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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物 工 程 在 林 业 上 的 应 用

颇 慕 勤

( 广西 林业洲
一

学研 究所生理研 究室 )

生物工程是所谓
“
第三次产业革命

”
的主要内容之一

,

一个国家的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

水平
,

将标致着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
。

因为能源技术
,

微 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是关系到人

类生存和经济发展的三项尖端技术
,

是当代蓬勃发展的科学技术的三个方面
,

我国和世界各

国一样
,

面临着这次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

它使我们有机会迎头赶上
,

即越过资本主义社会技

术发展的某些阶段而直接进入信息社会
,

反之如果我们搞不好
,

即会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之间的差距拉得更远
。

生物工程在各个领域的开拓利用收到了巨大的社会及经济效果
,

当然在林业上的开拓利

用近几年来在世界各国同样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

为了对生物工程在林业中开拓利用的国内外

及区内的情况有所 了解及估计
,

我们收集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及意见
,

供参考
。

一
、

基因工程在林业上的利用及其进展

基因工程是一口新兴的科学
,

它与林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

基因工程的基础是 分 子 遗 传

学
,

分子遗传学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遗传现象基本理论的一 门科学
。

对某一生物体引入其他基因的方法从理论上可以分为六种
:

①从载体取出单一遗传因子
,

引入到宿主的细胞中
。

②把载有基因的染色体或细胞质引入宿主细胞
。

③用人工复制出与载体相同的基因
,

引入到宿主的细胞中
。

④核移殖— 把载体的细胞核引入宿主的去核细胞中
。

⑥细胞融合— 把载体细胞整个引入宿主细胞
。

⑧单克隆体培养— 体细胞核与卵细胞质的融合
。

根据现阶段林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和需要
,

以上六种方法中研究及报导 比较多的是细胞

融合及原生质体融合方面
。

关于此项工作在草本植物方面
,

已有不少成就
,

创造 出了一些种

内及种间杂种
。

在木本植物方面
,

日本的 S a i t o ( 1 0 5 0 ) 已将台湾泡 桐 ( P a u l o w n i a t a i -

下 a n i a n a ) 和欧美扬 ( p o p认 l u s 蓝 e u r a o e r i e a n a
) 的原生质体融合 在一起

,

西 德 的 A n u j
a

( 1 9 8 4 ) 把欧洲山杨与美杨
、

欧洲山杨与欧洲山毛桦的原生质体融合在一起
。

日本人齐藤明

等培育了
“
按槐

” ,

其目的是选择生长快
、

杆形好的按树剥按 ( E u o
al y tP

o s
de g lu tP

a
) 与

固N 性强的刺槐 ( R
o b i n i a p s e u

d o a e a e i a
l i

u 。 )
,

通过细胞融合
,

获得耐痔薄
、

生长快的

新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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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因工程 为手段来开发林木新品种一般说来有以下 目的
:

①对于生长快
,

单位面积产

量高的树种 即速生丰产树种
,

主要是增加生长率
,

缩短伐 期及沈 强 光 合 效 率
,

②对 于 树

干品质优 良的树种
,

主要是要求树干通直及木材利用率高 , ③对于皮薄的树种
,

主要要求剥

皮率高及增加剥皮量
, ④各树种抗逆性品种 的开发

,

如抗病虫害
、

抗寒
、

抗早
、

抗风
、

抗盐

硷等等 , ⑤对于造纸 材 的 要 求是
:

木材近于无色
、

树脂含量少
、

导管成份少
、

纤维长及不

易腐蚀等等
。

以上各种开拓性状用基因工程手段都比用常规手段能更快
、

更好地达到 目标
。

由于基因工程能缩短育种时间
,

扩大育种变异
,

所以把基因工程用于林业育种工作
。

此

项工作虽然刚刚开始
,

但已引起 了国内外科研工作者对此新技术的重视
。

二
、

细胞工程在林业上的应用及其进展

细胞工程包括下列几个方面的研究
:

原生质体培养
; 性细胞培养 ( 单 倍体 培养 ) ,

体细

胞
、

组织和器官培养等等
。

现分述如下
:

(一 )原生质体培养 现在国内外木本植物原生质体培养工作大约已涉及到25 个属
,

它们

是械属 ( A
e e r

)
、

祀木属 ( A ln
u s )

、

桦木属 ( B
e t u

l
e )

、

侧柏属 ( B i o t a ) 、柑桔属 ( C i t r u s )
、

咖啡属 ( F a g u s )
、

橡胶树属 ( H e v e a )
、

落叶松属 ( L
a r i x )

、

银合欢属 ( L e u e a e n a )
、

拘祀属 ( L y e i e lm )
、

柏木属 ( C
u p r e s s n s )

、

山毛样属 ( F a g u s )
、

云杉属 ( P i e e a )
、

泡桐

属 ( P a u l o w n i a )
、

松属 ( P i n u s )
、

黄衫属 ( P s e n d o t s u g a )
、

桑属 ( M 0 r u s )
、

杨 属

( P卯
u l u s )

、

栋属 ( Q
u e r 。 。 s )

、

杜鹃花属 ( R h o d o d e n d r o n )
、

檀香属 ( S a n t a l o m )
、

乌柏属 ( S a p i u m )
、

铁杉属 ( T s u g a )
、

榆属 ( V l m u s )
、

葡萄 属 ( V i t i s ) 等 等
,

其 中大

部份属于原生质体游离的研究
,

也有的是游离原生质体进一步培养而分裂成细胞团
,

如南海

松 ( P i n u s p i n a s t e r )
、

侧柏 ( B i o t a o r i e n t a l i s
)

