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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7 ~ 2008年利用从美国引进的 KX2、KX3、KX4、 K784、 K636、 K584、 K608、 K565、 K29、 K72、

K156、K376共 12个银合欢新品种在云南的普文、鸡飞和开远三地开展了育苗和造林试验。育苗试验结果表明,

采用热水浸种 5 m in可以有效提高其种子的发芽率; 采用两段式培育的袋苗比直播穴盘育的苗好, 同龄出圃苗苗

高前者明显高于后者, 但地径差异不大。造林试验结果表明, 在经历 2008年低温寒害和 2009~ 2010年的特大旱

灾后, 上述 12个银合欢新品种在三地的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基本正常, 林木生长良好, 其中以开远试点表现最

好。总的看来, 引进的银合欢新品种具有较强的抗逆性, 在云南推广种植的潜力很大。

关键词: 美国银合欢; 云南引种; 育苗; 造林

中图分类号: S 722� 7�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672- 8246 ( 2010) 03- 0020- 07

Introduction Experim ents on New Varieties and

Hybrids ofLeucaena in Yunnan

LI Jiang
1, 2
, Q IU Q iong

1
, ZHU H ong�tao3, YANG Yan�p ing4,

L IU Ha i�gang
5
, CHENG Hong�wei

1
, MENGM eng

1
, FENG X ian

1
, L IU Yong�gang

1
, GUO Yong�qing

1

( 1�Yunnan A cadem y of Forestry, Kunm ing Yunnan 650204, P� R� C hina; 2�Graduate S choo,l Bei jing Forestry Un ivers ity, B eijing 10083,

P� R� Ch ina; 3�Kunm ing Inst itu te of B otany, Kunm ing Yunn an 650204, P� R� Ch ina; 4�B aoshan Forestry Techno logy E xten sion S tation,

Baoshan Yunnan 678000, P� R� Ch ina; 5� Ins titu te ofT rop icalE co�agricu ltu ral Sciences, Yuanm ou Yunnan 651300, P� R� Ch in a)

Abstract: N ew varieties and hybrids of Leucaena introduced from H aw ai,i including KX2、KX3、KX4、K784、

K636、K584、K608、K565、K29、K72、K156 and K376 w ere experimental cultivated in Puw en, Jife i and

K aiyuan o fYunnan. R esults from the experim ent on seed ling grow ing show ed seed soaking w ith ho tw ater be fore so�
w ing increased germ ination rate rem arkably; containerized seedlings undergone transp lanting w ere better than those

by d irect sow ing in nest conta iners; seedlings of same age grown in Puw en w 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Jife i in terms o f

he igh,t but diameter at ground level d id not vary significant ly. The resu lts o f the p lanting experiments show ed that

the p lantations in 3 sites surv ived 2008 co ld w eather damage and the 2009~ 2010 once in a century draught attack,

st ill show ed a sat isfied grow ing performance, espec ia lly in K aiyuan. In genera,l these introduced new varieties and

hybrids have show ed excellent adaptab ilities to d isadvan tageous cond it ions and have great po tentia l for ex tensive

planting in Yunnan.

Key words: USA L eucaena; introduction to Yunnan; seedling grow ing; a fforestation

银合欢属 ( L eucaena ) 为多年生乔木或灌木, 多分布于美洲秘鲁到美国德克萨斯间南北约 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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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的广大地区。该属植物品种间从外表形态到基因

组成都有较大的差异。已发表的银合欢品种达 50多

个, 但根据 Brew baker等 的研究, 可归 并为

L�collinsii、 L�d iversifolia、 L�esculenta、 L�greggii、
L�lanceolat、L�leucocephala、L�macrophylla、L�pallida、
L�pulverulenta、L�retusa、L�salvadorensis、L�shannonii和
L�trichodes等 20多个品种。其中 L�leucocephala自 16

世纪由西班牙人带到世界各地, 分布的面积最广。

很久以来, 银合欢属植物的茎、叶就被广泛用作饲

料、绿肥, 树体作杆材和薪材等用, 是较为典型的

多用途树种。总体来说, 银合欢在中低海拔、季节

性干旱、中性或微碱性土壤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生

长良好。银合欢具有良好的抗旱特性, 能在年降水

量仅 250 mm地区生长, 但不耐水淹, 在年降雨量

1 000~ 3 000 mm, 排水良好地区生长良好。自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 Brew B aker等利用从世界各地

