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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国有东门林场, 广西 扶绥 532108) 

：本文对东门林场 229个粗皮桉第二代育种群体子代测定林进行生长调查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家系

在树高、胸径和材积上差异极显著，对生长性状的遗传变异进行评价，以家系材积育种值为选择指标，且总的遗

传增益不低于 10%为设定值，采用家系/家系内选择方法，选出优良家系 65个，优良基因型个体 195个，从而为

粗皮桉第二代育种群体去劣疏伐提供依据，并为建立粗皮桉第三代育种群体等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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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of Eucalyptus pellita Progeny in a 2
nd

 Generation  

Breeding Population  

ZHANG Lei, QIU Bing-fa, LI Huai-ling, LAN Jun, WANG Jian-zhong, XIONG Tao 

(Guangxi Dongmen State-owned Forest Farm, Fusui 532108, Guangxi, China) 

Abstract: Growth assessment of 229 Eucalyptus pellita families planted at Dongmen Forest Farm was 

carried out to evaluate genetic variation within a second generation breeding population of this speci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among families for tree height,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and tree volume. 

Based on breeding values among families, which were calculated though Best Linear Prediction, 65 superior 

families and 195 superior individuals were selected. These results could be used for further research such as 

thinning of the 2nd generation population and building a succeeding 3rd generation breed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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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世代育种的基本方法是轮回选择，即从林木

基本群体中，根据既定的育种目标，筛选出所需的

优良单株个体，通过无性系配置授粉，以提高群体

所需性状的基因频率，并作为下一轮育种的原始材

料[1]。粗皮桉(Eucalyptus pellita)原产于澳大利亚昆

士兰州，天然分布于昆士兰州约克角半岛、印度尼

西亚的伊里安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西南部交界处[2]。

粗皮桉具有树皮厚而粗糙、抗逆性强、木材天然颜

色红且密度高等优点，广泛种植于我国西南地区[3]。

随着我国桉树人工林面积不断增加，树种过于单一

导致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也不断增加，采用种间杂

交来提高桉树树种抗性的改良策略，受到桉树育种

学者的重视[4]。粗皮桉在分类上与巨桉(E.grandis)、

尾叶桉(E.urophylla)属同一亚属，彼此间可以自由杂

交授粉并结实，是重要的桉树种间杂交育种材料。

目前，我国桉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已完成粗皮

桉第一代及第二代粗皮桉育种群体的建立[5]。本文

以广西国有东门林场6年生粗皮桉第二代育种群体

为研究对象，选择出一批优良家系及优良单株，旨

在为粗皮桉第二代育种群体去劣疏伐提供依据，并

为建立粗皮桉第三代育种群体等研究提供参考。 

1  ‟ 

试验地位于广西扶绥县东门镇国有东门林场

雷卡分场9林班。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

温度22℃，极端最低温度-3℃，极端最高温度40℃，

年均降雨量为1 250 mm，地势平缓，海拔90 ~ 340 m，

试验地微坡向南，坡度≤2°，土壤为东门地区典型的

砖红壤性红壤，较瘠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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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ғ  

2.1   

试验材料来自桉树育种联盟成员单位改良的

第一代粗皮桉基因库，参试家系共229个，于2011

年7月完成种植工作。试验设计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

计，设6个重复，每个重复229个处理，单行4株小区，

造林密度1 667株·hm
-2，株行距为2 m × 3 m。整地

方式为机械带状全垦, 造林前施东门林场生产的桉

树专用基肥，此后每年施东门林场生产的桉树专用

肥作追肥。 

2.2  ⅎ  

数据采用Excel软件和SPSS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单株材积(V)计算公式[5]：V=0.000 039 269 × 

