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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刺枣地理种源试验初探

汪 云

关健词 滇刺枣
、

地理种源
、

发芽试验

滇刺枣 (Zl’zy Ph us m a “ ri ti a
o L a m

.

)系鼠李科落叶乔木
,

是 目前我国从国外引进的优良紫

胶虫种之一
—

信德胶虫 (K e , l’a sl’n di ca M ah d
.

)的主要寄主
。

随着信德胶虫在我国引种成

功
,

并逐步得到推广
,

滇刺枣人工林栽培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

种苗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

1 9 8 9

年开始在云南省和缅甸收集不同地理区域的滇刺枣
,

集中于云南元江坝 区进行地理种源试验
,

目的是探讨各地理种源在元江地区的生长情况
,

为划分种子调运界限和气候生态型提供科学

依据
,

此外为选择滇刺枣的优 良类型积累材料 (即营建种质资源基因库 )
。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用种子系 1 9 8 9 ~ 1 9 9 0 年采集 (缅甸南坎种子委托瑞丽县林业局采集)
,

计 6 个种源

(元谋
、

双柏和元江等种源属干热气候类型 ;动定
、

耿马和南坎等种源属湿热类型 )
。

这些种子均

按林木种子检验规程草案的规定进行品质鉴定
。

1 990 年 3 月分别把各种源滇刺枣种子播于营养袋内
,

每袋 3 粒
,

按一般育苗方法管理
。

幼苗生长过程中
,

分别按不同种源随机选定 10 株幼树于每月 15 日测定其高度及地径
。

每

旬观察记载苗木的形态和发育情况一次
。

2 试验结果

2
.

1 不同地理种源种子品质
、

性状及发芽试验

2
.

1
.

1 不 同地理种源种子品质和性状 不同地理种源滇刺枣种子品质鉴定结果见表 1
,

性状

特征见表 2
。

丧 1 各种谏淇刺枣种子品质 表 2 各种派演刺套种子形态特征

种像

元谋

双柏

元江

动定

耿马

南坎

果核千粒重 果仁千拉重 发芽率 发芽势 成苗率
(g ) (g ) (写 ) (% ) (% )

种子宽

5 7
.

50

3 8
。

46

5 4
。

14

1 1 6
.

9 6

5 0
.

00

5 9
.

5 2

种源

元谋

双柏

元江

劫定

耿马

南坎

种子长
(em )

色泽

浅揭

浅揭

揭

浅揭

浅褐

深 褐

形 状

果核

圆形

圈形

圆形

果仁

梨形

梨形

梨形

扁锥形

锥形

纺锤形

梨形厚实

瓜子形

瓜子形

�00nJO
OJO,
‘月了

.

⋯
01100

月了1人�b月性,JQ�0110�勺n�0

⋯⋯
0
lbt了亡口空g六叼�OU工了�了88

月了
0
,J通
.亡J011自Od

‘

4
�b�匕�b扁b11,�,曰门了巴内 」了口合月0OU�11了0000

000�gR
�匕J00,一

⋯⋯
,�40S8
J,几J�X�‘吸Q�11IA巴J工JJ工b8

lbt了

1 9 9 3一 1 0一 1 4 收稿
.

汪云副研究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 昆明 6 50 2 1 6)



3 期 汪 云
:

淇刺枣地理种像试验初探

从表 1
、

2 看出
,

各地理种源种子以元谋
、

动定和 南坎的品质最好
,

其种仁千粒重分别为

59
.

50 9
、

116
.

96 9
、

和 59
.

52 9
,

发芽率分别为 76 %
、

82 %和 75 % ; 双柏种源最差
,

其种仁千粒

重只有 38
.

46 9
,

发芽率仅 51 %
。

2
.

1
.

2 不同地理种源淇刹枣种于发 芽温度试脸 为试验不同地理种源滇刺枣种子发芽所需

的最适温度
,

用两种不同温度进行试验[l]
,

见表 3 :

农 3 各种蕊种子在不同沮度下的发芽率 表 3 看出
,

不同地理种源滇刺枣种子在不

种 像 2 7 ~ 3 0 ℃

(单位
:

% )

3 2 ~ 3 5℃

同温度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发芽率
,

其规律与种

子产地的气候有相关关系
。

种源气候是湿热的

(动定
、

耿马和南坎 )
,

在较低温度条件下 (2 7一

3。 ℃ )具有较高的发芽率 ; 种源气候干热 的

(元谋
、

双柏和元江 )
,

在较高温度条件下 (32 一

35 ℃ )则有较高的发芽率
。

O通
�月,,目O口O甘另57766月O,19曰,曰自产亡」,‘�勺一bn己叮‘甲‘谋柏江坎定马元双元翻耿南

2
.

1
.