收集的银合欢品种进行了大规模的杂交育种, 育成

了一批速生优质、用途广泛、抗虫、耐寒等抗逆性

强的杂交品种。

云南元江于 1981年从广东引种银合欢以来,

现有成林面积约 540 hm
2
。银合欢已成为元江干热

河谷四旁及荒山造林的先锋树种。另, 元谋县于

20世纪 90年代引进 K 8银合欢。纵观云南干热河

谷 区, 已 引 进 的 银 合 欢 品 种 基 本 上 为

L �leucocephala, 该品种存在耐寒性差、虫害和病害
严重的问题。此外有些银合欢呈灌丛状生长, 结实

量大, 自我繁殖能力强, 可能属于生物入侵风险大

的基因型。云南省林业科学院于 2007年在 �世界

银合欢之父  Brew Baker教授帮助下从美国夏威

夷大学等机构引进了一批银合欢优良新品种, 希望

从这些品种中选择出耐寒、速生、抗虫害、抗酸性

土壤且生物入侵风险小的新品种推广到云南干热河

谷以外的地区。

1� 引进银合欢品种及引种地概况

按照耐寒、速生、抗虫害、抗酸性土壤且生物

入侵风险小的要求, 共引进了 12个银合欢新品种。

其中 11个品种引进种子, KX4引进扦插苗。各个

品种的特性参见表 1。

表 1� 引进的银合欢新品种一览表

Tab�1� L ist of introduced Leucaena va rieties and hybrids

品种名称 用途 突出特性

L�leucocephala K636 饲料、用材 高产优质

L�leucocephala K29 饲料、用材 高产优质

L�leucocephala K565 饲料、用材 高产优质

L�leucocephala K584 饲料、用材 高产优质

L�leucocephala K608 饲料、用材 高产优质

L�leucocephala K72 饲料、用材 高产优质

L�d iversifo lia K156 饲料、用材 耐寒 (海拔达 1500m ), 抗木虱

L�d iversifo lia K784 饲料、用材 耐寒 (海拔达 1500m ), 抗木虱

L�pallida K376 多用途 � � 重要的杂交母本

L�hybr id KX2 饲料、薪材 L� leucocephala !L�pallida杂交四倍体, 抗木虱, 结实少, 耐寒

L�hybr id KX3 优质用材 � L� leucocephala !L�diversifo lia杂交四倍体, 抗旱耐寒, 结实少

L�hybr id KX4 用材、园林 L� leucocephala K636 !L� esculen ta K380杂交三倍体, 速生, 不结实, 抗虫耐寒

12个银合欢新品种引种的育苗及栽培试验分

别在云南的普文、鸡飞、开远 3个地点进行, 其三

地的基本概况如下。

( 1) 景洪市普文试验林场

普文试验林场 (简称普文 ) 地处东经 101∀6#,

北纬 22∀25#, 海拔 860 m, 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类型。年平均气温 20�1∃ , % 10∃ 的积温 7 459∃ ,

持续日数 364�1天, 最热月 ( 7月 ) 均温 23�9∃ ,
最冷月 ( 1 月 ) 均温 13�9∃ , 极端最高气温
38�3∃ ( 1966年 5月、 1969年 5月 ) , 极端最低温

- 0�7∃ ( 1974年 1月 )。年降雨量 1 655 mm, 相

对湿度 83%。土壤以赤红壤为主, 土层厚度在低

山坡面达 1 m以上, 只有在箐沟中较陡峭的局部

坡面上, 才出现 0�5~ 0�8 m的中厚度土壤。试验
地土壤呈酸性, pH值 4�5, 有机质含量低, 仅 0�6
g /kg, 缺氮, 尤其少磷, 而钾较丰富。

( 2) 昌宁县鸡飞林场

昌宁县鸡飞林场 (简称鸡飞 ) 位于云南省保

山地区的东南部, 地理位置为东经 99∀30#, 北纬

24∀57#, 试验地海拔 1 450~ 1 550 m, 属南亚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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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湿润、半干燥立体气候。年平均气温 12�9∃ ,
年平均降雨量 1 059 mm。土壤为红壤性冲积土,

pH值 6�0, 土壤养分总状况是: 有机质含量低,
全氮含量少, 全磷含量更少, 土壤含速效氮中等,

速效磷极缺乏, 速效钾中等偏高。

( 3) 开远市果木林场

开远市果木林场 (简称开远 ), 位于云南省红

河州中部, 海拔 1 150 m, 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降雨量 750 mm, 雨季集中于 5~ 10月, 年均气