、

欧洲云杉 ( P i e e a e x e e l s a )
、

欧 洲档

木 ( A e n u s g l
u t i o o s a )

、

炭恺木 ( 人I
n u s i n p i e a )

、

曲文松 ( P i n u s e a n t o r t a )
、

欧洲山杨

( P
。 t r e m u t a

)
、

美 洲 山杨 ( P
.

t r e m u l o d id e s )
、

欧洲山毛禅 ( F a g u s s y l v a t i e a ) 等
。

( 二 ) 单倍体培养 近十几年来单倍体培养工作进展相当快
,

尤其是我国的 科 研 工 作

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

据统计
,

国内外一共已从 8个科 10 个属约 24 个种的木本植物中培

养再生了单倍体植株
,

如茄科的滨薄构祀 ( L y c i u m h a h m f。 il u m )
、

宁夏构 祀 ( L
.

b a r b a r -

“ n m )
、

拘祀 ( L
. e h i n e n s e

)
,

杨柳科的黑杨 ( P o p u l u s n i g r a
)

、

小 叶杨 X 黑杨 ( P
. s i m o n i i X

p
。 n i` r 。 )

、

大青杨 ( P
. u s s u r i e n s i s )

、

加 拿大杨
义 香 杨 ( P

. c a n a d e n s i s x P
.

k o r e a n a
)

、

哈青杨 x 钻天杨 ( P
.

u a r b i n e n s i , 义 P
.

p , r a m id a li s )
、

银白杨 x 小叶杨 ( P
. a lb a x P

. s i m i -

n云i )
、

中东杨 ( P
.

b e r o 一i。 e n s i : )
、

中东杨
x
钻天杨 ( P

.

b e r o l i n e n s i s K p
.

p y r a m i d a l i s )
、

小 青杨 x 钻 天 杨 ( P
.

p s e u d 。一 s i m 。 n i i x P
.

p y r a m i d a l i、 )
、

小 叶 杨 ( P
. s i m o n i i )

、

胡

杨 ( p
. e o p h

r a t i e a
)
、

大戟科的 橡 胶 ( H e v e。 b r a s i一i e n s i , )
,

芸香科的积壳 ( P 。 n e i r u s

t r i f 0 1at a )
、

( M a l u s

e 扭 S t a n U n

柑桔 ( c i t r u s m i e r o e a r p a )
,

葡萄利
.

的葡萄 ( V s t i : v i n i f e r a )
,

蔷薇科的揪子

p r u n i f灯 l i
a )

、

苹果 ( M
.

p u m i l e a )
,

七叶树科的欧洲七叶 树 ( A
e s e u l u s

h i p p o -

)
,

无 患 子科的荔枝 ( L i t e h i c h i n e n s i s )
,

上树种中的绝大部分树种是我国科技工作者试验成功的
。
桑科的桑树 ( M

o r 。 5 al b a ) 等
。

以

( 三 ) 体细胞 ( Z )n 单细胞培养 体细胞培养作为一项新兴的技术己逐 渐受到重视
,

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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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有关木本植物单细胞培养再生植株 ( 包括产生胚状体 )
,

已有 8个 n 个分类单位
,

例如
:

芸 香 科 的 柑桔属 ( C i t r u s )
,

杨柳科的美洲山杨 ( P o p住 l
u s t r e m u

l
o id e s ) 及杨属杂种

,

禾本科的刺状莉竹 ( 加 m b
u s a a r u n d i n a e e a

)
,

番木瓜科的 ( C a r i e a e a u
l i f l o : a )

,

檀香

科的檀香 ( S a n t a l
u m a lb u m )

,

松科的挪威云杉 ( P i e e a a b i e :
)
、

湿地松 ( P i n u s t l a e d a )
、

花旗松 ( P s e u d e t s u g了m e n g i e s i i )
,

茄科的宁夏构祀 ( L y e i u m b a r
b a r u m )

,

榆科的美洲

榆 ( U l m
u s a m e r i e a n a ) 等等

。

( 四 ) 木本植物的组织和器官培养

植物的组织和器官培养可 以通称为离体培养或试管培养
,

这几种培养都是把植物体的一

部份从整体上分离下来
,

在人工控制的无菌环境中进行培养
。

我们可以把此称为一个离体培

养体系
。

这样一个体系出于某一种特定的试验目的
,

对不离体的体系即仍然留在机体上的相

对应的组织有以下的优越之处
: ①在活的植物体上的每一部份组织和器官都强烈地受着植物

其它部份的相对影响
,

而将植物体的一部份切离母体之后在试管中进行培养
,

就可测出它原

来固有的特性
。

②离体的植物部份可免受母体上一般具有的正常潜在压力的影响
,

最明显的

就是器官发生和胚胎发生的压力
。

⑧离体培养是在无菌条件下的
,

而在进行此一条件下许多化

合物可以长期使用而不会被微生物同化或分解
。

④由于培养程序多在小容器内进行
,

这些容

器便于放入培养室中控制湿度
、

光照及温度
,

因而培养体系的物理环境比较易于控制
。

⑥组

织培养体系比其他大多数体系更能受遗传机制的操纵
,

例如比较容易诱导突变
,

并易于进行

大量的选择性筛选
。

主要是在细胞水平上进行诱变及筛选
,

如新西兰所进行的小麦抗锈病的

筛选
。

⑥对于高等植物来说
,

细胞状态比完整的有机体状态更便于进行新陈代谢的研究
。

O在

离体条件下更易于研究控制幼年和成年的生长及发育因子
。

⑧由于离体培养的各种因子比较

易于控制
,

因此可以避开千扰进行单一因子的筛选及试验
,

如澳大利亚国立研究生院正用组

培法研究及筛选非豆科植物根瘤的生长及病株
。

由于存在以上明显的优势
,

因此植物的组织培养是一项有很大潜力的新技术
。

1
.

