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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楸树新品种金楸１号的推广应用，本文简要介绍了其选育经过、特征特性及栽培技术要点。金楸

１号是在原河南省楸树研究协作组经搜集整理全国楸树资源所建立起的楸树资源圃中筛选出来的楸树良种。

１９８７年开始进行初选，之后又经过复选，建立无性系测定林等过程，最终选育出优良单株无性系品种金楸

１号。经过多年观测，金楸１号具备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其苗期叶片明显较大，掌状五裂，长宽近相等，

近圆形；生长速度明显优于其他金丝楸类型。２０２０年１２月通过了河南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命名为

金楸１号（豫ＳＳＶＣＢ０１９２０２０）。

关键词：金楸１号；选育；栽培技术

　　楸树（犆犪狋犪犾狆犪犫狌狀犵犲犻）原产中国，是紫葳

科（Ｂｉｇｎｏｎｉａｃｅａｅ）梓属（犆犪狋犪犾狆犪）的高大落叶乔

木，由于其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好、生长速度迅速、

木材材质优良，同时具用材和观赏两方面的特性，

是理想的复合农林业建设树种［１］。河南省楸树研

究组在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期间对楸树资源开展了全

国范围的调查，将我国的楸树种质资源在种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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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成了８个类型，金丝楸为其中的一个类

型［２３］。由于金丝楸干型好、生长快、材性好，特别

是木材剖面呈金黄色泽，素有“黄金楸”的美称。

因此在近年来华中及华北地区楸树苗木日益紧俏

的市场形势下，金丝楸在种植户中备受青睐。

金丝楸是中国楸树的一个最大类群，自然分

布于整个华北、华东地区。河南是我国金丝楸的

主产区之一，集中分布于豫西黄土丘陵浅山区、黄

河中下游平原。由于分布面积宽广，在长期的进

化和生长发育过程中，金丝楸又形成了不同的地

理种群。有学者通过对金丝楸形态学性状和分子

标记进行分析，认为金丝楸与普通楸树存在较显

著的差异，金丝楸的分类地位宜做更加深入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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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４］。因此深入研究金丝楸优异种质资源，开发

楸树特别是金丝楸中的优良品种，是促进楸树相

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简要介绍了

金楸１号的选育过程、特征特性及栽培技术，为其

今后的推广应用提供借鉴。

１　选育过程
金楸１号来源于原河南省楸树研究协作组

１９８３－１９８７年对全国楸树种质资源调查和搜集

的基础上经选优建立起的楸树资源圃。该课题组

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保存了４４６株楸树优良单株，

于１９８７年统一采用同龄自根苗繁育，经苗期测定

初选出３７个表现较好的单株，分别在河南洛阳、

周口、南阳林科所建无性系测定林５．３ｈｍ２，山东

建测定林５．０ｈｍ２，安徽建测定林４．０ｈｍ２。于

１９８８年在周口林科所对初选出的其中３３个单株

进行了自根繁育，１９８９年在扶沟县林科所按统一

试验方案营造无性系测定林２ｈｍ２。通过测定，

选育出优良单株无性系品种金楸１号。后在周

口、洛阳等地多点区域栽培试验，表现出明显的速

生性和遗传稳定性。

然后分别于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在周口淮阳区、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在周口项城市和鹤壁浚县进行跨

市区区域试验，以当地自然分布的金丝楸品种作

对照。试验结果表明，金楸１号楸树年平均胸径

生长量为３．０～３．３ｃｍ，年平均树高生长量为

１．６～１．７ｍ，年 平 均 冠 幅 生 长 量 为 ０．６２～

０．６９ｍ。与对照比较，除树高增长量基本持平

外，胸径和冠幅生长量均大于对照。８年生大树

比对照单体材积高出６０％左右。另外其苗期叶

片明显较大，掌状五裂，长宽近相等，近圆形，叶缘

向上翻卷，叶中凹陷呈勺型，又名大叶金丝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通过了河南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命名为金楸１号（豫ＳＳＶＣＢ０１９２０２０）。