温 19�8∃ , 年日照 2 200 h, 全年无霜期 340天。

土壤为紫色土, pH值 7�1。

2� 种子检验

( 1) 净度、千粒重和种子大小的检验 � 按国
家 &林木种子检验方法∋ 对其种子进行检验。

( 2) 发芽试验 � 供试银合欢品种共 6个

(K584、K636、K608、K784、KX2、KX3)。用 4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1 000倍液浸种 10 m in, 然后分

别用 98%浓硫酸浸种 5 m in, 或用 80∃ 热水浸种

10 m in, 并设置种子不作处理的对照。将处理后的

种子置于培养皿中进行发芽试验, 每处理 50粒, 3

个重复。保持培养皿湿润, 温度为 20 ~ 28∃ (室

内 ) , 每 2~ 3天观察 1次, 每 5天记录统计 1次各

培养皿中的发芽种子数。种子的萌发以胚根出现为

标准。

发芽率 = 30d内发芽数∕各处理种子数 !

100%

3� 育苗及造林方法

3�1� 各引种地的育苗方法
3�1�1� 普文试验林场育苗方法
育苗时间为 2007年 3月下旬, 参试育苗品种有

9 个 即 K156、 K584、 K376、 K784、 KX2、 KX3、

K636、K29和 K565。采用 2种方式育苗。( 两段式
育苗: 苗床底土翻松后上覆 10 cm腐殖土, 播种前

2天用 1%高锰酸钾溶液和 1)的敌克松进行苗床消

毒。种子播前用 80∃ 热水恒温处理 10 m in。每个品

种为一播种小区。撒播密度约为 1 000粒 /m
2
。播种

后用河沙覆盖, 覆盖厚度为种子厚度的 1 ~ 2倍,

浇透水。待床苗展出 2片子叶即移至营养袋继续培

育。1袋 1苗。营养袋规格为 10 cm ! 15 cm, 育

苗基质为过筛、消毒的腐殖土。 ∗ 穴盘直播育苗:
基质为芬兰泥碳基质, 用 1%的高锰酸钾溶液消

毒。种子经 80∃ 热水处理 10 m in直接点播在穴盘

内, 每穴 2~ 3粒, 播后浇透水。苗期进行常规的

管理。

3�1�2� 昌宁县鸡飞林场育苗方法
育苗时间为 2007年 3月下旬。育苗品种共 7

个即 K156、 K584、 K376、KX2、 KX3、 K636 和

K784。采用两段式育苗。苗床土壤翻松埋烧后打

碎、整平。撒种前 1 ~ 2天用 1 )的敌克松杀虫。
种子用 80∃ 热水恒温处理 10 m in后晾干, 立即撒

播, 每个品种立一个播种小区。撒播密度约 1 000

粒 /m
2
。播种后用火烧土覆盖, 覆盖厚度为种子厚

度的 1~ 2倍, 浇透水。苗床上面搭建 70 cm高的

塑料拱棚。待床苗展出 2片子叶即移至营养袋中

(上袋 ) 继续培育。1袋 1苗。营养袋规格为 10 cm

! 15 cm, 袋内基质为火烧土。种子出芽时需在塑

料拱棚上搭建 50%的遮阴网, 上袋后也搭建 50%

的遮阴网。

出苗调查方法为每小区随机抽取 0�2 m ! 0�2
m的苗床, 准确记录播种量和出苗量, 出苗天数为

播种日到第 1株苗破土日之间的天数。齐苗天数是

指从出苗之日到连续 3天不再出苗之间的天数。生

长量调查每品种采用 � Z 型顺序抽样 50株, 重

复 3次, 观测苗高与地径。

3�2� 引种地的造林方法
( 1) 普文试验林场

2007年 8月在普文试验林场育苗并分区种植 7

个银合欢引进新品种, 分别为 KX2、KX3、KX4、

K784、K636、K 584、K608, 种植面积 0�33 hm
2
。

于 2008年又种植了银合欢 K565、 K29、 K72、

K156共 4个新品种和部分 KX2、KX3、KX4和

K736新品种, 种植面积 0�33 hm2
。造林方法采取

穴状整地, 种植塘规格 40 cm ! 40 cm ! 40 cm, 造

林密度为 2 m ! 2 m。株施三元复合肥 200 g作底

肥。每年雨季开始前和结束后对引种试验林进行两

定砍除灌草抚育。年底分品种调查植苗造林成活率

和苗木的生长情况 (地径和树高 )。每小区随机调

查 100株。

( 2) 昌宁鸡飞国营林场

2008年 7月在昌宁鸡飞国营林场育苗并分区

种植共 7个银合欢引进新品种, 分别为 KX2、

K636、K156、K 584、K784、 KX3、K376, 种植面

积 0�67 hm2
。采取穴状整地, 种植塘规格为 40 cm

! 40 cm ! 40 cm, 造林密度 2 m ! 2 m。株施三元

复合肥 200 g作底肥。每年雨季开始前和结束后对

引种试验林进行两定砍除灌草抚育。年底分品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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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植苗造林成活率和苗木生长情况 (地径和树

高 )。每小区随机调查 100株。

( 3) 开远市林业局苗圃

2007年在开远市果木试验林场育苗种植了少

量的 K156、K636、KX2和 KX3银合欢品种, 面积

0�067 hm2
。采取穴状整地, 种植塘规格为 40 cm

! 40 cm ! 40 cm, 造林密度 2 m ! 2 m。株施三元
复合肥 200g作底肥。每年雨季开始前和结束后对

引种试验林进行两定砍除灌草抚育。年底分品种调

查植苗造林成活率和苗木生长情况 (地径和树

高 )。每小区随机调查 100株。

上述 3地造林试验以来, 除在普文点发现竹鼠

啃食银合欢幼树外, 各试验点都没有发生明显的病

虫害。3地的试验林都经历了 2008年低温寒害和

2009~ 2010年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而无大面积死亡,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相邻地区的西南桦 (B etula al�
noidis)、旱冬瓜 (A lnus nepalensis)、云南松 (P inus

