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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与地形
、

土壤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是现代森林生态立地分类的理论依据川
。

本项研

究旨在揭示西丰县地形
、

土壤对长白落叶松生长的影响及地形与土壤之间的关系
,

使森林立

地分类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
。

一
、

试验地 自然概况

试验地位于辽宁省西丰县冰位山林场
,

北纬 4 2
“

2 0 ‘一4 2
0

4 0
‘ ,

东经1 2 4
0

4 5
’

一1 2 5
0

1 5 ’
,

长白山南
、

吉林哈达岭向西南延续地带
。

地貌属西丰鸡冠山构造剥蚀低山丘陵小区类型
,

平

均海拔5 00 一 6 00 m
,

最高峰海拔8 70 m
。

属温带大陆性气候
。

春季气温回暖迅速
,

夏季雨量

集中
,

秋霜较早
,

冬季寒冷
,

具有典型的山区气候特征
。

据22 a 观察统计
’) ,

7 月份气温最

高平均为2 3
·

2 ℃
,

极端高温35
·

2 ℃ , 1 月份气温最低
,

平均为 一 17
·

2 ℃
,

极端低温 一 41
·

1℃ ,

年平均气温 4 一 5 ℃
。

平均无霜期 133 d
。

年 平均 降水 量 为 了42
.

6 m m
。

年 平 均 蒸 发量

1 39 0
.

3 m m
。

湿润度大 于 。
。

53
。

本 区气候条件适宜林木生长
。

土壤以暗棕色森林土为主
,

其次为棕色森林土
,

p H 值 6 一 7 ,

土层深厚
,

有机质含量高
,

成土母岩为花岗岩和花岗片

麻岩
,

土壤质地为壤质和砂壤质
,

肥力高
。

本区植被为长白植物区系
,

原生植被
—红松阔叶林早已绝迹

。

现为天然针阔叶混交次

生林和落叶松人工林
。

二
、

研 究 方 法

(一》野外润查

在各种立地类型范围内共设置标准地 10 2块
,

并作详细记载
。

林分调查用角规测树
,

代换

本文于 1 9 8 8年 5 月 1 4 日收到
。

·

本项研究为中国林科院承担国家
‘

七
·

五
”

攻关项目
.

森林立地分类与评价和适地适材的研究
,

内容 之 ~
。

本文承 旅中

国林科院张万播先生审阅
,

特此致谢
。

1) 西丰县气象站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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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地面积不少于 60 0 m
Z ,

林木株数不少于10 0株
。

每木检尺测胸径
,

选测 15 株不同 径 级的

树高
,

测定 5 株优势木
,

伐倒 1 株中等大小的优势木和 1 株平均木做树干 解 析
。

每 块 标准

地内挖一个有代表性的土壤剖面
,

进行常规记载(土层深度
、

土壤质地
、

结构等)
,

野外测定

土壤容重
、

孔隙度
、

田间持水量和采集室内分析样品
。

(二 ) 室内分析

土样取 自剖面 。一 40 c m 处
。

分析项 目
:
有机质 (重铬酸钾法 )

、

全 N (凯氏法)
、

速效N

(碱解
一扩散法 )

、

速效 P (铂锑抗法)
、

速效K (火焰光度法 )
、

交换性 C a
、

M g( 原子吸收法)
、

p H (电位法 )
、

土壤机械组成 (比重计法 U
。

S
.

