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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叶山桐子超级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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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１ａ、２ａ、３ａ生的毛叶山桐子苗木为研究对象，探讨毛叶山桐子超级苗选择的标准和方法。结果表明，同
龄级个体间的苗高、地径生长量存在着丰富的遗传变异，为选择超级苗提供物质基础；苗高与地径存在着显著的正

相关，毛叶山桐子超级苗以地径为主、苗高为辅，结合形质特征进行选择；按苗高、地径平均生长量的１．１倍为超级
苗选择标准，经初选、复选，共选择１ａ、２ａ、３ａ生超级苗分别为２５株、１３株与１３株，入选率分别为０．３８％、０．３３％
与０．３９％，且超级苗有较大的遗传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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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叶山桐子（ＩｄｅｓｉａｐｏｌｙｃａｒｐａＭａｘｉｍ．）为大风子
科山桐子属山桐子变种，落叶乔木，树高１６ｍ左右，
具有适应性强、果实产量及含油率高等特性，是一种

优良的木本油料树种［１］。毛叶山桐子树干通直，树

皮灰白色，树形美观，花繁果红，果实成串，入秋后红

艳夺目，是较理想的退耕还林和城市绿化、观赏的优

良树种，并且还具有适应性强、耐旱、耐 贫瘠的特

性，可作为石漠化治理中的先锋树种［２～４］。毛叶山

桐子为阳性速生树种，适应性强，在 －１４℃ ～４０℃、
年降雨量 ８００ｍｍ～２０００ｍｍ条件下都能正常生
长，适宜土壤ｐＨ６．５－７．５，在我国湖南、陕西、甘肃、
四川、云南等省份均有分布［５～６］。

近年来，国内对毛叶山桐子的研究和应用领域

的不断拓宽，其市场日益增加，开展毛叶山桐子良种

栽培日益迫切。超级苗选择是根据林木的苗期生长

表现进行优良个体选择，也是早期获得优良基因型



的主要途径之一［７－８］。通过超级苗选择可以缩短育

种周期，从而加速育种进程。毛叶山桐子作为四川

地区重要的木本油料造林树种之一，在区域经济发

展和生态建设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目前开展的

毛叶山桐子人工栽培试验中缺少对繁殖材料选优关

键环节的研究，导致毛叶山桐子人工林产量、质量和

经营效益低下。因此，开展毛叶山桐子超级苗选择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可为缩短毛叶山桐子育种

周期与筛选优良无性系奠定物质基础。

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点位于绵竹市玉泉镇毛叶山桐子繁育苗

圃基地，绵竹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地处东经

１０３°５４′～１０４°２０′，北纬３０°０９′～３１°４２′之间。属四
川盆地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大陆季风性

气候特点显著，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１５７℃，年平
均降水量 １０５３２ｍｍ，年平均日照时数 １０１１３ｈ。
年平均无霜期为２８５ｄ。土壤为水稻土，土壤肥沃。

２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２．１　试验材料
以１ａ生（２０１３年播种）、２ａ生（２０１２年播种）、

３ａ生（２０１１年播种）毛叶山桐子苗木为材料，其种
子来源于广元市青川县毛叶山桐子优树。在播种条

件和管理措施一致的前提下，对苗木进行留床培育，

于２０１４年４月进行数据收集。
２．２　调查方法

采用“机械抽样法”调查，每个苗床每隔２行抽
取１行，利用钢卷尺、游标卡尺对不同苗龄的苗木测
定苗高、地径、分枝数与最大分枝的长度和粗度。根

据实际情况，本次共调查了１ａ生毛叶山桐子苗木
共 ６５３７株，２ａ生苗木共 ３９６５株，３ａ生苗木共
３２９７株。
２．３　数据分析

利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和ＳＰＳＳ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数
据统计以样方为统计单位，求出各年龄段苗木的平

均高、地径和分枝生长量及其变异系数。

２．４　超级苗选择方法
毛叶山桐子超级苗选择采用样方法并结合肉眼

直接观察法。首先，根据田间调查数据，统计苗木的

平均高；然后根据对超级苗的需求及选择强度确定

适宜的标准。经验标准：Ｈ超 ＝Ｈ＋（１０％ －３０％）Ｈ
和Ｄ超 ＝Ｄ＋（１０％ －３０％）Ｄ。（Ｈ超—超级苗高，
Ｄ超—超级苗地径，Ｈ—苗木总体平均高度，Ｄ—苗木
总体平均地径）凡苗高和地径均在此标准以上者，

即为超级苗；最后，根据确定的标准进行初选。用肉

眼直接观察初选苗木的形质特征（如生长健壮、干

形通直等）是否达到超级苗选择目标进行复选，若

达到标准则被选为超级苗。入选超级苗比率在４／
１０００－１／１０００之间比较适宜。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不同苗龄的毛叶山桐子生长特性