yunnanensis) 等的新造林地则出现大面积死亡。

利用 DPS数据分析软件对参试的银合欢新品

种苗木生长指标 (苗高、地径 ) 和幼树生长指标

(树高、地径 ) 进行均值统计和差异显著性分析。

4� 结果与分析

4�1� 种子品质检验及发芽试验结果
( 1) 11个引进银合欢的新品种种子品质检验

结果见表 2。

表 2� 11个银合欢新品种的种子净度、千粒重和种子大小

Tab� 2� One thousand seed w eight, seed pur ity and

seed size of 11 Leucaena var ieties /hybr ids

品种号
净度

/%

千粒重

/g

种子大小

长 / cm 宽 /cm 厚 / cm

K156 91�94 18�42 0� 85 0�57 0� 16
K784 88�60 59�11 0� 61 0�35 0� 11

K584 89�37 58�73 0� 86 0�52 0� 19
K376 95�47 67�64 0� 94 0�64 0� 16

K29 90�10 52�91

K565 74�90 51�68
K608 88�61 59�11 0� 88 0�55 0� 20

K636 98�61 64�55 0� 83 0�53 0� 19
K72 82�41 47�30

KX2 77�75 40�11 0� 77 0�49 0� 18
KX3 92�69 38�31 0� 79 0�43 0� 15

由表 2可知, 所引进的 11个银合欢新品种的种

子净度都比较高, 为 77�75% ~ 99% , 霉烂破碎种

子较少, 种子质量良好。从外观上看品种间种子大

小和形状有差异但不明显, 很难从外观上区别出不

同品种的种子。种子的千粒重差别较大 ( 18�42 ~
67�64 g), K376的千粒重接近 K156的 4倍。

( 2) 经催芽处理的 6个引进银合欢新品种的

种子多在第 2~ 3天开始发芽, 发芽结束期约为 17

天; 不经处理的种子发芽期相对较晚, 6 ~ 7天开

始发芽, 发芽结束期为 28天。说明用化学和物理

方法对银合欢种子进行处理都能不同程度地加快种

子的发芽。如表 3所示, 3种处理 K608种子的发

芽率都非常低 ( 2% ), 表明该品种的种子已基本

丧失了活力。除 K608外, 其他 5个品种的种子经

浓硫酸处理的发芽率在 32% ~ 55%之间, 热水处

理的发芽率在 32% ~ 78%之间, 而种子不经任何

处理 (对照 ) 的发芽率在 22% ~ 50%之间。表明

银合欢新品种的种子经热水和浓硫酸处理后都能提

高发芽率。相比较, 热水处理比浓硫酸处理的效果

要好。这说明破坏银合欢种子坚硬的外种皮有助提

高种子的发芽率。热水处理银合欢种子比浓硫酸处

理效果好的原因可能是部分种皮破损的种子仍具有

生活力, 但浓硫酸处理可能破坏了这些种皮破损种

子内部结构, 导致这一部分种子失去生活力。因此

种皮破损多的种子宜用热水处理。

表 3� 6个引进银合欢新品种的种子经不同处理后的发芽率

Tab�3� Seed germ ination rates o f 6 Leucaena varieties/hybr ids

unde r d ifferent seed treation m ethods

品种号
浓硫酸处理

的发芽率 /%

热水处理的

发芽率 /%

不做处理 (对照 )

的发芽率 /%

K584 52 68 45

KX2 54 78 46

KX3 32 32 22

K636 48 66 42

K784 55 68 50

K608 2 2 2

4�2� 育苗试验结果
( 1) 普文和鸡飞两地育苗效果比较

普文和鸡飞采取两段式育苗方法, 进行了

K156、K584、 K376、 KX2、 KX3、 K636 和 K784

共 7个银合欢新品种的育苗效果试验, 普文还增作

了 K29和 K565两银合欢新品种的两段式育苗试

验。其试验结果如表 4。普文共育的 7个品种种子

的出苗天数 2~ 11天, 比鸡飞的出苗天数 4~ 12天

少。其中 K156、K584、KX2和 K636 4个品种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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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苗天数普文比鸡飞少 4天; K376、KX3和 K784

3个品种种子的出苗天数普文比鸡飞少 1 ~ 2天;

普文 7个品种种子育苗的齐苗天数 5~ 20天也比鸡

飞齐苗天数 10~ 20天少, 2个试验点最大相差 7

天 (K584、K784) ; 普文出苗率 ( 27% ~ 70�1% )

总体优于鸡飞 ( 32�4% ~ 40�5 % ), 相差最大的

品种为 K156, 其种子的出苗率普文比鸡飞高出

28�7个百分点。 2地银合欢新品种种子在出苗和齐

苗天数上的差异可能是因为苗木培育期间普文的气

温比鸡飞高导致的。

表 4� 普文和鸡飞试验点参试银合欢品种种子

两段式育苗的出苗情况

Tab�4� Seed ling grow th perform ance of 9 L eucaena

var ie ties /hybr ids in Puw en

品种号

普文

出苗

天数 /d

齐苗

天数 /d

出苗

率 /%

鸡飞

出苗

天数 / d

齐苗

天数 / d

出苗

率 /%

K156 2 6 65�0 6 12 36� 3
K584 2 7 49�6 6 14 32� 4
K376 11 20 33�3 12 20 32� 7
KX2 2 6 66�7 6 12 40� 5
KX3 3 8 27�0 4 10 33� 4
K636 2 7 65�0 6 12 36� 6
K29 3 7 43�3 - - -

K565 3 6 70�1 - -

K784 3 5 46�3 4 13 37� 2

表 5� 普文试验点 2种育苗方式 9个银合欢新品种

出圃苗木生长状况

Tab�5� Seed ling grow th perform ance of 9 L eucaena

var ie ties /hybr ids in Jife i

品种号

腐殖土基质两段

式营养袋育苗 �
苗高 /cm 地径 /cm

泥碳基质穴

盘直播育苗

苗高 / cm 地径 /cm

K156 62�9a 0�37a 22� 3a 0� 35a
K584 34� 5d 0� 33b 16� 6c 0� 31b
K376 22� 3d 0�22c 11� 5e 0� 23d
KX2 26� 5d 0�20c 13�3d 0� 25c
KX3 50� 7b 0� 30b 19�9b 0� 25c
K636 60�2a 0�38a 14� 9c 0� 33a
K29 46�0c 0� 33b 12�3d 0� 30b
K565 45�7c 0� 28bc 13�0d 0� 28b
K784 47�4c 0�25c 25� 8a 0� 26b