A 制 )
。

(三 ) 数值统计

选 44 块 30 年生的长白落叶松 (L aT ix of g 己盯is) 人工林
,

用逐步回 归 从地形
、

土壤物理和

土壤化学
、

土体(土层厚
、

A 层厚
、

石砾含量)等因子中筛选出对长白落叶松优势高生长影响

的主导因子
。

用典型相关分析 〔“l研究地形
、

土壤物理因子
、

土壤化学因子
、

土体之间的相互

关系
。

三
、

研 究 结 果

(一 ) 地形
、

土城因 子对林木生长的影晌

地形在生态系列中是最稳定的因子
,

它强烈地影响着局部气候
、

土壤和植被山 , 而土壤

又直接影响林木生长
。

地形和土壤二者谁是主导因子
,

需要经过筛选
。

现用逐步回归法进行

筛选并予汇总(表 1 )
。

裹 1 逐 步 回 归 分 析

变 , 个 数

⋯
变 。 项 ·

{
选 入 变 ,

一一而 - 一

!、后i玉
一

面
、

i 正丁
一

玻去一

蔽
沫在面; ;履酥万

-

石森而下
二下下牙

一一 -

- -
-

- -

一一
一 一

一 一
-

{二些堕竺哩暨述竺里竺二燮竺一一一一
一

一{
一

理些竺生卫竺一一
一

~

” ⋯地形一
土城物理因子‘同上 ), 土城化学 (有机质

,

速 效 ”
、

凡 ‘亡
{
“ = 。

·

81

} 换性 M g ,
l止翌竺竺遗巴一一一

从表 1 看到
,

逐步回归从地形
、

土体
、

土壤物理及土壤化学诸因子中
,

筛选 出田间持水

量和容重为影响落叶松生
一

长的主导因子
,

而这两个因子与土壤的质地
、

结构有关
。

野外观察

认为长白落叶松一般在质地疏松的壤质土上生长良好
,

可见
,

田间持水量和容重对林木生长

起着主导作用
。

水
、

气
、

热是土壤肥力因素
,

是林木生长的重要条件
。

田 间持水量是土壤 水 的 重 要指

标
,

是土壤有效水的最大值
,

它决定了林木从土壤中吸收水分的多少
,
容重在一定条件下反

映了土壤透气性的大小
,

只有适宜的土壤容重
,

树木根际透气性好
,

扎根性也好
。

田间持水量

与容重均受土壤质地
、

有机质和土壤结构的影响
,

二者相互制约
,

相互联系
。

经 1 02 块标准地的测量与统计
,

对于田 间持水量较大 (> 40 % )
、

容重适中(1
.

1一 1
.

25 )的

标准地
,

质地多数为粉壤质
,

并富含有机质
。

这样土壤上的落叶松生长一定良好
。

因此田 间

持水量
、

容重对林木生长起着主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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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地形和土玻的相互关系

地形和土壤关系非常密切I’1
,

我们用简单
、

直观的地形因子
,

通过典范相关分析来判定

土壤性质
。

五种典范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

再用 B ar tl et t方法检验 [z1 各因子之间关系
。

表 2 典 范 相 夭 分 析

典范相关与典范变量 }第一个典范相关系数 第 一 对 典 范 变 量 变 及 说 明

地形 与土壤物理性质 摊z = 2
.

3 3 9 6
.

g : 坡 向
,
夕: 坡度

,
9 3坡位心 ; 海拔

,

劣 : 田 间持水盈
, 二 : 容 重

, 二, 孔凉

度
,

为枯粒重

地 形 与 土 体 月 i = 0
.

60 4 6 .

“ i = 2
.

9 22 1 劣 i 一 0
.

8 6 8 9 劣 2

+ 0
.

5 6 0 0 x 3 + 0
.

4 6 9 6 , 。

v i = 一 0
.

7 7 0 8 夕i 一 0
.

1 2 3 8 9 2

+ 0
.

0 6 8 2 夕3 一 0
.

0 0 2 9 9 -

u i = 0
.

5 0 9 8 x i + 0
.

6 9 0 4 劣名

一 0
.

42 2 1 公 ,

。 i = 0
.

5 4 9 2 夕i + 0
.

5 2 6 7 9 :

一 0
.

2 3 9 3 9 3 + 0
.

0 4 3 4 夕
-

劣 , 土厚
, x ZA 层厚

, x 3 石砾

地形与土集化学性质 方
, 一 1

.

1 7 : 3
*

u i 二 1
.

6 34 5 x i 一 0
.

