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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梓幼林生长与立地因子的关系
’

谭 天 泳 黄 镜 光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大青山 实验局 )

摘要 试验和调查研 究表明
: 北纬23

0

3。‘ 以 南为石 梓适生地 区
,

其年平均 气温

2 0
.

5一 2 4
.

5 ℃
,

极端最低温 > 一 1
.

5 ℃
,

年降水量 1 2 0 0一2 2 0 0 m m
。

适宜的 生境

为地形开阔
、

阳光充足的静风环境(旬平均风速 < Z m / s)
。

要求土攘硫松
、

表层有机

质> 2 %
,

全氮> 0
.

1 %
,

速 效碑 > O
。

25 m g / 1 0 0 9 土
,

p H 伍 4
.

5一 6
.

9 ,

土 攘含

水率 10 二2 4 %
。

不 同植被类型和不 同坡位上的石 梓幼林生长差异达显著水平
。

经 相

关分析
,

在一定范围内
,

石梓 的生长与土攘 p H 位
、

水分
、

养分(N
、

P) 的 关 系分

别成显 著和极显著的直线
、

幕函数
、

指数函数和 S 型 曲线正 相关
。

其中与速效礴的关

系更密切
。

关越词 石梓 , 立地因子

石梓 (‘二。ll’: a
al 如le a) 原产于缅甸

、

老挝
、

泰国等东南亚地区
,

我国天然分布仅限于云

南省西南部
。

石梓为热带速生珍贵树种
,

是制作家具
、

造船
、

造纸
、

室内装修等优良用材
。

我国热带地 区海南省
,

从60 年代开始试种
,

目前
,

在广东
、

广西
、

海南
、

云南等省(区)有一

定造林面积
。

据不完全统计
,

现有石梓人工幼林 4 00 一 5 00 h a
。

为了解石梓在不同的气 候区

和不同的立地条件下的生长情况
,

更好地推广这一优良速生树种
,

为适地适树提供科学依据
,

笔者于 19 8 7和 1 9 8 8年
,

在石梓主要人工栽培区进行了调查研究
,

现将材料整理分析如下
。

一
、

石梓 自然分布区与人工栽培区的基本情况

(一 ) 自然分布区

年平均气温23 一27 ℃
,

绝对最高气温37 一48 ℃
,

绝对最低气温 一 1一 16 ℃
,

年 降 雨量

76 。一2 3 00 m m
,

最适于石梓生长的年降雨量为1 7 78 一 2 2 8 6 m m t’]
。

云南西双版 纳 的年平

均气温20 一22 ℃
,

绝对最高 气温41 ℃
,

绝对最低气温 一 0
.

5一3
.

7 ℃
,

年降雨量 1 2 00 一1 8 00

m m
o

(二 ) 人工栽培 区

1
.

海 南尖峰岭人工栽培 区 海南尖峰岭位于北纬18
0

42
’ ,

东经 10 8
0

49
’ ,

气候类型属热

带半干热型 t’l
。

年平均气温2 4
.

5 ℃
,

平均最高气温29
.

9 ℃
,

平均最低气温 19
.

了℃
,

年 极端

本文于 19 8 8年 7 月2 7 日收 到
。

,

参加两查工作的还仔李炎 香
、

林吸
,

卢立华
、

陈泊肠
、

吴 英标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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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气温2
.

5 ℃
,

) 10 ℃的活动积温 8 91 4 ℃
,

年降雨量1 6 3 4
.

3 m m
,

雨季 ( 5 一10 月 ) 占全

年降雨量的 8 0一90 %
,

年蒸发量 1 8 5 8
.

4 m m
。

海拔 10 O m 左右
,

土壤类型属褐色砖红 壤
,

土

层厚度 > 1 0 0 c m
,

表层厚度 > 8 c m
,

表层腐殖质约 3 %
,

p H 值约 6
.

0
。

植被类型为次生落

叶季雨林和有刺灌木群丛
。

2
.