组织培养及腋生枝培养 此种培养主要是利用植物体上的敬茎切段
,

以叶片
、

树皮的

形成层或生长点 ( 茎尖及侧芽 ) 为外植体
,

进行目的各异的培养
。

( l ) 快速繁殖 这对于加速繁殖不易用常规方法繁殖的优良基因
、

繁殖体很少的引进外

来种及行将绝迹的频危树种 ( 如列为国家一类一级保护植物的金花茶 ) 等等
,

就 特 别 有 潜

力
。

因为植物总是要通过有性过程或无性过程来繁衍后代的而有性过程是基因重组的过程
,

通

过有性过程
,

林木优树产生的种子所形成的植株不能保证再现母株的中选性状
,
只有通过无性

的有丝分裂过程才能保持母体的入选性状
。

林木育种工作者在选出原种之后
,

一般要通过扦

插
、

嫁接使之形成无性系
,

经过实践考验之后引入生产
,

而对于扦擂或嫁接不易成活的树种

及难生根的树种则可使用组织培养法使之产生大量的再生个体快速形成组培无性系
。

( 2 ) 获得大量的愈伤组织直接利用或从愈伤组织中提取人们所需要的内含物
,

例如 1 97 8

年于北京召开的中澳组织培养会议上就谈及了桑树离体培养后产生的大量 愈伤 组织
,

这种

愈伤组织所含的化合物成份与桑叶的一样
,

可以用来喂蚕
。

苏联用西洋参进行组培并在获得

的愈伤组织中提取人参精
,

此项工作我国的南京植物园也已获成功
,

还有些国家用这种方法

进行其他药物及芳香油的生产
。

( 3 ) 用组培作抗逆性筛选
,

如以上提到的抗锈病筛选
,

除此之外在澳大利亚就 用 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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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若干按属树种进行耐盐性的筛选
。

2
。

器官培养 器官培养包括营养器官 ( 芽
,

侧芽
,

茎段带芽 ) 的培养和生殖 器 官 ( 子

房
,

胚珠
,

花粉 ) 和胚培养
。

用顶芽
、

腋芽等为外植体通过培养后
,

这些芽的基部能诱导产生丛生芽
,

经生根诱导而

形成完整植株
, 一般认为通过这种途径形成的再生植株不会发生变异

。

也有的用芽的顶部 即茎

尖作为外植体培养无菌苗的
,

因为茎尖上的分生组织区是生长最活跃的部位
,

通常是无病的
。

国内外都有不少报导是用茎尖作为外植体培养无毒菌的
,

如
:
法国的N it s h夫妇用兰花的茎

尖培养得到无毒的植株 ; 澳大利亚用茎尖培养得到无毒的马铃薯苗
,

并用此法为世界上 36 个

国家的马铃薯种去毒
。

我 国的科技工作者也开展了对马铃薯
、

甘蔗
、

柑桔等无毒苗的培育工作
。

此外也有用胚进行培养的
,

因为种胚本身就是一个植株的雏形
,

所 以在离体培养下是很

易形成植株
。

这方面的工作在针叶树上做得较多
,

因为成龄的针叶树的营养组织作为外植体

是不易再生植株的
,

而用仲胚
、

子叶
、

下胚轴这些年幼的组织则更易产生丛生 不定芽
,

最终

获得再生植株
。

用此一方法的目的之 一是使种子量不多而又急需大量发展的珍贵树种加速繁

殖
。

胚培养的另一个 目的是用在育种工作上
,

此技术对林木育种工作者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项技术
,

国外在粮食
、

蔬菜和 园艺树种的育种中已有不少例子
,

近年来我 国及我区的研究

人员用此作为远缘杂交获得很成功的一项补助技术
。

在树木方面
,

李文钡等 ( 19 8 5 ) 用亲缘

关系很远 的小叶杨 ( P o p o l
u s 5 1口 o n i i ) 与胡杨 ( P

.
e u p n r a t i e a ) 进行杂交

,

并将 含 有F o

胚的未成熟胚珠进行培养
,

获得完整植株
,

并己移栽成活
,
黄钦才 ( 1 9 8 5 ) 也用 兰 考 泡桐

( P a u l o w o i a e l o n ` e t a ) x 毛抱桐 ( P
.

t o m e n t o s a ) 的杂合体的未成熟胚作离体培 养
,

获

得了大量的丛生苗并移栽成活
。

而我区林科所颜慕勤等 ( 1 98 5 ) 用良凤江植物园提供的金花

茶杂种牡丹 山茶 ( C a m e l l i a j a p o n i a ) x 毛瓣金花茶 ( C
.

p u
b i p e t a l a )

、

防城金花茶 ( C
.

