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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处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 t’l,

地带性植被是暖温带落叶阔叶林I“J
。

由于长期受

人为干扰
,

京郊山地的浅山区和低 山(海拔低于90 O m )区
,

天然植被完全退化为 灌丛和灌草

丛
。

为使其尽快恢复森林植被
,

解放后营造了大面积的油松 (Pl’nu
: t的ul ae fol 二i习 人 工林

。

为探讨京郊低山地区油松人工林的生长规律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

给合理营造和管理油松

人工林提供科学依据
,

笔者于 1 9 8 4年秋季对北京门头沟区九龙山林场的油松人工林进行了全

面调查和分析
,

落成本文
。

一
、

九龙山的自然条件概述

九龙山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东南部
,

约在北纬3 9
“

5 4 ’

一 3 9
0

5 9
’ 、

东经 1 15
”

5 9 ’一 1 1 6 0
0 7 ,

之IbJ
,

是东北一西南走向的铁陀山一九龙山一香峪梁向斜岭脊系列之一段
。

九龙 山 主脉 海

拔高30 。一90 o m
,

属于低山区
,

最高峰刺玖花沱海拔9 97 m
。

主脉山坡表面形成大小冲沟
,

坡度多在30
。

左右
。

根据20 多年的气象观测资料
,

九龙山地区年平均温度 1 1
。

7 ℃
,

年降水量

65 0
.

4 m m
,

年蒸发量 1 89 0
.

7 m m
,

全年大于 o ℃的积温为4 5 82
.

7 ℃
,

属典型的大陆 性 季

风气候
。

九龙山的成土母质主要是砂岩和页岩
,

小部分地段保留着马兰黄土
。

土壤类型为山

地褐土
,

随海拔高度变化又分为山地淋溶褐土(海拔50 O m 以上地段 )
、

山地幼 年 粗 骨 褐 生

(海拔50 0 m 以下的大部分地段 )和山地典型褐土 (海拔 5 00 m 以下黄土和冲积土地段 )
。

总的看

来
,

土壤侵蚀比较严重
,

大约80 %的土壤厚度在 60 c m 以下
,

土壤含石量也较高
。

九龙山的天然植被主要以次生灌丛和灌草丛为主
,

植物种组成和群落结构都比较简单
,

而且阳坡和阴坡的植物群落差异显著
。

在阳坡主要分布着荆条 (Vi : ex
: eq 训do va r

。

加tel c.

p h万lla )
、

酸枣 (Z fz习p ho s
j

u
i

u ba )
、

河朔莞花(W i无s t, a e m fa c ha m a e d即hn e )
、

小叶鼠李 (R ha m n u s

e a esp ft o s a )等灌木和白羊草 (B o th: io e hlo a 犷: c ha e二 u二)
、

丛生隐子草 (C le is to q e n e s c a e sp iro sa >
、

黄草 (T he二。d a ia p o : iea )
、

草草 (A : th: a x o n hf即t’d u s)等草本植物为主的群落 ; 阴坡主要分布着

以三娅绣线菊 (sP fr a e a 玄l ilo ba ta )
、

绒毛绣线菊 (S p宕r a o a d a s , a o t无a )
、

蚂 蚌 腿 子 (M , : ip , 0 15

dfo fc a )
、

税子稍(C o 二p flo t,
即fs 二 a c : o c a , p a )

、

大 花 搜疏 (D e咐: ia g : a n d 1’l lo r a )
、

雀儿 舌

本文 于1 9 8 8年 9 月收到
。

·

本文是作者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一部分
,

指导老师是吴 中伦
、

蒋 有绪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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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 p to p : 5 ehfo e , 5 15 )等灌木和羊胡子草 (C a , e x la : c e o la t a )
、

湖北野青茅 (D e g e u x ia hu p ehe n sis )

