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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柏优良种质资源库营建技术研究

郭喜生
(福建省安溪白濑国有林场，福建 安溪 362400)

摘 要:本文总结了安溪白濑国有林场 2010 年营建的福建柏优良种质资源库的营建技术，并于 2012 年 12 月对资

源库效果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无性系保存数 201 份，砧木保存率为 91. 9% ，嫁接保存率为 84. 5% ，嫁接植株

的正冠率为 84. 6% ;2011 年嫁接的植株平均树高、抽梢和冠幅分别为 1. 45 m、0. 83 m、0. 51 m，最优株树高 2. 7 m、
胸径 3. 1 cm、冠幅 1. 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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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柏 ( Fokienia honginsii ( Dunn) Henry et
Thomas) 又名建柏、滇柏，为柏科福建柏属，是国家

二级保护植物
［1］，我国特有珍贵树种，也是福建乡

土树种，我国南部和越南北部多有分布。福建柏树

干通直、树体高大、树形优美，木材淡红褐色、较轻、
材质稳定、收缩度小、质地略软，纹理匀直美观、强度

中等、易加工、切面光滑、胶粘性好，广泛用于家具、
建筑、胶合板等，受广大用材商喜欢

［2］。福建柏是

庭园景观优良树种，且列为珍贵用材树种
［3］，是国

家“九五”至“十一五”规划的科技攻关推广的重要

造林树种之一
［4］，也是我国南方用于调整林分结构

的常用树种。福建柏的自然分布有限，我国福建柏

主要分布在福建、江西、贵州等地，适宜亚热带气候，

其种源间存在丰富的一次多样性
［5］，因此为收集保

护福建特有珍贵的速生用材福建柏良种，安溪白濑

林场于 2012 年共收集保存来自福建省内外 201 份

的福建柏优良家系材料，用于提供良种繁育研究与

开发利用。

1 种质资源库概况

园址位于安溪白濑国有林场下镇工区 18 － 8 小

班，面积 3. 13 hm2。离下镇工区 1. 5 km，有行政村

间道路经过，并修建一条拖拉机道贯穿基因库上下

片区，劳力来源充沛，管理比较方便。林地为丘陵山

地，北纬 25°18'、东经 118°1'，属亚热带湿润气候，气

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19. 5℃，最高 37℃，

最低 0℃，年平均降水量1 800 mm，无霜期 330 d。

平均海拔 410 m，相对高差 60 m，平均坡度 25°。地

势平缓，地形开阔，阳光充足，四周分别是桉树、木

荷、和马尾松林地，形成很好的隔离条件。林地为桉

树采伐迹地，土壤为山地红壤，土层厚度 50 cm ～ 80
cm，腐殖质含量低，立地条件为Ⅲ类地。

2 种质资源库营建技术

2． 1 资源库的区划与隔离

根据经营目的，依山脊和林道等划分成 5 个小

区，小区面积 0. 32 hm2 ～ 0． 8 hm2。各小区间用 1 m
宽的步道隔开，并修建一条机耕路贯穿园区上下部，

作为资源库的主要交通线。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隔

离条件，根据地形配备除福建柏以外的其他树种，形

成马蹄形的隔离带，以保证种质资源库内花粉品质。
2． 2 整地

总结以往建园的经验，依山场具体情况，株行距

定为 3 m × 4 m，即 825 穴·hm －2。进行带状整地，

带宽 1． 5 m，缓坡稍宽，陡坡稍窄，带面上保持松土

层 10 cm 以上，带的外缘比内缘高出 3 cm ～ 5 cm。
行距大于株距，可以减少开带的行数，起到减少施工

工作量，降低成本，减少对林地的破坏，保持水土的

作用。带面上定穴，两穴之间距离 3 m，根据山场实

际情况可以稍做调整。挖穴规格 60 cm × 40 cm ×
40 cm，穴内根系要清理干净，全面回表土，堆土高出

穴面 5 cm ～10 cm，每穴施基肥 0. 5 kg 钙镁磷，并与

底土均匀搅拌。
2． 3 砧木定植与管理

砧木选择福建柏超级大苗，于 2010 年 2 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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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定植作业要求根部打红泥浆、栽直、打紧、不窝

