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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 年生马尾松子代测定林的 个自由授粉家系的木材试样 着重研究木材化学组分的遗

传学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 木材化学组分 !基本密度和生长性状在家系间的差异都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并受中

等至强度的遗传控制 ∀在 个木材化学组分中 灰分 !戊聚糖和 抽出物含量的遗传力较高 木质素 !

综纤维素和热水抽出物含量的遗传力稍低 ∀生长性状与木材密度呈显著的负相关 而与木材化学组分相关性

很小 似相互独立 ∀遗传相关认为灰分和热水抽出物含量可分别作为综纤维素和木质素的间接选择指标 ∀由

于综纤维素和木质素含量在家系间的绝对差异较小 仅为 ∗ 对选育的实际意义不大 ∀可选择综纤维素

含量高的优株进行无性繁殖加以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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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ορδσ:  • •

大量研究证实 多数木材性状在不同遗传控制水平上存在着丰富的遗传变异 受较强的遗传控制

对遗传操纵较为敏感 ∀虽然培育生长快 !树形良好 !适应性强的树木是人们的主要目的

但在林木育种方案中包含木材改良这个次程序 将对整个林业都无疑是有利可图的 ∀据 ≤ 报

道 ∏ 公司利用综纤维素含量高的桉树无性系后 可使制浆得率从 提高到

∀ 等在巴西对桉树经过 个阶段的无性系选育 材性均一性得到了改善 木材密度变异范

围从 1 ∗ 1 变为 1 ∗ 1 纤维产量也大幅度提高 个最佳无性系的木材产量

从 年提高到 年 ≤

从众多文献报道来看 木材育种仅涉及木材密度和纤维长度等少数几个性状 而对其它指标的研

究较少 ∀虽然木质素 !纤维素和抽出物含量等木材化学组分是影响制浆过程和浆纸性能的重要因子

但由于人们对其遗传改良所取得的效果信心不足 加之测定和评价的费用很高 因而对木材化学组分

的遗传式样所知甚少 ∀

马尾松是中国主要的乡土造林树种 其木材是最重要的针叶浆原料 ∀近十年来 马尾松木材遗传

学研究和木材育种受到了广泛重视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秦国峰 ∀期间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

热带林业研究所和福建省南平造纸厂合作 摸清了马尾松天然林木材化学组分和浆纸性能的地理模式

周志春 在造纸材优良种源区确定的基础上 周志春 对 个优良产地的木材化学组分

和浆纸性能进行了测定 依据纸浆产量 !浆纸性能和吨干浆材耗量等综合评选出 个最佳产地 秦国

峰 ∀本文将利用设置在福建省闽北地区的马尾松自由授粉家系测定林材料 首次系统研究木材

化学组分的遗传学问题 为正确制定造纸材育种计划和策略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111  试验材料

试材取自设立在福建省邵武市卫闽林场的 年生马尾松子代测定林 该测定林 年春利用裸

根苗营造 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次重复 株单行小区 株行距为 1 ≅ 目前试验林保存完整 ∀

参试的 个家系 另加 个当地对照 来自福建省马尾松天然林主要分布区内选出的优树 多数属于

武夷山脉优良种源区 ∀ 年 月进行全林调查 测定树高和胸径 用部颁标准公式估算单株树干材

积 ∀在每一试验重复小区中 选择一生长最佳株 在其胸高上坡方位用生长锥钻取一髓心至树皮的完

整无疵木芯 测定木材基本密度 ∀同时 选择其中 个生长较优异的家系 次重复 在每重复小区内

伐倒一株平均木 共 株 用于木材化学组分分析和制浆造纸 ∀不同家系和家系内不同个体的制浆

造纸试验结果将在另文中报道 ∀

112  试材处理和木材化学组分分析

伐倒后树木及时人工剥皮 按单株全树削片 经网筛和人工剔除不合格木片后充分混合 从中随机

取得用于木材化学组分测试的木样 其它则装入塑料桶内平衡水分以备制浆造纸试验之用 ∀人工将随

机取得的木样削成火柴棍大小 经粉碎 筛选 ∗ 目木粉为试样 ∀测定项目有灰分 !热水抽出物 !

抽出物 !戊聚糖 !木质素 !综纤维素含量 项 分别按国家标准 ! ! !

! 和 进行测试 ∀综纤维素含量的测定与国标略有不同 即多加了一次亚氯酸钠 ∀

木芯基本密度采用最大含水量法测定 ∀

113  性状遗传分析

性状方差分析按线性模型 ψιϕ υ βϕ φϕ ειϕ进行 ,式中 ψιϕ为第 ι重复第ϕ家系的测定值 , υ为

固定的总体平均值 , βι为第 ι重复的固定效应 , φϕ为第 ϕ家系的随机效应 , Ε(φϕ) ,√ (φϕ) Ρ φ , ει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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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 ιϕ小区的随机误差 , Ε(ειϕ) ,√ (ειϕ) Ρ ε ,可看作家系内效应 ∀以上所有因子间的协方差为

