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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日本落叶松×长白落叶松不同杂交组合的授粉可配性、可育性,杂种苗生长、杂种采

穗园母株插穗产量和全光雾插条件下不同组合、单株插穗经不同浓度激素处理的生根以及大田生

根插穗移植成活、生长情况。日本落叶松×长白落叶松种间易于杂交, 不同组合间授粉可配性和杂

种苗生长差异十分明显。尽管组合间插穗生根存在着明显差异,但幼年母株插穗一般生根容易,不

经任何激素处理生根率也能达到 90% 以上。采穗园 2. 5～3. 5 年生杂种母株,平均可繁殖 13～27 株

·株- 1Ⅰ、Ⅱ级 2 年生扦插苗。基于目前的研究结果组装各环节最佳方案,用人工控制授粉的方法

配制优良组合(一般、特殊配合力高)的杂种种子, 播种育苗后建采穗园进行扦插繁殖,即能在短期

内大量增殖这些珍稀的遗传改良杂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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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叶松结实量低、大小年现象明显且间隔期长, 杂种种子生产费时、费工成本高,已取得的

研究结果
[ 1～6]
无法用于造林实践。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研所1994～1998年在辽宁省清原县

大孤家林场等地, 开展了日本落叶松[ L arix kaemp f eri ( Lamb. ) Carr . , 简称日落]、长白落叶

松( L . olgensis Henry ,简称长落)种间杂交制种试验, 建立了落叶松杂种采穗园并进行了杂种

插穗生根和育苗技术研究。组装各环节最佳研究结果初步形成了以人工控制授粉为核心、扦插

繁殖利用为手段的落叶松杂种大规模繁殖配套技术。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杂交制种

人工控制授粉在大孤家林场 60年代建立的日本落叶松初级无性系种子园和 80年代建立

的 1. 5代种子园中进行。父本花粉采自哈达长白落叶松种子园。授粉包括单系和多父本( 4～

8个无性系花粉等量混合)混合授粉 2种方式。

1. 2　播种育苗和建杂种采穗园

杂种种子经播种育苗后,按 1. 0 m×1( 0. 5) m 的行株距在苗圃或其附近的山坡地建杂种

采穗园。母株按照日本落叶松采穗园中、高柱式整形修剪方法整形修剪 [ 7]。

1. 3　杂种插穗生根试验和 2年生扦插苗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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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1　插穗生根技术　采用全光雾插技术[ 8]分组合、单株培育 1年生扦插苗,基质为纯净河

沙或鲜锯末。5月初进行春插,用长 12～13 cm 的木质化枝作插穗。6月下旬～7月初进行夏

插,用长10 cm 或 15～20 cm 当年生半木质化枝作插穗。插穗分别经质量浓度为100～800 mg

·kg
- 1

IBA 溶液处理 20～30 m in后扦插, 密度 800穗·m
- 2

,深度3 cm。插穗生根试验采用随

机区组设计, 10～20株小区、3～4次重复, 并设对照。插床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与日本落叶