２　特征特性

２．１　植物学性状

金楸１号楸树植物学性状表现为落叶乔木，

树干高耸端直，达２０ｍ；树冠卵圆形，幼年期圆锥

形，枝条短而粗壮，极性强，接干能力好；幼龄树皮

孔较明显，灰白色，多２～３个横连；中龄树或大树

上部树皮呈方块状裂或长块状翘裂；老龄树皮暗

灰色，呈不规则的浅纵裂，有横断裂。全体光滑无

毛，一年生枝红褐色，二年生枝灰褐色，三年生枝

紫褐色。短枝上的叶三角状心脏形，全缘或具有

浅裂，表面绿色，背面淡绿色；叶长８～２０ｃｍ，宽

６～１５ｃｍ，叶基部圆形或心形，先端渐尖有长尖，

背面脉腋间有一对紫红色的腺斑；长枝上的叶常

三裂，边缘向上翘起，呈勺形；幼嫩叶片黄褐色，略

透明。顶生总状花序，长７～１５ｃｍ，多由９朵小

花组成；苞片线形，早脱落；花梗长１．３～３．０ｃｍ，

绿褐色；花萼暗紫色，多为二裂，有光泽；花筒内侧

暗紫色，有不规则的条纹和斑点；花冠白色，花长

４．０～４．５ｃｍ，花冠幅度４．４～４．５ｃｍ，喉部直径

１．９～２．０ｃｍ，五瓣二唇裂，上唇瓣较小，下唇瓣较

大，下唇瓣中瓣长２．２ｃｍ，花瓣皱缩，沿瓣缘有

１条淡红色细条纹；花管灰白色，有紫红色的斑

点，喉部至花管基部有两条鲜黄色的条带，腹面白

色，内侧管壁上有粗而间断的紫红色线条和大而

稀疏的紫红色斑点；雌蕊长２．１～２．４ｃｍ，子房淡

绿色，柱头舌状，二裂，不等长，靠壁管一侧的较

短，另一侧较长，且向外卷曲，淡红色；雄蕊５枚，

发育雄蕊两枚，长１．５～１．８ｃｍ，花丝白色，基部

有紫红色的小斑点，花药白色。蒴果绿色，成熟时

暗灰褐色，长３０～４０ｃｍ，粗２．５～３．０ｍｍ；种子

暗褐色，肾形，两端略尖，具白色毛，种子长０．６～

１．３ｃｍ，带毛长４～５ｃｍ。花期４－５月。果熟期

９－１０月。心材黄色，心材与边材交界处，为金黄

色的环带，木材刨光后，纹理如金丝。

２．２　特异性状

金楸１号楸树苗期叶片与其他金丝楸相比明

显较大，又名大叶金丝楸。掌状五裂，长宽近相

等，近圆形，叶缘向上翻卷，叶中凹陷呈勺型；颜色

微黄，叶基背面主脉两侧有两个对称三角状紫褐

色腺斑，往往穿透至叶正面，大多可延续至二出基

脉、三出基脉；初发幼芽多为紫红色，后变黄绿色；

苗茎粗壮，节间较短。

另外，金楸１号楸树具备速生性，其胸径年增长

量比一般金丝楸品种多２０％左右，八年生大树单体

材积高出６０％左右。可作为速生丰产林推广。

２．３　稳定性与一致性

稳定性：用梓树做砧木进行嫁接繁殖，或用组

织培养进行扩繁后，植株均生长正常，开花正常。

幼龄叶片的特异性和速生性保持稳定。

一致性：连续多年在周口等地进行区域试验，

嫁接苗和组培苗均保持了相同的性状。植株生长

正常，开花正常。无性系多代间的速生性等特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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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均保持稳定，没有返祖现象，未发现新种病虫