根、不反山，打紧后再覆土，并投放防治白蚂蚁的药

物。种植后当年锄草抚育 3 次，施肥 1 次，在当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期间施用白蚁诱杀包 1 次，促进砧

木生长，为翌年嫁接打好基础。
2． 4 建园材料的选择

穗条来源为经过筛选的种源试验林测定林、子
代测定林中的优树及湖南、贵州等外省引入良种，选

择生长快、干形通直并具有一定抗性的优良无性系

共计 201 个，作为建园材料。
2． 5 无性系配置

根据各小区的具体情况采用按顺序逐行配置无

性系，保证每个无性系嫁接在 10 株 ～ 20 株之间，尽

量使同一无性系分布在同一水平带上，在每个品系

的第一株位置埋设编号水泥桩，以便于后期调查。
2． 6 嫁接

接穗选择树冠中上部 1 级侧枝的主梢，要求顶

芽饱满，无病虫害，长 10 cm ～ 15 cm 的 1 a 生枝条。
穗条在采集、运输、嫁接过程中要注意保湿。根据无

性系配置图，分别在 2011 年和 2012 年在春季采用

切接法进行嫁接。嫁接时要把握好“快、准、紧”三

要诀，即嫁接速度要快、穗条和砧木的形成层要贴

准、绑带要绑紧，同时修剪接口下三轮的砧木侧枝，

以提高嫁接成活率。每 1 株砧木在嫁接完成后都要

挂标识牌，便于后期调查跟踪。

3 种质资源库的经营管理

3． 1 土壤管理

嫁接成活后，每年全面锄草 3 次，作业要求全面

铲山皮( 含道路) ，挖尽茅草头，除萌条，边界到位，

保苗扶苗。严格按规定时间作业，防止半锄半压或

“倒锄”。锄草要配合松土，在树冠投影区全面松

土。嫁接后每年施肥 1 次，在幼树的树兜外，左右侧

挖一条长 40 cm、深 10 cm 的沟，把有机肥 0. 5 kg·
株

－ 1
均匀地撒入后覆土。前期，在林地内套种绿肥，

改善土壤条件。
3． 2 树体管理

3． 2． 1 解带

嫁接约 150 d 后，砧木与穗条结合部贴合紧密，

接口完全愈合，可解除绑带薄膜。
3． 2． 2 抹芽除萌

砧木的萌芽能力比较强，砧木上的萌芽太多会

消耗嫁接穗条生长的养分，影响嫁接穗条的生长速

度与质量。所以要根据穗条的生长情况抹除砧木上

多余的萌芽，促进嫁接穗条的生长。嫁接约 100 d
后，穗条生长高度在 10 cm ～ 20 cm 时，修剪长势过

旺的砧木枝条，仅保留砧木上的 2 ～ 3 轮侧枝当营养

枝，嫁接约 150 d 后，用刀片在嫁接口背面划开，解

除薄膜袋并修剪多数砧木枝条，仅保留砧木上的 1
轮侧枝当营养枝。对于穗条未成活的植株保留一轮

砧木侧枝，作为第 2 年嫁接砧木用。每年对砧木进

行抹芽除萌 4 次 ～ 5 次，才能有效促进接穗的生长。
3． 2． 3 扶杆

福建柏嫁接成活后新梢生长旺盛，而接口处又

很脆弱，新梢易因其自身过重、风力作用等而弯曲、
折裂，或因管理时操作不慎而损伤。福建柏嫁接植

株亦会因接穗的位置效应而造成偏冠。因此，在新

梢生长到 30 cm 左右时，需要进行扶杆。直立插 1
根竹杆在接面的反面，用绑带将新梢松散地绑在竹

杆上，起到保护和扶正的作用，防止接穗风折，促使

接株直立生长。
3． 2． 4 补植

补接在定砧的第 2 年调查砧木的成活率和保存

率，进行补植; 在嫁接的第 2 年调查嫁接的成活率

和保存率，进行补接。
3． 3 病虫害防治

根据福建柏的种植经验，及时对种质资源库的

白蚂蚁进行防治，福建柏幼苗 3 a 内易受白蚂蚁危

害，栽植时施用特丁硫磷颗粒剂 5 g·穴
－ 1，在栽植

当年和第 2 年秋季投放白蚁诱杀包，效果比较明显，

以确保种质资源库植株的健康生长。

4 建园效果

2012 年 12 月对安溪白濑国有林场福建柏无性

系种质资源库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 砧木于