t u n g -

五i n e n s i s ) X 山抒金花茶 ( C
。

f 林 s u i e n s i s )
、

坛洛 金 花 茶 ( C
。

e h r y s a n t h a )
x 山 抒 金 花

茶 ( C
。

f su iu e
sn is ) 等的未成熟胚进行培养而获得了大量的杂种金花茶小苗

,

并把最早的胚

培养期提前到球形胚阶段
,

这将大大地加快金花茶杂种 F 。
的繁殖并把杂种胚的早期 落 果 避

开
。

在使用此法之前
,

19 8。一 19 84 年五年间儿个单位的工作食旬深留下来的杂种 小 苗 只 有十

几株
。

由于组织培养是一项有很大潜在发展力的新技术
,

因此现在国内外的研究者都在用此法

进行快速繁殖
,

并在其他生物领域内进行试验
。

截止 1 9 8 2年的不完全统计
,

已有 24 属 40 个分

类单位作了组培试验
。

我国的木本植物组培始于 70 年代中期
,

在此之前只有个别学者做过一些试探性研究
, 进入

80 年代后木本植物的组织培养以其成本低
、

经济价值高与在研究上的价值引起 了国内外研究

者的关心和兴趣
,

获得了比较快的进展
。

据统计
,

我国的研究人员己获得再生植株的乔灌木

植物共约 7口多种
,

见附表
。

我区开展此 项工作是在 7 0年代后期
,

开展此项研究工作的单位只

有广西 农学院林学分院
、

玉林地区林科所
、

钦姚地区林科所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

所的十几个人
,

起步虽晚
,

但还是做出了一定的结果
,

培养成功的植物有按树
、

火力楠
、

省

花桂
、

油茶
、

大 叶茶
、

茶叶
、

大叶相思 及金花茶等十六个种
,

还有灌 木花卉月 季
、

非 洲 钞

树
、

叶子花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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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我 国 木本 植 物 组 培 名 录

植 物 名 称 外 植 体 研 究 者

A e e r s a e e h a e u m 糖 械

D i o s p y r o s k a k i 柿 树

H e v e a b r a s i l i e n s i s 三叶橡胶

M a n i五o t u t i l i s s i m s 木 薯

P e a r g o n i u m d o m e s t i e u m 蝶瓣天竺葵

P
.

h o r t o r u m 香叶天竺葵

P
.

g r a v e o l e n s

天竺葵

L i n u m u s i t a t i s s i m u m 亚 麻

E u e a l y p t u s bo t r y o i d e s 葡萄按

E
.

l e i e k o w n o l 雨 按

E
.

o b l i q u a 按 树

O l e a e u r o p a e a 油橄榄

2 i z y p h y
s

j
u
j

u b a v a r
.

S p i n o气u s 酸 枣

M a l住 5 p u m i l a 苹 果

P r u n. u s a m y g d a l u s
扁 桃

叶 腋

胚

花 药

茎

叶 柄

叶 柄

叶

花 药

芽
、

茎

茎段
、

上胚轴

茎 段

茎

彭德芳 ( 198 1 )

横 山 ( 19 73 )

陈正华 ( 19 78 )

朱国兴 ( 198 0 )

杨乃博 ( 19 79 )

李正理 ( 19 79 )

杨乃博 ( 19 65 )

孙洪涛 ( 19 7 7 )

包慈华 ( 1980 )

欧阳权 ( 1980 )

庄长茂 ( 1980 )

王凯基 ( 19 7 9 )

.

p e r s i
e a

桃

y r u s e i t e n a 梨

子叶
、

下胚轴

胚
、

胚乳

茎 尖

胚 乳

子叶
、

下胚轴

茎 尖

珠心
、

胚珠
,

蒸 尖

花 药

陈维伦 ( 19 8 1 )

田锡金 ( 1 97 7 )

桂耀森 ( 1 97 9 )

刘叙琼 ( 19 80 )

田锡金 ( 19 79 )

王大元 ( 19 78 )

王大元 ( 19 78 )

王大元 ( 19 77 )

陈振光 ( 198 0 )

PP

C i t r u s g r a n d i s 袖

C
.

r e t i e u l a t a 柑 桔

C
.

s i n e n e s i s 甜 橙

C i t r u s
.

s p
.

柑桔属一种

P o P u l u s b o l l e a n e l o u e
h e x

P
.

d a v i d i n a d o d e 山新杨

P
.

五o p e i n s i s 河北杨

P
.

n i g r a 黑 杨

P
.

s p
.

杨属一种

C a m e l l i a e 五r y s a n t五a 金花茶

C
.

O l e i f e r a 油 茶

T e e t o n a g , a n d i s 袖 木

P i n u s a r m a n d i i 华山松

P o d o e a p u s m a e r o p h y l l u s

物
r m a

ik 小罗汉松

C u n n i n g h a m i a l a n e e o l a t a 杉 木

S e q u o i a s e m P e r i r e n s 红 杉

T a x o d i u m a s e e n d e n s
池 柏

T a x o d i u m d i s t i c h u nt 落羽杉

腋 芽

茎 尖

叶
、

苗

茎

霞纂瘪
“ , , , ’

林静芳 ( 19 80 )

黄敏仁 ( 19 80 )

杨乃博 ( 198 0 )

子叶
、

下胚轴

茎 尖

胚

郑若仙 ( 19 80 )

颜慕勒 ( 19 80 )

王宝生 ( 19 80 )

沈暨环 ( 19 79 )

王凯基 ( 198 0)

衡阳林科所 ( 19 79 )

郭达初 ( 198 0 )

浙江林科所 ( 19 78 )

浙江林科所 ( 197 8 )

尖叶

茎胚茎

茎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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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上表