DBH
2 
× H，式中：DBH为胸径(cm)；H 为树高(m)。 

性状方差分析采用混合线性模型[7]： 

Yijk=µ+B i+Pj+BPij+Eijk,式中：Yijk 为第 i 区组 j

种源第 k个观测值；µ 为总平均值，固定效应；Bi

为第 i 个区组的固定效应值，i=1,2,3，…B；Pj 为第

j 个种源的固定效应值，j=1,2,3，…P；BPij 为第 i

小区第 j 个种源的随机互作效应值；Eijk 为第 ij 小区

第 k 个单株的机误，k=1,2,3，…N。 

遗传力计算公式[8]：家系遗传力 H
2
 =

2

ps /(
2

es

/NB+
2

bps /B+
2

ps )；单株遗传力 h
2
 =4

2

ps /(
2

es +
2

bps +

2

ps ),式中：
2

ps 为家系间的方差分量；
2

bps 为种源

内小区间的方差分量； 2

es 为误差项分量；B 为重复

数；N为小区株数。 

变异系数计算公式[9]：变异系数 GVC=
2

ps

/µ×100%,式中：
2

ps 为种源间的方差分量；
2

bps 为种

源内小区间的方差分量； 2

es 为误差项分量；µ 为平

均值。 

遗传增益计算公式[7]： G=sh
2
/x ×100%,式中：

s为选择差；h
2为遗传力；x 为群体平均值。 

3  ғⅎ  

3.1  ᴶ  

3.1.1  Ғ ‟ⅎ  

由表1可知，试验林生长良好，平均胸径、平均

树高和平均材积分别为10.67 cm、11.37 m和0.06 m
3。

测定林各子代家系生长表型差异较大，粗皮桉各家

系平均胸径的变幅为6.20 ~ 12.93 cm，平均树高变

幅为7.66 ~ 13.93 m，平均材积的变幅为0.01 ~ 0.10 

m
3，由此可见，粗皮桉二代育种群体优树其子代表

现差异较大，通过子代测定可选择出遗传上真正优

良的家系或单株。 

1  ‟ 

性状 均值 极小值 极大值 变幅 标准差 

树高/m 11.37  7.66  13.93  6.27  1.13  

胸径/cm 10.67  6.20  12.93  6.73  1.26  

单株材积/m
3
 0.06  0.01  0.10  0.09  0.02  

3.1.2  Ғ ⅎ  

方差分析及遗传参数估算结果表明(表2)，粗皮

桉第二代家系在生长性状上差异较大，树高、胸径、

材积生长性状在家系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说明各

性状在家系间存在丰富的差异；各性状的家系和单

株遗传力较高，除材积单株遗传力外，其他均达到

0.5以上，说明生长性状受较强的遗传控制，开展家

系选择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树高、胸径、材积性

状的家系遗传力均高于单株遗传力，因此二代优树

选择应考虑在家系选择基础上进行配合选择；变异

系数反应性状的遗传潜力，说明子代家系各生长性

状的遗传潜力较大，以材积的变异系数最大。 

2  ⅎ ᴶ ᵆ  

性状 F 值 
方差分析 家系遗传力 

H2 

单株遗传力 

h2 

变异系数

PVC 家系间  区组间   误差  

树高 2.265**  7.045 4.995 33.152 0.761 0.624 0.233 

胸径 2.018**  6.828 6.723 37.697 0.717 0.533 0.245 

材积 1.804**  0.001 0.001 0.010 0.632 0.333 0.598 

Е“**” 0.01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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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2

bps  2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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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ᴮ  

