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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桐是我国重要的特用经济树种
,

历来栽培面积和产销量占世界第一
,

四川省的栽种面

积和产销量在全国居第一位
。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
,

油桐栽培区域已由平地向丘陵
、

山地发展
。

山地桐林面积 日益扩大
,

进行海拔高度对油桐生长和结实影响的研究
,

可以为油

桐主产区进行山地经济开发规划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

我们于1 9 82 ~ 1 9 8 6年在四川省万县设点

观测
,

结果整理如下
。

一
、

研 究 方 法

1
.

试验设计 试验地位于东经10 3
“

23
‘ ,

北纬30
“

51
‘ ,

四川省万县龙驹乡信义村
,

山脉

东西走向
,

试验区位置正南偏东
,

从山脚到山顶海拔高度为3 30 ~ 1 05 0 m
,

海拔 1 o00 m 以上

无油桐分布
。

试验共设置 6 个处理
,

为海拔4 0 0
、 5 。。

、 6 0 0
、

7。。
、

8 0 0
、

9 00 m , 每处理设两

个观测点
。

设置方法
:
在基本相同水平线上

,

50 m 的范围内选择13 ~ 2 0年生壮龄米桐 5 株作

为观测标准样株
。

1 9 82 年起连续五年进行定点定株观测
,

各处理桐林密度每亩 18 ~ 2 7
.

3株
,

高海拔的处理桐林密度稍小些
。

2
.

调查与浏定方法 对每处理固定的 5 株标准株进行定株调查
,

观测物候期
、

枝条生长

结实习性
、

座果率
、

枯枝率
、

产量
,

其中
:
新梢生长状况是在已定株桐树同方位观测 20 根新

梢 , 果实调查在已定株上采集20 个果实进行考查 , 产量为标准样方实测 , 桐果的采收以成熟

为标准
。

土壤样品为各处理观测点的多点混合样
,

采样土 层 深 度 0 ~ 20 c m
、

20 ~ 50 c m
,

测定有机质 (重铬酸钾法)
、

全氮 (高氯酸一硫酸消化法 )
、

全磷 (高氯酸一硫酸酸溶钥蓝 比 色

法 )
、

全钾 (火焰光度法)
、

p H (电位法)
。

果实考查鲜果重
、

气干果重
、

出籽率
。

测 定 含 油

率(残渣法)
、

酸价
、

碘价
、

折光指数
、

桐油脂肪酸组成 (气相色谱法 )
。

本文于1 9台9年 7 月 3 日收到
。

* 本项目脂肪酸组成由中国科 学院上海植生所 王文英协助侧试
,

数据统计由亚林所岳水林
、

谢锦忠协助
,

万县 地仄林

业局何光 磊审校 此报告
,

万县林业局张录丽参加部分外业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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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气候和土壤条件

1
.

气侯条件 气象观测站海拔高度 2 57 m
,

全年日照 1 3 1 o
.

4 h
,

年平均 气 温 17
.

9℃
,

日均温妻 1 0 ℃ 的时间为 3 月 4 日至1 1 Jj3 0 日
,

全年无霜期3 0 2
.

8天
,

年降水量为1 2 6 3 m m
,

相对湿度79 %
。

2
。

试验地土攘条件 从表 l 看到
,

海拔4 00 一了00 m 土壤呈碱性
, 8 0。

、

9 00 m 呈酸性
。

土壤类型
:

海拔4 0 0
、

S O0 m 为紫色土
; 6 0 0

、

7 0 O m 为石灰土 ; 8 0 0
、

g o o m 为黄壤
。

总的趋势

是土壤肥力随海拔高度增加而递增
。

油桐是对土壤肥力要水较高的树种
,

要求富含有机物质

的肥沃土壤
,

土壤酸度要中性偏酸即 pH 5
.

5 ~ 6
.

5 之间
,

从土壤肥力条件对油桐生长的诊响

来看
,

本试验 r}
,
海拔5 0 0

、

g o o m 为最优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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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果与分析

1
.

不同海拔高度时油桐物候期的影响 从图 1 看到
,

海拔40 0一了00 m 处每上升10 O m
,

油桐萌动期就要推迟 1 0 ~ 1 1天
,

海拔 7 0 0一 9 0 0 m
,

每上升 1 0 Om
,

油桐萌动期推迟 4 ~ 5 天
,

海拔 4 0 0 m 与9 0 o m 油桐萌动期要相差 4 1天
。

现蕾期海拔 4 0 0一 7 0 0 m 每上升 l o o m 就要 推 迟

3 ~ 8 天
,

而从海拔70 o m 与海拔 8 00 m 高度仅上升 1 00 m
,

油桐现蕾 期 竟 推 迟14 天
,

海拔

4 00 m 与 90 0 m 相比油桐现蕾期要推迟 36 天
。

图 2 表明
,

不同海拔高度油桐花期的差异也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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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
。

始花期海拔40 o m 与 90 o m 要相差46 夭 , 盛花期和终花期亦相差46 天 ;海拔 4 。。
、 5创

m 花期基本相仿
, 5 00 m 终花期略迟些 , 海拔 6 0 0

、

7 00 m 花期亦基本相仿
, 7 00 m 终 花期摊

迟些 ; 海拔8 0 0
、

9 0 o m 花期也相仿
,

相差 4 一 5 天 , 海拔50 Om 与6 00 m 花期相差 10 天 ;而海拉

70 o m 与80 o m 花期各阶段相差幅度大
,

达 30 天左右
。

海拔高度对物候期的影响亦必然会影响

到油桐生长发育
,

使油桐的产量和桐油品质产生差异
。

2
.

