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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系统总结了确保大批量繁殖油茶嫁接苗的配套技术
,

提出了大面积营造油茶无 性

系林分提高成活率的四个关 键
,

明确了确保油茶无性系林分早实丰产 的六项措施
。

同时
,

应用林

木无性系育种的原理
,

结合营造早实丰产林
,

评选出了八个优 良无性系
。

试验证 明
,

一般条件下
,

油茶优良无性系林分的亩产油量可以稳定在 14
.

0 k g 以上 ; 加强管理
,

可以使亩产油量稳定在2 5
.

0

一40
.

0 k g
。

该项 系列配套技术已经开始在我国各主要油茶产区推广
,

造林总面积己达 5 00 。余亩
。

关盆词 油茶无性系 ; 芽苗砧嫁接 ; 早实丰产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油茶的低产面貌
,

根据实生油茶单株间结实量多寡悬殊的现状
, 1 9 7 4

年起
,

我 国普遍开展了选优工作
,

同时进行了油茶无性系良种苗大批量繁殖技 术 的 摸 索
。

1 9 7 9年
,

油茶芽苗砧嫁接技术的突破
,

为加速优树的无性繁殖和大规模营建无性系油茶林提

供了可能
。

但是
,

如何确保油茶嫁接苗大批量繁殖成功
,

利用嫁接苗营建新一代的油茶林
,

以及如何促进油茶无性系林分的早实丰产
,

成了大规模营建油茶无性系丰产林迫切需要解决

的新课题
。

本试验是在选优并突破芽苗砧嫁接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的
。

几年来
,

在浙江富阳
,

江西进

贤
、

分宜进行了10 万株以上的嫁接试验
,

培育了30 多万株嫁接苗
,

先后营造油茶 无 性 系 早

实丰产林8 4 9
.

5亩
。

通过十年试验
,

不仅逐步完善了大批量繁殖油茶 良种苗木的芽苗 砧 嫁接

技术
,

明确了保证油茶无性系造林成功并早实丰产的一系列环节
,

同时证实了无性系林分的

早实丰产潜力
。

1 试验地及试验方法

试验地概况见表 1
。

整地
、

挖穴
、

施肥一般在造林前半个月完成
。

穴0
.

s m 见 方
。

每穴

施猪栏肥约 5 ~ 10 蚊 或饼肥 O
。

5 k g
。

造林后有专人管护
。

供试苗木均采用芽苗砧嫁接方法繁殖〔‘1
。

穗条采自浙江安吉
、

江西进贤和湖南衡阳的一

些优株
。

参试无性系总数超过2 00 个
。

结合早实丰产开展 的各单项试验
,

一般采用几个无性系 3 ~ 4 次重复的随机区组设计
。

各试验地的密度
、

造林后的管理状况及结合进行的单项试验见表 2
。

完善芽苗砧嫁接技术的

本文于 1 9 90 年1 0月 1 5 日收到
。

* 参加过工作的还有
: 亚林所黄叶青

,

亚热带林业实 验中心邝先元
,

进贤林木 良种场吴会明
、
王根宝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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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

主要在富阳进行
。

衰 1 试 验 地 概 况

试 验 经 度 纬 度 全 龙 全 碑 全 钾
地 形 成上母质 上城质地 p H 值 有机质

地 点 (
。 ‘

E ) (
。 ’

N ) (% ) (% ) (% )

富 阳 11 9 5 7 3 0 0 6 坡 龙 石英砂岩 砾质城上 6
.

2 1
.

6 4 0
.

0 89 7 0
.

0 6 0 一

进 贤 1 1 6 1 6 2 8 2 8 低 丘 第 四纪红上 粘 壤 土 6
.

4 0
.

5 6 7 0
.

1 9 7 2 一 一

分 宜 1 1 4 5 1 艺7 3 5 山 地 花 岗 岩 坡 土 6
.

2 1
.

3 1 0
.

0 5 2 8 0
.

0 4 4 0 2
.