,2 βι ∀性状单株和家系遗传力 !性状间遗传相关等参数估算参见 ƒ ∀
表 1  20 个自由授粉家系的单株树干材积 !基本密度和木材化学组分之均值

Ταβ .1  Αϖεραγε οφ στεµ ϖολυµε,βασιχ δενσιτψ ανδ ωοοδ χηεµιχαλ χοµ ποσιτιονσ οφ 20 οπεν2πολλινατεδ φαµιλιεσ

家系号 单株材积

≥ √ ∏

基本密度
木材化学组分 ≤

灰分 戊聚糖

°

木质素 综纤维素

∏

热水抽出物

2

¬ √

抽出物

¬ √

 结果与分析

211  木材化学组分在家系间和家系内个体间的遗传差异

表 列出了 个家系木材化学组分 !基本密度和单株树干材积的平均值 ∀性状方差分析表明 表

研究的所有性状在家系间都存在着极显著的差异 然而进一步研究发现 木材化学组分在家系间的

绝对差异是比较小的 如戊聚糖和木质素在家系间的绝对差异都为 1 综纤维素的差异也仅

1 这不足以进行深入的选育 ∀与木材化学组分不同 生长性状和木材基本密度在家系间的绝对差

异对林木育种学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简单的家系选择就可望获得相当大的遗传进展 ∀

与家系间的差异相比 除灰分外 木材化学组分在家系内个体间的差异更大 ∀从表 可发现除灰

分外的 个木材化学组分其家系间方差与家系内方差之比在 1 ∗ 1 间 家系内个体选择和育种

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图 表示综纤维素含量在个体间的变异式样 发现综纤维素含量基本上呈正态

分布 变异幅度从 ∗ 相差 左右 多数树木的综纤维素含量在 ∗ 间 可选择综纤

维素含量高的植株通过无性繁殖加以利用 ∀然而由于家系间综纤维素含量的绝对差异很小 通过选择

综纤维含量高的优树建立无性系种子园以获得一般配合力 看来难以成功 ∀与综纤维含量相比 个体

间木质素含量的变异范围相对较小 仅 左右 选择的意义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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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长 !基本密度和木材化学组分的方差分析

Ταβ .2  Αναλψσισ οφ ϖαριατιον φορ γροωτη ,βασιχ δενσιτψ ανδ ωοοδ χηεµιχαλ χοµ ποσιτιονσ

性状 ×
区组 家系

ƒ

机误

∞

树高 × 1 1 3 3 1

胸径 ⁄ 1 1 3 3 1

单株树干材积 ≥ √ ∏ 1 1 3 3 1

基本密度 1 1 3 3 1

灰分 1 1 3 3 1

戊聚糖 ° 1 1 3 3 1

木质素 1 1 3 3 1

综纤维素 ∏ 1 1 3 3 1

热水抽出物 2 ¬ √ 1 1 3 3 1

抽出物 ¬ √ 1 1 3 3 1

  这里有一点要说明的是 在测定综纤维素含量时虽然较 多加了一次亚氯酸钠处

理 但测定值还是偏高 这也许是试验系统误差 对品种间的对比和遗传分析无妨 ∀表中列出的综纤维

素含量未减去 的平均残留木质素 ∀

212  木材化学组分的遗传控制

生长性状 !基本密度和木材化学组分的单株和家系遗传力估算值列于表 发现研究性状都受中等

至强度的遗传控制 ∀在 个木材化学组分中 灰分含量 !戊聚糖含量和 抽出物是遗传性很强

的性状 其家系和单株遗传力分别在 1 和 1 以上 而木质素含量 !综纤维素含量和热水抽出物的

遗传力略低 家系和单株遗传力分别在 1 ∗ 1 和 1 ∗ 1 之间 ∀研究发现木材基本密度也是

一个呈高度遗传的一个木材性状 遗传力估算值远高于先前的报道 周志春 ∀

图  综纤维素含量在个体间的变异式样

ƒ  ∂ √ ∏ ∏

213  木材化学组分与生长性状和木材密度的遗传相关

研究性状间的遗传相关 对于林木育种学家进行有效的选育极其重要 特别是由于木材化学组分

的测定非常耗时费财 通过性状相关分析 可以进行有效的间接选择 ∀从表 可知高 !径和材积生长与

木材基本密度呈显著的负相关 遗传相关系数在 1 ∗ 1 之间 虽然选择木材产量高的家系往

往致使木材密度的下降 但在生产中仍然可以选择相当数量的生长快木材密度大的家系 这已得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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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证实 ∀生长性状与木材化学组分间多呈微弱的正相关至微弱的负相关 两类性状似相互独立 ∀试

验观察到戊聚糖的差异与木材密度没有密切的关系 而综纤维素含量与木材基本密度呈极显著负相

关 但由于综纤维素含量在家系间的绝对差异甚微 这一相关关系的实际意义不大 ∀发现灰分含量与

综纤维素 热水抽出物与戊聚糖和木质素间遗传相关非常显著 内在原因尚不清楚 ∀由于灰分和热水

抽出物含量较易测定 可将灰分含量作为综纤维素 热水抽出物作为戊聚糖和木质素的间接选择指标 ∀

表 还发现灰分含量与抽出物含量相关紧密 ∀
表 3  生长 !基本密度和木材化学组分的遗传参数估算

Ταβ .3  Εστιµατιον οφ γενετιχ παραµετερσφορ γροωτη ,βασιχ δενσιτψ ανδ ωοοδ χηεµιχαλχοµ ποσιτιονσ