松扦插相同
[ 8]
。

1. 3. 2　2年生扦插苗培育　10月下旬将春插生根插穗起出, 按组合(单株)每 50～100株扎成

捆,在冷室中贮藏越冬,夏插穗浇防冻水后留床越冬。第 2年 4月上旬剔除未生根或根系发育

不良的苗木分组合(单株)移植到苗圃中,覆土深度约 4～5 cm。圃地整地、施肥、作垅(床)方法

与 1年生播种苗移植相同。栽后随即浇 1次透水,以后仍需及时浇水保持圃地土壤湿润,苗木

成活后即转入常规大田管理。

1. 4　调查与资料整理

称量不同杂交组合杂种种子质量、千粒质量,计算球果平均出种量和每克杂种种子的成苗

量。调查各杂交组合播种苗和 2年生扦插苗苗高、地径生长情况和不同组合、不同年龄的母株

插穗在不同激素处理和基质条件下的生根情况。方差分析时,百分率经过反正弦变换。

2　结果与分析

2. 1　杂交制种

2. 1. 1　母本相同父本无性系不同对日本落叶松×长白落叶松杂种种子及苗木产量的影响　

以同一日落母本无性系分别与不同长落父本无性系杂交结果见表 1。组合间球果平均质量、出

种量、千粒质量和每克种子成苗量间均存在较大差异,幅度分别为 2. 05～3. 57 g , 0. 11～0. 20

g , 2. 40～3. 70 g , 0～40株·g
- 1。一般说来球果质量大的组合出种量较多,但球果大小与千粒

质量以及千粒质量与每克种子成苗量间相关关系不明显。以长 4c 无性系为父本授粉时球果质

量、平均出种量、千粒质量等 3项指标均低于各组合的平均值,但每克种子成苗量 ( 34 株·

g
- 1 )比各组合平均值大 67. 5%。长 14无性系作父本的杂种种子的千粒质量最大(比各组合平

均值大 14. 2% ) ,但每克种子成苗量却不到各组合平均值的一半。更有甚者,父本为长 8无性

表 1　不同组合杂种种子及苗木产量

母本 父本 球果/个
平均质量/

( g·果- 1)

平均出种量/

( g·果- 1)
千粒质量/ g

平均成苗量/

(株·g - 1)

日永 85 长 3 70 3. 57 0. 20 3. 40 21

日永 85 长 4c 131 2. 29 0. 15 3. 18 34

日永 85 长 6 34 2. 94 0. 19 3. 15 2

日永 85 长 8 39 2. 56 0. 18 3. 45 0

日永 85 长 10 73 2. 05 0. 11 2. 40 8

日永 85 长 11 56 2. 68 0. 16 3. 25 32

日永 85 长 12 66 2. 65 0. 18 3. 20 39

日永 85 长 13 24 2. 08 0. 16 3. 30 17

日永 85 长 14 32 2. 34 0. 19 3. 70 10

日永 85 长 27 27 2. 78 0. 19 3. 40 40

日永 85 平均 2. 59 0. 17 3. 24 20. 3

　　注:日永——日本落叶松永陵;长——长白落叶松,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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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时杂种种子的千粒质量虽然大于各组合的平均值,但不出苗或出苗后死亡,这表明日永 85

作母本与上述长白落叶松无性系杂交,虽然各组合均能获得发育成熟的种子,但有的组合杂种

种子失去潜在发芽能力,或虽能发芽但长势弱幼苗期即夭亡、可育性差。因此以日永 85为母本

配制日×长杂种时,应选用长 27、长 4c、长 12、长 11无性系作父本。

2. 1. 2　多父本混合花粉对日本落叶松×长白落叶松杂种种子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采用多父

