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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地区桉树无性系早期试验研究 

全国栋 陈 贰 徐小珲 钟 Et妹 
(湛江市林业 良种繁育场 广东湛江 524321) 

摘要 对湛江地区引入的 13个桉树无性系的2年生幼苗主要生长性状进行分析比较，结果表明：胸 

径、树高、单株材积、蓄积量及风折率等性状在不同桉树无性系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适宜本地区发展的桉树 

无性系首选为广林 9、DH184．1，其次是 WC3，再次是 DH201．2、D3、DH32—29、灵 山优选27无性 系；初选 出的 7 

个优良无性系2年生平均树高、胸径、单株材积、蓄积生长量、保存率、风折率分别为 11．46 m、8．20 cm、 

0．033 861 m 、80．46 m ／hm 、96．1％、12．1％，达到速生丰产的要求。2年生u6无性系的组培苗无论生长量 

还是抗风能力均优 于扦插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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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ucalyptus Clones Growth in Zhanjiang Area 

Quan Guodong Chen Er Xu Xiaohun Zhong Rimei 
(Zhanjiang Forest Tree Improvement Farm，Zhanjiang，52432 1) 

Abstract Several main properties of 1 3 two—year—old clones of eucalyptu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1 3 eucalyptus clones in DBH，height，and volume 

respectively．The two top clones suitable for Zhanjiang were Eucalyptus grandis×E．urophyUa GL 9．E．urophylla× 

E．camaldulensis DH1 84—1． The next were E．wetarensis× E．camaldulensis W C3．E．grand~ ×E．tereticonais 

DH201—2，E．urophylla×E．tereticornis D3，E．urophylla×E．grandis DH32—29，E．urophylla LSYX 27．Seven 

clones were selected first time．The mean value of 7 two—year—old clones of height，DBH，individual volume，vol— 

Hme，survival rate and wind break percentage were 1 1．46 m、8．20 em、0．033 861 m。
、80．46 m ／hm 、96．1％ 、 

12．1％ ，respectively，accord to fast growing and high yielding plantation require． 

The resuh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tissue culture seedlings of E．urophylla U6 clone growth and wind resistance 

better than rooted cu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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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树是桃金娘科(Myrtaceae)杯果木属(Angophora Car．)、伞房属(Corymbia K．D．Hill&L．A．Johnson)和 

桉属(Eucalyptus L Herit．)树种统称，是我省西部地区的主要造林树种 。随着扦插、组培等无性繁殖技术 

的攻克，近 l0年来，营建桉树人工林多采用无性系苗木，无性系人工林的质量和产量与实生林相比有了很大 

的提高。随着桉树无性系选育研究的发展，新选育的桉树无性系在生产上不断推出，推广规模较大的有广东 

湛江市林业局的 U6、广西东门林场的DH系列、广西林科院的广林系列、广西钦州林科所的钦系列、中国林 

科院热林所的TH系列等。近年，我省及国内桉树适生地区对新选育的桉树无性系进行了大量的测定试验， 

并选出适合本地生长的无性系材料 。 。本文通过对建立在湛江地区的2年生桉树无性系测定林的生长量 

及保存率与风折率分析，旨在选择出适合该地区生长的桉树无性系，为湛江地区发展桉树人工林提供技术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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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地概况 

试验林地设置在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林业良种繁育场内，该地区位于 2l。23 N，110。15 E，海拔 28 1TI，年 

均温22．8℃，绝对最高温 38．7℃，绝对最低温 一1．4℃；年降雨量 1 771 mm，无霜期 353 d；常有台风。试验地 

地形平坦，适于机耕，土壤属浅海沉积岩发育的砖红壤性黄色土。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参试桉树无性系共 13个 ，其中u6无性系既有组培苗，又有扦插苗，具体详见表 1。苗木均由赤坎森科 

种苗场及本场提供。 

表 1 参试无性系 

2．2 试验方法 

2．2．1 试验设计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共设计 14个处理(即 13个无性系的扦插苗和组培苗)，每处理为2 
～ 5行，每行 5～8株块状小区，株数为 10～40株不等，3次重复。 