由之前的分析可知，粗皮桉树高、胸径、材积

生长性状在家系间存在显著差异，各性状的家系遗

传力也普遍较高，因此二代优树选择应在家系选择

基础上进行配合选择，各性状中，材积的变异系数

最大，因此本文以家系材积为选择指标，以全部家

系的平均值为选择基准进行遗传增益的计算，同时

以遗传增益不低于10%进行优良家系的选择。由表3

可知，性状遗传力高且在家系间遗传变异幅度大的

遗传增益越大，家系选择的效果越好，在多重比较

分析的基础上，考虑材积同时兼顾胸径、树高、保

存率指标，以此确定65个不同家系入选，家系入选

率为28.4%，入选的优良家系具有明显的生长优势，

入选家系平均单株材积为0.078 m
3，平均预期遗传

增益18.71%。 

3  ᴮ ẅғ ᴶ  

排名 家系 材积 G 排名 家系 材积 G 

1 138-16 0.097 7 39.71 34 169 0.076 6 17.49 

2 53-32 0.089 4 30.97 35 33 0.076 3 17.17 

3 53-39 0.088 3 29.81 36 19480 0.076 3 17.17 

4 138-45 0.088 1 29.60 37 29 0.076 2 17.06 

5 109 0.087 7 29.18 38 162 0.076 1 16.96 

6 19360 0.087 4 28.86 39 73 0.075 1 15.91 

7 40 0.087 3 28.76 40 138-20 0.074 8 15.59 

8 53-27 0.086 3 27.70 41 66 0.074 3 15.06 

9 53-30 0.085 7 27.07 42 146 0.074 1 14.85 

10 53-19 0.084 7 26.02 43 214 0.074 1 14.85 

11 77 0.083 8 25.07 44 17 0.074 0 14.75 

12 42 0.083 6 24.86 45 138-47 0.073 7 14.43 

13 168 0.082 9 24.12 46 107 0.073 6 14.33 

14 84 0.082 5 23.70 47 99 0.073 4 14.11 

15 157 0.081 3 22.44 48 138-37 0.073 4 14.11 

16 10 0.081 0 22.12 49 209 0.073 4 14.11 

17 127 0.080 7 21.80 50 19633 0.073 2 13.90 

18 53-29 0.080 5 21.59 51 202 0.072 9 13.59 

19 137 0.080 4 21.49 52 138-29 0.072 4 13.06 

20 53-22 0.080 4 21.49 53 227 0.072 3 12.96 

21 72 0.079 7 20.75 54 138-1 0.072 2 12.85 

22 11 0.0794 20.43 55 139 0.071 9 12.53 

23 124 0.079 3 20.33 56 159 0.071 5 12.11 

24 210 0.079 3 20.33 57 177 0.071 5 12.11 

25 118 0.079 2 20.22 58 182 0.071 0 11.59 

26 221 0.078 7 19.70 59 53-33 0.071 0 11.59 

27 216 0.078 4 19.38 60 53-18 0.070 9 11.48 

28 223 0.078 2 19.17 61 52 0.070 8 11.38 

29 138-34 0.078 0 18.96 62 138-43 0.070 8 11.38 

30 138-51 0.077 0 17.91 63 16650 0.070 8 11.38 

31 22 0.076 7 17.59 64 105 0.069 6 10.11 

32 120 0.076 7 17.59 65 138-15 0.069 5 10.01 

33 133 0.076 7 17.59 平均值  0.078 0 18.71 



20 桉 树 科 技  第 34卷 

3.3  ᴮ  

在选择优良家系的基础上，选择优良个体是培

育无性系的重要环节[10-11]，以子代测定林为基础的

单株选择主要有家系/家系内选择及配合选择，本文

采用家系/家系内选择对粗皮桉优良单株进行选择，

其原理为依据家系的育种值以及简单t检验选择出

育种值得分明显(t值大于P<0.05临界值)大于林分总

平均值的家系，然后从入选的优良家系中选择最优

的3个粗皮桉单株作为优树[12]，根据优良家系的选

择结果，粗皮桉第二代育种群体子代测定林中入选

的优良家系共有65个，家系入选率为28.4%，利用

家系/家系内选择方法从每个入选优良家系中选择

最优的3个单株作为粗皮桉三代优树，共入选195株，

单株入选率为6.3%。 

4   

本文对粗皮桉第二代育种群体家系生长性状

遗传变异分析发现，粗皮桉第二代育种群体家系胸

径、树高及材积性状在家系间差异极显著，存在丰

富的遗传变异，且各性状的单株遗传力低于家系平

均遗传力；以材积为主要指标，兼顾胸径、树高指

标进行家系选优，共选择出优良家系65个，家系入

选率为28.4%，入选的优良家系具有明显的生长优

势，入选家系平均单株材积为0.078 0m
3，平均预期

遗传增益18.71%。采用家系/家系内选择，从65个家

系中选择粗皮桉优树195株，单株入选率为6.3%。

上述初步选出的优良家系及单株表现出明显的生长

优势，可为粗皮桉第二代育种群体去劣疏伐提供依

据及建立粗皮桉第三代育种群体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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