4 5 5 0

注
:

丧内养 分为表土层侧定值
。

衰 2 造林密度
、

单项试牲及造林后 , 理

地 点
平均造林密度

(株/ 亩 )
安 排 的 主 要 单 项 试 验 造 林 后 管 理 要 点

除高密度试验外
,

全部2 4 0

1
.

无性系评 比试验

2
.

苗期整形试验

3
.

配里与授粉亲和力试验

4
.

高密度栽植试验

5
.

砧木比 较试验

6
.

嫁接苗
、

扦插苗
、

实生 苗比较试验

1
.

无性系评比试验

2
.

配工试脸

3
.

幼林施 肥试验

4
.

培育壮苗试验

5
.

稼接苗与实生苗的比较试验

6
.

间种试抢

1
.

无性系评 比试验

2
.

配皿试验

3
.

嫁接苗 与实生苗的比较试验

4
.

裸根苗远距离造林试脸

5
.

培育壮苗造林试验

1 9 8 5年前每年施尿素 5 0 9 / 株
,

或猪

栏肥5 ~ 1 0 k g /株

1 9 8 1 ~ 1 9 82年起
,

改用草甘确 除草

1 9 8 3年以来
,

未垦挖

1 9 8 3年造林的试验
,

造林后未 垦挖
、

未施肥

造林后连续间种2 ~ 3年
,

以后每年

抚育 1 一 2 次

浙江富阳

2 2 2

江西进贤

每年抚育 2 次

1 9 8 7年每株施复合肥 50 9

一 般为1 3 0 ~ 1 50

西江分宜

2 试验结果

通过十年试验
,

提出保证油茶无性系造林成功并早实丰产的几项主要配套栽 培 技 术 如

下
。

2
.

1 确保大批t 嫁接苗培育成功的配套技术

1 9 7 9年
,

我们主要从深层覆砂
、

培育胚茎粗壮的砧苗
、

垫板拉切砧穗
、

铝箔紧密绑扎
、

密闭严密保湿以及洁净清砂培养等几个关键突破了油茶芽苗砧嫁接技术
。

1 9 8。年 以 后 的 试

验
,

又使该项技术达到了系统化
、

实用化的新阶段
。

2
.

1
.

1 种子保湿冷藏
,

全年提供 健壮砧 苗 通过连续四年的种子冷藏试验
,

证明油茶 种 子

在保湿条件下
,

可以在 o~ 2 ℃ 冰库内保存 3 年以上 [ 2 1
。

这使全年培育苗砧成为可能
。

通过不同温度的砧苗培育试验
,

肯定了培育油茶砧苗的最适温度是20 ~ 25 ℃
,

利用在适

宜温度下育成的苗砧进行嫁接
,

可以取得最为理想的效果, 高温(> 30 ℃
,

尤其是 > 3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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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湿不利于苗砧的正常生长
。

另据试验
,

砧苗出土后及时摘顶
,

可以减少苗砧子叶的养分消

耗量 1 3
.

2 % ; 在保湿状态下
,

苗砧至少可以在。~ 2 ℃的温度中保存一个月
。

由此提出了出土

苗砧摘顶及起苗后冷藏的办法
,

用以临时保存砧苗
。

2
.

1
.

2 娘接方法上作 了多项改进 通过砧苗不同部位的嫁接比较试验
,

确认在 子 叶柄以上

3 c m 左右 处嫁接
,

最有把握成活
,

最少抽发萌孽
,

苗木长势也较好
。

通过双籽砧
、

多籽砧

嫁接试验
,

摸索出了一套可成功地利用双籽砧
、

多籽砧嫁接的操作方法
,

并肯定了利用双籽

砧
、

多籽砧嫁接对于培育壮苗的价值
。

双籽砧嫁接苗
,

一年生时干物质增重61 %
,

二年生时

增重 1 32 %
,

苗木也较为整齐一致
。

研究了利用芽苗作为中间砧一次嫁接成苗的技 术
,

嫁 接

成活率超过了80 %
。

研究了断根尖和以 2 5 0 p p m IBA 泥浆蘸根等促使苗木多长侧须根的技

术
,

使嫁接苗成活后
,

就有相当发达的根系群 [s]
。

2. 1
.