2．2．2 造林措施 于2006年春季采用机耕全垦整地，垦深40 cm，并开种植沟，沟深30 cm。2006年6月21 

日栽植，株行距为 2．7 Ill×1．5 m，造林时每穴施湛江磷肥 250 g+挪威复合肥 100 g作基肥。追肥分 2次进 

行，2007年5月每株追施自配复混肥(尿素：磷肥：氯化钾比例为3：1-1)250 g，2008年 5月每株追施自 

配复混肥(磷肥：氯化钾：复合肥比例为 8：1：1)550 g。 

2．2．3 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 2008年 7月对全林进行每木调查树高和胸径，并统计保存株数。单株材积 

计算公式为：单株材积 =0．000 062 876 7 ’ D I【幢]，单位面积蓄积量 =单株材积平均值 ×单位面 

积保留株数。 

对无性系的方差分析采用线性模型：)， = + +r，+e 。式中，)， 为第 i个无性系在第 区组的效应； 

为群体平均数 为第i个无性系效应；r 为第 个区组效应；e 为随机误差。 

采用 SAS软件的MEANS过程计算平均值等特征值，GLM过程作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Lsmeans法)。 

方差分析前，保存率及风折率作 arcsin~／x转换 。 

3 结果与分析 

3．1 无性系生长量分析 

对 l3个无性系(14种类型)2年生的树高、胸径、材积及单位面积蓄积进行方差分析(见表2)，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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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系间树高、胸径、材积的生长差异极显著，无性系间单位面积蓄积也存在极显著差异。 

经多重比较(表3)，无性系平均树高达到 10．57 Ill，无性系问树高变动范围在 8．63～1 1．94 m，均超过尾 

叶桉速丰林的标准要求  ̈。根据树高生长，初步选出超过平均值的7个无性系，分别是 DH184—1、广林 9、 

WC3、灵山优选27、DH201—2、DH32—29、D3，7个无性系间除 DH184—1显著优于 DH32—29、D3，广林 9显著优 

于 D3外，其余无性系两两间差异不显著。 

由表3得知，无性系平均胸径达到 7．71 cm，无性系间胸径变动范围在 5．60～8．46 cm。根据胸径生长， 

初步选出超过平均值的8个无性系，分别是广林 9、DH184．1、D3、U6组培苗、WC3、DH32—29、灵山优选 27、 

DH201．2，8个无性系间除广林9显著优于灵山优选27、DH201—2外，其余无性系两两间差异不显著。 

无性系单株平均材积为0．028 008 m ，无性系间材积变动范围在0．013 247～0．036 93l m 。根据单株 

平均材积生长，初步选出超过平均值的7个无性系，分别是广林 9、DH184—1、WC3、D3、DH32．29、DH201—2、灵 

山优选 27，7个无性系间除广林 9显著优于 D3、DH32—29、DH201．2、灵山优选 27，DH184—1、WC3显著优于 

DH201—2、灵山优选27外，其余无性系两两问差异不显著。 

各无性系的蓄积量综合反映了无性系单株材积与保存率的结果。从表 3知，无性系平均每公顷蓄积为 

66．91 m ，无性系间蓄积变动范围在 31．86～88．96 m ／hm 。根据每公顷的蓄积生长，初步选出超过平均值 

的7个无性系，分别是 DH184一l、广林 9、WC3、DH201-2、D3、DH32．29、灵山优选27，7个无性系间除 DH184— 

1、广林9显著优于灵山优选27外，其余无性系两两间差异不显著。 

表2 2年生无性系树高、胸径、材积及蓄积生长方差分析 

注：一表示差异极显著。 

表3 2年生无性系生长性状多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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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无性系保存率分析 

