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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楝无性系苗期年生长节律研究初报

教忠意
(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1153)

摘 要: 对 A357、A360、A325、A2、A234、A333、A5、A254、A195 和 A7 等 10 个苦楝无性系 1a 生扦插苗在江苏东台沿

海土壤条件下的年生长节律进行了研究。上述 10 个苦楝无性系在 7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的苗高生长高峰期，苗高生

长量占 全 年 总 生 长 量 的 82. 72%、76. 95%、82. 64%、77. 65%、78. 88%、79. 56%、80. 94%、69. 86%、71. 41% 和

76. 43%。7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的地径生长高峰期，地径生长量占全年总生长量的 63. 02%、68. 51%、70. 17%、
64. 55%、67. 54%、66. 97%、68. 49%、58. 04%、59. 11%和 66. 58%。A357、A360、A325、A234、A333 等 5 个无性系苗

高和地径年生长量均值均超过供试无性系均值，其中无性系 A357、A360、A325 苗高和地径均值均超过 0. 5 倍标准

差，而无性系 A357 苗高和地径均值更是超过 1. 5 倍标准差，分别达到 1. 54 倍标准差和 1. 88 倍标准差。无性系

A357 在江苏东台沿海土壤条件下有显著的生长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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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楝( Melia azedarach L． ) 为楝科楝属落叶乔

木，分布于中国、韩国、日本、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

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地，欧洲、美洲也有栽培。它生长

速度快、材质优良、驱虫、耐腐、抗风、耐烟尘，其根、
皮、花、果均可入药，是高效、低毒的广谱生物农药原

料之一，又是优良的蜜源植物和工业原料树种［1 ～ 4］。
我国盐碱土地约有 9. 91 × 107 hm2，其中，现代盐碱

土 3. 69 × 107 hm2，残余盐碱土 4. 49 × 107 hm2，潜在

盐碱土 1. 73 × 107 hm2［5］。抑制土壤盐渍化，改良利

用现有盐渍土地的一条重要途径是恢复植被。据相

关资料报道，苦楝可耐 4． 6‰的盐胁迫，且分布和用

途广 泛，是 沿 海 地 区 盐 碱 土 植 被 恢 复 的 优 良 树

种［6］。因此，对江苏东台沿海地区苦楝无性系年生

长节律展开研究，初步了解苦楝在当地立地条件下

的生长情况，将为苦楝无性系的选育和利用奠定一

定的理论基础，也有利于东台及其周边土壤气候条

件相似地区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江苏省东台市林场内，地理坐标为

东经 120°47' ～ 52'，北纬 32°51' ～ 54'。该地临近黄

海，属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四季分明，日照充分，雨

量充沛，年均降水量1 100 mm，年均气温 14. 5℃，年

均日照2 209 h，年太阳辐射总量 118 kcal·cm －2，年

均无霜期 237d。境内为冲积平原，平均海拔 4. 5 m。
试验地土壤类型为脱盐草甸土，土壤质地为沙质壤

土，土质疏松，土壤肥沃，pH 值 7. 5，地下水位 1. 2 m
～1. 5 m。
1． 2 材料与方法

2010 年 4 月 8 日在已有生长量测定数据的基

础上，选取 A357、A360、A325、A2、A234、A333、A5、
A254、A195 和 A7 等 10 个生长优势明显的苦楝无

性系，剪取粗度一致的苦楝根制成插穗，插穗粗 1. 5
cm ～2. 0 cm，长 15 cm。于 2010 年 4 月 10 日扦插于

东台林场苦楝试验田内，株行距 50 cm × 110 cm。
2010 年 4 月 18 日开始至 10 月 18 日止，对供试苦楝

无性系进行生长量测定，每个无性系选取 10 株，每

30d 测量一次苗高和地径。
相关数据处理使用 Excel 和 DPS 软件。

2 结果与分析

2． 1 苦楝无性系苗高年生长过程

苦楝苗木的年生长高度是衡量苗木质量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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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之一，是苦楝苗木分级，以及是否能够达到出圃