本混合花粉授粉来改善杂交可配性, 提高 F 1代遗传多样性、稳定性,是林木遗传改良常用的一

种方法。从表2可以看出,以日落为母本与多父本长落杂交,组合间结实情况也不相同,差异幅

度分别为: 球果平均出种量 0. 12～0. 28 g ,种子饱满度 20%～80%,千粒质量 3. 30～6. 50 g。

除日永 2×长混的千粒质量略高外, 各无性系自由授粉的千粒质量均比长落多父本混合授粉

的大。同一无性系(日草 302) 3种授粉方式相比,球果出种量、种子饱满度和千粒质量由大到小

的顺序大体为:自由授粉,长落多父本混合授粉,自交。在种子园条件下自由授粉为母本授粉提

供了较多的选择机会, 因此,一个无性系自由授粉的结果可以作为标准来评价其与其它亲本交

配的授粉可配性。日永 2、日永 10无性系作母本与多父本长落杂交,种子饱满度、千粒质量与

自由授粉相比差值最小或略大于自由授粉,可配性较高。而长落多父本花粉与日永 13杂交的

可配性最差。

表 2　多父本混合授粉对日×长杂种种子产量及品质影响

授粉方式 母　本 父　本
采收球

果/个

平均质

量/ g

平均出

种量/ g

与同系

自由授

粉比差

种子饱

满度/

%

与同系

自由授

粉比差

千粒质

量/ g

与同系

自由授

粉比差

自　　交 日草 302 49 2. 04 0. 11 - 0. 17 20 - 48 2. 90 - 1. 3

自由授粉 日草 302 260 4. 13 0. 28 68 4. 20

多父本控制授粉 日草 302 长落混合花粉 43 3. 25 0. 24 - 0. 04 45 - 23 3. 75 - 0. 45

自由授粉 日永 8 739 2. 23 0. 24 77 3. 95

多父本控制授粉 日永 8 长落混合花粉 399 2. 07 0. 18 - 0. 06 65 - 12 3. 30 - 0. 65

自由授粉 日永 13 239 4. 39 0. 29 69 4. 67

多父本控制授粉 日永 13 长落混合花粉 109 3. 67 0. 12 - 0. 17 20 - 49 3. 70 - 0. 97

自由授粉 日永 10 265 4. 34 0. 25 86 4. 85

多父本控制授粉 日永 10 长落混合花粉 94 2. 66 0. 24 - 0. 01 80 - 6 4. 50 - 0. 35

自由授粉 日永 2 340 5. 73 0. 39 78 6. 36

多父本控制授粉 日永 2 长落混合花粉 118 3. 39 0. 28 - 0. 11 75 - 3 6. 50 0. 14

　　注:日草——日本落叶松草河口;长落——长白落叶松,下同。

2. 2　杂种苗生长及幼年杂种母株穗材产量

2. 2. 1　不同组合杂种苗生长比较　从不同组合杂种苗生长情况(表 3)可以看出, 日落同一无

性系为母本与不同长落无性系为父本进行杂交, F1代杂种苗期生长表现不同。除日永 85×长

6 外, 其它组合 1 年生苗平均高度均大于母本自由授粉后代, 超亲优势幅度为 11. 3%～

52. 2%。日永 85×长 4c等 3个杂交组合的超亲优势均大于 50%,属杂交优势强的组合。日本

落叶松引入我国北方地区后虽然生长表现良好,但苗期往往由于顶芽发育不充分易遭受冻害,

长白落叶松苗期顶芽发育充实, 一般不发生冻害。二者杂交后不同组合杂种苗与日本落叶松自

由授粉子代苗相比,顶芽发育状况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有 5个组合杂种苗 10月中旬封顶率

达 97%以上。多父本花粉混合授粉时日落不同无性系杂种 F 1代生长也不同, 3年生杂种苗平

均高和当年高生长量差异幅度分别为 81. 1～87. 7 cm、49. 3～58. 3 cm(表4)。日永 8×长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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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苗高和当年高生长量分别比母本自由授粉子代大 18. 2%和 15. 2%。日草 302×长混杂种苗

