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 卷 第1 期

1 9 8 9 年 2 月

林业科学研究
F O R E S T R E S E A R C H

V o l
.

2 ,

南
.

1

Fe b
。 ,

1 9 8 9

海 南 岛尖 峰 岭 热带 林 凋 落 叶

分 解 过 程 的 研 究
‘

卢俊培 刘其汉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 所 )

摘要 本项研究采用尼龙网袋和 网革法对尖峰岭热带丰落叶季雨林和 热带 山地

雨林凋落叶的分解过程进行对比观测
,

结果表明
,

两年凋 落叶的分解失重率依次为

92
.

27 %
、

78
.

01 % (网袋法)和 99
.

08 %
、

95
.

41 % (网罩法 )
,

凋落叶 的 分解速度 网革

法略快于 网袋法
。

半落叶季雨林凋 落叶 的分解比山地雨林的快
,

腐解率K 值前者为

2
。

1 7 2 (革)和1
。

5 9 6 (袋)
,
后者为 1

.

5 7 8和0
。

8 3 6 ,

完全分解所需的理论时间约为 z a

和 6 a
。

在凋落叶分解过程中
,

元素的迁移序列各有异同
,

其中半落叶季雨林为
:

K > C a > N a > M g > N > C > P> A I> Fe > Si , 山地雨 林为 : K > Ca > M g > N a > C

N > P > A I> 5 1> Fe
。

关趁词 热带林 , 网袋法 , 网革法 , 凋 落叶分解失重 , 元素迁移

森林调落物的分解
,

是森林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及林地土壤养分输入的重要过程和途径
。

研究其自然状态下分解过程的特点和效果
,

对热带林生态系统的结构
、

功能
、

经营管理以及

对人工林的营造和管理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参考价值
。

为此
,

本项研究选择了两类

热带天然林
,

应用网袋和网罩法
,

观测凋落叶的分解及其成分变化
。

现总结如后
。

一
、

研 究 方 法

本项研究的观测场地
,

一为褐色砖红壤上的半落叶季雨林
,

海拔2 00 m , 另一为砖红 壤

性黄壤上的山地雨林
,

海拔8 5 o m
。

样地概况已有介绍 [ ’] ,

本文从略
。

观测研究方法如下
。

(一) 试样收绍

1 9 8 4年 2 一 3 月
,

在热林站后山的半落叶季雨林及尖峰岭五分区的山地雨林内分别多点

收集新凋落的叶片 2 一 3 k g
,

风千后取平均样装入事先称重的尼 龙 网 袋 (或 纸 袋 ) 中
,

在

1 / 1 0 0大天平上称重
,

每袋样重约3 0一40 9 (网罩法约50 一60 9 )
,

同时另取样测含水率和 基

准分析样
。

试验用尼龙网袋
、

罩是用孔径约 1 一 2 m m 的尼龙纱缝制的
,

其规格分别为 肠 X 25 c m

和 4 0 x 3 0 x 2 5 e m
,

罩用铁线作框架
。

本文于 1 9 88年 ‘月22 日收到
。

.

本项工作为原中国科学 院科学基金会资助项目内容之一 林月娟
、

刘京
、

吴仲民参加部分观测 或计算
,

化学 分析内
丰所分析室完成

,

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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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试脸设 , 与回收

根据不同坡向
、

坡位和林分密度
,

随机设 4 次重复
。

清除地表枯枝落叶
,

使试样直接与

土壤接触
。

袋用钉固定
,

罩脚插入土中
。

每次重复各放 8 份试样
,

供 Z a 观测
。

每年 2
、

5
、

8
、

n 月各回收一份
,

清净
,

烘 至

恒重 (70 ℃ )
。

将 4 次重复的回收样分别混合
,

粉碎过 1 m m 筛
,

备作化学分析
。

另 设一 除

去 A
。

层
、

不放试样的取土对照点
。

在每次回收残留试样时
,

钻取表土 10 c m 作化学分析
,

以探寻凋落物分解与土 壤养分输

入的关系
。

(三) 分析项目及方法

灰分
: 5 50 ℃干灰化

,

重量法

N : 双氧水一硫酸消化
,

蒸馏法

C : 重铬酸钾一硫酸氧化湿烧法

P :
同氮待测液

, l , 2 , 4 一
氨基蔡酚磺酸比色法

Si :
硝酸一硫酸一高氯酸湿灰化(下同 )