和造林标准的主要依据。由供试苦楝无性系苗高月

累计生长曲线( 图 1) 可知，供试 10 个苦楝无性系苗

高年生长曲线的形状和趋势基本一致，从 7 月中旬

进入速生期至 10 月中旬高生长趋缓。由供试苦楝

无性系 4 月 18 日 ～ 10 月 18 日月均苗高净生长量

表( 表 1) 可知，10 个供苦楝无性系 1a 生扦插苗的苗

高生长速度在 4 月 18 日 ～ 7 月 18 日平稳增长，7 月

中旬之后进入快速增长期，并形成生长高峰，至 9 月

中旬苗高生长迅速减速至慢慢停止。A357、A360、
A325、A234、A333 和 A254 等 6 个苦楝无性系月均

苗高净生长量最大值出现于 7 月 18 日 ～ 8 月 18 日

这一 个 月，分 别 为 185. 00 cm、142. 60 cm、172. 80
cm、106. 10 cm、117. 73 cm 和 80. 54 cm 分别是其月

均苗高 生 长 量 的 3. 37 倍、2. 88 倍、3. 20 倍、2. 44
倍、2. 67 倍和 2. 28 倍。A2、A5、A195 和 A7 等 4 个

苦楝无性系月均苗高净生长量最大值出现于 8 月

18 日 ～ 9 月 18 日这一个月，分别为 88. 20 cm、85. 67

cm、88. 00 cm 和 89. 38 cm 分别是其月均苗高生长

量的 2. 33 倍、2. 61 倍、2. 52 倍和 2. 36 倍。就苦楝

苗高生长最为迅速的 7 月 18 日 ～ 9 月 18 日这 2 个

月而 言，上 述 A357、A360、A325、A2、A234、A333、
A5、A254、A195 和 A7 等 10 个苦楝无性系苗高净生

长量分别达 272. 4 cm、229. 0 cm、267. 6 cm、176. 1
cm、205. 4 cm、210. 84 cm、159. 57 cm、147. 8 cm、
149. 53 cm 和 173. 88 cm，占 全 年 总 生 长 量 的
82. 72%、76. 95%、82. 64%、77. 65%、78. 88%、
79. 56%、80. 94%、69. 86%、71. 41%和 76. 43%。

图 1 供试苦楝无性系苗高月累计生长曲线

表 1 供试苦楝无性系月均苗高净生长量表 单位( cm)

编号 无性系
4 月 18 日 ～
5 月 18 日

5 月 18 日 ～
6 月 18 日

6 月 18 日 ～
7 月 18 日

7 月 18 日 ～
8 月 18 日

8 月 18 日 ～
9 月 18 日

9 月 18 日 ～
10 月 18 日

月均
生长量

1 A357 13． 30 15． 60 20． 90 185． 00 87． 40 7． 10 54． 88
2 A360 10． 60 11． 00 13． 80 142． 60 86． 40 33． 20 49． 60
3 A325 11． 70 12． 60 18． 90 172． 80 94． 80 13． 00 53． 97
4 A2 10． 70 11． 70 9． 90 87． 90 88． 20 18． 40 37． 80
5 A234 12． 40 13． 50 19． 50 106． 10 99． 30 9． 60 43． 40
6 A333 12． 00 12． 10 16． 50 117． 73 93． 11 13． 56 44． 17
7 A5 7． 30 6． 90 11． 90 73． 90 85． 67 11． 48 32． 86
8 A254 10． 60 11． 20 17． 10 80． 54 67． 26 24． 86 35． 26
9 A195 12． 70 13． 10 23． 30 61． 53 88． 00 10． 75 34． 90
10 A7 9． 80 9． 00 16． 70 84． 50 89． 38 18． 13 37． 92

2． 2 苦楝无性系地径年生长过程

由供试苦楝无性系地径月累计生长曲线( 图 2)

和供试苦楝无性系 4 月 18 日 ～ 10 月 18 日月均地

径净生长量表( 表 2) 可知，10 个供试苦楝无性系地

径年生长曲线的形状和趋势基本一致，与苗高生长

类似，从 4 月中旬开始，地径生长持续加速，至 7 月

中旬到 9 月中旬间进入速生期，9 月中旬之后地径

生长趋缓。地径生长最高峰基本集中于 7 月 ～ 9
月。其中，无性系 A357 和 A325 的月均地径净生长

量最大值出现于 7 月 18 日 ～ 8 月 18 日，分别为

1. 37 cm 和 1. 25 cm，是其月均地径生长量的 2. 45
倍和 2. 55 倍。A360、A2、A234、A333、A5、A254、
A195 和 A7 等 8 个苦楝无性系的月均地径净生长量

最大值则出现于 8 月 18 日 ～ 9 月 18 日分别为 1. 06

图 2 供试苦楝无性系地径月累计生长曲线

cm、0. 96 cm、1. 01 cm、1. 09 cm、1. 14 cm、0. 89 cm、
1. 15 cm 和 1. 01 cm，分别是其月均地径生长量的