3 培育与保湿方法作 了一 系列改进 从有利于培育壮苗出发
,

进行了多项培育基质 试

验
。

利用腐殖土加砂
,

或松林表土加砂作培育基质可以广泛应用于生产; 在苗床直接假植
,

只要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主要是指土面覆盖净砂
,

以免苗茎感病死亡 )
,

也有利于培育健壮

的嫁接苗
。

提出了利用经反复冲洗的煤球灰渣薄层覆盖床面
,

以防止茎腐病 蔓 延 的 有效办

法
。

嫁接苗的保湿措施
:
在用玻璃罩保湿

、

塑料袋保湿的基础上
,

又进行了塑料小罩及低棚

架的塑料棚保湿等试验
,

也都取得了成功
。

2
。

1
.

4 苗砧的一苗多用技术 为了适应大批量嫁接繁殖的需要
,

还进行了子叶柄断裂的无籽

苗砧及嫁接时切除的根段的再利用试验
,

证明无籽苗也可以用于嫁接
,

只是嫁接成活后需要

加强肥水管理 , 而嫁接时切除的根段
,

只要有 4 c m 以 上的长度
,

也可以用作砧木
。

2
。

2 保证嫁接苗大规模造林成功的配套技术

2
.

2
.

1 培育健壮的嫁接苗 苗木健壮与否是造林成败的首要因素
。

用壮苗造林
,

成 活率一

般超过 80 %
,

而弱苗造林
,

不仅造林成活率低 (64 % )
,

长势也差
。

一年生嫁接壮 苗 的标准

是
:
抽梢茎粗 > o

.

3 c m
、

叶芽饱满
、

侧根发达
、

无病虫害
。

培养壮苗的措施
,

除了注意培养

基质
、

采取催根措施外
,

主要是适时适量施肥
。

经过适当施肥的一年生嫁接 苗
,

80 % 以上

可以抽发二次新梢
。

通过试验
,

我们提出了培育壮苗的三次施肥方案
:

摘罩后重 氮 轻 磷钾

(6 , 1: 1 ) ; 一个月后重氮重磷钾(2 : 1 ,
1 ); 入秋后轻氮重磷钾(1 : 4 : 4 )

。

如此培育的苗木造林
,

成活率比对照高 10 % ~ 20 % [’1
。

注意
:
施肥务必控制浓度

,

一般不宜超过 0
.

2 %
,

尤其在干

热天气为假植于清砂内的幼苗施肥
,

浓度更应降低
。

2
.

2
.

2 选择适宜的造林季节 由于苗木幼嫩
,

山地造林无法浇水遮荫
,

选择适宜的造林季节

就成了确保造林成功的又一个关键
。

选择最佳造林季节的主导因子是雨水是否充沛
。

由于新

栽幼苗至少要20 天左右才能萌发新的根毛
,

所以
,

务必要在下过透雨后才能造林
,

造林后也

至少应当有一个月以上的多阴雨天气
。

我国广大亚热带地区
,

在秋冬之交的小阳春和冬春之

交的早春天气
,

一般多见连续阴雨天
,

利用这样的夭气造林
,

成活率可以稳定在80 %以上
。

干

湿季明显的云贵高原
,

则最宜于雨季造林
。

由于每年的气候均会有所变化
,

具体的最佳造林

时间
,

需要认真分析当时当地的情况
,

切忌在任何连续干旱的季节或时期移栽或造林
。

2
.

2
.

3 适时抚育
,

加强管护 油茶幼苗具一定的耐荫性
,

但是杂草丛生
,

尤其是白茅的蔓延

会严重抑制苗木的生长
。

造林头二年
,

必须严禁放收
、

践踏
,

抚育时也切忌伤苗
、

动根
。

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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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铲草抚育会严重降低造林成活率
,

必须坚决杜绝
。

经验表明
,

油茶嫁接苗造林后头三年的管理
,

对于油茶的正常生长与结实
,

具有决定性

的影响
。

亚林所内油茶嫁接苗的连续丰产纪录
,

充分说明了加强苗期管理的重要性
。

嫁接苗二年生时就有 20 % ~ 50 % 的植株见花
。

这些花芽
,

多数在夏秋梢的 叶 芽基部形

成
,

花期偏迟
,

不易座果
,

即使成果
,

也会因过度消耗有机养分而影响苗木的正常生长
。

所

以
,

劳力充沛时
,

可以人工摘花或化学疏花
。

2
.