,

重量法

A l: 湿灰化脱硅滤液
,

铝试剂显色比色法

Fe . 湿灰化脱硅滤液
,

邻啡哆琳比色法

C a
、

M g : 湿灰化脱硅滤液
,

E D T A 客量法

K
、

N a : 湿灰化脱硅滤液
,

火焰光度法

二
、

结 果 与 分 析

(一) 方法 比较

在凋落物分解速率的野外研究中
,

所用网孔规格不一
,

形成的小环境 (主要是温度 和 湿

度)有异
,

网孔愈小
,

差异愈大
,

且妨碍小动物的破碎活动I‘〕。 为使研究手段尽量反映 野 外

条件
,

以获得接近 自然状态的结果
,

我们同时采用网袋和网罩法
。

结果表明
,

凋落叶分解失

重的速度
,

任何时段都是网罩法快于网袋法
,

经 t 检验
,

在分解中期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

其余时期差异不显著 (表 1 )
。

如果技不同植被类型分别统计 t 值
,

则山地雨林内 两 种 方 法

所测失重率的差异
,

多数时段可达显著和极显著水平
,

半落叶季雨林仅偶有显著差异
。

这就

说明网袋的隔离作用及其形成的小环境限制了土坡动物
、

微生物的活动
,

从而使凋落物的分

解速度减缓
。

同时也可见
,

不容易分解的山地雨林凋落物及其所处温度较低的环境
,

这种方

法上的差异更大
,

方法选择的意义就更重要
。

凋落物的分解失重与分解期的关系
,

大致呈非线性正相关
。

随方法不同
,

其回归值和相

关的程度也不同
,

方法之间的最大差异约 10 %
,

主要出现在放样后第10 一 15 个 月 (图 l a )
,

表 1 所列平均值增值的变化趋势也反映了这一点
。

(二) 不同植被类坦的抽落叶分娜

供试场地分属于两个不 同的生物一气候垂直带
,

立地条件及凋落叶的组成都相差甚大
,

凋落物的分解速度 自然迥异
。

如不考虑网袋法与网罩法之间的差异
,

对两种植被类型凋落叶

的分解速度
,

可做如下祖略评沽
:
分解时期与失重串的变化符合下列图式 (图 l b )

,

失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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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不同方法的失, 率(% )及 t 检验

一⋯
;

汁介口介一

一公华牛to
.
。‘ = 2

.

2 2 8 一 2
。

1 4 5 t o
.

o i = 3
.

16 9 一 2
‘

9 7 7

二 极显著
,

t > t。
.

。: 。

随分解时间延长而递增
,

其速度减缓
,

半落叶季雨林明显快于山地雨林
,

尤以第一年的差异

为大
,

经 t 检验
,

可达极显著水平
。

半落叶季雨林凋落叶经分解一年
,

失 重85 %
,

两 年 失

重95 %
,

山地雨林为65 %和87 %
,

完全分解所需要的时间后者 比前者长
。

植被类型之间 分解

速度的差异远比方法之间的差异大
。

按 x/ x 。二 。一 “,

模 式 (0 招。n , 1 9 63 )
,

并经回归分析结果
,

不同植被类型的凋落物以及不同的处理方法
,

其腐解率和全部分 解 所 需 的时 间
,

差 异极

显著 (表 2 )
。

半落叶季雨林的腐解率大于山地雨林
,

网罩法的腐解率大于网袋法
。

理论分解

期
,

半落叶季雨林只需 2 一 3 a ,

山地雨林则需 3 一 6 a ,
K 值在 1 一2

.