植 物 名 称 外 植 体 者

芽段尖尖尖片腋茎茎茎茎叶C a t a l p a b妞 n g c i 揪 树

S a P i u m s e b i f e r u也 乌 柏

E y i o bo t r y a s e b i f e r u m 批 把

C i n n a m o m u m a l bo s e r i e e u口 银 木

P r u n u s P e r s i e a 桃

P u n i e a g r a o a t u nt 石 榴

B o u g a i o v i l l e a o b a b r a e h i s y 叶子花

A e a 。 i a a e u r i e u la e f o r m i s 大叶相思

P o p u l u s a d e n o p o da 响叶杨

P
.

g r a n d i d e n t a t a 大齿杨

G m e l i n a a r bo r e a 石 梓

F o r t u n e l l a m a r g a r i t a 金 桔

D a v i d i a i n v o l u
e r a t a 琪 洞

A e a e i a m a n g i u m 马占相思

C e d r u s d e o da r a 雪 松

L y e i u m ba r b a r u m 宁夏拘祀

L
.

b a r b a r u m 宁夏拘祀

P o p u l u s a l ba X bo l l e a n a 银 x 新杨

C o r d了 l i n e f r u t i e o s a 铁 树

H i b i s e u s r o s a一 s i n e o s i s 扶 桑

C o d i a e u口 v a r i e g a t u m 变叶木

M a y t e n “ 5 5五o o k e r i 美登木

P r u n u s d a v i di a n a 山 桃

L a g e r s t r o e m i a i n d i
e a 萦 薇

R o s a r u g o s a v a r
.

p l e几 a 盆瓣玫瑰

L e u e a e n a L e u e o e e p h a la 银合欢

S e r i s s a s e r i s s o i d e s 六月雪

C u n u io g h a m i a l a n e e o l a t a 杉 木

A c a ci a 金合欢属

C y p五o m a n d r a b e t a e e a 树特茄

P r u n u s to m e n t o s a 毛樱桃

嫩枝 茎段

下胚轴

大树茎段

芽芽芽芽腋侧侧冬

幼树茎

枝尖乳尖条段段节尖芽芽段叶茎胚侧茎茎茎茎枝茎腋茎侧幼

尖段尖芽芽茎茎茎冬冬

P H e l l o d e n d r o n

D a P h n e o d o r a

a m u r e n s e 黄菠萝

优树茎段

根
、

茎
、

叶

试管胚芽

茎 尖

下胚轴
、

子叶

瑞 香

C h o s e n i a m a e r o l e p i s 钻天柳

E la e a g n u s a n g u s t i f o l i a 沙枣

M o r u s a l ba 桑 树

M
.

bo m b y
e i s 火 桑

朱鹿鸣 ( 19 8 2 )

史忠礼 (19 8 2 )

杨永青 (19 82 )

朱家骏 ( 19 8 2 )

杨增海 (1 9 8 2 )

王怀名 (19 82 )

谭文澄 (1 9 83 )

颜慕勤 (19 83 )

林静芳 ( 19 83 )

林静芳 ( 19 83 )

王宝生 ( 19 83 )

黄纪珍 (19 83 )

毕世荣 (19 83 )

周志坚 (19 38 )

刘 敏 (19 38 )

田惠桥 (19 83 )

王 莉 (19 84 )

任王芬 ( 19 8 4 )

谭文澄 (19 8 4 )

田惠桥 (1 9 8 4 )

谭文澄 (1 9 8 4 )

程治英 (19 84 )

茸义虎 (1 9 8 4 )

黄钦才 (19 84 )

黄钦才 (1 9 8 4 )

黄钦才 ( 19 8 4 )

舒速栩 ( 19 84 )

翟应昌 ( 19 8 4 )

翟应昌 ( 19 8 4 )

吴友特 (19 8 4 )

董义虎 ( 19 8 )4

董茂山 (19 8 4 )

宋春华 (1 9 8 4 )

林静芳 ( 19 8 4 )

赵蔓容 (1 9 83 )

常晋叙 (1 9 85 )

马凤桐 (19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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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1 研 究

蔡 军 (19 85 )

罗紫娟 (19 85 )

泰金山 (19 85 )

柳曼琼 ( 19 85 )

段枝嫩茎P r u n u s e e r a s i f e r a 红叶李

C i n k g o b i l o l a 银 杏

F o r s y t五i a s u s p e n s a 连 翘

M i e 五e i i a nt a e e l u r e i 火力楠

P a u l o w i i a e l o n g a t a x

P
.

t o nt e n t o s a 泡榴杂种

C a m e l l i a s i n e n s i s 大叶茶

T h e a s i n e n s i s l i n n 茶 叶

C a m e l l i a j
a p o n i e a 山茶花

C
. 。 h r y s a n t ha 防城金花茶

C
.

e u p五I e b i a m e r r
.

e x s e a ly 小果金花茶

C
.

m i e r a n t ha 小花金花茶

C
.’

p i n g g住 o e n s i s 平果金花茶

C
.

p t i l o s p e r nt a 四季金花茶

e
.

p u b i p e t a l a 毛瓣金花条

C e t u o g h i n e n o i s 东兴金花茶

子叶
、

苗端

实生苗幼茎

未成熟胚

种 子

子叶
、

胚下轴

成年树茎尖

下胚轴

子叶
、

茎尖

下胚轴茎尖

子叶
、

茎尖

子叶
、

茎尖

子叶
、

茎尖

下胚轴
、

茎尖

黄钦才 (19 85 )

陈平等 ( 1 9 85 )

颜慕勤等 (19 83 )

颜慕勤等 (19 85 )

颜慕勤等 ( 19 85 )

颜慕勤等 (19 85)

颜慕勤等 ( 19 85 )

颜慕勤等 ( 1 9 85 )

颜慕勤等 ( 19 85 )

颜慕劫等 (1 9 85 )