广西大青山人工栽培 区 广西大 青 山 位 于 北 纬 2 1
“

5 7 ,

一2 2
0

1 9 ‘ ,

东 经 1 0 6
“

4 0
,

一
10 6

“

5 9 ‘ ,

属北热带半湿润一湿润气候
。

年平均气温 2 0
.

5一2 1
。

5 ℃
,

最冷月均温 12
.

5一13
.

5 ℃
,

最热月均温2 7
.

5 ℃
,

极端最低温 一 1
。

5 ℃
,

) 10 ℃的活动积 温 7 0 0 0一 7 5 0 。℃
,

年 降 雨 量

1 2 0 0一 1 5 0 0 m m
,

雨季 ( 4 一 9 月 )占年降雨量的 8 0 %左右
,

年蒸发量 1 2 0 0一 1 3 0 0 m m
。

海拔 160 一 60 0 m
。

主要土壤类型有红壤
、

砖红壤性红壤和紫色土等
,

土层厚度 > 1 00 c m
,

表

土层> 10 c m
,

表层腐殖质 1
。

7一 4
.

6 %
,

p H 值4
.

。一6
.

0 ,

原生植被为杉木人工林
。

3
.

广 东试种区 增城县金坑林场位于北纬23
0

2 0 ’ ,

东经 1 13
“

50
’ ,

年平均气温 2 1
.

9 ℃
,

极端最低气温。
。

s oc
,

年降雨量1 5 0 0一 2 0 0 0 m m ; 清远市位于北纬2 3
0

4 3 ‘ ,

东经 1 2 3
0

0 ‘ ,

年平均气温 2 1
.

7 ℃
,

极端最低温 一 1
.

7 ℃
,

年降雨量2 2 00 m m
‘〕

。

二
、

调查研究方法

调查以海南尖峰岭和广西大青山人工栽培区为主
,

在云南和广东进行辅助性调查
。

调查

林分为 3 一15 年生
,

以 4 一 6 年生最多
。

根据气候
、

土壤
、

植被
、

地形地势
,

采用固定标地

与临时标地
、

标地与样方相结合的调查方法
。

在尖峰岭调查 25 块标准地
,

40 个小样方
, 9 株

解析木
,

23 个土壤剖面 多 在大青山调查73 块标准地
,

48 株解析木
,

48 个土壤剖面 ; 在云南西

双版纳调查 9 块标准地
, 9 个土壤剖面

,
在广东调查 n 块标准地

,

11 个土壤剖面
。

每木检尺

共4 8 75 株
。

同时
,

收集有关气象资料
。

通过计算机统计
,

分析石梓生长与主要立地因子的关

系
。

三
、

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 ) 石梓幼林生长类型的划分

根据大量固定标地观测
、

样地调查和树干解析材料
,

按幼林生长和立地条件差异
,

将石

梓幼林生长初步划为三个类型 (表 1 )
。

工类型 林木生长旺盛
,

林相整齐
,

干形良好
,

尖削度小
,

高径比80 一 9 0: 1 ,

落叶晚或

少落叶
,

风害和冻害轻微
。

第 4 一 5 年
,

年平均生 长 量 树 高 > Z m
,

胸 径 > 2 c m
,

材积

) 1 0 m
3

/ h a
。

亚类型 林木生长尚旺盛
,

林相整齐
,

缺株少
,

干形较好
,

高径 比91 一n o : 1 ,

落叶较

早
,

风害和冻害较轻
,

受害后在短期内能恢复正常
。

第 4 一 5 年
,

年平均生长量 树 高 1
.

5一

2
.

o m
,

胸径 1
.

5一2
.

o e m
,

材积 6 一lo m 3
/ h a

。

皿类型 林木生势较差
,

林相不整齐
,

落叶早
,

缺株多
,

干形差
,

尖削度大
,

高径 比<

80 或 > 1 10
: l。

风害严重或有冻害
,

难于恢复正常
。

第 4 一 5 年
,

年平均生长量树 高< i
.

s m
,

1) 何国彦
,

1 9 8 5 ,

石梓引种栽墙试验研究
.

