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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荷优树子代苗期生长遗传和变异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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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设置在福建建瓯、浙江龙泉和淳安 3个试验点的 96～141个木荷优树自由授粉家系苗期测定材料 ,以研

究和揭示其苗木生长和叶片形态性状的家系遗传变异规律。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木荷苗高、地径、叶片数、叶片长和

叶片宽等在家系间的遗传差异皆达到极显著水平。性状遗传力估算值显示 ,苗高和叶片长分别受中等和较强的家

系与加性遗传控制 ,而地径、叶片数和叶片宽等则受弱度至中等的家系和加性遗传控制。试验观测到 ,与来自较北

部和较高海拔地区的家系比较 ,来自较南部和低海拔地区的家系在各区试点的苗木生长量大、叶片宽大、叶片数多 ,

说明木荷苗木生长和叶片形态的家系效应中还存在明显的产地效应。木荷苗高和地径等不仅立地效应显著 ,而且

存在显著的家系与立地互作效应。基于家系苗期测定结果 ,以苗高为标准 ,分别为水热条件较好的中心产区 (福建

建瓯 )、一般产区 (浙江龙泉 )和水热资源较差的北缘区 (浙江淳安 )初选出 20个速生的优良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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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eld trails with 96 - 141 open2pollinated fam ilies from p lus2tree of Sch im a superba, located at J ian’

ou of Fujian, Longquan and Chun’an of Zhejiang,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fam ily inheritance and genetic

variation for seedling growth and leaf shape traits. The result of varianc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exis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fam ilies tested for seedling height, base diameter, number of leaves, leaf length and leaf width.

It was found that seedling height and leaf length were respectively under moderate and strong fam ily and additive

genetic control, while base diameter, number of leaves and leaf width were under weak or moderate fam i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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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ve genetic control. Compared with the fam ilies from the higher latitude and higher altitude regions, the fam ilies

from the lower latitude and lower altitude regions had larger growth increment, longer, wider and denser leaves,

which indicated significant effect of seed source besides the fam ily effect for seedling growth and leaf shape. Not

only significant location effect but also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of fam ily by location existed for seedling height and

base diameter of Sch im a superba. Based on the fam ily trial result at seedling stage, recommended for seedling

height, 20 superior fam iles were selected respectively for the central distribution area with better water and heat

conditions (J ian’ou of Fujian) , the general distribution area (Longquan of Zhejiang) and the northern distribution

area with worse water and heat conditions (Chun’an of Zhejiang).

Key words: Sch im a superba; fam ily; seedling traits; genetic variation; selection

