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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防浪林新种筛选培育推广性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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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观察和参试树种为旱柳、阿根廷柳、苏柳172、苏柳194、苏柳333。旱柳和阿根廷柳为观察比较树种，没有进

行定量培育。 苏柳172的参试面积为9.58hm2，苏柳194为1.69hm2，苏柳333为0.71hm2。育苗地分别位于怀远县涡

齐段淮北大堤内侧、颍上县城郊段颍河右堤内侧、阜阳县魏沟段颍河左堤内侧、寿县老河卡段淠河右堤内侧、加

山泊岗引河堆土区。 各苗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施肥、灌溉、除草、防治病虫害等工作。得到如下试验结论： (1)

试验将适合于营造淮河防浪林的乡土树种——旱柳，与引进的阿根廷柳、新培育的苏柳3个品种进行比较，国内未

见报道，可谓首次，试验设计基本合理，测值可信。 (2)试验以定向培育和观察研究相结合，以理论为基础，参

考历史营林经验，将旱柳和 阿根廷柳放在最适合其生长的立地条件上培育，并把苏柳系列分散在不同的立地条件

培 育比较，从而使试验结论更趋近于共同水平。 (3)试验达到了筛选防浪林品种的目的。从综合分析来看，旱

柳、苏柳172和苏柳194为优选树种。旱柳由于生长多年，遗传品质变劣，抗病性减弱，因此可以有控制地发展；

苏柳172和苏柳194苗期表现出较强的杂交优势，生长迅速，干形通直，树冠饱满，近期可以有计划地大力发展；

苏柳333和阿根廷柳应予淘汰。 (4)试验为苏柳172和苏柳194在沿淮推广提供了合适的育苗密度，从阜阳、寿县、

加山3个苗圃的综合情况看，育苗密度以株距40cm、行距60c为最佳，据实测在此株距、行距条件下，最大地径达

3.31cm，最大苗高达4.Om。 (5)试验达到了降低造林成本的目的，经济效益可观。即使不考虑留床苗木的价值，

等级苗出圃后一年不仅全部回收成本(机械折旧一年计入)，而且可产生较大利润，从而得出营造防浪林应以自育

速生苗木为主的结论，既不能外购苗木，也不能培育缓生苗木，否则都会加大造林成本，降低效益。自育速生苗

木不仅经济效益可观，同时克服了长途调运苗木而造成苗木失水、损伤等问题，还可为提高造林成活率创造前期

条件。 (6)试验表明，在淮河流域苏柳系列苗木苗期生长虫害是严重的，必须适时地采取化防和机械防治，从圃

地土壤处理着手，抓住低龄虫防治关键，选择适当的化学药物进行防治，该试验为防治这些害虫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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