2. 21 倍、2. 59 倍、2. 24 倍、2. 22 倍、3. 00 倍、2. 41
倍、2. 74 倍和 2. 46 倍。就苦楝地径生长最为迅速

的 7 月 18 日 ～ 9 月 18 日这 2 个月而言，上述 A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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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60、A325、A2、A234、A333、A5、A254、A195 和 A7
等 10 个苦楝无性系地径净生长量分别达 2. 13 m、
1. 98 cm、2. 07 cm、1. 42 cm、1. 81 cm、1. 96 cm、1. 54

cm、1. 30 cm、1. 50 cm 和 1. 62 cm，占全年总生长量

的 63. 02%、68. 51%、70. 17%、64. 55%、67. 54%、
66. 97%、68. 49%、58. 04%、59. 11%和 66. 58%。

表 2 供试苦楝无性系月均地径净生长量表 单位( cm)

编号 无性系
4 月 18 日 ～
5 月 18 日

5 月 18 日 ～
6 月 18 日

6 月 18 日 ～
7 月 18 日

7 月 18 日 ～
8 月 18 日

8 月 18 日 ～
9 月 18 日

9 月 18 日 ～
10 月 18 日

月均
生长量

1 A357 0． 21 0． 24 0． 47 1． 37 0． 77 0． 33 0． 56
2 A360 0． 18 0． 20 0． 38 0． 92 1． 06 0． 15 0． 48
3 A325 0． 21 0． 20 0． 36 1． 25 0． 82 0． 11 0． 49
4 A2 0． 19 0． 17 0． 36 0． 46 0． 96 0． 06 0． 37
5 A234 0． 16 0． 19 0． 37 0． 80 1． 01 0． 15 0． 45
6 A333 0． 19 0． 20 0． 39 0． 88 1． 09 0． 19 0． 49
7 A5 0． 16 0． 11 0． 30 0． 40 1． 14 0． 14 0． 38
8 A254 0． 17 0． 17 0． 37 0． 41 0． 89 0． 23 0． 37
9 A195 0． 20 0． 17 0． 37 0． 35 1． 15 0． 30 0． 42
10 A7 0． 19 0． 17 0． 32 0． 61 1． 01 0． 13 0． 41

2． 3 方差分析与多重比较

供试苦楝无性系苗高和地径方差分析表( 表 3)

结果显示，针对苗高性状，各无性系间方差分析 F
值为 21. 785，差 异 达 极 显 著 水 平，其 中，无 性 系

A357、A360、A325 与其余 7 个无性系差异达极显著

水平，而 A357 和 A325 与 A360 的差异达显著水平。
针对地径性状，各无性系间方差分析 F 值为 4. 756，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LSD 法多重比较结果( 表 4) 显

示，A357、A360、A325、A2、A234、A333、A5、A254、
A195 和 A7 等 10 个苦楝无性系苗高年生长量平均

值分别为 329. 30 cm、297. 60 cm、323. 80 cm、226. 80
cm、260. 40 cm、265. 00 cm、197. 14 cm、211. 56 cm、
209. 38 cm 和 227. 50 cm。其中无性系 A357 均值最

表 3 供试苦楝无性系苗高和地径方差分析表

指标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显著水平

苗高 处理间 191698 9 21300 21． 785 0
处理内 79197 81 977． 74
总变异 270895 90

地径 处理间 13． 366 9 1． 4851 4． 756 0
处理内 26． 854 86 0． 3123
总变异 40． 22 95

表 4 供试苦楝无性系苗高和地径 LSD 法多重比较表

编号 无性系 苗高 苗高增幅 地径 地径增幅

1 A357 329． 30aA 67． 04% 3． 38aA 50． 22%
2 A360 297． 60bAB 50． 96% 2． 89abcABC 28． 44%
3 A325 323． 80abA 64． 25% 2． 95abAB 31． 11%
4 A2 226． 80deCD 15． 04% 2． 20dD － 2． 22%
5 A234 260． 40cC 32． 09% 2． 68bcdBCD 19． 11%
6 A333 265． 00cBC 34． 42% 2． 93abABC 30． 37%
7 A5 197． 14eD 0 2． 25dCD 0
8 A254 211． 56deD 7． 31% 2． 24dCD － 0． 44%
9 A195 209． 38deD 6． 20% 2． 54bcdBCD 12． 78%
10 A7 227． 50dCD 15． 40% 2． 43cdBCD 8． 15%