广州林业科技
,

(l ) ; 13 一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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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梓幼林生长与立地条件

类型

~ ~ ~ ~ ~ ~ ~ ~ ~ ~ . . . - - ~
一

——一

—一林 木 生 长
.

立 地 条 件 特 征

脚 径
气 严

材 积
(m , / h a )

树 高
(m )

> 1 0

多在中低山 外围山坳
、

山 坡及 山脚相夹的沟谷两沿中下坡
,

坡度 5 一

25
, ,

背风湿润
,

阳光 充足
,

土层厚度 > 1 0 0 c m
,

林下植物有峨类
、

飞机

草
、

英生劳 竹等
,

土层晓 松
,

排水 良好
,

拉状结构
,

多为轻枯 一 轻 城 土
,

石拣含 t 少
,

且 大多数 分布在50 一90 c m 的深土层
。

有机质含且2
.

1一4
.

6 %
,

全泥含 t o
.

12 一 0
.

21 %
,

有效 礴 > o
.

s m g / 1 0 0 9 上
,

有 效 钾 16一 35 m g/

1。。g 土
,

立地 条件好
。

年平均生长t

}

}
’

·

5一 2
·

。

⋯
1

一
” ’

{
6

一

多在开 阔台地
、

平地
、

山坡山脊的中下部
,

半湿润
,

少风害
,
阳 坡或

半阳坡
,

土层厚度 > 1 00 c m
,

表层含较多石砾
。

林下 植物多为祖木和旅类
,

排水 良好
,

多为轻枯一重城土
。

有机质含云 2
.

。一 3
.

名 %
,
全 龙 含 盈。

.

。,

一0
.

16 %
,

有效礴 0
.

2 5一o
.

s m g八 0 0 9 土
,

有效钾1 0
.

3一3 3
.

5 m g / 1 0 0 9

土
,

立地条件 中等
。

年平生均长tI类

材 积
(m , / h a )

多为季书性积水平地
,

底层板结 滞水 的缓坡
、

上坡
、

阴坡
,

地势开目

风大
,

干热或由于坡陡阳光不 足
,

有藉冻
,

虫 害
、

风害较严重
,

土层深厚

不一
,

石砾多
,

土班质地 重城一中枯土
,

林下 主要植物有 白 茅
、

芒 典 和

有村矮生灌丛
。

有 机质含贵0
.

9一 2
.

5 %
,

全笼含 t 0
.

06 一。
.

12 %
,

有效

磷 < 0
.

2 5 m g / 10 0 9 土
,

有效钾8
.

9一 19
.

5 7 m g八 0 0 9 土
,

立地条件差
。

年平生均长母l类

胸径 ( 2
.

5 e m
,

材积 < 6 m
3

/ ha
。

调查结果表明
,

石梓三个类型的幼林生长差异很明显
。

主要栽培区的广西大青山
,

I 类

林分占2 5
.

8 %
,
亚类林分占51

.

7 %
,

111 类林分占22
.

5 % ,
海南尖峰岭

,
工类林分 占2 2

.

2 %
,

亚类林分占55
.

6 %
, l 类林分占22

.

2 写
。

(二) 石梓生长与地理气候

石梓主要引种
、

栽培区位于 北 纬 1 5
0

4 2 ‘

一2 3
“

4 3 ‘ ,

东 经 10 1
’

4 6 ’一 1 1 3
0

5 0 ‘ ,

海 拔 6 0一

60 O m
。

然而
,

不同地理气候类型影响着石梓的生长发育
。

调查研究结果说明
,

大部分石梓幼林生长达到 卫类以上标准
。

但广东增城
、

清远的成片

幼林极少达到 工类标准
。

广西大青山偶有冻害
,

并影响其生长
。

海南岛尖峰岭大面积造林的

8 年生石梓幼林
,

平均树高 13
.

l m
,

平均胸径 15
.