3 各种源淇利枣种子经 l a 储存后 发芽率降低情况 各种源种子
,

在相同储存条件下

(储于布袋放在通风室内)
,

经过 l a
后

,

其发芽率降低情况见表 4
。

表 4 各种派种子储存 l a 后发芽率下降情况

(单位
:

% )

源 1 9 90 ~ 0 3 1 9 9 1 ~ 0 3

7 6

5 l

6 2

8 2

7 7

7 5

从表 4 看出
,

各种源滇刺枣种子储存 l a

后其发芽率均有较大幅度下降
,

但下降的情况

不同
,

其规律亦与种子产地气候有关
。

种源区

气候干热的
,

其种子发芽率下降幅度较小
,

如

元谋
、

双柏和元江等种源其发芽率分别从 l a

前的 76 %
、

51 %和 62 %下降到 41 %
、

25 %和

3 3 %
,

下降率分别为 46 写
、

51 %和 47 % ;
而种

源区气候湿热的
,

其种子发芽率下降的幅度

,二目勺几J0
1矛一Od

.
,目3
1口,曰
,五

柏谋江定马坎元双元劫耿南

较大
,

如动定
、

耿马和南坎等种源其发芽率分别从 l a
前的 82 %

、

77 %和 75 %
,

下降到 30 %
、

2 7 %和 1 6 %
,

下降率分别为 63 %
、

“%和 79 %
。

2
.

2 不同地理种源滇刺枣 90 d 苗木品质

从表 5 看 出
,

不同种源滇刺枣 90 d 苗木

生长量[2j 以来自气候为湿热的动定
、

耿马和南

坎种源为好
,

其平均苗高为 46 ~ “
c m

,

平均

地径为 0
.

49 一 0
.

51 。m
,

而来自气候为干热的

元谋
、

双柏和元江种源较差
,

其平均苗高只有

3 9
.

1一 4 4
.

4 e m
,

平均地径为 0
.

4 0 ~ 0
.

4 5 e m
。

由此可见出自湿热气候类型的种源
,

其苗木品

质比干热气候类型的种源好
。

2
.

3 各地理种源滇刺枣幼树生长情况

表 5 各种源淇刺枣 , O d 苗木生长t

种 源 苗高 (c m ) 地径 ( e m )

0
.

4 5

O
。

4 0

0
。

4 3

0
。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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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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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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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看出
,

从 1 9 9 0 年 8 月到 1 9 9 1 年 7 月各种源滇刺枣幼树逐月株高净生长量 以 6
、

7 两

月最大
,

占全年生长量的 41 %左右
,

6~ 10 月生长最快
。

干热气候的元谋
、

双柏
、

元江等种源到 1 月才停止生长
,

而湿热气候的动定
、

耿马
、

南坎等

种源均在 n 月就停止生长
。

由此可见湿热地区的种源
,

其幼树生长期短
,

但年生长量大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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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 0 8 。m )
,

而干热地区的种源
,

其幼树生长期长
,

但年生长量小 (平均为

表 ‘ 各种派淇机套幼树遥月株离净生长t

1 7 8 e m )
。

(单位
: c m )

元谋 双柏 元江 动定 耿马 南坎

282523
,曰丹了0

曰口,�2

0000

2722200030242362124193

00

0000

叮口J限,目0

414234455010234050016274240

003142836

2523214110001282944

002293242

时 间

1 9 90 年 8 月

9 月

1 0 月

1 1 月

1 2 月

1 9 9 1 年 l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参 考 文 献

俞新妥
.

马尾松的地理播种和发芽试脸
.

林业科学
.

19 59
.

6
:
4 52 ~ 4 69

.

普泽祥
.

加勒比松地理种像试脸
.

云南植物研究
,

19 92
,

l 4( 3)
:
3 01 ~ 3 08

.

A P r e lim in a r y S tu d y o n th e G e o g r a Ph i e a l

P r o v e n a n c e o f Zi 习少hu
s m a u ri t ia n a

W
a n g Y u n

A加 t r a e t Z izy Ph u s m a “ri tl’a n a (L a m
.

) 15 a n im p o r t a n t ho s t p la n t fo r th e e x o t ie ,sp e e i e s

o f la e in s e e t
,

K e ”八 a s i n d ic a M ah d 二 S e e d s o f th e t re e s t a k e n fr o m 5 d is t r ic ts in Y u n n a n

P r o v in e e ,

C h in a a n d N a r k u m
,

B u r m a w e r e u s e d in th e e x Pe r im e n t a n d t he r e s u lt s ho w s t ha t

t h e r e 15 a e lo s e r e la t io n s h ip b e t w e e n t he ir e h a r a e te r s ,

g e r m in a t io n a n d g r o w t h p a t te r n s o f t he

s e e dlin g s a n d yo u n g t r e e s a n d th e ir g e o g r a ph i e a l d is tr ibu tio n a n d e lim a ti e e o n d it io n
.

T he s e

w o u ld Pr o v id e s e i e n t ifie b a s is fo r t he d is t r ibu t io n bo u n d a r y a n d e la s s ifi e a tio n o f t h e e lim a ti e

e e o t yp e s , a n d w o u ld b e h e lp fu l fo r e ho o s in g b e t t e r fo r m s o f t he tr e e
.

K e y w o r d s Z i z yPh u s m a u ri tI’a n a ,

g e o g r a ph ie a l p r o v e n a n e e ,

g e r m in a t io n t e s t

W a
呀 Y un

,

A s

soc 认t e P r o fe s s o r ( T h e R e s e a rc h l朋 tit u t e o f Ec
o
no m ie I ns e e t s ,

C A F K u

~
9 6 5 0 2 1 6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