2之间
。

这与O iso n

(1 9 6 3 )和 Jor da n (1 9 8 5 )对一些热带地区的估计接近
,

遵循温度和水分的全球性格 局
,

具 有

高的分解速率 [s, 。J
。

在本项 研究中
,

这种规律同样反映在
“

K
”

值的垂直带差异上
。

为 (网狡法 )
二 , 乙 . , . ‘。-

r 二 ~ 0
一

76 7 1 . 二 6 5
Bo r”

y :
(山地百林 )

二 z O7
.

2 12 e , , .

r 二 一 0
。

8 5 0 6 ” . 6 9

李.
(网革 法)

, , 含一 , o了。
一

: .

。
�次�赞暇盛

护口

⋯

卜.,..彼‘卜.内兮0内一.甘,
‘
口

幼的韵
�%)�份谈妞

0
.

5 1 。 0 1
。 5 今 o

时间( a )

a .

不同方法比较《不计类垫 )

0
.

5 玉
. 0 1

。

5 葱二石

时间 ( a )

b
.

不同植被类型比较 (不计方法 )

阳 1 翻落叶分解过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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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残 留 量 回 归 分 析

一一一补⋯曰⋯
¹ 为理论分解期 ( a )

,

此时残留置约 1 %
。

F > F 二 。: (”
.

25 ) 。

如以日失重率计
,

则更可反映前述差异
。

这些差异除与凋落叶的种类及质地组成不同有

关外
,

还与所处环境条件如气温
、

空气湿度
、

土壤微生物及土壤湿润状况等有关(表 3 ) 。 从

所列数据可粗略地反映环境因子与失重率间一致的相互关系
。

一定的湿度
,

较高的温度和较

多的真菌
,

都有利于纤维素的分解
, 低温和过湿则不利于凋落物分解

,

失重率相应较低
。

半

落叶季雨林多豆目植物和纸质叶
,

与前者相符
,

山地雨林多革质叶
,

与后者一致
。

表 3 凋 落 叶 日 失 重 率 及 环 境 条 件

阵一一竺一
一巡一一牛

一 一

叭
.

_

.

项 目

⋯ i , 吕些生二一 {
—一巴华, 一 {王哩兰 )年平均

—
一一-

一
一

少 星土二肆望华里丰1 二}二二其兰三
.

阵二}一
二

}日 失 重 } 网 袋 法 } ”
·

439 1 “
·

”7 2 { ”
·

”12 } ”
·

“11
{ ”

·

20 7 } “
·

17 5 }
”

·

149 { ”
·

129 }
“

·

”4 9

l (% ) l 网 罩 法 ] 0
.

6 0 3 1 0
.

连9 5 { 0
.

544 1 0
.

26 8 { 0
.

20 5 1 0
·

18 4 1 0
·

158 1 0
·

139 1 0
·

2 9 0

半落叶 卜
~

一

卜
- -

~
一

一
书—

一
.

卜
一一+一

~

一一一
- -

居—
一十—一行一了一卜

~

下万
一

⋯ ⋯气温
(℃ ,
⋯
“6

·

3
⋯
“6

·

9
1
“6

·

2
}“4

·

9 }
“7

·

7
⋯
“5

·

5
⋯
“5

·

4
⋯

2 4
·

7
⋯

“4
·

‘

季雨林 }环境条件 ⋯湿度 ‘% ,
⋯
7 5

⋯
7 8

⋯
“0 1“1 1“1 }“1 }

8 2
}
8 1

}
“2 _

_

} 1
_ _ .

1 } } _ } { } ! } { 1 2
.