1 19 0 x 2

一 0
.

5 0 6 9 劣 3 + 0
.

0 6 5 8 x -

v i = 一 0
.

8 1 9 2 9 1 一 0
·

1 6 0 9 y 二

+ 0
.

1 9 0 3 夕3 一 0
.

0 7 4 5 夕4

x l
有机质

, 二 : 速 p
, 二3

速k
,

为

代换性M g

土体与土城物理性质 效 i = 0
.

6 5 4 1
*

i = 0 , 8 2 0 9 劣i + o
·

6 3 1 6 另 :

+ 0
。

3 4 1 8 劣3

i = 一 0
.

7 5 i s k i 一 o
.

z 5 2 2 k :

+ 0
.

3 7 , i 吞3 + o
.

lo 7 s k 4

k l 田间持水盆
,

气容重
,
h : 孔 玻

度
,

k. 粘粒重
, 劣 , 土厚

, 劣 : A 层厚
,

公3 石砾

土 坟 物 理性质

与土城化学性质

方
: = 1

.

5 5 3 4
.

i = 1
.

6 3 3 0 x i 一 0
.

4 4 1 5 二 :

一 0
.

2 7 1 7 , , 一 0
.

1 0 8 7 牛
。

i = 0
.

9 17 2 夕i 一 0
.

3 00 7 9 2

一 0
.

0 5 0 5 9 3 一 0
.

0 16 7 y -

二 , 田 间持水量心 , 有机质
,

为容

重
,

功速p
,

为孔原度
,
y : 速 k

, 劣‘枯

粒重
,
夕4代换性M g

.

表示相关显著(出现任何值都无 约束
,

包括大于 1 )
。

1
.

地形与土壤物理性质的关 系 这两个因子的第一典型相关系数为 2
.

3 3 9 6
,

经检验 [z]

是显著的
,

说明这两个因子关系密切
。

在第一对典范变量土壤物理性质中
,

田间持水量数值最

大 (2
.

9 22 1 ) ;地形因子中坡向数值最大(。
.

77 0 8)
,

这说明田间持水量受坡向影响
。

2
.

地形与土体的关 系 第一典范相关系数显著
,

说明两者关系密切
。

土体中腐殖质层厚

度一项数值大 (。
.

6 90 4 )
,

地形中坡向数值大(。
.

5 49 2 )
,

说明腐殖质层厚度与坡向密切相关
。

3
。

地形与土壤化学性质的关 系 第一典范相关系数显著
,

两者关系密切
。

在第一典范变

量土壤化学性质中
,

有机质数值大(1
.

63 4 5)
,

地形中坡向数值大(0
.

81 9 2)
,

可见 有机质含

量与坡向关系密切
。

4
.

土体与土壤物理性质的关 系 第一典范系数显著
,

两者紧密相关
。

第一典范变量中
,

土体中土厚系数大 (0
.

82 0 9 )
,

土壤物理性质中田 间持水量数值大(0
.

7 51 5 )
,

说明两个因子间

关系密切
。

5
.

土攘物理性质与化学性质的关 系 第一典范相关系数显著
,

两者紧密相关
。

在第一典

范变量土壤物理性质因子中有机质数值大(。
.

9 1 7 2 )
,

说明有机质影响 田间持水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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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论和讨论

对于西丰县复杂的地形与土壤因子数值分析
,

确认影响长白落叶松生长的主导因子为田

间持水量和容重
,

典范相关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

两者均受坡向影响
。

坡向在辽宁东部山区

作用比较明显
,

它可使水
、

肥
、

气
、

热再分配
,

与落叶松生长关系密 切
。

由于土 壤 物 理 因

子
、

土壤化学 因子野外测定较为困难
,

因此可利用地形这项直观因子
,

判定它们的性质
;
利

用坡向与其它多种因素的组合
,

从航空照片或地形图上直观地进行森林立地分类
,

使立地类

型落实到山头地块
,

从而保证林业生产的现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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