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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育种研究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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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讨���������年我国���种刊物上发表的林木育种文蔽进行分析
，
探讨林木

育种研究文敲的时间
、

主题和作者所在单位的分布
，
初步总结 了林木育种研究的主

要特点和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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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良种是林木速生丰产优质的物质基础
。

从半个世纪前
，
瑞典人率先培育良种以来

，

进展很快
，
已先后培育了杨树

、

按树
、

松树等树种的无性系或实生良种
，
把森林生长率提高

几成乃至数倍
。

发展林业
，
必须使用良种

，
已逐步成为共识

。

随着林木良种事业的发展
，
林

木育种文献与日俱增
。

林木育种文献是林木育种研究进展的客观反映
。

因此
，
研究文献可以

深入认识林木育种研究的某些规律
。

本文 旨在对我国近�� �来林木育种研究文献的时间
、

专题
、

刊物及作者单位类型进行分

析
，
探求我国林木育种发展的主要特点和现状

。

� 材料与方法

材料取自���������年《中国林业文摘》收录的期刊
，
包括《林业科学》 、 《林业科学研究》 、

各林业院校学报
、

各省地县林业科技及其他相关刊物���种
，

共 ����个条目
。

用又献统计学

方法 〔 ’ 〕统计了林木育种研究文献的数量
、

专题
、

刊载期刊类别和作者所属单位
，
然后进行归

类分析和讨论
。

� 结果与分析

�
�

� 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

各年度的文献量汇总于表 �
。

从表 �可见
，

每年文献量平 均 数 达 到

���
�

�篇
，
说明我国林木育种科研力量雄厚

，

科研成果卓著
。

但这�� � 间变化较大
，
前期

呈上升趋势
，
到����年达到最 高 峰

，

有���

收稿日期
� ����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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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育种文献年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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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
以后呈逐步下降趋势

，
到����年只有���篇

，

为高峰年份的��
�

���
，
����年又略有回升

。

这种变化趋势真实反映了社会经济大潮对林业科研的影响
，
林木育种科研队伍有所削弱

。

�
�

� 研究文献的专题分布

�
�

�
�

� 研 究文献的主要专题 研究文献按内容分为�个专题
。

统计各专题的文献量及 其 所

占百分数汇总于表 �
。

表 �

����� � ����������� �� ����

各专题文献量统计

�� ����������」���� �� ������ ���� ��������

比例�� 专 题 篇 数 比例�� 专 题 篇 数 比例��

‘�，自�﹃书�
‘�材性抗性育种

良手卜繁育

良种推广

合 计

��

���

��

����

�

�
����

月﹃�人

专 题 篇 数

概 述 ��

育种资源 ��

引 种 ����

选 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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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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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育种

无性系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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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可见
，
引种专题文献量占总数的��

�

���
，
选种专题占��

�

���
，

它们和良种繁育
、

无性系育种
、

杂交育种等 �项文献量合计数占总量的 ��
�

���
，

这说明 �� � 间我国林木育种

仍以引
、

选
、 一

育
、

繁等常规育种为墓本方式
。

材性抗性育种和育种资源各占�
�

���和�
�

���
，

说明它们 已得到一定的重视
，

而新技术育种仅是开始
，

其文献量只占�
�

�� �
。

�
�

�
�

� 各主要专题的进展 统计各主要专题在各年度的文献量及其所占的百分数
，
汇 总 于

表 �
。

表 � 各主要专题年度文献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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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可见
，
这�� � 间引种文献量前 �年呈水波状的稳定状态

。

但后 �年极明显下降
，

为前 �年平均数���
�

�篇�的��
�

�。����
�

���
，
说明这个专题的研究因某种原因削弱了

。

选种

专题研究文献量前后基本持平
。

良种繁育和无性系育种专题文献量后期明显多于前期
，
说明

育种成果用于生产
，
转化为生产力的研究得到加强

，

无性系育种这项新事业有了一定程度的

发展
。

杂交育种专题也有大体相似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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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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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种水平逐步提高 引种各细 目的文献量及其所占的百分数汇总于表 �

。

裹 � 引种各项目文献量统计

����� � ���������� ���� �� �� ������������

项 已 篇 妥义 比例�� 项 目 篇 效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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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可见
，
树种水平的文献尽占总效的��

�

���
，
说明以树种为单位仍是现阶段 基 本

引种形式
。

种源试验文献量占�
�

���
，
特别是品种

一

和 无 性 系 引 种 试 验 文 献 量 占总数的

��
�

���
，
说明引种不仅深入到优良种源的选择引进

，
而且直接利用外地外国选育的优良品种

和无性系
，

这将大大提高引种的经济效益
。

弓�种以国外树种为主
，
也有部分国内树种和当地野生乡土树种的驯化

。

在树种中
，
以松

树和按树为主的针阔叶用材树种为主
，
它们的文献量占��

。
�。� ，

其次是经济树种
，
还有少数

竹类引种
。

�
�

�
�

� 选种的层次 按选种各层次的 文 献

量及其百分数统计
，
汇于表 �

。

从表 �可见
，
选种包括种间和种内各个

变异层次
，
其中种源最重要

，
其 文 献 量 占

��
�

��
，
其次是优树选择

。

这体现了优先利

用最大变异层次
，
同时利用各个层次的有利

变异的选择原则
。

在优株选择之后
，
又有家

系和无性系两种选泽朽尼形式
。

经介树种方

面的选种水平较而
，
一般 以品种选育为主

。

衰 � 选种各层次文献量统计

����� � ���������� ������ �� ���������

�������� �� ������

项 目 篇数 比例�� 项 目 篇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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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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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合计

�
�

� 研究文献的作者单位分布

按作者单位所属的系统级别
，

统计其文献量及其所古的百分数
，
汇总表 �

。

表 � 作者所在单位的系统级别文献盆统计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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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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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可见
，
省级林科所为主的科研系统产生的文献量为��

�

��
，

是林木育种科研的主

力军多 林业高等院校为主的学校系统
，
文献量占总数的 ��

�

��
，
他们是林木育种 科 研的 重

要力量， 生产和行政系统的文献量占总数的��
�

��
，

是科研与生产直接结合的有生力量
。

此

外
，

还有非林业系统的单位
，
他们的文献量占�

�

��
。

这说明我因林木育种科研力量是 一 支

多层次多学科的综合科研队伍
。

� 我国林木育种的现状和值得重视的若干问题

纵观���������年这�� � 的林木育种科研文献
，
可认为现阶段我国林木育种基本上仍是

引
、

选
、

育和繁的常规育种
。

诱变育种虽有少量文献
，
但还没有实用成果

。

新技术育种刚起

步
，
但已展现其强大的生命力 � 它的发展

，
将引起林木育种的一场革命

，
即进入按照人们的

需要改造树木的新时代
。

因此
，
应加大研究力度

，
使其在��世纪前期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育种

途径
，
并居世界林木育种前列

。 ’

育种目标还是以生长量或产量为主
，
材性

、

品质和抗性育种

逐步得到加强
，
但仍不能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

，
应尽快把它提到与数量指标并重的地位

，
即

多目标育种
。

林木育种科研力量是一支多层次多学科的综合性队伍
，

但在经济大潮中似有削

弱
，
应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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