木荷 (Sch im a superba Gardn. et Champ. )属山茶

科 ( Theaceac)木荷属 (Sch im a Reinw. ex B l. )常绿大

乔木 ,为我国东部湿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重要成分

之一。木荷是木荷属植物中分布最广的一种 ,自然

分布范围大致在 31°N以南 , 105°E以东的广大地

区 ,在浙江、江西、安徽南部、福建西北部、湖南、两广

北部、贵州东部及四川东南部皆有其分布 [ 1 ]。木荷

树干端直 ,生长迅速 ,对土壤条件要求不严 ,耐旱力

强 ,少病虫害。其木材坚实致密 ,结构均匀 ,力学性

质良好 ,为建筑、器材、国防等特种用材及木地板、木

制家具、木制玩具、木制工艺品等优质工艺用材 ,已

列为国家珍贵用材发展名录。由于树冠浓密、叶片

厚革质、含水量大、含油脂少、燃点较高、萌芽力强 ,

是南方生物防火林带构建的主要树种和高抗的优良

生态树种 [ 2 - 5 ]。

近年来 ,木荷作为南方主要的防火树种和珍优

的用材树种已经越来越被重视 ,造林用种量上万

kg,急需开展遗传改良 ,建立良种基地以大量生产造

林用良种。课题组 2001年启动了速生优质用材和

高抗为目标的木荷育种 ,已揭示了主要经济性状的

地理遗传变异 , 初选出一批优良种源供生产应

用 [ 6 - 9 ]。2006年开始课题组联合浙江、福建、江西

等省的科研和生产单位 ,在初选木荷优良种源区内

进一步开展木荷优树选择及子代测定等 ,以为木荷

长期遗传改良提供丰富的育种亲本 ,同时揭示主要

经济性状的多地点、多层次遗传变异规律 ,用以制定

科学的育种程序。本文利用设置在福建建瓯、浙江

龙泉和浙江淳安 3个区试点的木荷优树家系苗期测

定材料 ,以研究和揭示其苗期生长和形态性状的家

系遗传变异 ,据此初选出一批优良家系。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来自 2006年在浙南和闽北所选木荷

优树自由授粉家系。优树选择要求在当地起源、面

积 1 hm2 以上、林龄 20 a以上以木荷为主的优良天

然林或人工林中进行。木荷有速生的薄皮白材型和

慢生的黑皮红材型两种类型。薄皮白材型类个体速

生 ,树皮薄 ,呈灰白色 ,木材色泽也较白。所选优树

要求为薄皮白材型 ,树形高大 ,干形通直圆满 ,枝叶

色泽正常 ,无病虫害 ,高、径生长量明显大于附近的

3～5株对比木。在天然林中所选优树要求间距在

100 m以上 ,对于人工林 ,原则上在同一林分中只选

1株优树。从福建建瓯及浙江龙泉、庆元和遂昌分

别选择优树 67、31、25和 25株 ,共计 148株。分单

株采集和处理所选优树自由授粉种子 ,每一优树家

系提供统一育苗用种子 0. 20 kg。

1. 2　试验设计

木荷优树家系苗期测定分别设置在福建省建瓯

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浙江省龙泉市林科所和浙江

省淳安县富溪林场的试验苗圃 ,这些苗圃皆为农田

苗圃 ,壤土 ,其中福建建瓯的试验苗圃肥力最高、浙

江龙泉试验苗圃肥力中等 ,浙江淳安试验苗圃肥力

较低。苗期测定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条播 , 3次

重复 , 3行小区 ,行距 20 cm。3个地点的参试家系数

分别为 118、141和 96个 ,并皆以当地商品种作为试

验对照 (CK)。试验种子于 2007年 1月播种 , 5—6

月份进行 2～3次间苗以使苗木株距在 5 cm左右。

苗期除草、施肥、灌溉及病虫害防治等按正常生产进

行管理。

1. 3　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

2007年 12月木荷停止生长后 ,在 3个试点每一

试验重复小区随机量测 20株生长正常苗木的苗高、

地径、叶片数、叶片长和叶片宽 5个指标。以单株测

定值为单位 ,开展单点和多点联合方差分析 ,以检验

家系、地点、家系 ×地点互作等效应的显著性。方差

分析时叶片数经 X
1 /2数据转换 ,分别采用 SAS/GLM

和 SAS/GR软件进行性状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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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苗木生长表现的家系遗传变异

福建建瓯、浙江龙泉和浙江淳安 3个地点的单

点方差分析表明 (表 1) ,木荷不同优树子代的苗高

和地径生长皆差异极显著 ,优良家系选择的潜力很

大。如在木荷中心分布区的福建建瓯点 ,家系苗高

和地径变幅分别为 43. 99～102. 33 cm和 0. 54～1.

01 cm,苗高和地径最大家系分别较最小家系高出 1.