4 c m
,

平均单株材 积 o
.

136 m
3 ,

每 公 顷

材积年平均生长量为2 0
.

4 m
3 , 而广西大 青 山 8 年 生 幼 林 平 均 树 高 1 5

.

3 m
,

平均胸径

13
.

I c m
,

平均单株材积。
.

ll5 m 3 ,

每公顷材积平均生长量 17
.

8 m , 。 说明同一气候 区 的不

同海拔 (6 o一 6 00 m )对石梓生长影响较小
,

不同气候区林木单位面积产量差异较明 显
。

根据

低温对林木生长的影响
,

认为北纬2 3
.

5
。

以南是发展石梓的适生地区
。

(三 ) 石梓幼林生长与立地环境

1
.

幼林生长与地形 不同的地形是通过形成不同的小气候来影响石梓幼林生长的
。

调查结果表明
,

广西大青山英阳 3 号标地靠近沟谷
,

土层深厚
,

水湿条件好
,

但因后山

山体大
,

坡陡
,

日照时间短
,

直射光少
,

林木生长差于地形开阔
、

阳光充足的 2 号标地
,

林

分平均树高
、

胸径分别为 2 号标地的76
.

9 %和 74
.

4 %
。

那怀22
、 2 3号标地的情况也是如此 ,

海南尖峰岭 7 9 一 2 号和 7 9 一 1 号标地
,

均处于中山外围丘陵的山脚两侧
,

前者 地 形 开 阔
,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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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大
,

易受台风侵袭
,

林木生长落后于有较高山脊挡风
、

台风影响小的 7 9一 1 号 标 地
,

林分

平均树高和胸径分别为 79 一 2 号标地的79
.

2 %和 7 7
.

6 %
。

2
.

幼林生长与坡向 不同坡向通过日照时间和光照强度来影响林木的生长
。

36 块标地调

查结果说明
,

阳坡的石梓幼林生长最好
,

林木生长均匀
,

变异系数 < 16 %
,

半 阳坡和半阴坡

生长次之
,

阴坡生长最差
,

5 年生林分平均树高和胸径分别为阳坡的78 %和 75
.

5 %
,

林木生

长不均匀
,

变异系数20 一2 6
.

5 %
。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不同坡向的林分
,

不 论树高或胸径的

生长
,

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

进一步说明了石梓为强阳性树种
。

3
.

幼林生长与坡位 不同的坡位
,

由于水肥的再分配
,

对石梓幼林生长影响极显著
。

在

同一坡向
、

不同坡位的幼林生长情况如表 2
。

裹 2 石 梓 生 长 与 坡 位

平 均 平 均
坡 位 样 地 平 均 树 高 (m ) 样 地 平 均 胸 径 (c m )

(m ) (e m )

6
。

6 0

7
。

6 5

1 1
.

7 Q

6
.

8 0

8
.

3 5

8
。

7 5

7
。

2 8

1 0
.

49

1 1
,

5 3

6
。

8 9

8
。

8 0

1 0
。

6 6

6
。

0 6

9
.

0 1

1 0
.

2 9

6
。

8 8

9
。

91

11
.

马

6
。

5 5

9
.

5 4

10
。

5 6

咋冉‘OQ�

⋯
几勺O曰O曰坡坡坡上中下

表 2 说 明
,

不同坡位的林分
,

树高和胸径生长是
:
下坡> 中坡 > 上坡

。

下坡林分的树高

和胸径比中坡林分大2 1 %和 n %
,

比上坡大5 4
.

7 %和61
.

2 %
。

方差分析表明
,

不同坡位 林

分树高和胸径生长差异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

说明山地的上坡不宜种植石梓
。

( 四 ) 石梓幼林生长与土滚条件
1

.