注: 同列数值后标注字母表示 0�05水平差异性。

( 2) 不同育苗方式的育苗效果比较

如表 5所示, 在普文试点, 采用腐殖土基质的

两段式育苗效果优于泥碳基质穴盘育苗, 其出圃苗

木苗高差异较大, 前者比后者高出 10�5 ~ 45�3
cm; 用芬兰基质进行穴盘直播育苗, 3个月出圃时

幼苗长势较差, 苗高普遍在 20 cm以下, 而采取

两段式腐殖土基质育苗的苗木苗高绝大多数在 30

cm以上, 最高者可达 90 cm。两段式育苗与直播

育苗相比, 可大大节约种子, 苗木生长较为整齐,

且袋苗有利于提高造林成活率。

由表 5和表 6可见, 2试验点采取两段式育苗

共育的 7个银合欢新品种, 3个月出圃袋苗的苗高

普文为 22�3~ 62�9 cm, 普遍大于鸡飞袋苗的苗高

21�8~ 43�8 cm, 其中以 K156品种出圃袋苗的苗

高差别最大, 普文比鸡飞高 36�3 cm; 地径相差不

大, 普文在 0�22 ~ 0�38 cm之间, 鸡飞在 0�24 ~
0�40 cm之间。

表 6� 鸡飞试验点 7个银合欢新品种两段式育苗的出圃

苗木生长状况

Tab�6� Qua lity o f lifted seed lings o f 7var ie ties in Jife i

品种 苗高 / cm 地径 /cm

K156 26� 6c 0�33c
K584 41� 7a 0�40a
K376 21� 8e 0�24d
KX2 26�4cd 0�36b
KX3 24�1d 0�37b
K636 39�9b 0�43a
K784 43� 8a 0�32c

注: 同列数值后标注字母表示 0�05水平差异性。

不同品种间出圃苗木的苗高在 2个育苗试验点

的差异显著 (普文 P = 0�012, 鸡飞 P = 0�015 ),
在普文, K156和 K636品种的出圃苗高较高, 为

62�9 cm 和 60�2 cm, 在鸡飞, K784、 K584 和

K636品种的出圃苗高较高, 分别为 43�8 cm、

41�7 cm和 39�9 cm。不同品种间出圃苗木的地径

在 2个育苗试验点差异显著 (普文 P = 0�022, 鸡
飞 P = 0�015)。在普文, K156和 K636品种的地径

较粗, 为 0�37 cm 和 0�38 cm, 在鸡飞, K584和

K636品种的地径较粗, 为 0�40 cm 和 0�43 cm。

不同品种间在苗高与地径上的差异可能是品种固有

的差异, 也可能是对引种地的适应性差异导致的。

4�3� 造林试验结果
2008年 11个引进银合欢新品种植苗造林 6个月

后的测定结果 (表 7) 显示, 普文试验点所有品种

当年的植苗造林成活率比较高, 达 95% ~ 100%,

鸡飞试验点的植苗造林成活率情况总体良好但稍低

于普文试验点, 为 85�5 % ~ 100 %。造林当年,

普文试验点引种的银合欢新品种幼树树高为 58�8
~ 163�7cm, 不含 KX4品种, 明显高于鸡飞试验林

( 18�1 ~ 24�8 cm ); 普文试验林地径 ( 0�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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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cm ) 明显高于鸡飞试验林 ( 0�24~ 0�45 cm )。