2
.

4 提倡 用二年生壮苗造林 利用经断根尖或 IBA 催根处理
,

在施用厩肥的苗 床 上培育

的二年生苗
,

带土或裸根上山造林
,

起苗时结合整形对地上部分作重修剪
,

不仅造林成活率

高
,

成活后苗木长势也好
,

一般造林后第二
、

三年即可结果
。

19 8 3年在富阳营造的了
。

5 亩 试

验林
,

以及同年在富阳起苗
,

采用地上部分重修剪
、

根部打泥浆保护等简易措施
,

起苗后 3

~ 5 天
,

分别栽植于 浙江省安吉县南湖林场和江西省分宜县长埠 林场
,

共造林3 0 多亩
,

近

5 0 0 0株
,

成活率均达 90 % 以上
。

2
。

3 保证嫁接苗油茶林早实丰产的配套技术

2
.

3
.

1 多系造林
,

花期配合 油茶是异花授粉植物
,

尽管优良无性系具有广泛的可配性
,

为

了确保其授粉结实
,

在同一片林分中
,

至少应当有 4 ~ 5 个无性系同时开花
。

这对于花期偏

早或偏迟的无性系更为重要
。

由于不同无性系对气候条件有不同的反应
,

从多点 引 进无 性

系
,

更应注意适当多配置一些无性系
,

以确保整个花期自始至终至少有 4 一 5 个无性系同时

开花
。

至于配置的具体方式
,

在试验中无论是随机配置
,

或者是成行栽植
,

甚至是小块状栽

植
,

植株间产果量也未见有显著性差异
。

所以
,

无需强调一定要采用哪一种方式 t.]
。

2
.

3
.

2 适 当密植
,

早期丰产 嫁接苗易于结实
,

产量又高
,

结实后营养生长相对受到抑制
,

一般到 8 年生时
,

冠幅才能达到 1
。

了m 左右
,

只相当于 5 一 6 年生的实生苗冠幅
。

因 此
,

嫁

接苗的栽植密度至少比实生苗增加 50 %一 1 00 %
。

本试验中
,

凡是采用了2 22 ~ 2 40 株/ 亩密度的林分
,

都达到了早实丰产的目的
。

1 9 8 3年
,

还用二年生苗营造了9 60 株/ 亩的高密度试验林
,

造林后第三年就达到了亩产油 1 5
.

0 k g 的高

产水平
,

第四
、

第五年又分别亩产油 1 0
.

7
、

2 7
.

0 k g
。

采 用 这样的高密度造林
,

至少在有收

的四 年内
,

可比每亩栽24 0 株的普通密植林
,

增产6 0
。

3 % [“」
。

对长埠林场内不同密度林分的

产量作统计
,

每亩 1 81 株以上的林地其四年生平均产量是每亩不足 1 20 株林地的4
.

74 倍
。

可见
,

适当密植确实是保证丰产的重要条件
。

2
.

3
.

3 高接搭 配
,

合理配 笠 由于母树生长特性的差异
,

不同无性系间
,

冠形和长势亦有明

显差别
。

树体直立或者枝叶紧凑的无性系
,

一般产量较高
,

而这两种树冠又可以互相配合
,

使整个油茶林形成高矮两层式的林冠结构
。

这不仅有利于经营管理
,

而且能充分利用光能
,

获得较高的产量
。

离阳试验林 内
, 8 1 7

、

1 2
一

6等高树冠型无性系与9
一

8
、

60 6 等 低矮密集型树

冠的配植
,

也是高产的一个因素
。

进贤安排的配置试验
,

证明高矮树冠配置
,

比同是高冠型

配置平均增产 1 7
.