等草本植物为主的群落
。

在海拔 7 00 m 以上的阴坡沟洼地段
,

还分布着小面积的次生乔木疏

林
。

二
、

调查方法及内容

以海拔高度
、

坡向和地表形态为指标
,

将整个九龙山的自然环境划分为若干类型
,

在各

环境类型地段设置调查样点
,

样点面积为 10 x 10 m
Z ,

尽可能选择在油松比较集中的 地 点
。

在每个样点选取 5 株优势木
,

测量其树高的年生长量
,

并挖一个土壤剖面
,

记载土壤各层厚

度
、

质地
、

松紧度
、

含石量
、

潮湿程度等性状
。

环境类型的划分方法和样点分布 情 况 见 表

1
。

表 1 环境类型划分及润查样点的分布
(单位 。 个 )

一

海 拔 (m ) l
: 一。。 i ‘。。一。。。 l > 。。。 l

坡
矿二坚曳}

平 ’

}
“ 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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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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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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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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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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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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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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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髻
J

盏
)

⋯
1

⋯
3 1 2

{
1

⋯
2

⋯
。

⋯
3

⋯
1

⋯
。

{丁
一几剪赢 ⋯

2

}
1

5

⋯
1

{
2

}
1

⋯
2

)
。

⋯
1

⋯
。

}
2。

计

l万 1
1 2

{
‘

1
8

)
4

{
2

}
1 3

J
Z

J
。

}
一犷

计

】
2 4

}
1 4

{
15

{
注 : 地表形态是根据山坡表 面在与坡向垂直方向上 的隆起(脊坡 )

、

平坦《平坡 )或下 凹(洼坡 )而划分的
。

这次共调查了53 个样点
、

26 5株优势木
,

包括 了在好
、

中
、

差立地上的林分
。

三
、

九龙山油松人工林地位指数表的编制和检验

(一 ) 地位指橄裹的编制

九龙山的油松人工林年龄在 13 一28 a ,

根据连年高生长量
,

计算每株树在各龄级的树高

值
。

考虑到油松在幼年时期高生长受造林影响较大
,

取 8 龄级以上各龄级的树高值为编制地

位指数表的原始材料
。

有关编表的几个问题说明如下
:

1
.

导向曲线是参考前人常用的几种数学模型进行拟合 计算
,

最终选定的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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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 , . ,

1
Jg 月 = 口 十 0 一丁

d

其中H 为树高
,

A 为年龄
, a 、

b 为参数
。

经过回归计算
,

得出油松优势木平均高一年 龄 相

关曲线方程
:

, _ t , 。 。 。 。 。 , 。 . 。 。 1
上吕 月 = 乙 。 , U 乙 己 一 a 一 乙 l乙 乙- 丁

人

lg H 与贵
的相关系数

一
。

·

9 95 8
,

回归标准差 s。 一 0
·

‘。5 ,

可见
,

导向曲线精度较高
。

2
。

标准年龄确定为Z o a 。

根据前人对油松生长特性的研究结果【“1及本次调查的数据 表

明
,

油松高生长最快时期一般在 10 一Z o a
。

图 1 显示了九龙山立地条件最好林 分优势木连

年高生长曲线与平均高生长 曲线及其相交位置
。

畜 , 一 一
甲 4呀 厂 、 2 尸 、

】{厂丫
. , ,

一

丫一卜一又拼
5 1 0 ! 5

年岭(a )

图 1 拉拉湖油松林优势木树 高生长曲线

—
连年生长 曲线

·
“⋯平均生长曲线

3
.

指数级距决定选用 l m
,

各指数级为 3 m
、

4 m
、

s m
、

6 m
、

7 m
。

各指数 级 树

高一年龄曲级 的导出采用树高相对值法l弓1,

计算公式为
:

H 川 , ,

上1 ‘ 谊 = 代二二- J l 二‘

月
。舀

其中 H
. ‘

—各指数级各年龄级的树高值
,

H
。‘

—
导向曲线上各年龄级的树高 值

,

H
。。

—
导向曲线上标准年龄时的树高值

,

H
: .

—
各指数级的指数值石

由于调查范围内油松最大的年龄为26 a ,

该地位指数表树高理论值预测到30 a
。

地位指

数表见表 2
。

(二 ) 地位指致表的精度检脸
1

.