33倍和 0. 87倍 ;在浙南的龙泉点 ,家系苗高和地径变

幅分别为 39. 13～77. 80 cm和 0. 59～0. 84 cm,苗高和

地径最大家系分别是最小家系的 198. 8%和 142. 4% ,

在木荷偏北分布区的浙江淳安点 ,家系苗高和地径变

幅分别为 25. 30～54. 28 cm和 0. 37～0. 67 cm,苗高和

地径最大家系较最小家系高出 1. 15倍和 0. 81倍。木

荷作为我国南方生物防火林带构建的当家树种 ,其叶

片形态在选种上具有重要意义 ,叶片的大小和厚度与

防火性能的强弱相关 [ 10 ] ,也直接影响树木的生长。

与生长性状一样 ,木荷优树子代苗木叶片形态在家系

间的差异也极明显 ,其中以叶片长的家系间差异最

大。如在福建建瓯、浙江龙泉和浙江淳安 3个地点的

叶片长变幅分别在 12. 3～17. 8、10. 7～15. 4和 10. 6～

15. 5 cm间 ,遗传变异系数分别为 6. 6%、6% 和 6.

8% ,均大于叶片数和叶片宽两个性状。此外从表 1

还发现 ,在立地条件好和水热资源丰富的福建建瓯点

不仅木荷家系苗木生长表现较好 ,而且其家系遗传变

异系数也较高 ,有利于木荷家系生长的遗传鉴别。

表 1　木荷优树自由授粉家系苗木生长和叶片形态指标单点方差分析

地点 性状 均值 变幅
遗传变异
系数 /%

变异来源

重复 家系 重复 ×家系 机误

苗高 / cm 74. 77 43. 99～102. 33 9. 5 111 036. 302 03 3 7 751. 711 03 3 4 639. 635 03 3 181. 839 0

地径 / cm 0. 79 0. 54～1. 01 7. 2 9. 489 93 3 0. 456 33 3 0. 263 73 3 0. 031 7

福建建瓯 叶片数 /片 6. 62 4. 45～9. 37 5. 7 428. 163 53 3 25. 940 13 3 17. 420 53 3 1. 477 6

叶片长 / cm 14. 90 12. 30～17. 8 6. 6 770. 094 43 3 71. 197 73 3 12. 996 63 3 3. 113 4

叶片宽 / cm 4. 30 3. 90～4. 9 5. 2 24. 758 43 3 2. 566 63 3 1. 141 23 3 0. 244 1

苗高 / cm 63. 34 39. 13～77. 80 8. 3 24 436. 950 13 3 2 871. 720 33 3 1 178. 205 73 3 84. 312 0

地径 / cm 0. 69 0. 59～0. 84 3. 9 8. 844 43 3 0. 099 73 3 0. 055 33 3 0. 014 3

浙江龙泉 叶片数 /片 6. 63 4. 92～7. 94 5. 2 17. 425 83 3 14. 690 53 3 7. 696 73 3 0. 818 5

叶片长 / cm 13. 20 10. 70～15. 4 6. 0 44. 082 83 3 51. 244 23 3 13. 029 13 3 1. 774 1

叶片宽 / cm 4. 20 3. 60～4. 7 3. 2 16. 621 63 3 2. 552 33 3 1. 474 63 3 0. 207 7

苗高 / cm 37. 98 25. 30～54. 28 9. 5 72 166. 601 13 3 2 037. 932 03 3 1 243. 471 53 3 100. 382 0

地径 / cm 0. 48 0. 37～0. 67 6. 9 5. 262 13 3 0. 149 53 3 0. 084 73 3 0. 015 4

浙江淳安 叶片数 /片 5. 79 4. 61～7. 83 6. 1 380. 487 83 3 17. 845 73 3 10. 345 03 3 1. 393 9

叶片长 / cm 13. 10 10. 60～15. 5 6. 8 512. 750 63 3 58. 702 93 3 11. 288 53 3 2. 714 3

叶片宽 / cm 3. 90 3. 40～4. 4 3. 9 30. 684 83 3 2. 221 33 3 0. 838 03 3 0. 272 0

　　注 :福建建瓯点的重复、家系、家系 ×重复和机误自由度分别为 2、117、234和 6 409;浙江龙泉点的重复、家系、家系 ×重复和机误自由度分

别为 2、140、280和 7 831;浙江淳安点的重复、家系、家系 ×重复和机误自由度分别为 2、95、190和 5 192。 +、3 和 3 3 分别为 0. 1、0. 05和 0. 01