在引进的银合欢新品种中 KX4为银合欢三倍体,

植株生长特别迅速。在普文植苗造林当年树高达

6�54m, 地径达 4�55 cm, 胸径达 4�15 cm。造林

后 6个月 2引种地引种品种间的幼树生长已呈现显

著的差异 (P < 0�05)。普文 KX4、K636和 K784 3

个品种的幼树生长较快, 鸡飞 KX3和 K584品种的

幼树相对较快。造林初期普文银合欢幼树相较鸡飞

生长较快, 可能是苗期差异在定植后的持续表现。

表 7� 2008年普文和鸡飞 2地定植 6个月的各银合欢

品种造林成活率及幼树的树高和地径生长量

Tab�7� Surv iva l rate , he ight and d iame ter o f the plan tations

o f tested va rieties estab lished in 2008

品种号

普文试验点

成活

率 /%

树高

/cm

地径

/cm

鸡飞试验点

成活

率 /%

树高

/ cm

地径

/ cm

K156 100 114� 5b 1�10bc 91�3 20�3bc 0�33c
K584 100 69� 7d 0�79d 100 24�7a 0�48a
K736 95 58� 8e 0�61d 88�2 21�2bc 0�24d
KX2 100 125� 7b 1�23b 85�7 18�1d 0�37b
KX3 96� 6 102� 1b 1�09bc 95�5 24�8a 0�38b
K636 100 110� 1b 1� 78a 85�5 17�3d 0�45a
K29 100 62� 3de 0� 60e - - -

K565 100 74� 5c 0� 72c - - -

K784 100 163� 7a 1� 46a 95�8 23�0b 0�33c
K608 100 68� 5de 1� 06c
KX4 100 654 4� 55 - - -

