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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松地理种源的研究
,

尹 擎 罗方书 皮文林 万国华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

昆明 6 5 0 2 0 4 )

摘 要 在云南松 (尸i洲 : y 。 , : na : “
; 15 F r

.

) 全分布区内
.

按不同经纬度
、

海拔采集种源
.

共

收到 64 个种源进行栽培试验
。

6 年的试验材料证明
,

各种源间生长差异极为显著
.

筛选出了苗高

为对照 1 1 8
.

1一1 3 4
.

6 拓灼 9 个优良种源
。

对云南讼形态恃正为地理变异规律及其相互间为关系进

行了初步探讨
。

为云南松种源选择和早期鉴定提供依据
。

关键词 云南松 ; 地理种源 ; 地理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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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松 (尸 i”。: y “ , , ”。ne ” : :’s F r
·

) 是西南地区主要用材树种之一
,

也是其分布区 内瘩

地荒山造林的先锋树种
。

其地理分布在北纬23
。

一29
。 ;

东经9 8
0

30
‘

一1 0 6
。

之间
,

是一个形

状不规则的多角形分布区
,
海拔在 5 00 一 3 2 0 0米之间

。

分布区处在横断山脉和云贵高原山岳

地带
,

自然环境错综复杂
,

因而云南松形成了与环境相适应约具有不同性状的许多种群
。

为

了摸清云南松种源间变异规律
,

为各营林区选用最佳种源
,

为林木育种
,

母树林
、

种子园建

立提供理论依据
。

我们进行了该项研究
。

本文系林业部
“ 七

·

五” 课题 《云南松种源选择 ) 工作的一 邝分
。

在完成此项试验 的过程中
,

承蒙姚安县林

业局的杨成勋
、

昊大亮 ; 李发清等门志给予大力支持并参加了部分外业 工作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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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材料与方法

供试种源采自云南
、

贵州
、

四川
、

广西
、

西藏
,

共收集 64 个代表性较高的天然林分
。

每

林分随机测定针叶长
、

球果长
、

翅长
、

翅宽
、

千粒重
、

种子长
,

测算出各林 分的 海 拔
、

经

度
,

纬度
。

试验地设于姚安县九村龙潭
,

即北纬2 5
0

3 1
‘ ,
东经1 0 1

“
1 6

‘ ,

海拔2 3 0 0米
,

西坡
,

黄红

壤
。

植被为栋类 ( Q“e r e u s L inn
.

)
,

野山杨 ( p o 夕。10 5 bo n a tii L即 l
·

)
,

黄泡 ( R o bo S

Pe c 才‘n e llu s M a x im
.

) 等
。

年均降雨量 7 7 3
.

4 m m
,

年均相对湿度 6 9 %
,

年均气温1 5
.

3 ℃
,

最冷月平均气温7
.

9 ℃
,

> 10 ℃积温4 7 90
.

5
,

无霜期2 93
.

7天
。

1 9 8 7年 4 月在造林地将种播于24 x 1 5 c m 的塑料袋中
,

每袋播种 3 一 5 粒
,

每一种源播60

袋
,

随机排列
,

四次重复
。

1 9 8 8年 6 月将实生苗就地定植
,

试验为B IB设计
: 、 = 6 4

、

下 = 9’

日= 7 2
、

入= i ,

株行距 2 x 2
.

5 ( m )
,

植穴为 4 o x 4 o ( e m )
,

试验地外设两保护行
。

每年

底定期观测生长量
。

表 1 各 种 源 6 年 生 幼 树 的 生 长 情 况

编号

N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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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理

腾冲 古永

鹤庆 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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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平

7
。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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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富 宁
9 7 开远中和营

9 8 开远马者哨
9 9 宣良 九乡

10 0 会泽 拖茨
10 1 彝 良

10 2 双 柏

10 3 彝良 银平

10 4 鲁甸 乐红

10 5 曲靖 三宝

10 6 会泽 大井

10 7 禄 劝

1 0 8 寻甸 功 ilJ

10 9 兴义 乌沙

n o 兴义下乌屯

1 1 1 毕 节

1 1 2 水 城

1 1 3 威 宁

1 1 4 乐 业
1 1 5 隆 林

1 1 6 西 宁

1
。

6 8 5

1 1 7 乐业 雅长 1
。

6 9 7
。

2 7

1 1 8 乐业 雅长 1
。

4 3 6
。

4 6

1 1 9 下察隅冷塘 2
.

2 3 7
.

75

2 2 0 下察隅钢桥 2
.

2 5 8
.

25

1 2 1 兹 巴 桥 2
。

0 6 6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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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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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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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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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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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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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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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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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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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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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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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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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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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6
。

1 9

1 3 6 冕 宁 2
.

0 7 6
。

4 9

1 3 7 冕 宁 2
。

0 3 6
.

