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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 Lamb. ) Hook. ] 双系种子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近

交的机率较大,为此有必要展开杂交制种技术的研究。去雄是众多降低近交方法中的一种,由

于人工去雄花费昂贵且效益低, 探索化学去雄的方法是必要的。化学去雄是在植物花粉发育过

程中,施加化学药物处理,以阻止花粉的形成,抑制花粉的正常发育或迫使其失去生命力[ 1]。化

学去雄在农作物以及果树遗传育种中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
[ 2]
。但在林木育种中,国内外关于化

学去雄方面的研究报道十分少见。

为了完善杉木双系种子园建立技术,作者从 1996年起开始杉木化学去雄试验,历时 5 a,

现对 2000年的部分试验结果加以总结。

1　研究材料与方法

试验在浙江省遂昌县 11年生的杉木双系种子园第 1、2区进行,参试无性系为 1269、1419

及 1236。试验时间 2000年 2月 26日至 3月 20日。在杉木双系种子园中,抽取生长正常,树冠

通直且圆满的植株作为样树,在样树树冠的中下部选取 3个样枝, 其中 2个为药物处理样枝( 1

个为雌球花样枝, 1个为雄球花样枝)实施 1个处理, 喷洒药物,以检验雌雄球对药物的反应。

另 1个样枝为对照,喷洒清水。喷布时间统一在 12∶00时至 1∶00时完成。试验共喷布 3次,

原则上每周 1次, 但要求喷布前后 12 h 内无雨, 据此可酌情提前或推迟几天喷布, 喷布量以受

试枝叶落液滴为止。

参试药物处理共分 4种,其配方如下(施用时用清水稀释 80倍,即配即用) :

( 1) 质量分数为 45%石硫合剂 8. 0 g , 质量分数为 10%草甘膦 7 mL, 混合定容至

1 200 mL。

( 2) 质量分数为 45%石硫合剂 8. 0 g , 质量分数为 10%草甘膦 14 mL, 混合定容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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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 mL。

( 3) 质量分数为 45%石硫合剂 8. 0 g , 质量分数为 10%草甘膦 21 mL, 混合定容至

1 200 mL。

( 4) 质量分数为 45%石硫合剂 8. 0 g , 质量分数为 10%草甘膦 28 mL, 混合定容至

1 200 mL。

试验设计为完全随机区组, 每个无性系抽取 4 个样株, 每个样株实施 1 个药物处理,用不

同无性系重复 3次。

2　结果观察与分析

2月 26日至 3月5日按设计要求间隔喷施3次药物后,由于这些参试无性系于3月 16日

已经开始散粉。故于 3月 20日进行观察。现主要对 1269无性系的药物反应结果进行描述:

1269-1(表示 1269无性系接受第 1 种药物处理) :药物处理过的雌球花能正常生长发育,

无药害反应; 杉木样枝和针叶生长正常;而药物处理过的雄球花对药物有轻度反应。

1269-2(表示 1269无性系接受第 2种药物处理) :药物处理过的雌球花及其枝叶能正常生

长发育,且无药害; 药物处理过的雄球花对药物有反应: 与对照相比, 雄球花体积略小,生长受

阻,同时雄球花的发育也受阻, 不散粉,颜色变成暗灰色(对照为金黄色) , 一段时间后自然枯

死。

1269-3(表示 1269无性系接受第 3种药物处理) :药物处理过的雌球花及样枝能正常生长

发育,且无药害;而药物处理过的雄球花生长受阻,体积小,中途停止发育,雄球花不散粉,一段

时间后枯死, 去雄效果佳且无药害。

1269-4(表示 1269无性系接受第 4 种药物处理) :与对照相比,药物处理过的样枝枝叶无

药害,但参试的雌球花有轻度药害,表现为生长发育受阻,鳞片开张度小似缓放,雌球花的颜色

比对照更黄(对照为青黄色) ;参试的雄球花生长发育受阻,体积不增大, 颜色变成暗灰色,不散

粉,一段时间后自然枯死。

另外两个无性系 1419和 1236,与 1269 一样,有着同样的试验结果,但 1236的雌雄球花

对药物的耐药性似乎更强, 表现为 1236所有处理的雌球花与对照一样, 能正常生长发育,颜色

正常且同步开放。

3　小结与讨论

( 1)在浙江省遂昌县 11年生的杉木双系种子园中,进行了历时 5 a 的多种药物、多种配比

的化学去雄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在适当的配比条件下,石硫合剂和草甘膦混合施用,对杉木雄

球花具有较好的去雄效果, 而且对杉木雌球花及其枝、叶未见有药害反应。因此认为,一定配比

浓度的石硫合剂和草甘膦混合制剂, 可以作为一种廉价易得、较为理想的杉木化学去雄药物。

( 2)从试验结果确定,两种药物较为适宜的混合比例是:质量分数为 45%石硫合剂 8. 0 g

加上质量分数为 10%草甘膦 15～25 mL。使用时用清水稀释 80倍喷施。

( 3)药物喷施时间。本次试验喷药的时间是在雄球花撒粉前20 d左右的 2月 26日至 3月

5日(共间隔喷施 3次) , 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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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杉木枝叶和雌球花安全生长考虑,如能将药物喷施时间提前到杉木进入休眠后至春季

树液开始流动之前,则效果更好。此时喷施,石硫合剂和草甘膦的配比浓度可能会有所增减,这

方面的结果, 有待作进一步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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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emical emasculation exper iment w er e carried out in biclonal seed orchar d of Chi-

nese f ir (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in Suicha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fr om 1996 to

2000. The chem ical emasculat ion w ith the compound o f 45% paraquat and 10% glyphosate

w er e commonly used at present . T he results show ed that : ( 1) Under the suitable prescrip-

tions, the compound o f 45% paraquat and 10% g lyphosate is one of the inexpensive, easy

and ideal chemicals of emasculation. ( 2) In this experiment , the suitable spraying t ime is 20

day s before the male cone begin to dust . For the sake of safety, if the spraying beg in after

the format ion and dif ferentiat ion of male cone, but before it s g row th and development , i. e.

before the f low o f tr ee liquid ( in dormancy ) , the ef fect w il l be better. ( 3) T he opt imal m ix-

ture r at io of 45% paraquat and 10% glyphosate is ( 8 g : 15 mL)～( 8 g: 25 mL) , dilut ing 80

t imes w hen using . It is better to spray 3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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