2010 年 2 月栽植 2406 株，2011 年补植 127 株，目前

保存2 213株，保存率为 92% ; 2011 年、2012 年分别

嫁接1 939株、843 株，目前保存2 033株，嫁接成活率

为 84. 5% ;福建柏无性系种质资源库嫁接基本完

成，通过抹芽、除萌和扶杆等树体管理措施，嫁接植

株的正冠率达到了 84. 6% ; 嫁接后的福建柏无性系

植株生长旺盛，2011 年嫁接的植株平均树高、抽梢

和冠幅分别为 1. 45 m、0. 83 m、0. 51 m，最优株树高

2. 7 m、胸径 2. 9 cm、冠幅 1. 1 m。该种质资源库保

存 完整，无病虫害、无冻害、无地质灾害。说明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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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日常管理

嫁接完成后，除了日常管理过程中需要浇水施

肥、松土除草或喷施农药，为避免嫁接苗遭受人为损

伤，应尽量减少到嫁接苗圃地活动作业。嫁接后天

气干燥且日晒强烈的，要搭建遮荫网，并用细孔喷头

浇透水。
5． 2 解绑

思茅松嫁接成活后要及时解绑，以保证其正常

生长发育。大概 60 d 后，确定接穗未成活的砧木即

可完全解绑，留待下次嫁接用;嫁接成活的，90 d 后

即可解绑，愈合口仍未生长紧密的，可先用刀片将嫁

接膜绑扎条划开一半，余下部分当接穗生长膨大时

即自行解绑。
5． 3 修剪

成活解绑后的腹接法嫁接苗，于砧、穗接合部位

上方 2 cm 处用枝剪剪去砧木主稍，促进接穗生长。
后期育苗中，注意及时修剪砧木萌发枝条即可。

6 结语

思茅松嫁接苗培育技术的关键除了嫁接时间的

把握，最重要的还是嫁接应注意:(1) 劈、削砧木或

接穗时劈、削面要平滑;(2) 贴合时形成层要对准;

(3)绑扎时要严实紧密。其次，便是嫁接苗成活后

的适时解绑、修剪及管理。
嫁接成活后的思茅松苗木，生长迅速，发育良

好，年均胸径生长量 1 cm ～ 2 cm;单株最高年均产

脂量可达 15 kg，嫁接后 7 a 左右就可进行良种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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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安溪白濑国有林场福建柏无性系种质资源库建园

效果良好。

5 小结

建立福建柏种质资源库具有重要性、紧迫性和

长期性。福建柏材质好、树形美观，是福建省特色树

种，无论是营造用材林，还是风景林，福建柏种苗的

社会需求量将越来越大。福建柏具有自然分布广，

种质资源存在多样性，种子产量较少且产量不稳定，

繁殖栽培技术要求高的树种。目前主要靠母树林大

树采种解决种子来源问题，种苗数量和质量没有保

障。要满足社会造林对优质福建柏良种苗木的需

求，就必须收集保存现有的优良种质资源，为福建柏

种子园的建设发展，提供种源保障。
福建柏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研究还处于基础阶

段，今后还将要开展调查分析和子代测定等试验，筛

选适宜当地生长的优良品种。福建柏作为福建乡土

树种，适宜瘠薄土壤
［6］，生态效益较佳，具有极大的

研究价值，还应继续对福建柏进行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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