性状 ×
平均值 变异幅度

家系间方差 家系内方差

∂ √
单株遗传

力 η ι

家系遗传

力 η φ

树高 × 1 1 ∗ 1 1 1 1

胸径 ⁄ 1 1 ∗ 1 1 1 1

单株树干材积 ≥ √ ∏ 1 1 ∗ 1 1 1 1

基本密度 1 1 ∗ 1 1 1 1

灰分 1 1 ∗ 1 1 1 1

戊聚糖 ° 1 1 ∗ 1 1 1 1

木质素 1 1 ∗ 1 1 1 1

综纤维素 ∏ 1 1 ∗ 1 1 1 1

热水抽出物 2 ¬ √ 1 1 ∗ 1 1 1 1

抽出物 ¬ √ 1 1 ∗ 1 1 1 1

表  生长性状 !基本密度和木材化学组分间遗传 下三角 和表型 上三角 相关系数

Ταβ .  Γενοτψπιχ (βελοω διαγοναλ) ανδ πηενοτψπιχ (αβοϖε διαγοναλ)

χορρελατιονσαµονγ γροωτη ,βασιχ δενσιτψ ανδ χηεµιχαλ χοµ ποσιτιονσ

性状 ×

树高 × 1 1 1 1 1 1 1 1 1

胸径 ⁄ 1 1 1 1 1 1 1 1 1

单株树干材积 ≥ √ ∏ 1 1 1 1 1 1 1 1 1

木材基本密度 1 1 1 1 1 1 1 1 1

灰分 1 1 1 1 1 1 1 1 1

戊聚糖 ° 1 1 1 1 1 1 1 1 1

木质素 1 1 1 1 1 1 1 1 1

综纤维素 ∏ 1 1 1 1 1 1 1 1 1

热水抽出物 2 ¬ √ 1 1 1 1 1 1 1 1 1

抽出物 ¬ √ 1 1 1 1 1 1 1 1 1

 讨论

对木材化学组分变异和遗传的研究远不及木材密度和纤维形态那样深入和广泛 从仅有的几篇报

道来看 木材各化学组分的遗传式样是不相同的 ∀发现火炬松木材多糖含量在家系间非常一致 且多

糖差异与木材密度无关 综纤维素和 Α2纤维素含量的主要差异来源于株间 家系变异很

小 似以非加性方式遗传 ∀对花旗松和异叶铁杉的研究也发现木材纤维素的变异几乎来自个体间

林 业 科 学 卷  



• ∀而 ∞ 等则发现湿地松和美洲山杨的木质素呈强度遗传 广义遗传力为 1

∞∏ ∀本文研究了马尾松 个木材化学组分在家系间的差异和遗传特性 虽然木材化学组

分在家系间差异非常显著 并受中等至强度的遗传控制 但家系间的绝对差异较小 仅为 ∗ 要

指望通过家系选择来提高木材综纤维素含量是不切合实际的 选择综纤维素含量高的个体建立无性系

种子园以利用一般配合力 也将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与家系差异相比较 木材化学组分在个体间的

差异对木材育种具有现实意义 特别是综纤维素含量这一组分 在个体间的变化范围从 ∗ 可

以选择那些生长快 !木材密度大和纤维素含量高的个体通过无性繁育加以利用 ∀然而马尾松属难生根

树种 虽已突破扦插繁殖关 但规模繁殖还比较困难 离体微繁技术虽有一定进展 但与生产应用还有

相当的距离 因此通过营养繁殖利用综纤维素在个体间的差异似不容乐观 ∀

马尾松材积生长和木材密度在家系间的差异很大 材积生长量最高家系是最低家系的 倍 而木

材基本密度在家系间的绝对差值在 1 左右 木材产量和木材密度应是马尾松造纸材育种的主

要内容 ∀虽然生长性状与木材密度在家系水平上呈显著的负遗传相关 但由于两类性状的变异幅度

大 在育种实践中仍然可以选出产量高 !木材密度大的家系 ∀生长性状与木材化学组分相关性很小 对

木材化学性质育种与产量改良的关系难以把握 ∀由于不同家系的纤维素和木质素等组分含量的变异

范围相对较小 综纤维素含量与木材密度虽呈显著负相关 但对育种学家来说意义不大 ∀从本研究结

果来看 对木材化学组分的直接选择是比较困难的 ∀而通过对诸如树干通直度和分枝大小等形质指标

的间接选择较为容易 ∀树干通直 !分枝习性良好的树木品系 其应压木含量低 相应地综纤维素含量高

而木质素含量低 ∀在将提高单位面积纸浆产量作为马尾松造纸材遗传改良的主要内容时 这里主要涉

及单株树干材积 !木材密度 !制浆得率和成活率等指标 不应忽视树干通直度和分枝习性等形质的改

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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