5 1

一日
一

一卫 {i {i理1 11些巴兰土二兰件一仁
一
丰一共‘!一全i里生

4日 失 重 ) 网 袋 法 1
“

·

18 8 }
”

·

19 6
⋯
“

·

17 6
⋯
“

·

134 } ”
·

137 } ”
·

’43 } ”
·

1 23 1
“

·

10 8 1
”

·

1 5 1

l (% ) { 网 罩 法 { 0
.

318 1 0
.

314 { 0
.

246 1 0
.

224 } 0
.

19 7 { 0
.

16 7 ! 0
·

15 3 1 0
·

136 1 0
·

2 19

山 地 一

——
共一

—
——

—
—

卜
~

一十尸丁万一

⋯ { 气温 ‘刀 ’ ⋯
“。

·

8
⋯
“1

·

7
⋯
“0

·

9 1’9
·

7 {’9
·

8 1“0
·

2
⋯
“0

·

2
1
’9

·

4
⋯

1 9
·

5

雨 林 ⋯环境条件 1 湿度 ( % , }
“5

⋯
8 7 }“

8
}“9 {“9 1“9 }

“9
1
“9

⋯
吕,

} }
_

_
_ .

。

1 { }
_ _ _ } 1 { } ! { 了

.

1 9

{
:

⋯
微 生 物 {

2

{仲⋯
。.3 ‘

⋯
。

⋯梦⋯ 1 ⋯ { } 卜
2. ”

注 . 温湿度系根据本所及天池气象站资料整理的各时段月平均值 , 微生物指表土微生物总数中真菌和放 线 菌 的 百 分
。

率
,

根据康丽华
‘

利群19 8 3年 5 、 9 、 12 月观测资料整理 。

(三 ) 凋落叶分解过程中的元紊归还

森林凋落物的分解
、

迁移是生态环境与森林植物共同影响下的复杂的生物地 球 化学过

程
,

化学元素的迁移特征
,

体现了物质循环的特点和植物再利用效率
净

同的元素
、

不同的

植被类型以及不同的时段
,

这种过程是不同的
。

一八 一

1. 不同元素的迁移分类 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凋落叶分解过程中元素的残留量进 行分
类如图 2 ,

在距离系数0 .

38 以下
,

可分为 2一 3 组
,

两植被类型略异
,

如将半落叶季雨林的

分类指标缩小到o ·

24
,

则两类植被类型的元素迁移性质更相似
。

’

Si , A革为一组
, X

、

P
、

N a

为另一组
, K 、 Ca 为一组或各为一组

,
这反映了各种元素在植物叶组织中不同的存在形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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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

从距离阵 (表 4 )中亦可见迁移过程中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多样的
,

Si
、

A l的迁移与

其它元素的关系最疏远
,

两植被类型中N
、

P
、

K
、

Ca 之间的变化较大
,

其余元素之间的距

离趋势很相近
。

衰 4 元 素 迁 移 残 留 率 距 离 阵
-

望匕一兰匕二口口兰土
-

到
-

到二到止二兰
⋯ U {

n
_

00a
7 :

{
。

⋯ ⋯ ⋯ { {

—
一

~

—上
~

全匕
一

口兰竺土全望生星竺到望巴些土全竺型土坚i竺匕二一

{ 琴 ⋯
。

.