大，较 均 值 最 小 的 无 性 系 A5 增 幅 达 67. 04%。
A357、A360、A325、A2、A234、A333、A5、A254、A195
和 A7 等 10 个苦楝无性系地径年生长量平均值分

别为 3. 38 cm、2. 89 cm、2. 95 cm、2. 20 cm、2. 68 cm、
2. 93 cm、2. 25 cm、2. 24 cm、2. 54 cm 和 2. 43 cm。其

中无性系 A357 均值最大，较均值最小的无性系 A2
增 幅 达 53. 64%，较 无 性 系 A5 的 增 幅 也 达 到

50. 22%。

3 讨论与结论

对 A357、A360、A325、A2、A234、A333、A5、
A254、A195 和 A7 等 10 个苦楝无性系 1a 生扦插苗

的年生长节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供试 10 个苦楝

无性系苗高和地径速生期主要集中于 7 月中旬至 9
月 中 旬，各 无 性 系 之 间 略 有 差 异。A357、A360、
A325、A2、A234、A333、A5、A254、A195 和 A7 等 10
个苦楝无性系 1a 生扦插苗在 7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

的苗高生长高峰期，苗高净生长量占全年总生长量

的 82. 72%、76. 95%、82. 64%、77. 65%、78. 88%、
79. 56%、80. 94%、69. 86%、71. 41% 和 76. 43% ; 地

径净生长量占全年总生长量的 63. 02%、68. 51%、
70. 17%、64. 55%、67. 54%、66. 97%、68. 49%、
58. 04%、59. 11%和 66. 58%。其中无性系 A357 苗

高和地径年生长量均值最大，分别为 329. 30 cm 和

3. 38 cm，较苗高年生长量均值最小的无性系 A5 增

幅达 67. 04%，较地径年生长量均值最小的无性系

A2增幅达53. 64%。各无性系间苗高和地径性状

( 下转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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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3． 1 通过对品种园内 18 个引进无性系和 10 个本

地无性系进行观测分析，MH1 的树高、接穗直径和

分枝量 3 个指标都极显著高于其它品种，且变异较

小，分别为 12. 33%、4. 91% 和 32. 23%。作为主要

的选择指标接穗直径，其变异系数小，说明它的变异

程度较低，具有较好的稳定性。MH1、ＲH1、YH1、
YH10、YH17 、YH18、YH9、YH7 和 YH16，这 9 个无

性系的接穗直径或分枝数显著高于该指标的平均

值，且变异系数较小。
3． 2 根据对品种园内 28 个无性系重复力计算得

出: 树高重复力为 0. 57，接穗平均 直 径 重 复 力 为

0. 72，分枝数重复力为 0. 65。因此，在核桃幼树期

选择过程中应以接穗平均直径选择为主、分枝数次

之，并辅以树高选择。
3． 3 根据对品种园内 28 个无性系幼树期树高、接

穗平均直径和分枝数三个指标的统计分析，初步筛

选出 MH1、ＲH1、YH1、YH10、YH17 、YH18、YH9、
YH7 和 YH16，这 9 个无性系的接穗直径或分枝数

显著高于该指标的平均值，且变异系数较小，说明其

变异程度较低，将在今后进行重点观测分析。
3． 4 本研究通过对核桃无性系幼树期的生长表现，

期望能够探索出缩短核桃品种筛选周期的方法。但

作为核桃品种重点指标的产量、果实品质等指标，与

幼树期表现是否存在正相关的联系还有待进一步观

测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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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差异均达极显著 水 平。无 性 系 A357、A360、
A325 苗高和地径年生长量均值均超过 0. 5 倍标准

差，而无性系 A357 苗高和地径年生长量均值超过

1. 5 倍标准差，分别达到 1. 54 倍标准差和 1. 88 倍

标准差。
本试验说明在江苏滨海同一立地条件、同样的

培育管理方式下各供试苦楝无性系间的生长存在差

异，在今后应加强进一步的对比栽培研究，以求探知

其在江苏滨海地区的适应性和生长情况，为更好地

培育适应当地土壤、气候和水分等条件的优良苦楝

无性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研究仅限于 10 个苦楝无性系 1 a 生扦插苗

在江苏东台沿海地区生长的试验结果，各无性系最

终的生长性状、适应性等差异，尚需进一步的观测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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