1 %
,

比同是矮冠配置平均增产。
.

5 %
。

随着树龄和郁闭度的增加
,

差异也

越大
。

砧木试验的结果表明
,

以故县油茶为砧
,

具有明显的矮化作用
。

与以普通油茶为砧比较
,

植株高度平均低16
.

7 %
,

地径平均细2 3
。

8 %
。

但是
,

如以 1 9 8 6 年的平均冠幅为准
,

计算其

每平方米树冠投影面积的产果量
,

有的两者基本接近
,

有的仍以普通油茶为砧的高
。

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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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量讲
,

用饮县油茶来矮化油茶意义不大; 但从无性系高矮合理配置的整体效应上看
,

这

仍值得利用
。

当然
,

无性系林高矮配置中矮化株的来源
,

主要应放在那些本身具有紧凑矮化

性状的高产无性系上
。

2
.

3
.

4 摘 项抹芽
,

提早成形 由于嫁接苗的叶芽饱满
,

发芽力和成枝力较高
,

所以 在 定植

的第二年
,

很容易采用摘顶抹芽技术
,

养成具有一定主干高度
,

3 一 4 个分枝的半圆头形树

冠的骨架
。

试验证明
,

利用摘顶抹芽技术
,

不仅不会从总体上明显削弱树势
,

而且有减少养

分消耗
,

抑制局部徒长
,

刺激侧枝生长并促进结实的作用
。

据对五个无性系进行四年测产证

明
,

经过摘顶抹芽整形的油茶
,

比对照平均增产5
.

6 % I“
’“〕

。

2
.

3
.

5 适 当施肥
,

确保高产 从 1 9 8 3年起
,

在江西进贤试验林内
,

连续五 年对 七个无性系

做了施肥试验
。

试验证明
,

每株树施尿素 50 一 1。。g 能显著促进生长
,

提早结实
。

每株 树 施

钙镁磷1 00 一1 50 9
、

氯化钾 10 0~ 1 5 0 9 ,

对生长无明显效果
。

在施氮肥的基础上
,

增施磷钾

肥
,

可使树高
、

茎粗
、

冠幅增长一倍以上
。

从产量讲
,

无论是单株产量还是单位面积树冠产

量
,

均以混合施用尿素
、

钙镁磷
、

氯化钾为最高
,

四年总产量可比对照增加二倍以上
。

混合

施用氮磷钾肥
,

四年平均亩产油 1 9
。

41 ~ 2 2
.

1 9k g
,

单独施用氮肥
,

年亩产油 1 1
.

5 ~ 16
‘ 2 k g ,

对照仅 6
.

55 掩
。

试 验还表明
,

不同无性系对于肥种及其配比
,

具有不同的反应
。

长势旺的

无性系
,

如7 9 一5
,

氮肥过多易造成徒长
,

应适当多施磷钾肥
,
长势弱的无性系对氮肥敏感

,

应适当多施氮肥
。

此外
,

施肥还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果实性状
,

氮磷钾的合理搭配
,

能大幅度

地提高油茶的果油率
。

2
.

3
.

6 合理间作套种 据对富阳试验林内24 个无性系连续八年的测定
,

一般四年 生 时开始

形成树冠
,

平均冠幅 为 70
.

6 c m
,

以后历年的冠幅依次为1 26
.

0
、

1 57
.

3
、

17 5
.