二
。。

}
。

} { ⋯ 1 ⋯

j A , l 。
·

“‘8 1
0

·

‘, “。
!
。

·

7 8 , 2

}
。

·

‘“‘0
1
“

·

“3“ }
0

·

, 5‘“
}

。

山地雨林

级0. 芍

喊

备0.4

N尸N a( ) K S iA l N a P N S ;
一

气IC 二
K

图 2 凋落叶分解元素迁移聚类

2
。

不同元素的迁移特征 凋落叶的元素组 成 及

其含量
,

因植物种类而异
,

从而影响其分解速度及元

素的迁移与释放速度
。

本试验所观察到的分解结果
,

对比其起始含量 (表 5 ) 可见
,

凋落叶中C 素含量 及

C / N 率愈低
,

分解失重及元素释放
、

迁移率就愈高
。

矿质元素含量丰富
,

并不意味着需要更长 的 分 解 过

程
,

恰恰相反
,

矿质元素含量高和 C / N 率较低的
,

更

有利于微生物的营养并加速有机质的矿化
、

迁移
,

所

以半落叶季雨林凋落叶各种元素的迁移率都比山地雨

林高
。

在聚类分析基础上
,

对各组元素所作的回归分析

结果说明
,

在凋落物分解过程中
,

元素的残留量与分

解期均呈极显著对数指数负相关(图 3 )
,

各组曲线的回归系数都是半落叶季雨林大于山地雨

林
,

亦即前者的元素迁移率大
,

后者的迁移率小
。

衰 S 凋 落 叶 的 化 学 组 成
(单位 : % )

JJJJJ r , 、、、

幻幻幻 帆 万万 八八

一一一一一

C / N

1
.

5 6 1

0
。

77 2

Q
。

3 6 0

0
.

2 1 5

1
。

84 9

1
。

60 6

0
.

2 4 2

0
.

17 8

0
。

0 8 7

0
。

0 4 8

4 2
.

2 1 0

5 0
.

3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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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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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4吕

夕:

(万
.

p
、

介
、

e a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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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 可见
,

无论那一种植被类型
,

都是K

的残留量最 少
,

si
、

A I最高
,

N
、

P
、

N a次之
,

C a 的迁移略有不同
,

在山地雨林内
,

其迁 移 速

度与K 相似
,

在半落叶季雨林内则略缓于 N
、

P
、

N a 。

根据最后一次回收样 (观测期 Z a ) 的分析

结果
,

按元素的残留率计
,

不同植被类型的迁移

组合如下
:

半落叶季 雨 林
: K (0

.

2 1 )> Ca (o
。

一7 )> N a

(0
.

3 7 ) ) M g (0
.

4 9 ) ) N (0
.

6 2 ) > C (0
。

7 7 ) >

P (0
.

8 4 ) > A I(1
。

6 9 ) > Fe (2
.

2 4 ) ) 5 1(4
。

0 8 )
。

山地雨林 : K (1
.

6 7 )> C a (3
.

5 1 )) M g (4
.

1 4 )

> N a (5
.

5 4 ) > C (6
.

0 3 ) ) N (6
.

3 0 ) ) P (9
.

5 7 )

> A I(1 1
.

0 9 ) > 5 1(1 7
。

2 5 )> Fe (3 1
.

4 2 )
。

在以上两组迁移序列中
,

总的趋势仍是 K
、

Ca 迁移最快
,

A I
、

si
、

Fe 最慢
,

P 的迁移率也

较低
,

这与沙捞越低地雨林和马来西亚西部龙脑

香林凋落叶分解的研究【一’l相 似
,

与国内在温带

的某些研究略有不同 12 ] ,

都反映 了同类元素迁移

特征的某些共性和不同地区不同植物的差异性
。

两组迁移序列的迁移率相差 4 一20 倍
,

半落叶季

雨林明显大于山 地 雨 林
,

C a的差异最大
,

Si 最

小
,

K
、

N a
、

Fe 等的差异也较大
。

有趣的是图 3 中N
、

P
、

N a组的迁移过程与

凋落叶的 失 重过程完全一致
,

两条曲线十 分贴

近
,

说明这三种元素主要是通过有机物腐解时矿

化释放的
,

反映了这些元素是叶细胞的主要成分

的特点
。

而 K 元素在植物叶片中主要以离子形态

存在的
,

因淋洗作用而迁移
,

可以先于调落叶腐

解而淋失
,

迁移率最大
。

Ca 在植物体中以 离子

态
、

有机
、

无机盐类以及有机络合物的形态存在
,

的知s0即10

�次)粉妞候书叹

O
,

5 1 。 0 1 。 5

半落叶季雨林夸
.

