,

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类型
。

2
.

8 抱头毛白杨与新疆杨在树形上很相似
,

推断其与新疆杨亲缘关系较近
,

从树系图上可得

到较为满意的解释
。

2
.

, 从树系图上看
,

毛白杨的几个近缘种和变种与毛白杨的某些类型关系较紧密
,

如易县毛

白杨
、

抱头毛白杨
、

密枝毛白杨等
,

而与另一些类型
,

如 A
、

B
、

C 组就离得较远
。

毛白杨本

身是一个复合体
,

它的发展演化具有多地性
、

多次性和多型性
,

其地理分布范围广泛
,

在特

定分布区内有特定的近缘种存在
,

因此对起源的探讨也要分类型进行
,

毛白杨的模式可能仅

仅是众多类型中的一个
,

不能代表整个种群
。

3 讨论

3
.

1 对毛白杨种下各类型的命名 l’q 盛

毛白杨 自定名一百多年以来
,

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
,

分类位置也几经变化 工‘一 ’l
。

普

遍认为
,

毛白杨是由白杨组内各近缘种经过长期反复杂交
、

渗透而形成的一个杂种群体
‘)

。

1) 马常拱
,

19 8 5
,

河南省几 个主要树种遗传改 良策略初探
,

河甫省林业技术推广站编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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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性繁殖和长期人工栽培
,

形态变异极大
,

形成很多自然类型
,

对这些自然类型如何XlJ

分和如何确立其分类等级是目前较为棘手的问题
。

有些研究者 [卜 , ”1将毛 白杨的一些类型陇行

了分类学处理
,

定为变种或变型
。

我们认为对毛白杨这一长期人工栽培且无性繁殖的树种
,

应根据《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规》来命名
,

其种下等级应为栽培变种
。

但有些学者” 对毛白杨

划分类型持异议
,

认为划分类型主要是依据形态特征进行的
,

不是采用选种学中 的集 团 选

择
,

没有依据性状主次多层次地进行区分
,

科学性和实用性均有极大的局限性
。

因此对毛白

杨是否划分自然类型和如何划分
,

是将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

毛白杨各类型的中文名称也很混乱
,

它们主要是根据分枝特性
、

叶片特征
、

树皮特征和

地名命名的
,

但由于各研究者采用的术语不统一或采用的检索性状不一致
,

往往造成同一类

型具有多个不同的名称或同一名称用于几个不同的类型
,

因此需要对毛白杨类型的中文名称

进行统一
,

建立统一的标准
,

以便于育种工作者的正确选用
。

3
.

2 对于变异的认识

Pa ul ey ‘’‘〕认为
,

杨属树种种间主要靠地理
、

土壤及生理等因素隔离
,

一旦除去 障碍
,

能够发生杂交
,

且 F :
杂种是相对可育的

。

毛白杨有两千多年的栽培历史
,

其群体内 的形态

变异极大
,

按照传统分类学的观点
,

分类就是要找差异
,

有差异就要分类
,

当然
,

分类学的

工作有利于遗传育种工作者的需要
,

使其能正确选用亲本进行杂交
。

但是
,

有些育种工作者

认为毛白杨的多型性不是以单体存在
,

.

仅根据某一部分的差异就作类型划分
,

在科学性方面

就有极大的局限性
,

因此
,

分类学家和遗传育种学家如何统一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

由于毛白杨是个杂种
,

其子代分离现象严重
,

从育种学角度来说
,

它不宜直接作为杂交

亲本
,

但可以利用它广泛的变异
,

从混杂共处的无性株中选出生长
、

干形
、

抗性兼优的无性

系
,

直接应用于生产
。

另外
,

可将不同种源
、

不同个体的毛白杨的可能亲本进行杂交
,

培育

出新的超毛白杨无性系品系
,

以代替现有毛白杨
。

3
.

3 分类方法的选择

在生产实践中人们主要是根据形态特征对毛白杨的类型进行划分
,

该研究用数学分析的

方法进行分类
,

是想给形态分类以佐证
。

根据分析结果
,

将毛白杨分为9大类
。

但生产上应用

的一些类型
,

如箭杆毛 白杨类
、

圆叶毛白杨类等
,

聚类结果不一致
,

这并不是说这些类型的

划分是不合理的
,

因为所选的特征仍以形态特征为主
,

如能结合解剖的
、

胚胎的
、

细胞的
、

分子的
、

生化的
、

显微结构等方面的性状进行综合分析
,

可能会使结果更为准确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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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学会计算机应用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

中国林学会计算机应用学会于1 9 9 。年10 月30 日~ n 月 3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学术讨论

会暨换届选举大会
。

有全国从事计算机应用的林业科技人员代表 72 名参加了大会
。

共收到论

文 72 篇
,

其中16 篇进行了大会宣读
。

会议分三个专业组进行交流活动
,

中国林学会及林业部

的有关领导出席了大会
,

并传达了中国林学会七届二次理事会议精神
。

代表们对如何搞好今

后的学会工作进行了热烈讨论
,

提出了不少宝贵建议和意见
。

最后进行了换届选举
,

推选 出

徐有芳副部长为新一届理事会荣誉理事长
,

各地方
、

各部 门
、

各专业的45 人为新一届理事
。

会议还得到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
、

机电委六所
、

中国林科院资源信息所四达公司及中国

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的支持
,

进行了现代微型机软
、

硬件产品演示及技术交流活动
,

将对林

业系统的计算机应用起到很大推动作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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