经方差分析(表4)知，无性系间保存率差异不显著。由表 5知，2年生测定林保存率平均为 96．8％，无 

性系间变动范围为92．5％ 一100％，均超过 85％，达到桉树速生丰产林的要求，且变异系数均不高。因此，无 

性系间保存率虽然存在差异，但均可满足速丰林要求。 

3．3 无性系风折率分析 

方差分析结果(表4)表明，无性系间风折率存在极显著差异。由表 5知，2年生测定林风折率平均为 

17．3％，无性系间变动范围为 7．5％ ～38．9％，最大值超过最小值的5倍，其中无性系W5及 U6扦插苗风折 

率均极显著高于其它无性系，其余无性系两两间差异不显著。因此，很有必要对无性系进行抗风性选择。根 

据风折率大小，初步选出风折率较小的 6个无性系，分别是：DHI84—1、WC3、广林 9、灵山优选 27、DH201-2、 

D3。 

综合测定林内各无性系生长量、保存率和风折率表现，初步认为，在湛江地区，广林9、DH184—1无性系 

表现最优，WC3次之，DH201-2、D3、DH32-29、灵山优选 27等无性系表现较优，以上 7个无性系可在湛江地 

区推广种植，而湛江地区早期大面积种植的 U6表现一般。初选出的7个无性系平均树高、胸径、单株材积、 

蓄积生长量、保存率、风折率分别为：11．46 m、8．20 em、0．033 861 m。、80．46 m ／hm 、96．1％、12．1％。 

表4 2年生无性系保存率及风折率方差分析 

注：一表示差异极显著。 

表 5 2年生无性系保存率、风折率多重比较 

注 ：d=0．05 

3．4 树种间差异分析 

13个无性系分属于9个树种，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树种问在树高、胸径、材积、蓄积及风折率 5个性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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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显著。经多重比较，初步认为巨尾桉、尾巨桉、巨圆桉、尾赤桉表现较优，尾细桉、尾叶桉表现居中，柳隆桉、 

雷林 1号桉和刚果 12号桉表现较差。 

3．5 组培苗与扦插苗造林差异比较 

u6无性系的组培苗和扦插苗2年生测定结果表明，组培苗生长性状均显著优于扦插苗，组培苗的平均 

树高、胸径、单株材积、单位面积蓄积高出扦插苗分别达 13．0％、18．7％、44．6％、43．1％，而且风折率扦插苗 

要高出组培苗l倍以上，仅保存率扦插苗比组培苗略高。因此，在选择出优良无性系的基础上，应尽量使用 

组培苗造林。 

4 结论与讨论 

4．1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树高、胸径、单株材积、单位面积蓄积、风折率等性状在无性系间均存在极显著差 

异，说明从中开展无性系选择是可行的。 

初选出7个优良无性系，其中广林9、DH184．1无性系表现最优，WC3、DH201-2、D3、DH32—29、灵山优选 

27等无性系表现较优。7个无性系2年生平均树高、胸径、单株材积、蓄积生长量、保存率、风折率分别为 

11．46 m、8．20 cm、0．033 861 m 、80．46 m。／hm 
、96．1％、12．1％，均超过广东省尾叶速生丰产林的标准要求。 

由于测定林仅2年生，后效仍需继续观察。 

4．2 树种间生长量及抗风能力存在显著差异，本试验中表现较优的树种有巨尾桉、尾巨桉、巨圆桉、尾赤桉， 

表明开展树种间杂交育种可能培育出表现优良的育种材料。 

采用u6组培苗造林，无论生长量，还是风折率均优于扦插苗，可能的原因是组培苗幼化程度好，而扦插 

苗因采穗母树的年龄效应和穗条的位置效应，影响了造林后的生长。这与黎志永  ̈在广林 9号无性系造林 

调查的结果一致。由于湛江地处沿海，台风频发，因此，优良无性系的选择，除生长量外，应加强无性系在抗 

风能力方面的选择。 

4．3 由于目前桉树病虫害越趋严重，且多用单一无性系大面积造林，因此，在开展无性系测定选择时，要进 

行无性系抗病虫能力的测定，本研究初选出的7个无性系下一步将抗病虫害能力作为优 良无性系决选的重 

要依据之一。同时，为增加林分的遗传多样性，防止生态风险的发生，宜选用多个无性系块状混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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