显著水平 ,下同。

　　试验参试的优树家系来自于福建建瓯及浙江龙

泉、庆元和遂昌等不同产地 ,虽然这 4个产地所处的

地理经度相似 ,但其所处的地理纬度和海拔差异很

大。从表 2可以看出 ,来自福建建瓯的家系在不同

区试点的生长表现均最好 ,来自浙江龙泉的家系次

之 ,浙江遂昌的家系再次之 ,如在福建建瓯区试点 ,

来自福建建瓯、浙江龙泉和浙江遂昌产地的木荷家

系平均苗高分别为 80. 28、69. 56和 68. 93 cm ,说明

来自较低纬度产地的家系苗木生长优于来自较高纬

度产地的家系。浙江庆元产地的地理纬度虽低于浙

江龙泉、遂昌 ,但其所处的海拔却较高 ( 770～820

m) ,水热资源条件较差 ,其家系平均生长表现最差 ,

如在福建建瓯点 ,来自浙江庆元的家系其平均苗高

仅为来自福建建瓯家系的 82. 4%。

2. 2　家系对立地环境的反应及其互作

2. 2. 1　立地效应 　多地点联合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表 3) ,木荷优树家系苗高和地径生长性状存在极

显著的立地效应 ,而叶片数、叶片长和叶片宽等地点

效应不显著。比较不同立地环境下的家系性状均值

发现 (表 1) ,随着立地条件的改善 (较差 :浙江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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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般 :浙江龙泉点 →较好 :福建建瓯点 ) ,木荷苗

高和地径生长量显著增加 ,如福建建瓯点家系平均

苗高为 74. 77 cm,分别较浙江龙泉点和淳安点的

63. 34 cm和 37. 98 cm高出 18. 0%和 96. 9%。从表

2也可以明显看出来自同一产地的家系在福建建瓯

点的生长表现最优 ,浙江龙泉点次之 ,而在浙江淳安

点表现最差 ,这与 3个地点水热条件由好到差、地理

纬度由低到高的变化是相对应的。

表 2　3个区试点来自不同产地的木荷优树子代苗木生长和叶片性状值

地点 产地 纬度 (N) 海拔 /m 苗高 / cm 地径 / cm 叶片数 叶片长 / cm 叶片宽 / cm

福建建瓯 福建建瓯 27°03′ 50～100 80. 28 0. 83 6. 85 15. 47 4. 35

浙江龙泉 28°04′ 50～100 69. 56 0. 77 6. 58 14. 46 4. 34

浙江遂昌 28°36′ 50～100 68. 93 0. 73 6. 22 13. 91 4. 25

浙江庆元 27°49′ 770～820 66. 12 0. 71 6. 00 13. 92 4. 41

浙江龙泉 福建建瓯 27°03′ 50～100 66. 14 0. 69 6. 82 13. 75 4. 23

浙江龙泉 28°04′ 50～100 60. 83 0. 69 6. 73 13. 06 4. 16

浙江遂昌 28°36′ 50～100 61. 97 0. 68 6. 14 12. 62 4. 09

浙江庆元 27°49′ 770～820 60. 87 0. 69 6. 47 12. 53 4. 24

浙江淳安 福建建瓯 27°03′ 50～100 40. 80 0. 48 6. 10 13. 98 3. 91

浙江龙泉 28°04′ 50～100 38. 13 0. 49 6. 09 12. 88 3. 93

浙江遂昌 28°36′ 50～100 36. 38 0. 47 5. 32 12. 60 3. 82

浙江庆元 27°49′ 770～820 33. 53 0. 45 5. 36 12. 07 3. 95

表 3　木荷优树子代苗木生长和叶片形态多点联合方差分析

性状
变异来源

地点　 重复 /地点　 家系 家系 ×地点 家系 ×重复 /地点 机误

苗高 / cm 1. 790 83 3 23. 679 403 3 2. 098 853 3 1. 269 87 + 19. 329 633 3 120. 798 00