8 9

1 3 8 盐 源 1
。

8 3 6
.

5 8

1 3 9 盐 源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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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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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a 丁n e t e r a t g r o u n d le v e l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各种派幼树的生长情况

对 6 年生的云南松幼林进行生长量观测
,

结果 ( 表 1 ) 表叽
,

云南松各种 源生长差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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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

有42 个种撅平均高超过对照
,

占参试种源徽的6 5
.

6 %
,

尤以 79
、

8 1
、

8 7
一

7 7
、

8 0
、

1 0 8
、

1 1 9
、

1 0 0
、

7 6号种源为高
,

为对 照 的1 34
.

6一

1 1 8
.

1 %
。

这些种源地径粗除1 00 号
、

7 7号略低于对照外
,
其余都高于对

照
。

腾冲县的79
、

81
、

77 号 3 个种

源平均高度都高子对照
,

且都排在

前四位
。

高生长低于对照的有20 个

种源
,
占参试种源的31

.

3 %
,
最差

种源 12 6号平均树 高 只 为对 照 的

6 8
。

1 %
。

表 2 方 差 分

T a ble 2 A n a lysi s o f

析

V a r 18 n Ce

项目

Ite m

自由度

d
。

f
。

平方和

S
。

S
。

树 高 6 3 30
。

3 4

均方 F 值 F 理论值

5 F v a lu e o
。

0 5 0
。

0 1

0
。

4 8 4
。

0 1
。

41 1
。

6忿

H e ig li t

o f

tr e e s

变异来源

S o u r e e o f v
。

种 源 间

Pr o v e n a n c e

重 复 间

P e plie a t ic n

机 误

S
。

D
。

2
。

5 4 0
。

3 2 2
。

6 , 2
。

9 4 4
。

8挂
·

5 0 4 5 7
。

0 7 0
。

1 2

地 径 种 源 间

Pr o 下e n a n e e

里 复 间

R e p liea tio n

饥 误

S
。

D
。

6 3 3 2 5
。

12 5
。

1 6 4
。

3 4 1
。

41 1
。

6 3

D ia 口 e te r

a t

G r o u n d

Ie 丫e l

5 9
。

1 8 7
。

40 6
。

2 2 2
。

9 4 4
。

8 冬

5 0 4 5 9 9
。

6 1
。

1 9

表3 各 种 派 树 离 生 长 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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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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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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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
二

0
0
4 6
二

O
。

45 二
O

。

4 2
二

0
。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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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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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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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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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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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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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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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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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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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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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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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树离生长的方差分析

根据测定的 6 年生 云南松各种源高与地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

结果 ( 表 2 ) 表明
,

云甫

松各种源高和地径有极显著差异
。

对各种源平均高进行L
、

S
、

D 检验
,

得到表 8 ,
由表 8 可

知
,

79
、

81
、

87
、

77
、

80 号种源树高极显著高于 对 照 , 1 0 8
、

1 19
、

1 10
、

76 号种源树高显著

高于对照
。

79 号种源还显著高于树高比76 号低的所有种源 , 81 号也显著高于 树 高比1 07 号低

的种源
。

因而腾冲托盘山
、

腾冲古永为最好种源
,

丽江石鼓
、

腾冲火山
、

大理种源次之
,

寻

甸功山
、

西藏下察隅冷冷塘
、

会泽拖茨
、

昌宁岔河种源也是较好的种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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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云南松树高
、

地径及种源性状间的相关距阵

T a ble 4 Co r r e la tio n o f v a ri o u s Ch a r a ete r s

树高 地 径 球果长
H

。

T
。

D
一

G
。

L
。

C o n e

X l X Z X 3

翅
W

翅
W 云

宽

W
千拉重 种 子长

。

W
e ig h t S e e d L

-

X 7 X S

纬 度
L a tit

。

海 拔
E le v a t io n

X ll

0
。

4 3 8 - . 一 0
。

1 0 7 一0
。

4 1 8 一 0
。

3 2 5 一 0
。

0 2 2 一0
。

2 4 7 一 0
。

2 2 3
一
O

。

3 8 6 - . 0
。

0 5 2
一
0

。

4 1 1 - .

1 0
。

2 9 9 一 0
。

2 2 0 一 0
。

12 7
一
0

。

0 9 2 0
。

0 0 3
一
0

。

0 0 9 0
。

42 2 - . 一
0
。

4 0 6 - - 一
0

。

4 1 2 - -

1 0
。

le 8
一
0

。

4 4 8 - 一 0
。

2 5 3 0
。

2 1 5 0
。

2 2 9 0
。

0 8 2
一
0

。

0 0 3
一
0

。

2 2 2

1
一
0

。

22 1
一
0

。

2 0 3 0
。

3 8 6 - - 一
0
。

0 5 7 0
。

2 4 2
一
0

。

5 7 4 . - 一
0
。

6 7 8 - -

1 0
。

1 6 4
一
O

。

0 6 3
一
0

。

3 1 1一 0
。

1 8 4 0
。

1 0 9 0
。

2 8 0 -

1 0
。

2 6 4 0
。

1 95 0
。

2 6 9
一
0

。

0 2 4
一
0
。

1 9 8

1 0
。

7 32一 0
。

65 7 - - 一
0

。

3 6 3 - - 一
0
。

5 5 1 - .