标准差检验 利用同年龄级各指数级的树高实际值与指数表中相应的理论值之 间的

标准差
,

可以反映指数表中该年龄级理论树高值的精度
。

标准差的计算公式为

S ‘“ 材艺(H
‘一 H

二‘

) 2
/ (, 一 2 )

S ‘

—第 f龄级的标准差
,

H
‘

—
第 i龄级各指数级的实际树高值

,

H
. ‘

—第 i龄级各指数

级的理论树高值
, n

—
参加检验的样株数

,

检验结果见表 3
。

标准差检验表明
,

各年 龄 级

的标准差绝大多数小于同龄级距的 1/ 2 ,

只有 8 龄级将近相等
,

这说明指数表精度较高
。

2
.

不 同龄级的地位指数检验 利用属于同一指数级的样株在各龄级的树高平均值 查 地

位指数表
,

看各龄级的树高平均值是否都在同一个指数级范围内
,

从而检验由导向曲线推算

出的各指数级的树高一年龄曲线是否正确
。

由此来反映地位指数表与实际情况的吻合程度
,

检验结果 (表 4 )表明
,

只有 7 指数级 9 龄级的树高平均值产生了跳跃现象
,
其它都符合

。

由

此可见
,

该地位指数表是能反映实际情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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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北京九龙山油松人工林地位指数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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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采用上 限排 外确定指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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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地位指橄表的标准差检验结果

的级 { 8 ⋯
9

⋯

⋯
。

一⋯

1 O 1 1 1 2 ! 1 3 { 1 4 只刃二
’

动
” ’

训
’

..

i’;’J’’’: i’’i’ 2 3 2 4 { 2 5 } 2

0
.

2 0 6 0
。

2 50 0
.

2 8 4 O
。

28 4 10
.

29 3 10
.

2 8 4{0
.

2 8 9 {0
.

2 8 9 一⋯
。

一l
。

一⋯
O

一 0
.

3 1 3 0

2 2

⋯
3 3 7

⋯
0

.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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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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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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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尖际材料 中投有大于 z6
a 的树木

,

故位驶只能从 8 一2 6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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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龄级的地位指数检验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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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松高生长与立地因子关系的多元回归分析

1
.

回 归 变量的选取 选择作为自变量的主要立地因子有海拔高度 (X , )
、

坡向 (半阳 Xs
、

半阴 X
。、

阴 X : 。)
、

坡度 (X
Z

)
、

地表形态(平坡 X : : 、

脊坡 X
: : )

、

土壤剖面性状 (A : 层厚凡
、

A 层厚凡
、

刀 , 层含石率 X
。、

B : 层 含石率凡
,

土层厚 X
,

)
。

对于定量因子
,

直接 采 用 实测

值参加回归 ; 对于定性因子
,

先根据数量化理论将其进行数量化变换
,

建立项目
、

类目反应

表〔‘]
。

每个样点在坡向和地表形态上都只属于一个类目
,

将该类目赋值为 1 ,

其它类目赋值

为 。
。

这样
,

将每个类 目就变成 了有一定数值 ( 1 或 。 )的变量
。

然后、 将各项 目中的类目变

量剔除一个
,

作为比较变量
,

其余的类目变量之间相互独立
。

于是
,

就可以把这些类目变量

同定量因子一起作为自变量参加回归
。

基准变量 (因变量 )采用每个样点的地位指数
,

这可以

使年龄不同的 53 个取样地点的油松高生长具有共同的比较指标
。

2
.

回 归计算及结果分析 回归计算表明
,

F (x) 值(筛选水平 )由低到高
,

可以 得 到一系

列回归方程
。

在 F (x) 二 4 的极显著水平下
,

回归计算结果见表 5
。

从表 5 可知
,

影响油

松高生长的立地因子主要有如下三个
:

(1) 土层厚度 作为第一相关因子引入

回归方程
,

说明土层越厚
,

油松生长越好
。

这是由于九龙山土壤普遍薄
,

所以土层厚度

成了影响油松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
。

(2 ) 地表形态 脊坡变量被作为第二相

表 5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选 入 j单相关 系数

自 变 量

x 抓土层厚 )

x l : (脊 坡 )

x i (海拔 )

(r 公亏 )

回归系数

( B 艺)

偏相关系数

(R ‘。)

0
.

6 9 7 0

~ 0
.