危害。

上述充分说明金楸１号楸树具有新品种的特

异性、稳定性和一致性。

３　栽培技术要点
３．１　栽培范围及立地类型

金丝楸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有自然

分布。金楸１号的区域栽培及各地试种结果表

明，其适宜栽培范围是黄淮海平原及浅山丘陵地

区。其适应能力强，对土壤酸碱度要求不严，ｐＨ

中性、弱酸性、弱碱性沙土、沙壤土、壤土、两合土、

淤土地均适合其生长。尤其在中性两合土、淤土

疏松土地上生长迅速。喜水但怕积水，因此造林

地应选择地势高燥，地表平坦，排水良好，有排灌

设施的上述类型土地。

３．２　苗木繁殖

３．２．１　嫁接育苗　春季选取生长健壮，无病虫

害，直径１．０～１．５ｃｍ的梓树硬枝条（两年生枝

条）作为楸树嫁接砧木。取金楸１号楸树接穗（接

穗保留１个饱满上芽，接穗木质部粗度０．８～

１．０ｃｍ）用有效含量５０％的多菌灵５００倍液浸泡

杀菌。清水洗后，于３００ｍｇ·Ｌ
１的６ＢＡ水溶液

中浸泡２ｈ，采用带木质部芽接法在梓树硬枝上

进行嫁接 （嫁接点在距梓树硬枝上端５ｃｍ处），

接穗和砧木的切口对齐后，用嫁接薄膜缠绑结实。

定期检查成活率，及时补接，成活后注意扎破外套

薄膜袋进行透风。嫁接苗整个生长期都要注意及

时去除砧木萌条。

３．２．２　组培育苗　有试验表明，采集春季生长健

壮的半木质化枝条，剪取带有腋芽的茎段作为外

植体，进行培养，诱导率可达到９５％；筛选适宜的

培养基培养后，后期增殖系数可达到３．３，壮苗率

达到７８％，生根率可达９５％。经炼苗后栽植入大

田，苗木生长良好［５］。

３．３　栽培管理

金楸１号楸树在栽培技术上无特殊要求，按

常规造林方法即可。但楸树栽植后缓苗期长，建

议在黄河以南地区秋季造林，可明显缩短缓苗期

和提高造林成活率。造林采取大穴回填土栽植，

嫁接苗应适当深栽，把嫁接部位掩埋于地表之下，

促使苗干萌发自生根。小苗造林后将当年生秋梢

剪除，促其接干旺盛生长。

参考文献：

［１］　毛伟兵，陈发菊，王长兰，等．楸树雄性不育花芽转录组测序

及分析［Ｊ］．林业科学，２０１７，５３（６）：１４１１５０．

［２］　潘庆凯，毛兆兰，郭从俭．豫西两种楸树的变异类型［Ｊ］．林

业科学，１９８０，１６（２）：１５７１６０．

［３］　潘庆凯，康平生，郭明．楸树［Ｍ］．北京：中国林业出版

社，１９９１．

［４］　马庆国，王治军，徐慧敏，等．金丝楸优良无性系遗传多样性

和亲缘关系的ＡＦＬＰ分析［Ｊ］．林业科学研究，２０２０，３３（５）：

１４５１５３．

［５］　李艳敏，王利民，师曼，等．金丝楸组培工厂化育苗技术研

究［Ｊ］．河南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１９，４７（６）：１０１５．

犅狉犲犲犱犻狀犵犪狀犱犆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狅犳犃犖犲狑犆犪狋犪犾狆犪犫狌狀犵犲犻

犞犪狉犻犲狋狔犑犻狀狇犻狌犖狅．１

犇犗犖犌犡犻犪狅狔狌
１，犠犃犖犌犔犻犿犻狀１，犔犗犝犆犺犪狀犵犮犺犲狀犵

１，犌犝犗犕犻狀犵
２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ｅｎ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２．Ｈｅｎａｎ

Ｓａｎｈｅｗａ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Ｘｕｃｈａｎｇ４６１２２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ｅｗ犆犪狋犪犾狆犪犫狌狀犵犲犻ｖａｒｉｅｔｙＪｉｎｑｉｕＮｏ．１，

ｉｔｓ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ｅｒｅｂｒｉｅｆｌ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Ｊｉｎｑｉｕ

Ｎｏ．１ｗａ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犆犪狋犪犾狆犪犫狌狀犵犲犻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ｎｕｒｓｅｒ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犆犪狋犪犾狆犪犫狌狀犵犲犻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ｏｆ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ｆｔｅ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ｒｔｉｎｇｔｈｅ犆犪狋犪犾狆犪犫狌狀犵犲犻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ｓｔａｒｔｅｄｉｎ１９８７，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ｒｅｅｌｅｃｔａｎ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ｃｌｏｎ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ｓｔ，ｔｈ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ｓｉｎｇｌｅｐｌａｎｔｃｌ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ｅｔｙＪｉｎｑｉｕＮｏ．１ｗａ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ｙｅａｒｓｏｆ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ｑｉｕＮｏ．１ｈａ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ｔｓ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ｌｅａｖｅｓａ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ｌａｒｇｅｒ，ｐａｌ

ｍａｔｅｌｙｆｉｖｅｌｏｂｅｄ，ｎｅａｒｌｙｅｑｕａｌｉｎ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ａｎｄｎｅａｒｌｙ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ｏｔｈｅｒｔｙｐｅｓｏｆ犆犪狋犪犾狆犪犫狌狀犵犲犻．Ｉ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０，ｉｔｗａｓ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ｂｙＨｅｎａｎＦｏｒｅｓｔＶａｒｉｅｔｙＡｐ

ｐｒｏｖ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ａｎｄｎａｍｅｄＪｉｎｑｉｕＮｏ．１（ＹｕＳＳＶＣＢ０１９２０２０）．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ＪｉｎｇｑｉｕＮｏ．１；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８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