注: 同列数值后标注字母表示 0�05水平差异性。

根据 2009年 12月的观测结果 (表 8、表 9,

表 10和表 11) , 普文、鸡飞、开远引种的银合欢

新品种试验林保存基本良好。普文 2007年试验林

的保存率为 45% ~ 100% , 2008年试验林的保存

率为 81�49% ~ 100%; 鸡飞 2008年试验林保存

率为 78�65% ~ 95%; 开远 2008年试验林保存率

为 85% ~ 92�44%。在普文 2007营造的银合欢新

品试验林中, 林木生长表现较好的品种为: KX4

(树高 12�55 m, 地径 10�25 cm ) , K784 (树高

2�29m, 地径 2�78 cm ) 和 KX2 (树高 2�31m, 地
径 2�06 cm ) ; 在普文 2008营造的银合欢新品种试

验林中, KX4 (树高 9�45 m, 地径 8�15 cm )、

K156 (树高 2�29m, 地径 2�02 cm )、K565 (树高

2�05 m, 地径 1�65 cm ) 和 KX3 (树高 1�95m, 地
径 1�59cm ) 等品种表现较好。在鸡飞 2008营造的

银合欢新品种试验林中, 林木生长表现较好的品种

为: K584 (树高 1�82 m, 地径 2�54 cm ) 和 KX3

(树高 1�64 m, 地径 1�84 cm )。总的看来, 定植

1�5年后, 鸡飞试验点与普文试验点引种的相同品
种植株生长差距 (表 7) 已不明显, 且在地径生长

和林木的长势上呈现出超过普文的趋势。初步看

来, 土壤类型及其 pH值的差异是其林木生长产生

变化的主要原因。鸡飞试验点红壤性冲积土 ( pH

值 6�0) 较普文试验点的赤红壤 ( pH值 4�5 ) 适
合银合欢新品种林木的生长, 因此在热量和降水显

著低于普文的情况下, 引种的银合欢新品种生长良

好。开远 2007年试验林 (树高 2�88~ 3�65m, 地
径 2�28~ 3�22 cm ) 生长在总体上明显高于普文的
同龄试验林。

表 8� 普文 2007年种植的银合欢新品种林林木的

保存及生长结实情况

Tab� 8� Surv ival rate, g row th and seed ing tra its o f the

planta tion p lanted in 2007 in Puwen

品种号 保存率 /% 树高 /m 地径 /cm 结实情况

KX2 85�00 2�31a 2�06a 少量

K784 88�45 2�29a 1�78a 少量

KX3 75�44 1� 97b 1�79a 少量

K608 92�00 1� 80b 2�11a 无

K636 82�13 1� 80b 1�72a 无

K584 45�00 1�08c 1�07b 无

KX4 100�00 12�55 10� 25 无

注: 测定时间为 2009年 12月, 表 9、表 10、表 11同; 同列数值

后字母表示 0�05水平差异性, KX4因株数少且明显高于其他没做

差异检验。表 9同。

2009年鸡飞试验林中的 K584和 KX3品种,

普文银合欢新品种试验林中的 K784、K156、KX2

和 KX3和开远银合欢新品种试验林中的 KX2和

K156品种的植株已少量结实, 预计结实量将在最

近几年内有较大增加, 可以满足推广种植的需要。

表 9� 普文 2008年种植的银合欢新品种林林木的保存

及生长结实情况

Tab�9� Surviva l ra te g row th and seed ing tra its o f the planta tion

planted in 2008 in Puw en

品种号 保存率 /% 树高 /m 地径 /cm 结实情况

K156 95�44 2�29a 2�02a 少量

K565 83�56 2� 05b 1�65b 无

K29 81�49 1� 94b 1�21d 无

KX3 90�12 1�95bc 1�59bc 少量

KX2 82�45 1�55cd 1�26cd 少量

K72 90�50 1�30de 1� 34bcd 无

K636 80�52 1�06e 1�04d 无

KX4 100�00 9�45 8�15 无

表 10� 鸡飞 2008年种植的银合欢新品种林林木的保存