地径 / cm 1. 474 33 3 44. 300 163 3 2. 015 383 3 1. 333 413 6. 864 863 3 0. 019 83

叶片数 1. 106 48 19. 805 203 3 2. 651 563 3 0. 920 27 9. 936 073 3 1. 177 74

叶片长 / cm 0. 919 83 28. 055 563 3 9. 589 473 3 1. 404 783 4. 519 093 3 2. 504 57

叶片宽 / cm 1. 043 67 17. 000 343 3 2. 952 943 3 1. 251 72 + 4. 410 553 3 0. 246 27

　　注 :地点、重复 /地点、家系、家系 ×地点、家系 ×重复 /地点和机误的自由度分别为 2、6、76、152、456和 12 786。

2. 2. 2　家系与立地环境互作 　表 3结果表明 ,木荷

优树家系苗高、地径、叶片长和叶片宽等存在显著或

极显著的家系 ×地点和家系 ×重复 /地点互作效应 ,

反映了不同家系在各区试点上的苗木生长相对表现

差异显著 ,如家系 JO242在福建建瓯点苗高生长最

优 ,苗高达 102. 3 cm,但在浙江龙泉点和淳安点 ,其

苗高生长仅分别列第 137和第 23名 ,为 45 cm 和

36. 6 cm。表 4给出的 3个区试点 77个共有家系苗

高的秩次相关系数 ( 0. 23～0. 26)均未达到显著水

平 ,进一步说明了木荷家系生长和叶片形态性状存

在显著的家系 ×地点互作效应 ,说明在一个区试点

筛选出的优良家系不能简单地推广应用于造林区立

地生境迥异的其他地点或地区 ,而应根据区域试验

分别为不同地区推选出适用的家系。

表 4　不同区试点木荷家系苗高秩次相关分析

地点 福建建瓯 浙江龙泉

浙江龙泉 0. 26

浙江淳安 0. 23 0. 26

2. 3　苗木生长和叶片形态的遗传和性状相关

2. 3. 1　苗木性状所受遗传控制 　表 5给出了 3个

区试点木荷苗木生长和叶片性状的单株和家系遗传

力估算值。从表可以看出 ,各试点苗高、地径、叶片

数和叶片宽等性状皆受中等强度的家系遗传控制 ,

家系遗传力为 0. 39～0. 62,而单株遗传力依性状差

异较大 ,其中苗高单株遗传力较高 ,变化在 0. 31～

0. 68间 ,地径、叶片数和叶片宽单株遗传力较低 ,单

株遗传力 0. 01～0. 36,受到弱至中度的加性遗传控

制。在研究的叶片性状中 ,叶片长所受到家系和加

性遗传控制都较强 ,家系遗传力和单株遗传力分别

为 0. 75～0. 82和 0. 80～0. 86。

2. 3. 2　苗木性状相关 　性状简单相关结果显示 (表

6) ,除福建建瓯点木荷家系苗高与叶片宽的相关性不

显著外 , 3个区试点木荷家系苗木生长和叶片形态性

状间皆呈显著或极显著的正相关 (0. 20～0. 79) ,说明

生长表现优良的家系 ,叶片宽大、叶片数多 ,根据叶片

大小和多少即可进行木荷优良家系的初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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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木荷苗木生长和叶片形态性状的家系和单株遗传力估算值