1 0
。

5 8 4 - - 一
0

。

3 9 6 - - 一
0

。

5 8 4 . -

XlXZX3XSX4X6X7XS

2
。

3 云南松主要形态特征的变异

用所收集的 6 年生各种源的高
、

地径与原产地 的 球 果 长
、

针叶长
、

翅长
、

翅宽
、

千粒

重
、

种子长
、

经度
、

纬度
、

海拔 11 个因子进行回归分析
,

得到它们的相关距阵 (表 4 )
。

由

表 4 知
:

高生长与径生长呈极显著正相关
,
高与翅长呈显著正相关

,
高生长与经度

、

海拔呈

极显著负相关
,

与针叶长为显著负相关
,

径与球果长
,

针叶长呈显著正相关
,
与经度呈极显

著正相关
,

与纬度
、

海拔呈极显著负相关
。

球果长与翅长为极显著负相关 , 针叶长与千粒重

呈极显著正相关
,

与纬度
、

海拔呈极显著负相关, 千粒重与种子长
、

经度呈极显著正相关
,

与纬度
、

海拔呈极显著负相关, 种子长与经度呈显著正相关
,
与纬度

、

海拔呈极 显 著 负 相

关
。

所以云南松主要形态特征的地理变异为
:

高生长随经度
、

海拔增高而降低, 径生长随经

度升高而增粗
,

随纬度
、

海拔升高而减细 , 针叶随着纬度
、

海拔升高而变短 , 千粒重随经度

升高而增加
,

随纬度
、

海拔升高而降低
。

1 年生苗期高生长与纬度呈极显著负相关
,

而 6 年生时则没有显著差异 , 另外苗期高生

长与针叶长
、

千粒重为极显著正相关
,

而 6 年生时则变为负相关
。

这是因为低纬度地区热量

高等环境因子长期作用
,

形成了针叶长
、

千粒重高的一些种群
,

这 些种群一般无蹲苗现象
,

所以苗期生长很快
,

但到定植后
,

由于外界环境的改变
,

抑制了其高生长
。

而一些热量稍低

但有优良种质的部分种源
,

因为引到 了环境因子与其内部遗传物质相适宜的地 区
,

从而表现

出了生 长快的性状
,

所以后期生长超过 了苗期表现好的种源
。

2
.

4 云南松高生长年龄间的相关

用 6 年生树高值与 1 年生
、

2 年生
、

3 年生树高值进行回归分析
,

得到
: 甘。

.
; = 。

.

0 8 1 6
,

下二
2

=0
.

57 1 5”
, 夕。

.
3 = 0

.

70 71 。
。

这表明 6 年生树高与第 1 年苗高无什么联系
,

但从第 2

年开始呈极显著正相关
,

且相关系数逐年增加
。

这样
,

从第 2 年起
,

即可看出各个种源的优

劣
。

所以云南松早期选择的可靠性很高
。

3 结 论

( 1 ) 云南松各种源间生长差异非常显著
。

优劣种源间高生长相差 1
.

98 倍
,

优良种源高

生长超过对照 1 8
.

1一3 4
.

6 %
。

所以选用优良种源造林可获得较大的增产
。

( 2 ) 云南松地理变异为
.
高生长随经度

、

海拔升高而降低 , 径生长随经度 升 高 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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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
,
随纬度

、

海拔升高而变细 , 针叶随纬度
、

海拔升高而变短, 千粒重随经度升高而增加
,

随纬度
、

海拔升高而减小
。

种子长度随经度升高而增加
,

随纬度
、

海拔升高而降低
。

( 3 ) 高生长与海拔
、

经度
、

针叶长呈负相关
,

与翅长呈正相关
。

因而在较好的采种区

采种时
,

应选择在海拔
、

经度偏低
,

针叶偏短
,

种翅较长的林分采集
。

云南松从第 2 年起
,

年龄间相关系数逐年增高
,

且达到极显著水平
,

因而云南松早期选择可靠性较高
。

( 4 ) 根据 6 年生各种源生长量
,

筛选出腾 冲 托 盘 山
、

腾冲火山
、

腾冲古永
、

丽江石

鼓
、

大理
、

寻甸功山
、

会泽拖茨
、

西藏下察隅冷冷塘
,

昌宁岔河 9 个种源为优良种源
。

它们

是优良的种质资源
,

应该好好保护并充分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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