3年生高生长量比其单亲(长 23)授粉大 9. 5%。无论是种间单亲授粉、多父本花粉混合授粉或

种内自由授粉,子代高生长差异幅度和变异系数都较大。这是由于交配双亲本身就是杂合体的

缘故。因此, 对有性繁殖后代进行汰劣留优,是落叶松遗传改良必不可少的步骤。

表 3　日永 85 及其 9 个杂交组合 1 年生苗生长情况

组　　合 平均高/ cm 相对值/ % c. v . / % 超亲优势/ %
10月中旬封顶苗

比例/ %

日永 85半同胞 20. 3 100 30. 2 89. 6

日永 85×长 6 20. 2 99. 5 33. 6 - 0. 5 100

日永 85×长 10 22. 6 111. 3 30. 0 11. 3 91. 8

日永 85×长 14 27. 4 135. 0 26. 8 35. 0 94. 3

日永 85×长 11 28. 9 142. 4 22. 5 42. 4 94. 5

日永 85×长 3 30. 0 148. 0 19. 8 48. 0 99. 6

日永 85×长 13 30. 2 148. 8 20. 8 48. 8 95. 1

日永 85×长 4c 30. 8 151. 7 17. 6 51. 7 99. 0

日永 85×长 27 30. 8 151. 7 18. 0 51. 7 98. 6

日永 85×长 12 30. 9 152. 2 18. 9 52. 2 97. 5

表 4　多父本混合授粉等 3 年生杂种苗生长情况

组　合
苗　　高 当年高生长量

平均/ cm 相对值% c. v . / % 平均/ cm 相对值% c. v . / %

日永 8半同胞 74. 2 100. 0 33. 47 50. 6 100 33. 12

日永 8×长混 87. 7 118. 2 31. 81 58. 3 115. 2 33. 25

日草 302×长混 82. 9 111. 7 30. 33 55. 7 110. 1 34. 12

日永 2×长混 81. 1 109. 3 25. 03 49. 3 97. 4 41. 39

日草 302×长 23 75. 7 102. 0 25. 18 51. 5 101. 8 32. 36

　　注: 1年生时这批苗用于在山坡地建采穗园,因林地干旱和管理不便 1 a 后又移植至苗圃旁定植,故生长受到影响。

2. 2. 2　杂种采穗园幼年母株插穗产量　1. 5年生日落×长落杂种母株夏插繁殖可产插穗 1～

2根·株- 1 , 2. 5年生时插穗平均产量增加到19. 0根·株- 1。3. 5～4. 0年生中柱式母株可年产

半木质化插穗 41根·株
- 1
, 木质化插穗 44根·株

- 1
(因高柱式整形修剪尚未完成,未进行产

量统计)。这个年龄阶段 0. 1 hm 2采穗园可产半木质化插穗 8. 2万根·a- 1 ,木质化插穗8. 8万

根·a
- 1, 今后随着母株年龄增长插穗产量还会逐年增加。

2. 3　落叶松杂种插穗生根

2. 3. 1　半木质化插穗　1. 5～2. 5年生日×长混合母株插穗和日永 8×长混插穗生根情况良

好,即使不经激素处理生根率也可达到或超过 90%(表 5、6)。1. 5年生日永 8自由授粉后代与

日永 8×长混杂种 F 1代相比,在激素处理相同的条件下,插穗生根率显著地高于后者, 且偏根

率低(表 5)。激素处理对提高日永 8×长混2. 5年生母株插穗生根率虽无明显影响但却显著地

促进了插穗根系发育。激素处理浓度相同日永8×长混和日草 302×长混杂种母株插穗生根率

差异不明显, 但前者插穗的平均生根量、偏根率显著地优于后者。2. 5～3. 5年生日 2019×长混

杂种母株插穗不经激素处理扦插, 2 a 的生根率平均仅 70%, 经 ( IBA) = 200 mg·kg- 1处理

后生根率提高到 95%,且生根量和平均最长根长都有明显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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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年龄组合杂种母株插穗生根情况

组　合　
IBA 质量浓度/

( mg kg - 1)

1. 5年生

生根

率/ %

生根量/

(条 穗- 1)

最长根

长/ cm

偏根

率/%

组　合
IBA 质量浓度/

( mg kg- 1)

2. 5年生

生根率/

%

生根量/

(条 穗- 1)

最长根

长/ cm

偏根率/

%

日永8半同胞 100 100. 0 a 6. 9 a 9. 0 5. 0 a 200 95. 0 a 5. 0 a 6. 0 a 29. 9

日永8×长混 100 93. 8 b 5. 9 ab 8. 2 20. 0 b 日2019×长混 100 75. 0 b 4. 6 a 4. 5 b 35. 8

日落×长落(混) 100 92. 5 b 5. 4 b 7. 9 21. 8 b CK 60. 0 b 2. 2 b 2. 7 c 50. 0

日落×长落(混) CK 90. 0 b 4. 9 b 8. 2 14. 9 b

平　均 94. 1 5. 8 8. 3 15. 4 平　均 76. 7 3. 7 4. 4 38. 6

　　注: 1. 日落×长落(混)为日落×长落不同组合的混合插穗; 2.纵行内不同的英文字母示0. 05水平上差异显著,以下同;扦插日期: 1997-

07-09。

表6　不同年龄组合杂种母株插穗生根情况

组　合　
IBA 质量浓度/

( mg kg - 1)