5 8 2 8

0
.

4 5 6 2

0
.

0 12 7 6 0
。

4 9 8

一 0
.

4 35

0
。

2 9 9

复相关 系徽
0

。

7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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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因子引入回归方程
,

这 说明在从洼坡
、

平坡到脊坡的地表形态变化系列 中
,

脊坡上的油松

生长最差
,

与洼坡(比较变量 )地段油松生长相 比差异显著
。

(3 ) 海拔高度 是引入回归方程的第三相关因子
,

这表明在 低 山(海 拔 < 9 00 m )范 围

内
,

油松生长随海拔升高而逐渐变好
。

这是由于空气和土壤湿度随海拔升高而有 所 增 加 所

致
。

五
、

讨论和建议

1
.

九龙山的油松人工林普遍生长不良
,

主要原因是立地质量较差
。

将调查的5 3 个样 点

油松林的平均优势高查地位指数表
,

可得各样点处油松林的地位指数 (表 6 )
。

可见
,

九龙山

裹 6 53 个油松林样点的地位指橄分布

地位指。

⋯
3 ’

4

)
5

1
6

⋯
7

)
合计

样 点, (个 )

⋯
6

{
2 7

⋯
1。

⋯
3

{
1

⋯
5 3

(% )

{
1 1

⋯
5 1

⋯
3。

{
6

⋯
2

1
1。。

的油松林有 62 % 生长极差 (地位指数在 4 以

下 )
,

30 % 生长较差 (地位指数为 5 )
。

多 元

回归分析表明
,

土层厚度和土壤水分条件的

限制
,

是造成油松林生产力较低 的 主 要 原

因
。

只有当这两者得到改善
,

才能提高立地

质量
。

2
.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在极显著水 平 下

得到回归方程
:

夕“ 2
。

7 8 1 5 1 + 0
。

0 1 2 7 6 x x 一 0
。

8 9 4 3 1 x z + 0
。

0 0 1 0 0 x s

其中
, 夕为油松林的地位指数 , x :

为土层厚度 (c m ) , x :
为地表形态

,

脊坡取值为 1
,

平坡
、

洼坡取值为 O , x 3

为海拔高度 (m )
。

该回归方程的复相关系数为0
.

7 80
,

可用于无林地油松地

位指数的预测
,

初步判断立地对营造油松人工 林是否适宜
。

3
.

象九龙山这样的京郊低山地区
,

由于土层较薄
,

土壤保持养分和水分的能力较差
,

从

目前来看
,

油松不是理想的造林树种
。

这类低山区的天然植被都是灌丛和灌草丛
。

因此
,

过

早地人工恢复其顶极森林植被是很困难的
。

从现有的环境条件出发
,

应当首先选择耐早
、

耐

府薄的树种在这类低山地区造林
,

改造和恢复山地土壤条件
,

然后再逐步以中性 树 种 取 代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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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农用林考察团来华访问
根据国际树作物研究所 a T CD 中国 办事处主席王世绩研究员与澳

、

美两国办事处主席

Ce o ff W ils o n 和 M iles L
。

M e r w in 先生的协议
,

经林业部批准
,

以墨尔本大学的 A nd
r e w

Ca m p be n 先生为首的澳大利亚农用林业专家一行 8 人
,

于 5 月 20 日一6月 2 日
,

及以加利福

尼亚州林业局 La ur ie Li p Pi tt 女士为首的美国农用林业专家一行 5 人于 5 月 23 日一 6 月 7

日访问了我国
。

两团分别由中国林科院林研所的高级工程师徐梅卿和副研究员熊耀国陪同并

兼翻译
。

在北京
、

沧州
、

黄山市
、

禹城
、

泰安
、

充州
、

成武
、

商丘
、

民权
、

徐州等地进行访问

活动
。

考察了我国平原和山地多种形式的农用林业
、

立体林业和人工造林
、

紫穗槐基地和盐

碱地改造
、

树木园等
。

外国专家高度评价了我国发展林业的成绩
,

对局部地区的水土流失也

提出了建议
。

在考察过程中
,

得到了各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

顺利地完成了接待任务
。

(林
一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