通过对不同年龄的毛叶山桐子苗木生长量进行

统计分析，结果见表１可知，１ａ生山桐子平均苗高
为９２５ｃｍ，变异系数为１６４６％，平均地径为１２４
ｃｍ，变异系数为２９０３％；２ａ生山桐子平均苗高为
１８５６ｃｍ，平均变异系数为 １５４４％，平均地径为
２１２ｃｍ，平均变异系数为３１６０％；３ａ生山桐子平
均苗高为２５７６ｃｍ，平均变异系数为１３６１％，平均
地径为５２４ｃｍ，平均变异系数为２７８６％。分枝数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快速增加，１ａ生苗木平均分枝
数为２６４个，而３ａ生时，平均分枝数达１０６个，最
大分枝长和分枝粗增长与年龄关系密切。分析可

知，不同年龄的毛叶山桐子苗高和地径存在丰富的

遗传变异，地径的遗传变异大于苗高的遗传变异。

因此，在开展超级苗选择时应以地径为主，苗高为

辅。另外，分别对１ａ～３ａ生苗木的苗高、地径生长
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同年龄的苗木高度与

地径存在极显著正相关（１ａ生苗木，Ｒ＝０６２４、Ｐ＝
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ａ生苗木，Ｒ＝０４２１、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ａ生苗木，Ｒ＝０３８７、Ｐ＝００００＜００１），同
时证明了毛叶山桐子超级苗选择以地径生长量为

主、苗高生长量为辅的可行性。

表１ 不同苗龄毛叶山桐子超级苗的生长情况

性状 苗龄（ａ） 地径（ｃｍ） 分支数（Ｎ） 最大分枝长（ｃｍ） 最大分枝粗（ｃｍ）
苗龄
（ａ）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１ ９２．５ １５．２３ １６．４６ １．２４ ０．３６ ２９．０３ ２．６４ ０．６９ ２６．７ ７．１５ ０．４７ ０．２５
２ １８５．６ ２８．６５ １５．４４ ２．１２ ０．６７ ３１．６０ ４．５５ １．１８ １０９．３ １９．６ １．０７ ０．３４
３ ２５７．６ ３５．０６ １３．６１ ５．２４ １．４６ ２７．８６ １０．６ ２．６４ １２４．６ １２．９ １．５５ 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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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超级苗选择的结果
以１ａ～３ａ生毛叶山桐子地径为指标，以平均

地径加上１０％、２０％或３０％个地径均值进行选择分
析，结果见表２。当以１１倍的地径均值为标准时，
不同龄级的入选率在０５８％ ～０７７％，以１２倍地
径均值为标准时，入选率在０２４％～０３３％，以１３
倍地径均值为标准时，入选率在 ００９％ ～０１２％。

而综合考虑苗高性状指标时，毛叶山桐子超级苗入

选标准应是地径按Ｄ＋１０％Ｄ，苗高按Ｈ＋１０％Ｈ为
准。因此，毛叶山桐子１ａ生超级苗选择标准苗高
≥１０１８ｃｍ，地径≥１３６ｃｍ；２ａ生超级苗高入选标
准为２０４２ｃｍ，地径入选标准为２３３ｃｍ；３ａ生超
级苗高入选标准为２８３４ｃｍ，地径入选标准为５７６
ｃｍ。

表２ 毛叶山桐子超级苗选择标准分析（以地径为主）

苗龄
（ａ）

平均地径
Ｄ（ｃｍ）

１．１Ｄ １．２Ｄ １．３Ｄ
入选标准 入选株数 入选率（％） 入选标准 入选株数 入选率（％） 入选标准 入选株数 入选率（％）

１ １．２４ １．３６ ５１ ０．７７ １．４９ ２２ ０．３３ １．６１ ８ ０．１２
２ ２．１２ ２．３３ ２６ ０．６６ ２．５４ １１ ０．２８ ２．７６ ４ ０．１０
３ ５．２４ ５．７６ １９ ０．５８ ６．２９ ８ ０．２４ ６．８１ ３ ０．０９

　　根据地径的标准先对不同苗龄的毛叶山桐子超
级苗进行初选。１ａ生地径在１３６ｃｍ以上即为初
选超级苗，入选株数为５１株；２ａ生地径在２３３ｃｍ
以上即为２ａ生初选超级苗，入选株数２６株；３ａ生
地径在５７６ｃｍ以上即为３ａ生初选超级苗，入选
株数为１９株。

超级苗最终入选者应同时满足苗高与地径都在

相应标准以上。根据此标准，对初选超级苗进行淘

汰。（１）苗高不符合标准者；（２）干形较差者；（３）超
级苗周围有缺苗者；（４）受病虫害危害或机械损伤者。

经淘汰后保留下来的苗木确定为超级苗。其中

１ａ生共２５株，２ａ生共１３株，３ａ生共１３株，确定
为定选超级苗。超级苗入选率分别为 ０３８％、
０３３％、０３９％，符合超级苗选择标准。
３．３　超级苗生长分析