丽面

八次�德妞傲鹅阅

一、之冬派讯
:

六一
.

贡r 一丫了一一
市下而而

山地雨休

确 落叶分 解过程中 j‘素迁侈Ut式

其释放
、

迁移速度变化较快
,

对淋溶作用较有利的山 地 雨 林
,

Ca 与 K 相似
,

迁移率大于叶

失重率
,

半落叶季雨林则略小于叶失重率
。

si 常 以 硅 酸盐和氧化物的形态存在于较难分解

的部位 (如叶柄
、

叶脉 )
,

其释放迁移势必小于叶腐解
,

因而迁移率最小
。

可见
,

元素的存在

形态不同
,

其迁移机理和迁移速率各异
。

凋落物分解过程中的 p H 值变化十分明显
,

与前述腐解和元素迁移过程密切相关
,

互为

因果
。

半落叶季雨林调落叶的 p H 值为5
.

88
,

在两年分解过程中
,

p H 值增至5
.

弱 士 0
.

38
,

观 测 结 束 时增至6
.

34
,

体现了弱淋溶条件下弱酸性的分解过程
。

山地雨林凋落叶的 p H 值

为4
.

81
,

分解期降至 4
.

拐士 。
.

22
,

分解两年后剩余物的 p H 值为 4
。

08
,

酸度上 升。
.

8
,

反 映



1 期 卢俊培等
:
海南岛尖峰岭热带林凋落叶分解过程的研究

了较强淋溶条件下的酸性分解与淋洗过程
。

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作用
,

反映了两类不同植物组成

及山地气候垂直带的差异
,

与两类土壤(褐色砖红壤及砖红壤性黄壤)的p H 值特性完全一致
。

3
.

凋 落物的分解与土攘培肥 凋落物分解后的元素归还与植物吸收和水分淋洗过 程是

同步进行的复杂过程
,

为探索凋落物分解释放的元素与下垫表土之间的关系
,

及其对土壤养

分补充的效果
,

我们在每次回收试样时
,

都同时钻取样袋下和对照点 (无 A
。

层 覆盖
,

加罩)

o 一10 c m 表土
,

分析养分含量
。

结果表明
,

分解过程的不同阶段
,

土壤中的养分含量与凋

落叶的养分迁移量之间
,

以及不同时段 的土壤养分
,

都没有一定规律的变化
。

如以试验始末

的养分含量之差 (表 6 )来反映凋落物分解对土壤的培肥效果
,

或借以了解归还元素的地球化

学途径
,

则可以粗略判断
:
半落叶季雨林凋落物的分解产物在表土中淋洗迁移和吸收利用比

土体吸附贮存少
,

试验始末的差值多为正值
,

只有K
、

M g 相
谈

反
。

山地雨林以淋洗和吸收为

主
,

试验始末的差值多为负值
,

只有 N 素是贮存多于输出
。

也就是说前者的生物 化学 循 环

强
,

培肥效率高
,

后者的地质化学循环强
,

培肥效率不如前者
。

这个差异与两类型所处的淋

溶条件差异一致
。

表 6 表 土 养 分 含 里 差 值 比 较 (单位
: % )

三业口二止一翌续州二斗二)三止万
1 放样后 ”个月 ‘A )

{
”

·

0 1 2

{
”

·

0 0通

{
7

·

1 1 7
1

一 ”
·

3 4 0

⋯
一 ”

·

1 2 ‘

牛 落叶李雨林 1 放样后两年 ( B ) } ”
·

。1 5 } ”
·

0 5 4 } 1
·

1 5 4 } ”
·

7 6 5 }
一 ”

·

3 4 7

—
}共华华, , 一

缨
{

一
卜竺翌生汗三坐一 生竺竺

~

} 放样后 3 个月 (A ) }
一 ”

·

0 10 ! ”
·

0 9 8 { “
·

2 8 7 {
一 “

·

0 , 8
{

一 “
·

0 2 8

山 地 雨 林 { 放样后两年‘B ,
1

”
·

。02
⋯

一 。
·

1 7 2
{

一 ”
·

‘1 7
1

一 “
·

。5 5
」

一 。
·

。3 0

l
:

”一A j 。
·

。, 2 }
一 。

·

, 7。

卜
。

·

‘。‘ i
一 。

·

。2 ‘ }
.

