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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国峰，研究员，浙江建德人，1934年8月生。1960年毕业于南京林学院（现南京林业大学）。半个世
纪以来，一直从事林业科研工作。前20年在宁夏农林科学院承担枸杞栽培研究；后30年在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从事马尾松遗传改良与良种培育。在宁夏期间，主要是进行枸杞高产栽
培试验与农家品种调查研究，先后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著作有《枸杞》与《枸杞研究》等，取得多
项科研成果。1964年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先进工作者。调入亚热带林业研究所之后，专攻马尾松的遗
传改良与种质资源保育。在国家科技攻关与世界银行贷款国家造林项目中，担任国家课题与浙江省课
题的主持人，所主持的课题取得多项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与三等奖各1项，部省级
一、二、三等奖10项。2002年荣获第四届中国林学会梁希奖。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有《马尾松
地理种源》、《马尾松改良及培育》、《马尾松培育及利用》、《马尾松速生丰产培育技术》、《松
树大田壮苗培育》、《生态经济型林业经营技术》等。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周志春，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研究员，用材树种研究方向首席专家，博士研究生导
师，分别于1987年和2000年获南京林业大学林木遗传育种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自1987年开始一直从
事我国南方主要造林树种马尾松和木荷新品种与良种繁育技术研究，近15年来主持全国马尾松与木荷
育种协作攻关，为全国马尾松良种基地技术协作组组长。先后主持“九五”至“十一五”国家科技支
撑（攻关）专题3项、“863”子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948”项目2项、部省重大和重点
项目10余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4项、部省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主持1项）、
三等奖7项（主持2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20余篇，出版专著4部，制定行业和省级地方标准4项，
选育林木良种3个，培养研究生20余名。现主持“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课题“南方针叶树种高世代育
种技术研究与示范”和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脂用马尾松和湿地松育种体系营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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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库）／202 第二节 福建漳平五—林场国家马尾松良种基地（国家马尾松种质资源库）／208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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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8.物候性状 ①物候观察表明，马尾松种源问苗期封顶差异明显，高纬度种源封顶率
较高，封顶较早。四川仁寿点相关分析表明，种源封顶率与产地纬度相关密切（r=0.662**）。②马尾
松不同种源抽梢次数差异较大。据江西武功山、弋阳两试验点观测，北亚热带种源每年抽梢1次、少
数2次，南亚热带种源绝大部分抽梢2次，甚至2～3次（占10％左右），二次抽梢率在种源问差异显著
（方差分析F值达3.80**），且与产地纬度呈显著负相关（r值为—0.7406**和—0.7248**）。各年度间种
源抽梢次数间相关密切。江西武功山试验点各种源1～3年生抽梢次数间相关系数均大于0.82，说明这
一性状在种源间表现相对稳定。③据湖南长沙试验点1980年观测，南北种源苗木生长期相差50d左右。
河南桐柏试验点1983年观测，南北种源生长期最长相差38d。生长节律的地理变异，表现为高纬度种源
前期相对生长量大，低纬度种源中后期持续生长时间长，相对生长量大。 9.适应性状 ①造林成活率在
种源间呈明显的纬向变化，高纬度种源造林易成活。据浙江临海试验点观察，陕西、河南种源造林成
活率达95％，广东种源平均仅为57.6％，这与低纬度种源根系干重比例小及物候季节差异有关。②据
湖北红安试验点观测，该点地处北纬31°22'，马尾松种源冻害以苗期较为严重，受冻程度与产地纬度
密切相关（r=0.71**，方差分析F值为7.26**），气温达—10℃时低纬度种源受冻率达8.3％～11.3％。另
据该点观测，抗旱率与产地纬度有关（r=0.7973**）。③据福建邵武点观测，多数种源的5年生幼树曾
出现雪凌危害，受害率幅度为0～58％，与产地纬度偏相关系数达0.6996**。据湖南郴州点1983年观测
，雪害率各种源问差异明显（方差分析F值达3.75**，与产地纬度的偏相关系数达0.7667**），这都说明
低纬度种源受雪害较严重。 10.生理生化分析 经不同种源苗茎过氧化物酶同工酶分析表明，酶活性无
明显规律性的差别。酶谱可分为A、B两区，A区为1～3条酶带，B区为2～5条酶带。1984年与1985年
对67个种源5项生理指标分析表明，种源幼苗根系活动（除四川种源外）、叶绿素含量与产地纬度呈正
相关，蒸腾强度、胡萝卜素含量与产地纬度呈负相关，光合强度、呼吸强度与产地纬度不相关，但不
同种源的净光合速率与产地纬度呈正相关（r=0.47**）。从过氧化物酶同工酶及5项生理指标的分析，
均可看出马尾松种源有分北、中、南三带的趋势。 第四节马尾松优良种源选择 一、马尾松优良种源
初评 林木种源试验一般应当在试验林达到1／2轮伐期时，进行测试分析提出结论性的意见，才能判定
参试种源之优劣。由于马尾松是一个天然分布广泛的树种，种源试验已在苗期和幼林期获得丰富的信
息，种源之间的差异极为显著，种源区之间幼林的树高相差达2～3倍，种源区内不同的种源幼林树高
相差可达1倍。种源试验林4～5年生的测定资料显示，南区和中区的一些试验林已经郁闭。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利用4～5年生的种源林资料，以树高、年抽高、冠幅、高径比、高冠比、
干形、病虫害、冻害为指标，用综合评分法按类型区评分，从6个试验点调查结果来看，得分高的种
源在各点基本相同。综合评分比较一致性的结果，说明马尾松种源选择具有稳定而较大的生产潜力。
初评出的优良种源近年内高生长仍处优势，总生长量仍是名列前茅，预计8～10年生内长势不会很低，
这一生长年龄已相当于短轮伐期林种（如纤维林）的1／3或1／2轮伐期。因此，马尾松种源试验幼林
期的初评结果，可作为短轮期林种选择种源的依据。初评之后种源林仍将跟踪测试，到达一定时期继
续进行测评，以便取得更大林龄的种源生长与种源之间差异的信息，可再一次对参试种源进行评估。
根据林木生长期较长的特点，种源试验也相应地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取得最后结果。进行阶段性科研成
果评定，也是林木生长特点与生产所需的体现，虽然初评结果的应用有一定限度，但并不影响最终评
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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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资料完整、图文并茂，可作为林木良种科研、管理人员及大专院校师生的参
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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