性状
福建建瓯

单株遗传力 家系遗传力

浙江龙泉

单株遗传力 家系遗传力

浙江淳安

单株遗传力 家系遗传力

苗高 0. 45 0. 40 0. 68 0. 59 0. 31 0. 39

地径 0. 28 0. 42 0. 17 0. 45 0. 22 0. 43

叶片数 0. 24 0. 39 0. 36 0. 45 0. 25 0. 43

叶片长 0. 85 0. 82 0. 86 0. 75 0. 80 0. 81

叶片宽 0. 01 0. 56 0. 25 0. 42 0. 29 0. 62

表 6　木荷苗木主要性状的简单相关分析

性状
福建建瓯

地径 叶片数 叶片长 叶片宽

浙江龙泉

地径 叶片数 叶片长 叶片宽

浙江淳安

地径 叶片数 叶片长 叶片宽

苗高 0. 663 3 0. 633 3 0. 493 3 0. 19 + 0. 573 3 0. 433 3 0. 323 3 0. 343 3 0. 773 3 0. 793 3 0. 493 3 0. 433 3

地径 0. 733 3 0. 513 3 0. 363 3 0. 493 3 0. 203 0. 343 3 0. 703 3 0. 403 3 0. 353 3

叶片数 0. 503 3 0. 293 3 0. 303 3 0. 243 0. 313 3 0. 273 3

叶片长 0. 403 3 0. 553 3 0. 483 3

　　注 :福建建瓯、浙江龙泉和浙江淳安点的相关分析样本数分别为 118、141和 96。

2. 4　优良家系初选

以苗高为标准 ,以各区试点当地商品种对照 ,分

别为木荷中心产区 (福建建瓯 )、一般产区 (浙江龙

泉 )和水热资源较差的北缘区 (浙江淳安 )初选出 20

个优良家系 (表 7)。在水热资源较好的中心产区福

建建瓯点 ,在初选的优良家系中除了排名第 6和 13

的家系是分别来自浙江龙泉和浙江庆元产地外 ,其

他 18个优良家系皆来自福建建瓯 , 20个初选家系

苗高生长大于商品对照的 5. 47% ～23. 44%。在浙

江龙泉点初选的 20个优良家系苗木生长都明显优

于当地对照 ,达到 32. 87% ～45. 69%。在浙江淳安

点因当地商品对照苗木生长较差 ,初选优良家系苗

高生长增益达到 59. 31% ～103. 85%。值得注意的

是 ,在 3个区试点初选的优良家系中 ,产地为木荷中

心分布区福建建瓯的占了绝大多数 ,这也体现出了

木荷苗木生长存在明显的种源效应 [ 6 ]。

表 7　浙江淳安、龙泉和福建建瓯 3个区试点优选木荷家系及其苗高生长

家系
福建建瓯

苗高 / cm > CK/%
家系

浙江龙泉

苗高 / cm > CK/%
家系

浙江淳安

苗高 / cm > CK/ %

JO242 102. 33 23. 44 JO217 77. 80 45. 69 JO245 54. 28 103. 85

JO246 101. 10 21. 95 JO227 76. 25 42. 79 JO241 51. 88 94. 85

JO213 100. 75 21. 53 JO21 75. 85 42. 04 SC223 50. 48 89. 61

JO250 98. 43 18. 74 JO255 74. 23 39. 01 JO248 50. 33 89. 05

JO236 96. 93 16. 93 JO25 73. 80 38. 20 JO21 50. 22 88. 61

LQ213 94. 18 13. 61 JO253 73. 62 37. 86 JO240 49. 52 85. 98

JO245 92. 87 12. 02 JO246 73. 08 36. 86 SC27 47. 37 77. 90

JO226 91. 25 10. 07 JO219 72. 73 36. 20 JO26 46. 65 75. 21

JO234 91. 03 9. 81 JO232 72. 30 35. 39 LQ225 46. 55 74. 84

JO217 90. 73 9. 44 JO240 72. 05 34. 93 JO213 46. 18 73. 46

JO24 90. 00 8. 56 LQ29 71. 88 34. 61 JO29 46. 15 73. 35

JO216 89. 55 8. 02 JO24 71. 67 34. 21 JO234 45. 42 70. 58