幼林生长与土壤水分 土壤水分是决定肥力的重要因子
,

土壤水分过多
,

产生滞水
,

从而引起土 壤空气中氧气不足
,

影响根系生长
,

造成烂根
,

同时降低 了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动

能力
。

土壤水分太少
,

虽氧气充足
,

但提高了灰分元素浓度
,

不利于根系的吸收
。

当土壤毛

管水含量接近耗尽
,

土壤水分满足不了维持植物细胞的膨胀时
,

植物处于萎蔫状态
,

甚至死

亡
。

为探讨石梓幼林生
一

长与土壤水分的关系
,

现将海南尖峰岭石梓人工林的土壤调查情况列

于表 3
。

表 3 尖峰岭土壤水分与石梓生长

林 龄

( a )

土壤含
水 率

( % )

表土层

( e m )

腐殖质

( % )

全 氮
标 地 号

速 效 磷

( m g / 1 0 0克土 )

速 效 钾

( m g 八0 0克土 )

P H 值
( % )

D

( C m

阵
尖峰岭n

尖峰岭12

尖 峰岭 15

尖峰岭 16

10

10

7

7

1 1

1 2

1 2

1 3

1 4

8 1

11

5 6

0
.

1 9 7

0
.

1 6 7

O
。

1 3 2

O
。

1 3 4

0
.

2 5 9

0
.

22 9

0
.

1 1 0

0
.

0 4 1

1 5
。

3 8

16
。

1 9

2 0
。

8 8

1 5
.

5

‘

:
6

.

8

6
.

6

20
�
59,一O目,人六U

.

⋯
,八土0OU月D

, .�

从表 3 可见
,

10 年生和 7 年生两龄组 内的土壤养分含量相近
,

但由于各标地土壤含水率

不同
,

林木生长差异大
。

如尖峰岭 11 号标地的含水率比 12 号标地高2
.

33 %
,

平均树高和胸径

分别大2 5
.

3 %和 2 8
.

7 %
。

为进一步了解它们的相关关系
,

我们进行了相关计算
,

并绘制了相

关图(图 1 ) 。

结果表明
,

石梓幼林树高和胸径生长与土壤含水率成幂函数正相关
,

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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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川 = 0
.

9 5 ,
R ( : ,) = 0

.

9 1 (, 。
.

。。 = 0
.

7 0 , : 。
.

。: = 0
.

9 2 )
,

分别达极显 著和显著水平
。

图 l

石梓幼林生长适宜的土壤含水率为 6 一 15 %
。

2 卷

表明
,

介水率(乡石)

图 1 尖峰岭石梓生长与水分相关关系

2
。

幼林 生长与土攘质地 不同的土 壤 质

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壤肥力的差异
,

影响

林木生长 [sl
。

根据调查计算结果
,

石梓幼林的

树高
、

胸径年平均生长量均为中壤土 > 轻壤土

> 中粘土(表 4 )
,

但差异不显著
。

说明中壤土

和中粘土均适于石梓生长
。

3
.

幼林生长与土攘 p H 值 土壤 p H 值表

示土壤溶液中 H
十

的 活 度
,

当 p H 值 < 4 或 >

9 时
,

H
十

和O H
一

对植物直接产生毒害
,

然而
,

每种植物对 p H 值又都有其不同的适应性
。

根

据大量的调查结果
,

认为石梓对 p H 值的适应

范围为4
.

5一6
.

9
。

在这个范围 内
,

其它条件相似的情 况下
,

尖峰岭的石梓幼林树高和胸径与

土壤 p H 值 均达显著的直线正相关
,

相 关 系 数 R ‘。 ) = 0
.

5 5 (, 。
.

。: = 0
.

5 7 , : 。
.

。。 == 0
.

7 5 )
,
刀(D ) =

0
.

81 , 大青山石梓幼林的树高和胸径生长与 p H 值的关系
,

则成极显 著 的 指 数 函 数 正 相

关
,

相关系数 R (。 ) 二 0
.