2. 5年生

生根

率/ %

生根量/

(条 穗- 1)

最长根

长/ cm

偏根

率/%

组　合
IBA 质量浓度/

( mg kg- 1)

3. 5年生

生根

率/%

生根量/

(条 穗- 1)

最长根

长/ cm

偏根

率/ %

日永8×长混 300 98. 8 7. 9 a 10. 5 6. 3 a 200 95. 0 6. 0 a 10. 3 a 21. 1

日永8×长混 200 100. 0 6. 6 b 10. 5 13. 8 ab 日2019×长混 100 87. 5 4. 6 b 8. 9 ab 47. 3

日永8×长混 100 96. 3 5. 2 c 10. 4 23. 7 b CK 80. 0 4. 1 b 7. 8 b 36. 7

日永8×长混 CK 98. 8 4. 1 d 10. 9 47. 1 c

日草302×长混 100 91. 2 3. 2 d 9. 7 62. 0 c

平　均 97. 0 5. 4 10. 4 30. 6 平　均 87. 5 4. 9 9. 0 35. 0

　　注:扦插日期: 1998-06-24。

　　比较2 a的扦插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1998年各处理插穗生根情况优于 1997年,其原因除

气象因子不同外, 主要与 1998年扦插时间较早有关。

图 1　日 2019×长混母株间生根率差异

同一杂交组合 F1 代不同单株间插穗生根情况

如图 1所示。由于母株年幼( 3. 5年生)多数生根率

较高,生根率低于 85%的母株只占极少数( 8. 3% )。

其它插穗生根参数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母株间每穗

平均生根量,平均最长根长度和偏根率均差异显著,

幅度分别为 2. 9～7. 8 条·穗
- 1
、5. 4～13. 0 cm,

7. 5%～63. 1%。显示出落叶松同一杂交组合不同的

基因型间生根能力存在着显著的遗传变异。

2. 3. 2　木质化插穗　从表 7 可以看出基质和激素

处理的质量浓度相同时,杂交组合 H 6、H3 木质化插

穗的生根率分别为 90. %、81. 3% ,显著高于H 1。H3

不仅生根率较高, 而且根系发育好,平均最长根长显著大于其它 2个组合, 且偏根率低。基质相

同(河沙)、激素处理质量浓度由 400 mg·kg
- 1
提高到 800 mg·kg

- 1
, H 1插穗生根率、生根量

和最长根长等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基质不同, H2、H1插穗生根情况不同,处理质量浓度为 500

mg·kg
- 1时, H2插穗在河沙基质中的生根率达 81. 3% ,显著大于 H1, 而在锯末基质中的生根

率却没有明显差异。根系发育情况与此相反。IBA 质量浓度由 500 mg·kg - 1增加到 800 mg·

kg- 1 , H2插穗在锯末基质中的生根率和生根量也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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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5 年生杂种母株木质化插穗生根情况

组合 基质
IBA 质量浓度/

( mg·kg- 1)

生根率/

%

生根量/

(条·根- 1)

平均最长根长/

cm

偏根率/

%

H6 河沙 400 90. 0 a 5. 4 abc 9. 4 cdef 34. 8

H3 河沙 400 81. 3 a 6. 5 ab 13. 2 ab 12. 1

H1 河沙 400 56. 3 b 5. 4 abc 7. 2 ef 31. 5

H2 河沙 500 81. 3 a 6. 2 ab 10. 1 cd 18. 0

H1 河沙 500 62. 5 b 7. 1 a 9. 9 cde 21. 5

H2 锯末 500 57. 5 b 6. 6 ab 15. 1 a 12. 7

H1 锯末 500 51. 3 b 3. 6 b 6. 9 f 35. 4

H1 河沙 800 47. 5 b 5. 4 abc 8. 4 def 35. 0

H2 锯末 800 58. 5 b 4. 5 bcd 12. 0 bc 38. 2

H1 锯末 800 47. 5 b 4. 1 bcd 10. 3 cd 46. 4

　　注: H1——HL 93( NT 20) , H2——EL1103× JL087A, H3——EL81× JLp087A, H6——EL1040× JLp087A。调查日期:

1997-10。

2. 4　2年生杂种苗生长情况

从表 8可知, 半木质化生根插穗平均移植成活率为 75. 6%, 2年生杂种扦插苗平均高44. 8

cm ,地径 0. 54 cm ;最高苗高达 84 cm, 地径 1. 0 cm。其中 57. 0%和 40. 9%的苗高、22. 6%和

69. 1%的地径分别达到了 2年生日本落叶松Ⅰ、Ⅱ级苗国家标准 [ 9]。木质化生根插穗移植苗生

长略差,成活率仅 58. 1% ,苗高和地径达到Ⅰ、Ⅱ级苗标准的分别只有79. 6%、89. 8%。移植成

活率偏低,主要与春旱、水分管理不合理和部分插穗根系发育差有关。
表 8　大田培育的 2 年生落叶松杂种扦插苗生长情况

组　合 插穗类型
移植成活

率/%

苗　高　生　长 地　径　生　长

H / cm
H> 40 cm

苗的比例/ %

H = 25～40 cm

苗的比例/ %
D/ cm

D> 0. 6 cm

苗的比例/%

D = 0. 4～0. 6 cm

苗的比例/ %

日落×长落(混) 半木质化 79. 1 45. 2 62. 3 35. 8 0. 52 20. 8 67. 9

日永 8×长混 半木质化 76. 5 41. 1 40. 6 55. 6 0. 51 13. 3 75. 6

日 2019×长混 半木质化 71. 3 48. 0 68. 8 31. 3 0. 59 33. 8 63. 8

平　均 75. 6 44. 8 57. 0 40. 9 0. 54 22. 6 69. 1

H 1 木质化 58. 1 32. 4 21. 4 58. 2 0. 57 37. 8 52. 0

3　杂种采穗园母株繁殖系数

　　用半木质化插穗扦插繁殖, 2. 5年生杂种采穗园母株繁殖系数为 1∶13, 即 1株母株可繁

育 13株 2年生扦插苗(表 9) , 3. 5年生时繁殖系数高到 1∶27。0. 1 hm
2 杂种采穗园(株行距

1. 0 m×0. 5 m )所产插穗,可分别培育2年生Ⅰ、Ⅱ级扦插苗2. 6万株和5. 4万株。木质化插穗

表 9　杂种采穗园母株繁殖系数

母株年

龄/ a

插穗

类型

平均产量/

(根·株- 1)

插穗生根及繁殖 1年

生扦插苗数

移植成活及繁殖

2年生扦插苗数
Ⅰ、Ⅱ级苗

平均生

根率/ %

株均繁殖

量/株

平均成

活率/ %

株均繁殖

量/株

成苗

率/ %

繁殖系数/

(株·株- 1)

0. 1 hm2 采穗园

培育Ⅰ、Ⅱ级 2年生

扦插苗数量/

(万株·a- 1)

2. 5 半木质化 19 95 18 75. 6 14 92 13/ 1 2. 6

3. 5 半木质化 41 95 39 75. 6 29 92 27/ 1 5. 4

4. 0 木质化 44 75 33 58. 1 19 80 15/ 1 3. 0

　　注:木质化插穗生根率系H1、H3、H6 三组合插穗经质量浓度为 400 m g·kg- 1IBA 处理,河沙基质扦插生根率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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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生根、移植成活率低, 4年生母株的繁殖系数只有 1∶15,相同面积的杂种采穗园只能培育 2