颜慕勤等 (1 958 )

米以上表列资料因时间及水平关系难免错漏

三
、

发酵工程 ( 微生物工程 ) 在林业上的应用

在此项研究的领域中
,

林业似乎是二个较薄弱的环节
,

有文献记载及资料报 导 的 非 常

少
。

巴西用此法经发酵而得到酒精
,

以望将来能代替石油作为能源
。

在苏联用松树叶经发醉

作饲料用
,

试验材料说明一吨这种饲料可以代替三吨燕麦
,而用这种饲料来词养牛件

,
1公斤

饲料可以代替 6一 7公斤的母牛奶
,

在苏联 己建立了这类饲料工厂
,

据报导每年可以生产饲料

10 。万一 150 0万吨
。

在我国未见有关此项研究的报告
。

四
、

国外生物工程技术在林业上应用于生产

的进展及我们的差距

( 一 ) 国外的应用情况 生物工程技术在林业上能达到应用于生产的 项目主要 还是组

织培荞快速繁 殖
,

近几年 来 国外在 此项 工作 上 进 展 比较快
,

很 多国 家 已 应用于工厂

化 育苗
,

并收到 了显著 的经济 效 益及 社
·

会效益
。

例 如 美 国西部俄勒岗附近 的 威 尔豪

斯公司 己用优树的组培苗进行小面积造林
,

美国南部林业研究中心在比卡罗来那大学也已用

火炬松组培苗造林
,

他们认为在选出优树之后用组培苗进行快速繁殖可望在 l一 2年后获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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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遗传增益
。

在园林灌木上
,

美国明尼达州选育了能耐一 4 5
.
C低温的杜 鹃 花

,

如
“ R Os e

iL ke
” 、 “

P,i kn iL ke
” 和 “

W五 i et L ik e”
等

,
但他们的种子后代会产生分离

,
而用扦

插法又难生根
,

只有用组织培养法获得了成功
,

.

把组培小苗移植到泥炭
、

蛙石和珍珠岩棍合

基质中很容易生根
,

因此他们用此法进行大量繁殖
。

最近爱尔 兰 研 究 者D 。 雌 las ( 1 9 8 4 )

对杜鹃花 八个栽培种的试管 繁殖 也 取得了相似的结果
。

另外美国的里格斯苗圃 19 8 3年总销

售量 为 10 。万 美元
,

每 年生产1 00 万个组培植株
,

占产苗总量的五分之一
,

组培苗主要为花

木
,

杜鹃占70 %
,

月桂占20 %
,

其余的还有越桔 ( 乌饭树 )
、

桦木
、

李
、

樱桃
、

苹果
、

悬钩

子等
。

新西兰已建立一套组培苗生产设施
,

在新西兰林业研究中心
,

预计到 19 8 5年底能生产幅射

松优质苗木 5 0万株
,

1 9 8 7一 1 9 8 8年产苗20 0万株
。

新西兰植物生理研究所多年来从事一种果树

bab ac
。
的研究工作

,

现已大量用组培法生产苗木
。

此种果树是一种野生果的 杂 交 种
,

果内

并无种子
,

因此只能靠组培法繁殖
,

风味极好
,

我们相信这种果树的工厂化生产
,

一定会带

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

法国对葡萄进行了组培工厂化繁殖
,

澳大利亚对菊花
、

石竹
、

马铃薯
、

按树等品种都进行了工厂化生产试验
。

加拿大的林产品公司利的康费和克来苗圃
,

利用组培

苗木造林
,

林分的生长率高于夭然林的 10 一 20 %
,

这就是明显的遗传增益
。

( 二 ) 我国的应用情况 我国的林木生物技术尚未达到大量生产苗木供造林用的阶段
。

前几年我国的研究工作多放在花药培养上
,

在单倍体再生植株的种类上占国际领先地位
,

除

得到不少单倍体植株外还改进了培养方法
,

如陈之征和陈正华等 ( 1勃 3 ) 在改进橡胶单倍体

培养方法时建立了分段培养法
,

从而提高了橡胶花粉绿苗的诱导频率
。

在细胞
、

组织和器官

培养方面我们正处于探索性研究阶段
。

近年来国内各种刊物上
,

几乎每月都有几种木本植物

组培成功的报导
,

证明我国的研究者正努力开拓能快速繁殖的树种
。

但 目前
,

研究工作绝大

部份尚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

能用于生产的树种很少
,

小面积造林试验的只有中国林科院富阳

地区热带林业研究所的衫木
、

中国林科院研所的河北杨
、

中科院植物所的毛 白杨
、

广西林科

所的油茶
、

广西钦州地区林科所的按树等几种
。

不过近年来各地研究人员及林业部门对木本

植物的组培正 日益重视
,

不但国家研究单位纷纷建立组培研究室
,

而且准备对有条件上工厂

化育苗的单位投资
,

建立林木育苗工厂
,

年产林木苗 1。。一 500 万苗
。

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我

们将看到我国第一批 林 木 育 苗工厂的建立及投产
,

这将大大加快我国林业生产 良种化的进

程
,

并将收到可观的经济效益及 良好的社会效益
。

随着胚培养工作的深入发展胚培广泛地利用到远缘杂交 F 。的 快速繁殖上
,

将大 大 缩短

我国林木育种工作的进程
。

原生质体杂交及培养工作
、

酶及微生物工程在我国我区的林业工作上都是一 个 薄 弱 环

节
,

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
,

不但从事此项工作的单位及人员极少
,

而且进展不够理想
。

在我

区只有广西林学分院的何若天老师在进行研究
。

·

( 三 ) 存在间题 生物工程在林业上的应用方面
,

我国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
,

有先进的

地方也存在着差距
,

而造成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首先是在思想上对此项工作重视不够
,

对组培苗存在的强大的生产潜力及其能收到的遗传增益认识不足
。

对小试成功后上中试支持

不够
,

造成一些科研成果不能及时扩大试验应用到生产上去
,

只停留在小试阶段
,

或小试之

后便停了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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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间题
,