6 c m
。

这就是

说
,

在连续 3 ~ 4 年施肥
,

管理较为集约的条件下
,

每亩栽 2 40 株
,

也要到八年生才能郁闭
。

进贤的试验林
,

五年生时
,

在 Z m 宽的行间
,

至少还有 l m 以上的条 带 可 予利用
。

由此可

见
,

嫁接苗造林后
,

一般可间种 5 ~ 6 年
。

合理的间作套种
,

不仅能增加收益
,

也有利于提高土壤肥力
,

这是促进油茶早实丰产沟

重要配套技术之一
。

在江西进贤的低丘红壤上
,

油茶早实丰产林 内
,

一般可采用以下的套冲

制度
:
第一年

,

花生、肥 田萝 卜 第二年
,

大豆”芝麻‘油菜 + 小麦(隔行 ) , 第三年
,

西瓜

、芝麻、小麦 + 油菜 (隔行 ) ; 第四年
,

花生、油菜 ; 第五年
,

大豆、绿肥
。

这样做
,

既利于

养地
,

又可以促进油茶的生长与结实(见表 3 )
。

表 3 间作套种对油茶无性系林生长
、

产且的影晌及经济效益

平均树高 平均冠辐 产 果 量 效益(元/ 年
·

亩)

处 理 树 龄 套种年限

(m ) (m ) (k g /亩 )
N

(% )

上 壤 养 分

N P K

(PPm )
油 茶 套 种

口U16,
‘ 孟,
减盛
U内才on�n�n�O曰nJQ材,目8峨,曰n口八Un仙.土,土3一5一作

间 作 :: ;

未 间

1 9 3
.

7

1 3 7
。

6

0
.

1 8 1

0
。

0 3 4

0
.

2 01

0
。

0 7 0

(P Pm )

9
。

8

1
。

5

1 2
。

2

2
.

3

6 0
.

3 23
‘

3 1 0 5
.

0

1 8
.

9 15
.

0 一

7 9
.

6 48
.

4 1 0 5
.

0

卫2
.

7 3 4
.

4 一

��5作作

间未间

2
。

4 采取
‘
群体基础上的选优和选优基础上的群系利用

”

的策略
,

加速油茶早实丰产林建设

在营建油茶无性系早实丰产林的同时
,

结合安排了初选无性系的评比试验
。

通过连续 四

年的测产
,

以比对照增产30 %以上作为中选指标
,

结合抗病性
,

在富阳筛选出了 5 1 一27
,

8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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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一 6
、

3 一3
、

9 一8五个优良无性系 [ 7 ] ,

在进贤筛选 出了抚 17
、

79
一5

、

8 0 一2 4 三个优良无性系
。

前五个优良无性系
, 1 9 8 5 ~ 1 9 8 7年间

,

年平均亩产 油 25
.

38 k g
,

比 15 亩同期试验林平均亩

产量增加4 1
。

7 %
。

后三个优良无性系
,

连续四年平均亩产油 18 一20 k g ,

增 产42
.

62 %
。

如

果按 2 : 1 的比例
,

配植具紧凑型树冠的7 9一 13
、

抚1 9 ,

即可建造起新一代的油 茶 早实 丰 产

模式林
。

这样的林分
,

树冠相接时
,

亩产油可以超过 40 k go

3 结论与讨论

十年的试验表明
,

只要真正掌握油茶优良无性系繁殖
、

造林的系列配套技术
,

油茶嫁接

苗大规模造林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

增产潜力也极大
。

3
.

1 稼彼苗造林容 . 成活

试验证实
,

油茶芽苗砧嫁接苗
,

具有适应性强
、

造林易于成活的优点
。

无论 是 冬 春 嫁

接
、

成活后保留砧苗的子叶直接上山造林
,

或者是春夏嫁接
、

小阳春到翌年早春造林
,

抑或

是以一年半到二年半生的圃地培育的裸根苗造林
,

只要造林后不遇到连续干早的天气
,

都可

以达到80 % 以上的造林成活率
。

本试验从1 9 8 1年起到1 9 8 7年止营造的6 9 9
.

5 亩试验林
,

平均

成活率达到8 4
.

。%
。

3
.

2 稼 . 苗生长正常井衰砚出明且的早实丰产性

试验证明
,

芽苗砧嫁接苗造林后可以长成健壮的植株
,

培育得当
,

初期生长还优于实生

苗 [ 6 1
。

据对亚林所内四个无性系和与其相对应的实生苗连续 8 年的测定
,

在山地一般管理条件

下
,

一年生嫁接苗平均高 1 4
.

2 c m
,

地径粗 。
。

26 c m
,

分别为实生苗的 15 4
.