及生长结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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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10� Su rv iva l rate grow th and seeding traits of the

p lantation plan ted in 2008 in Jife i

品种号 保存率 /% 树高 /m 地径 / cm 结实情况

K584 95� 00 1� 822a 2� 54a 少量

KX3 92� 53 1� 639a 1� 84ab 少量

K784 88� 54 1� 600a 1� 33b 无

K156 88� 00 1�460ab 1� 55ab 无

K636 78� 65 1�335ab 1� 32b 无

KX2 82� 69 1�037bc 0� 91b 无

K376 82� 97 0� 734c 1� 09b 无

注: 同列数值后标注字母表示 0�05水平差异性。

表 11� 开远 2007年种植的银合欢新品种林林木

的保存及生长结实情况

Tab�11� Su rv iva l rate grow th and seeding traits of the

p lantation plan ted in 2007 in Ka iyuan

品种号 保存率 /% 树高 /m 地径 / cm 结实情况

KX2 85� 00 3�25b 2� 86b 少量

KX3 92� 44 3� 65a 3� 22a 无

K636 90� 00 2� 95c 2� 95ab 无

K156 91� 45 2� 88c 2� 28c 少量

5� 结语

( 1) 普文、鸡飞和开远三地的银合欢新品种

引种试验的初步结果显示, 从夏威夷大学引进的

12个银合欢品种在云南的亚热带和热带北缘地区

都能利用其种子成功育苗。采用热水浸种处理可有

效提高其种子发芽率, 用两段式营养袋育苗的效果

比穴盘直播育苗好。

( 2) 在 3个试验点引种的银合欢新品种试验

林中, 相同品种开远点的表现比鸡飞和普文好, 鸡

飞试验林也呈现出超越普文的势头, 证实所引种的

银合欢新品种是喜中性和微碱性土壤, 土壤的 pH

值应该是选择银合欢新品种推广种植地的重要指

标。

( 3) 海拔 1 500 m的云南鸡飞国营林场引种的

7个银合欢新品种生长均为良好, 多数品种的林木

在 2008年低温寒害中表现出良好的抗寒性, 特别

是 L�d iversifolia K156和 L�d iversifoliaK784两品种有

望引种到海拔更高的山区。

( 4) 所引进的银合欢新品种中具三倍体的

KX4生长量特别突出, 但需要扦插才能繁殖, 可

以在立地条件较好的地方栽培。 KX3、 K584、

K156和 K784品种均表现较好, 适合按用材林的培

育方向培育。KX2、K636等品种则可进行密植丰

产饲料栽培。

( 5) 引种试验林遭遇了 2009~ 2010的特大干

旱, 3个引种试验点的银合欢品种的林木生长均受

到一定影响, 但生长基本正常, 死亡很少, 而与相

邻地区西南桦、旱冬瓜、云南松等新造林地的林木

却大面积死亡形成强烈的对比, 表明引种的银合欢

新品种有极强的抗旱能力。

( 6) 普文、鸡飞和开远 3个引种试验点引种

的银合欢新品种试验林都没有出现明显的病虫害,

表明引进的 12个银合欢新品种具有较强的抗病虫

害能力。

( 7) 在云南省 3地进行的美国银合欢新品种

引种试验结果表明, 12个引进品种都可以在云南

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正常生长, 尤其在碱性和微酸

性土壤上生长良好。但因本次引种试验开展的时间

较短、地点不多, 还需作长期及更多地方的引种试

验, 才能明确这 12个银合欢新品种在云南的推广

种植适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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