对入选的超级苗进行生长分析，结果见表３可
知，１ａ生毛叶山桐子超级苗平均苗高为 １１１４４
ｃｍ，平均地径为为１５２ｃｍ；２ａ生超级苗高位２３３３
ｃｍ，平均地径为３２６ｃｍ；３ａ生超级苗高为２９９９
ｃｍ，平均地径为６０１ｃｍ。不同苗龄的超级苗在生
长量有很大优势。苗高和地径两性状都有较大幅度

的提高。

表３ 不同苗龄毛叶山桐子超级苗的生长情况

性状 苗高（ｃｍ） 地径（ｃｍ） 分枝数（Ｎ） 最大分枝长（ｃｍ） 最大分枝粗（ｃｍ）
苗龄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入选株数
入选率
（％）

１ １１１．４４ ６．２３ １．５２ ０．１６ ３．８４ ２．６９ ２９．７６ １６．１５ ０．６７ １．１２ ２５ ０．３８
２ ２３３．３１ ５．６５ ３．２６ ０．５７ ６．１５ ２．０８ １１５．１５ ２４．５９ １．１６ ０．１９ １３ ０．３３
３ ２９９．９２ ７．０６ ６．０１ ０．１５ １２．９２ ０．６４ １３４．４６ ７．９４ １．７２ ０．１６ １３ ０．３９

４　结论

毛叶山桐子种子育苗是其主要繁殖方法，种子

育苗方法较易掌握，年产苗量大。通过对所选优树

进行采种繁殖育苗，进行良种选育能够达到预期目

标。在实生苗中开展超级苗选择，即早期选择，能够

获得一定的遗传增益，有利于苗木良种选育。根据

超级苗选育标准即 Ｈ超 ＝Ｈ＋１０％Ｈ；Ｄ超 ＝Ｄ＋
１０％Ｄ，进行超级苗选择，符合毛叶山桐子生长变异
情况。

经过初选、复选，最终选择了１ａ生超级苗 ２５
株，入选率为０３８％；选择了２ａ生超级苗１３株，入
选率为０３３％；选择了１３株３ａ生超级苗，入选率

为０３９％；不同苗龄的超级苗入选率都在４／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之间。选择获得的不同苗龄的超级苗的
苗高、地径生长量都有很大的提高。

筛选获得的毛叶山桐子超级苗主要用于优良基

因的保存、收集和利用。主要途径包括：①通过无性
繁殖营建采穗圃，从而进行无性系测定，从中选择优

良的基因型进行无性系扩繁，为今后毛叶山桐子造

林提供优良的种苗和种条资源；②用于营建种子园
和优树收集圃，进行遗传测定，从中选育优良单株，

进行扩繁，提供优良的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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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归并确认形成最终变化成果。见表３。

４　变化信息图斑验证

按照“手册”有关要求抽取现地验证数量。现

地调查核实疑似林地变化图斑１０块。参照变化图
斑影像，落实到山头地块，现地调查厘清图斑变化的

性质、变化范围、面积以及影像变化的原因，涉及林

政案件的与现地的一致性及查处情况。经现地核实

因工程建设引起林地变化图斑３块、开垦种植引起
林地变化图斑３块、涉案林政案件图斑３块和河道
坍塌（自然因素）引起影像变化１块（见表４）。

表４研究区抽查森林资源监测现地验证情况

判读类型 图斑数（块） 现地核实类型 图斑数（块）

工程建设 ３ 输变电工程 １
风电建设 １
河道坍塌 １

开垦种植 ７ 采石挖沙 １
开垦种植 ３
林政案件 ３

５　结论与讨论

（１）经抽查现地验证研究区判读正判率在
９０％以上，排除因自然因素干扰后，人为因素引起的
林地变化的正判率更高。

（２）以ＮＤＶＩ值为参数，无需估算叶面指数等推
导参数可以适用覆盖不同植被类型，技术路线较为

简单、可操作性强。

（３）借助像元二分模型分析法非监督监测林地
的变化具有覆盖面积大，直观、全方位地反映区域内

不同时期之间的林地及非林地间的空间分布上动态

变化特征和趋势。为林政管理者提供了决策依据及

采取应对措施的宏观调控基础数据。

（４）专家组甄别时是利用专家的经验值来综合
分析评价地物发生变化的特征，确定变化区域和类

型。其缺点是甄别时数据量庞大、效率较低、费时费

力，对一个区域没有一个系统的可用经验值直接采

用。这就需要专家组对研究和检查区域不间断地建

立解译标志，获取直接经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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