7 (r 。:
。。 = 0

.

4 7
, : 。

.

。: = 0
.

5 9 )
,

R (。) 二 0
.

7 6
。

从 而 说 明
,

在一定 范 围

内
,

树高和胸径生长量随土壤 p H 值的增大而增加
。

表 4 石梓幼林生长与土峨质地

土土层 厚度度 物理性砂粒粒 物 理性粘粒粒 土城质地地地 年 平 均 生 长长

(((e m ))) (% ))) ( % ))))))) (

盘 }
。

点
)))

!!!!!!!!!!!!!!!!!!!!!!!!!!!!!!!!!!!!!!!!!!!!!!!!!!!!!!!!!

000一 1222 6 9
.

1 444 3 0
.

8 66666 1
.

0 5
}

1
.

5 :::

1112 一2 333 6 5
.

6 999 3 4
.

3 11111 {{{

222 3一5 000 6 3
.

2 777 3 6
.

7 3333333

大大青山2 22222 0 一10000000 5 4
.

2 333 重 城 土土 6 1
.

6 222 1
.

4 4442222222 0
.

10一 1777 4 5
.

7 777 4 9
.

8 222 重 城 土土土土

一一一一 17 一5 。。 5 0
.

1 888 6 9
。

9 555 轻 粘 土土土土

333333333 0
.

0 55555555555

大大青 一U 0666 东 北北 3 0
999

0一1 444 2 4
.

3 333 7 5
.

6 777 中 粘 土土 5

1
‘

’

‘555 1
.

3 777

111111111 4一2 777 1 6
.

7 444 8 3
.

2 666 中 粘 土土土土

222222222 7一6 000 1 5
.

3 111 8 4
.

6 999 中 粘 土土土土

4
.

幼林生长与土壤养分 (N
、

P
、

K ) 土壤中的养分
,

特别是速效养分
,

直 接影响着林

木的生长
。

不同的树种对养分的种类和数量要求均有差异
。

为了解石梓幼林生长与土壤养分

的关系
,

对大量的人工林进行了调查分析
,

并作 了相关计算(表 5 )
。

表 5 可知
,

石梓幼林树高和胸径生长与土壤中的 N
、

P 元素的含量均呈显著和极显著的

幂函数
、

指数函数可
、

S 型曲线的正相关关系 , 而与土壤中K 元素的含量相关性较差
。

从逐步回

归结果来看
,

石梓幼林生长与海南岛尖峰岭土壤水分
、

有效磷和广西大青山有效磷
、

p H 值

关系更密切
,

这是选择立地土壤的主要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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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谭夭泳等
:
石梓幼林生长与立地因子的关系 4 5 9

石梓幼林生长与土坡中 N
、

P
、

K 含量相关分析

和关系数 值
地 点 回 归 方 程

r o
。

0 5 r o
.

0 1

全 氮 0
.

6 7
,

0
。

6 0 0
。

73
1

y = ~ 一二尸言二二二- 下二- 二二二二代 一了
ee U

。

七匀 乙U 宁 U
.
匕才 1 , e 一石

树 高

速 效 磷 8 4 幸 .
0

.

6 0 0
。

7 3
夕 = 3

.

6 0 9魂 e l , 一 5 6 2 2 二

全 氮 0
.

6 8
t

0
.

6 0 O
。

7 3
1

y = 一一二一二二丁二一万二- 下二二二

一 U
一

乙U l 乙个 U
一

J 3 乙七 七 一蚤

脚 径

海岭南尖峰

速 效 磷 0
.

8 4二 0
.

6 0 0
。

7 3
夕二 3

.

1 2 3 e Z 卜 5 0 2 : 忿

全 氮 0
.

6 9
* .

0
.

55 O
。

6 8 g = 0
.

4 28 x l
·

0 4 2 ,

树

速 效 磷 0
.

5 7
.

0
.

47 O
。

5 9
1

夕 = 一万
~

二
.