只看到阶段组培苗成本偏高
。

造成组培苗成本偏高的

主要原因是我国的能源费用偏高
,

尤其是电费
,

我们 的电费相对来说比国外贵得多
,

而组培

的培养室等实验及生产设备都要用电力控制温度
、

湿度及光照
,

这是组培苗成本高的主要原

因 , 其二是所用的生长调节物质如生长素
、

细胞分裂素等还要从国外进 口
,

增加了组培苗的

成本 , 其三是某些设备质量不好
,

不耐用
,

而维修技术又不过关
,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某些研究人员及领导对组培苗生产的积极性
。

五
、

今后工作的意见及对策

领导应重视此项工作
,

认识林木组培等生物工程技术在未来林业 良种化和集约经营中的

作用
。

从长远着眼及早加强研究
、

培养人才
、

储备技术
,

使科研走在生产前面
。

在有条件的

单位集中一些有从事此项工作才能的人员
,

并配备一批新生力量
,

在逐步开展工作的基础上

提高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及技术水平
,

使之形成一支精干的队伍和各有特色的工作集体
,

保

持这支队伍的稳定性和工作的延续性
,

防止工作及科技人员外流
。

克服对探索性研究的近视

观念和对成果要求操之过急的思想
,

防止纯经济观点的千扰
。

对一些树种上已取得小试成功

的项 目给予投资及支持
,

使之赶上国际水平
,

在投放资金时应考虑该项投资的应用效果及生

产潜力
,

开展单位之间的纵向及横向协作
。

我们区在林业组培试验上 已取得2’0 多个树种的再生植株
,

其中有的是经济价值较高的树

种
,

可以说已为林木工厂化育苗做了多年的预备试验
,

并取得了较多的及较可靠的数据
,

但

是要进行工厂化生产还要进、 步提高
,

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及探索
:

1
.

提高分化控制推术
,

这包括不断提高已获分化植株的分化频率及不断开拓能分化再生

植株的植物品种
,

以适应工厂化生产及市场的需要
,

尤其是 一 些 珍 稀
、

濒 危 植 物
。

现 在

大多 数 的 试 验都处于实验室阶段
,

要上中试生产一定会遇到一些不可预 见 的 间 题
。

例如

山茶 科 植 物
,

我 们经多年的研究已基本上能控制分化
,

但是由于每一种植物都由其遗传特

性而保持着一定的差异
,

对分化培养基的要求及表现不一
,

用单一的培养基虽然都能使山茶

科植物分化 再生植株
,

但是分化频率相差很大
。

因此要根据不同种来调整培养基
,

使其更适

合它们 的分化
,

使分化的种类及频率不断增多
,

分化周期不断缩短
。

无疑这种工作
,

工作是

大
,

锁碎
,

但对生产来说是必需进行的
。

因为研究者在做小试时是不算成本的
,

但在大生产时

却是要讲经济效益的
。

2
。

为了生产必须要得到最佳的和稳定的工艺流程
,

仍需进行大量的生理学研究
,

克服一

些在组培 中常出现的异常现象
,

如小苗褐化和玻璃苗等
。

3
.

结合常规进一步进行中间试验
,

用以摸索工厂化生产所需的完整设备
,

最佳的工艺饰

浪
,

作成本核算和培训生产人员
。

4
。

探索引进及试制节能设备
,

在工厂化生产中
,

成本的60 %左右是能源消耗
,

因此如位

应用余热
、

地热
、

太 阳能
,

应作为研究的一项内容
,

如建立自然光照培养室及太阳能供热榨

养室等
,

但这需要较多的经费及投资
。

5
。

调整培养室与温室网室的比例
,

在国外 1米
:
培养室生产的苗木

,

要 47 米
名
温室 及 网室

配合工作
。

目前国内各研究所的培养室都是足够应用于生产的
,

但温室及网室有的单位几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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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零
,

比例严重失调
,

此一情况也说明我们的组培工作尚未进入生产性试验
。

以我所为例
,

我们有人工光照培养室 24 米
2 ,

按国外比例该配备 1 12 8米
2

的温室
,

而现在只有一个 50 米
艺
的塑

料棚
,

差额在 20 倍以上
,

在小试生产时 即感到温室的缺乏
。

实际工作证明
,

工厂 化 生 产 时

24 米
:

的培养室配备 1 1 2 8米
“
温室及网室完全是必要的

。

6
.