3 % 和 1 1 8
.

2 %
。

经过选留长势旺盛的实生苗后
,

两者的根颈粗度于第二年相等
,

树高则要到第 4 ~ 5 年生才赶

上嫁接苗 I’]
。

这种生长方面的差异
,

也反映了嫁接苗的早实丰产性
。

调查表明
, 1 9 8 0年 3 月

营造的试验林
, 1 9 8 1年就有 5 1

.

5 %见花
, 1 982 年开花比例增加到 72 %

, 1 9 8 4年起已 大 量结

果
。

进贤及大岗山营造的试验林
,

19 81 年 4 ~ 5 月营造
, 1 9 8 3年也 已开始结实

, 1 9 8 6年起进

入了盛果期
。

与相同条件下的实生油茶林相比
,

至少提前二年结实
。

油茶嫁接苗造林
,

不仅结实较早
,

产量也较高
。

江西大岗山长埠林场试验林
,

五年生时

1 1 2
.

3 9亩嫁接苗油茶林
,

平均亩产油 1
.

69 k g
,

其中 2 5
.

4 1 亩亩产油 超 过 3
.

o k g
,

而 同 时

种植 的来自富阳优良无性系林分的八个最优无性系种子的实生油茶6
。

6亩
,

结果 仅 5
。

0 k g
,

亩产油为 。
.

05 kg
。

六年生时
, 1 12

.

39 亩嫁接油茶
,

平均亩产油 4
.

78 k g ,

而实生油 茶亩产

油仅 。
。

46 k g
。

两年平均
,

油茶无性系林分比实生林分增产 1 1
.

7倍
。

如果将三个试验点 综合

起来分析
,

嫁接油茶 4 ~ 6 年生中三年的平均产量
,

是相同条件下实生油茶的3
.

4倍
。

无性系

组成较好
,

管理水平较高时
,

增产潜力则更大
。

1 9 8。年在富阳营造的7
.

5亩 试 验林
,

只是在

造林头三年注意了间种
、

除草
、

施肥等
, 1 9 8 3年以后一直任其自然生长

, 3 一 9 年生亩产油

逐年依次为0
.

3 3
、

1
.

1 9
、

7
.

7 9
、

2 4
。

2 4
、

1 4
.

8 4
、

3 0
.

2 3
、

2 6
.

ss k g
,

从第六年起
,

一直 维 持

在亩产油 1 4
。

84 k g 以上的高产水平上
。

而另外 7
.

5亩
,

用二年生苗于 1 9 8 3年造林
,

造林当年

就有收
,

造林后第三年
,

平均亩产油 7
.

3 k g
。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油茶无性系林分 的 早 实丰

产性
。

3
.

3 边选择
、

边铁殖
,

可以应用于生产

试验中采用的接穗
,

部分来自经过四年以上连续测产的优良单株
。

由于这样的优株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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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
,

同时为了丰富整个林分的遗传基础
,

我们在繁殖这些单株的同时
,

又分别在江西
、

湖

南等地
,

采用嫁接前经一年验产
,

对其认真考查后一次选择的方法
,

繁殖了一批嫁接苗
。

试验结果证明
,

繁殖经过多年选择的优株
,

一般较理想
。

如 9 一 8
、

12一 6 ,

经历过 9 年

以上的测产
,

均能在优中选优中再次中选
。

试验同时证明
,

只要掌握好选择标准
,

即使一次

性选择
,

亦可取得较满意的结果
。

如5 1一27
、

7 9一5等
,

参试时都只经过了 1~ 2年选择
,

由于掌

握了长势旺
、

花期早
、

产量高
、

果实性状好(包括果壳薄
、

出仁率高
、

种仁含油率高等 )这些

基本要求
,

加之本身无严重病虫害
,

所以在无性系评比试验中
,

均能名列前茅
,

甚至超过了

经历 9 年测产的优株 1 2一11 ? 〕
。

笔者认为
,

这种严格掌握标准
,

随选随繁的方法
,

将会加速油

茶良种化的步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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