年生Ⅰ、Ⅱ级扦插苗 3. 0万株。

4　小结与讨论

　　( 1)根据以往研究[ 1～ 5]和本项试验结果可知, 落叶松种间杂交不同组合间不仅在子代生

长、抗逆性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杂交授粉可配性和可育性也不相同。选择杂交亲本除应考

虑获得生长性状优异的子代外, 亲本间需具备较高的授粉可配性和可育性。在不确知单亲交配

效果的情况下,采用多父本混合授粉有助于提高杂种种子品质、产量和杂种子代的稳定性。

( 2)建采穗园生产杂种扦插繁殖材料不受地区限制, 简单易行,见效快,并且随着母株年龄

增长产穗量将逐年增加。只要水肥管理得当,可连年大量生产穗材,不存在产量丰歉不均现象。

( 3)采用全光雾插生根技术, 2. 5～3. 5年生杂种母株半木质化插穗经质量浓度为 200 mg

·kg
- 1
IBA 溶液处理生根率可达 95%～100%。木质化插穗生根相当困难。经 400～500 mg·

kg
- 1

IBA 质量浓度部分组合的生根率也只有81. 3%～90. 0%。IBA质量浓度由 400 mg·kg
- 1

提高到 500～800 mg·kg- 1 , H1、H2木质化插穗的生根状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木质化插穗生

根困难的组合(母株)应改用半木质化插穗扦插繁殖。

( 4)杂种组合、单株间插穗生根能力差异显著。在测定生根性状的基础上淘汰生根能力差

的组合(单株)可提高杂交组合(单株)的生根能力, 或通过选择生长、生根性状优良单株,为发

展无性系林业选育原始材料。

( 5)在我国北方春季干旱条件下, 只要灌水及时, 半木质化生根插穗移植成活率可达

75. 6% , 2年生扦插Ⅰ、Ⅱ级苗所占的比例达 90%以上。根据本项研究目前取得结果,组装各个

环节的最佳实施方案, 一个林场建 0. 1 hm2 采穗园, 2～3 a 后即具备年产 2. 6～5. 4万株 2年

生杂种扦插苗的生产能力, 满足营造 13～27 hm
2
杂种落叶松林需要。

( 6)无性繁殖后代能保持原株优良基因组成,巩固杂种优势。在解决了落叶松杂种制种、插

穗生产和扦插繁殖技术之后,采用有性制种、无性增殖利用的策略,把落叶松组合育种和优势

育种相结合, 可在短期内提高落叶松遗传改良水平, 增加杂种落叶松在造林中所占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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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o ss compat ibility, fer tility, gr ow th perfo rmance of hybr id seedlings, cutt ing

pr oduct ion of o rtet in scion plucking nur sery ro ot ing ability of hybrid cutt ings tr eated w ith

various concentration of IBA in sand and w ood dust media under full lig ht mist irr ig ation

condit ion o f different cross combinat ions betw een L arix kaempf eri and L . olgensis were

studied in Liaoning and Jilin provinces f rom 1994 to 1998. Survivor percentag e and g row th o f

roo ted cut t ing s af ter being transplanted in nurser y of dif ferent combinat ions w ere also

studied. In general, there is no dif ficulty to g et larch hybrid, y et cr oss compat ibility and

gr ow th behav io r o f hybrid of differ ent combinat ions dif fered for dif ferent combinat ions.

Though there were obviously dif ference in ro ot ing ability among cr oss combinat ions and

ortets but cut tings taken from young hybr id ortets w ere easy to ro ot . Each of 2. 5～3. 5 year-

old ortet might derive 13～27 two-year-old plant lets ( r amet ) on average for plant ing . Based

on the results obtained, a new st rateg y is proposed for mass product ion o f g enetically

improved hybrid larch: i. e. is to pr oduce hybrid seeds of best g eneral or special combinat ions

by art ificial po llinat ion and to mult iply the scar ce improved hybrid by vegetative

pr opagation.

Key words : L ar ix kaempf eri ; L arix olgensis; art ificial pollinat ion; scion plucking nursery o f

hybrid lar ch; root ing technique under full lig ht mist ir rig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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