加强市场预侧预报
,

否则大规模生产出来的苗木的销售会成问题
,

而在销售过程中
,

运输工具
、

运输力的研究及运输过程中的包装间题
,

包括试管苗的包装及移栽成活苗的包装

等都需进一步解决
。

六
、

在
“

七五
”

计划期间及今后十五年内广西林业

生物工程发展的趋向及可行性

生物工程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主要是生物工程在林业上的应用会给林业生产及科

研工作带来巨大 的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及遗传增益
。 “

六五
”
期间我区生 物工程 工 作 在林

业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

如按树的组培
、

山茶科植物的组培
、

林木细胞融合新技术的研究

等
。

今 后除研 究新 树种的组培外
,

更重要的是把现有的研究成果用到生产上去
,

使其能更

快地收到经济效益
。

为了使生物工程更快地发展
,

从现有的基础及发展情况来看
,

我区林业

生物工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发展
。

1
。

建立金花茶组培基因库

金花茶是山茶科
,

山茶属
,

茶亚属
,

金花茶系的常绿小乔木
。

金花茶的发现曾轰动国内

外的园艺界
,

因为金花茶不但是上千个茶花品种中少有的黄色山茶品种
,

是一种珍贵的观赏

植物
,

而且是一种色泽能遗传的种质资源
,

用它可以进行人工培育
、

杂交
、

诱导
、

筛选
,

从

而繁殖出具有黄色
、

重瓣
、

大花型并具有芳香味的优良山茶新种
,

金花茶原产广西
,

现在已

发现的种绝大部份分布在广西的西南面
。

金花茶对立地条件要求比较严格
,

要求有弱光照高

湿等生长环境
,

是一种林下喜荫性植物
,

人工培育较难成活
,

近年来对森林的开伐
,

破坏了

金花茶生长的小气候条件
,

加上人为的对金花茶的滥砍乱伐
,

对金花茶的生存造成了很大的

威胁
,

有的品种如武鸣金花茶
,

薄叶金花茶
,

扶绥金花茶等等 己濒临灭绝的环境地
。

为了挽

救我区特有的国家一类一级保护植物金花茶
,

科研工作者作了全面的调查及研究
,

采取了多

种挽救的方法
,

如设立自然保护 区
、

嫁接
、

圈枝等等
,

甚至不惜付出重大的经济代价
,

把整

株金花茶大树挖回来种植
,

但其成效不理想
。

为此从 1 9 8 0年起广西林科所就开展了金花茶组

织培养研究
,

并于当年获得了完整植株
,

经过儿年的努力
,

较广祥地收集了广西金花茶的资
源

,

到 目前止已收集到 21 个种中的 18 个种
,

·

并都已组培出丛生苗
。

经初步检验
,

18 个种的组

培小植株与原产地的母株在形态上
、

染色体组型上
、

叶结构及茎结构上都是一致的
,

证明组

培苗能保存遗传特征
,

也初步证明了用组培法建立金花茶基因库是可行的
。

此项工作得到农委
、

林业部的支持
。

现正在进行之中
,

在金花茶基 因库建立之后不但能

保存广西的 21 种金花茶的基因资源
,

还可以以组培小苗
、

瓶子无菌苗
、

胚状体
、

愈伤组织等

形式向国内外的植物园
、

研究单位及大专院校提供成套的广西金花茶基因
。

2 ,
在广西兴建林木育苗工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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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是周期较长的生产企业
,

因树木的生长周期长
,

要选育出一个优良的品种不易
,

而

再靠有性繁殖来扩大生产就更困难
。

例如按树杂种柳隆按即是如此
,

在选育过程中发现了柳

隆按的速生丰产的优 良性状
.

但由于母株高大每年要用人工授粉而获得杂种是非常困难的
,

而用组培方法培养杂种会在短时期内获得大量的杂种小植 株 用 于 生产
,

而组培小植株造林

后的观察说明林相整齐
,

产量高
,

同时可以避开后代的分离
。

广西 组培成功的树种有十几个
,

其中有用材林
、

.

经济林
、

木本花卉
、

林下荫生植物等
,

都是经济价值较高的植物
,

用组培结合常规方法进行工厂化生产
,

无疑会有 较大 的 经 济价

值
。

3
.

松针饲料工业的建立
:

广西是马尾松的产区
,

全 区有马尾松 2’2 1 3 3
。

6万亩
,

松针的产量是很可观的
,

为了 能更

好地利用此一资源
,

在广西可以用发酵工程建立松针饲料厂
。

据国外资料报道
,

一吨这种饲

料可代替三吨燕麦
,

并可以代替牛母乳饲喂小牛
,

这有利于山区发展畜牧业
。

4
,

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和常规育种相结合
,

选育林木优 良品种
。

细胞融合及幅射诱变等在

有条件的单位开展此项工作会在短期内见成效
,

如可 以用生物技术方法选育油茶抗炭疽病的

品种
,

但此一方法需要病虫害专家的密切配合才能进行
。

以上只是一些初步的想法
,

要实现以上的工作
,

一定需要得到领导的支持及重视
。

1 9 8 6一2 00 0年广西果树生物技术

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

刘 荣 光

( 广西 农科 院园 艺所 )

国内外不少科学家都预言
: “

21 世纪是生物革命的新世纪
” , “

任何生物技术领城的重

大突破
,

都会给包括农业生产部门在内的社会物质生产部门显著提高效率创造 良机 ”
。

正因

为这样
,

近年来世界各国对生物工程都很重视
,

纷纷成立或建立专业 研 究 机 构
。

19 8 1年到

1 9 8 4年
,

全世界的生物工程公司就从 26 0个骤增至 1 500 余个
,

其中有 1 / 10 与农业有 关
,

从事植

物遗传工程方面的研究工作
。

我国台湾省也于 19 8 4年集资 1
,

00 0万美元筹建生物工程研究中

心
。

我国过去在单培体育种
、

组织培养方面曾处于领先地位
。

广西在这两方面也有良好的基

础
,

在某些方面也曾在国内处于优势
。

本文仅简要介绍果树领域国内外生物技术研究情况以及对广西
“ 七五” 至 2 0。。年果树生

物技术研究规划和实现措施提出一些建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