二 刃蕊一- 二一丁二不二气一二 ~

U
。

1 口 己 J to U
一

U 勺O 沙 七 一咨

速 效 钾 0
.

3 1 0
。

4 6 0
。

58
1

0
.

12 2 5 一 0
。

2 24 e 一二

全 氮 0
.

3 8 0
。

5 5 0
.

6 8 g = 2 1
.

2 5 一 3
.

9 0x

速 效 磷 7 8
中 *

0
.

5 5 0
。

6 8
1

y 二 一二一万二二 - 厂丁
下

二 二二一 一丁一
U

。

U 甘 廿 宁 U
。

j 心‘石 七 一孟

西广大青山

速 效 钾 0
。

2 5 0
.

4 6 0
。

58

_
.

_ 1
y = 一一二一二二三了了一气丁

一 二, 六

U
。

1 乙知 1 一 U
。

U 4 b e 一二

界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l

(五 ) 石梓幼林生长与植被类型

不同的植被类型反映了不同的立地环境
,

不同的立地环境质量对林木生长影响较大
,

如

尖峰岭的飞机草群丛的石梓幼林材积生长量是有刺灌丛
、

低洼草地的 3
。

9倍和2 6
.

8倍 (表 6 )
。

表 6 石梓幼林生长与植被类型

植 被 类 型
林 分 生 长 最

万 } 刀 ! m : zh a

林 分年龄
主 要 植 物

/ h ( a )

飞机草群丛

稀琉 次生林

有刺灌丛

低注草地

荃生芳竹一乌毛旅 草丛

五节芒一铁芒箕 草丛

飞机草
、

火索麻
、

三叶豆
、

尊草

半枫荷
、

黑格
、

龙眼
、

粗康柴

圆叶刺桑
、

猫仔 木
、

闭花木
、

海金莎

白茅
、

钻头草
、

画眉草
、

莎 草

蔓生隽竹
、

乌毛玻
、

野芭焦

铁芒箕
、

白茅
、

五节芒
、

中平
、

毛背桐

4
。

5

4
。

5

4
.

5

4
。

S

5
。

0

5
。

0

O仙58
月恤
7
nU一�n.内‘14月r..

⋯
,

几��才1193
九J丹山O口,人,曰‘玉O内口O几廿n�品匕一今曰才曰工OOn‘

⋯⋯
8840目曰土亡」

‘1

J兮,自1山
‘上血U自11�几O一b由1尸09曰.舀

⋯⋯
内才内匕J,,臼1人��

曰工

四
、

结 语

1
.

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

石梓在北纬23
.

5
。

以南生长基本正常
,

有些地方偶有寒害
,

但幼

林容易恢复
,

对林木生长和林木质量影响不大
。

因此
,

在这些地区发展石梓是适宜的
。

2
.

石梓造林应选择 工一 卫类林分的立地条件
: ¹ 地形较开阔

、

阳光充足
,

风 小
,

海 拔

60 o m 以下的山地中下坡排水良好的立地环境
。

º 石梓对土壤类型和成土母质要求不太严格 ,



4 6 0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2 卷

但在疏松
、

水肥条件较好
,

土层厚度 > 80 c m
,

表土层> 10 c m
,

有机质 > 2 %
,

全 N > 0
.

1 %
,

速效 P > 0
.

25 m g /l 00 9 土
,

p H 值4
.

5一6
.

9 ,

旱季含水率为 6 一 15 %的壤 土上幼 林生长较

好
。

» 造林地植被类型
:
尖峰岭以飞机草群丛

、

次生林
、

无刺灌丛为好
;
大青 山以蔓生荞竹

为主的草丛
、

次生阔叶乔灌木
、

生
一

民良好 的杉木林为好
。

3 .

石梓幼林管理
,

应根据林木生长
、

林地植被和土壤养分的变化
,

对幼林进行 除 草松

土
,

并施用 N
、

P 混合肥和多施磷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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