QY23 89. 32 7. 74 CK22 71. 62 34. 11 JO259 45. 37 70. 39

JO247 89. 12 7. 50 JO236 71. 47 33. 83 JO23 44. 85 68. 45

JO223 88. 82 7. 14 SC26 71. 45 33. 80 JO25 44. 82 68. 33

JO25 88. 37 6. 60 JO215 71. 38 33. 68 LQ210 44. 70 67. 89

JO241 88. 35 6. 57 JO247 71. 33 33. 58 JO225 44. 55 67. 32

JO239 88. 30 6. 51 QY224 71. 13 33. 21 JO247 42. 80 60. 75

JO228 87. 48 5. 53 JO249 70. 98 32. 93 JO215 42. 55 59. 81

JO210 87. 43 5. 47 JO259 70. 95 32. 87 LQ224 42. 42 59. 31

CK 82. 90 CK 53. 40 CK 26. 63

总体均值 74. 77 总体均值 63. 34 总体均值 37.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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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木荷是我国亚热带地区生物防火林带构建的主

要树种和重要的珍优阔叶用材树种 ,分布广泛 ,种内

变异丰富 ,不仅存在显著的地理种源差异 [ 6, 11 ] ,而且

在同一种源内个体类型多样。试验研究表明 ,参试

的 96～141个优树子代其苗高、地径、叶片数、叶片

长和叶片宽等存在显著的遗传差异 ,说明开展以珍

优用材和高抗生态为目标的家系选择潜力很大。虽

然试验的木荷家系来自浙南和闽北这一较小分布

区 ,但所处地理位置却相差了 1. 5个纬度 ,研究观测

到来自福建建瓯这一较低纬度产地的家系苗木生长

明显地优于来自浙江龙泉、遂昌两个较高纬度产地

的家系 ,进一步证实了木荷生长性状呈明显纬向变

异的地理变异模式 [ 6, 11 ] ,也说明应在优良种源内进

行优树选择的重要性。来自浙江庆元的木荷优树家

系其产地为庆元林场千坑岗林区 ,面积有 1 000多

hm
2

,所处海拔较高 (770～820 m ) ,成片的成熟天然

木荷林经受住 2008年春的严重冰雪灾害。虽然来

自浙江庆元的优树家系苗木平均生长量明显地小于

来自相同地理经纬度、海拔较低的浙江龙泉优树家

系 ,但这却为抗寒、抗冰雪育种提供了大量的优良

种质。

苗木性状的遗传力估算研究表明 ,木荷苗高的

家系遗传力和单株遗传力分别变化在 0. 39～0. 59

和 0. 31～0. 68间 ,受中等强度的家系和加性遗传控

制 ,这一结果初步说明可采用建立多无性系种子园

的育种途径以利用木荷高生长的加性遗传方差。木

荷苗木叶片长是一个受强度遗传控制的叶片形态性

状 ,不仅家系间的遗传差异显著 ,而且与苗高呈极显

著的正相关 ,可通过对叶片长的间接选择来选育速

生的优良家系。下一步将通过大田遗传测定和分析

来验证这一结论。相对于苗高和叶片长 ,木荷苗木

地径、叶片数和叶片宽等受弱度至中度的家系和加

性遗传控制。木荷的适应性很广泛 ,但对立地条件

仍很敏感。试验发现 ,木荷优树家系苗高和地径生

长的立地效应显著 ,随着育苗立地条件的改善 ,家系

平均苗高和地径生长量明显增加。此外 ,还发现木

荷苗木生长和叶片形态性状存在显著的家系 ×立地

互作 ,反映了不同家系在各区试点上的苗木生长相

对表现差异很大。在生产上须重视木荷家系与立地

互作及其利用 ,应分别不同区域筛选适用的优良家

系。以苗高为选择标准 ,分别为水热条件较好的中

心产区 (福建建瓯 )、一般产区 (浙江龙泉 )和水热资

源较差的北缘区 (浙江淳安 )初选出 20个速生的优

良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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