一 。
·

。。2

注 : 表列数值为网
、

罩样下表土中的元素含量减去对照点的含盈
。

三
、

结 语

根据两年野外试验结果
,

海南岛尖锋岭热带林凋落叶的分解速度
,

随植被一气候类型而

异
,

高温半干旱的半落叶季雨林
,

其凋落叶的腐解率为 1
.

5 78 一2
.

17 2
,

理论分解期 (残 留 1 %

为限)为 2 一2
.

s a ,

湿润而较低温的山地雨林依次为。
.

8 36 一 1
.

59 7和2
.

9一 5
.

5 a ,

前者比后

者分解周转快 1 一 2 倍
。

调落叶的分解及元素释放过程
,

均与对数指数方程相吻合
,

相关极显著
。

凋落叶分解释放的元素迁移序列
,

半落叶季 雨 林 为
: K > Ca > N a > M g > N > C> P >

A I> Fe > si , 山地雨林为
: K > Ca > M g > N a > C > N > P> A l> Si > Fe

。

聚 类 及回归分析

结果
,

N
、

P
、

N a 的迁移率相近
,

并与叶腐解同步 , K (Ca )先于叶腐解 ; Si
、

A I同组
,

迟缓

于叶腐解
。

半落叶季雨林凋落叶养分归还效应强于山地雨林
。

前者的分解过程呈弱酸性
,

后

者呈酸性
。

在野外采用尼龙纱罩法
,

对凋落叶的分解过程进行研究可以得到更接近自然 状 况 的结

果
,

土壤中动物翻动泥土所造成的千扰较少
,

误差较小
,
分解速度快于网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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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Ca > N a > M g > N > C > P> Al > Fe > Si

K ) C a ) M g > N a ) C> N > P> A l) 5 1>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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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娜断么
示班钾嘛肠

;

断
;今布也分断

足钾趁林* 示翻示台布色希也冰也沛妞泞也冰嘛
德冰妞娜妞沛妞冰妞琢也冰毯冰心积场翻训蹄妞肆德示么护绷碑杯么侧与洲蹄

“

澳大利亚阔叶树种在中国的栽培与

利用国际研讨会
”

在广州召开

由澳大利亚农业研究中心 (A cI A R )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
“

澳大利亚阔叶树

种在中国的栽培与利用
”

国际研究会于 1 9 8 8年10 月 3 一 6 日在广州市召开
。

来自中国
、

澳大利

亚
、

肯尼亚
、

津巴布韦
、

泰国和 日本等国的近80 名林业科学家出席了会议
。

农研中心主席 J.

R
.

M c w ill ia m 主持开幕式
,

中国林科院院长刘于鹤作题为
“

我国森林资源现状及澳大利亚

阔叶树在我国南方人工造林中的应用和前景
”

的报告
。

中外专家宣读论文22 篇
,

内容涉及澳大

利亚阔叶树种 (按
、

相思
、

木麻黄
、

黑荆树等 )的选择
、

种源
、

丰产栽培
、

固氮
、

综合利用以及

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与策略等
。

反映了我国林业科技工作者多年来的研究已达到一定水平
,

对

澳大利亚阔叶树在其它国家的栽培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

10 月 6 日
,

部分代表赴海南省琼海县
、

临高县
、

尖峰岭等科研
、

生产基地进行了考察
。

这次会议对进一步发展中澳合作
,

争取国际援助
,

促进我国林业科研和生产发展有 重要意

义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外. 处 黄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