不同海拔高度对油桐产量的影响 自1 9 8 2年开始对各处理连续五年计产
,

结果见表20

海拔 4。。
、

5 00 m 产量较低
,

6 0 0
、

7 00 m 产 表 2 各海拔高度产量差异比较

量相仿
,

海拔 8 00 m 产量最 高
, 9 00 m 产量 (籽 : k g /株 )

最低
。

很明显海拔4 00 ~ 80 0 m 油桐产量与土

壤肥力状况的递变规律一致
,

土壤肥力状况

对各处理产量起着直接重要的作 用 , 海 拔

90 Om 土壤肥力状况最优但产量与海拔 4 0 0
、

5 0 0 m 相比略低
,

与海拔 6 0 0
、 7 0 0

、

8 0 0 m 相

比亦相差甚大
,

这 主要是海拔因子起作用
,

土

壤肥力状况只能在一定的海拔高度范围 内对

油桐的产量起作用
,

超出适生的海拔限度油

桐产量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

可以认为在该地

澳澳澳
4 0 000 5 0 000 6 0 000 7 0 000 8 3 000 9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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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22 0
.

4 666 2
.

322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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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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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88

111 9 8 333 2
.

2 888 2
.

2 444 2
.

幻66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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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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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22

111 9 8 44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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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66 1
.

8 444 1
.

8 444 2
.

7 888 0
.

g 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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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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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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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00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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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9 8 66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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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4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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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000 3
.

6 000 1
.

3 222

总总 计计 6
.

8 666 6
.

2 444 9
.

2 444 9
.

1 6 {1 4
.

0 444 4
.

7 666

均均 值值 1
.

3 777 1
.

2 555 1
.

8555 {{{ 0
.

9 555
11111111111

.

8 3 一2
.

8 1111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区海拔 9 00 m 已不适宜油桐生长发育
。

在进行山区经济开发规划中
,

安排油桐生产用地一般

不宜超过海拔80 O m 的范围
。

3
。

不同海拔高度对油桐营养生长 的 影

响 对不同海拔高度油桐每年新梢生长状况

和枯枝率调查结果见表 3 ,

新梢生长状况差

异不大
,

枯枝率与海拔高度 相 关系 数
犷 二

0
.

84
,

是正相关
,

随着海拔的升高
,

枯枝率

也增加
。

这是由于海拔升高延迟了油桐物候

期
,

加之早霜的提前来临
,

影响枝条营养物

质的补充
,

使枝条不很充实
,

冬季容易受到

冻害
,

以至使枯枝率有所增加
。

表 3 海拔商度对油桐营养生长的影晌

海 拔 } 新梢生长状况

(m ) }长度又
: (e m ) 空(e m )

枯枝率反3

(% )

6
.

5 9

6
.

8 8

9
.

0 4

6
.

2 8

1 4
。

3 6

2 3
.

3 6

2 1
.

1 7

3 0
.

9 3

2 4
.

8 5

3 2
。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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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7
.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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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不同海拔高度对油桐产量构成因子的影响 对不同海拔高度油桐产量构成因子 的调

查测定结果见表 4
,

明显看出海拔 90 0 m 的各项数值均要低于其他各处理 ,海拔 80 o m 土壤有

机质较海拔7 00 m 和以下各海拔高度要多1
.

4 % ~ 2
.

9 %
,

土壤全氮
、

全磷也远较海拔70 o m 及

以下各处理为优
,

土壤 p H 值 6
.

25 也是最适宜油桐生长
,

这虽然使其株均鲜果重
、

干籽重为

高
,

但由于花期要延迟 1 个月
,

早霜来临也较 7 00 m 以下各处理要来得早
,

这使其营养生 长

和生殖生长均受到制约
。

致使其座果率
、

出籽率
、

百粒籽重
、

籽含油率等产量构成因子均要低

于海拔7 00 m 及以下各海拔高度处理
。

海拔高度与出籽率的相关系数 : = 一 0
.

9 7 1 4 ,

其 回 归

方程 , “ 30
·

6 57 一 1
·

51 1 x 1 0
一“ x ,

表明出籽率与海拔高度是极显著的负相关
,

土壤肥 力 状

况差异也不能掩盖海拔高度对出籽率的影响
。

海拔高度与含油率相关系数 : 二 一 0
. 8 83

,

海筑

高度增加
,

桐籽含油率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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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离度与油桐产皿构成因子的关系

海 拔 座 果 率

(% )

株均鲜果重

(k g / 株 )

株均干籽重

( k g /株 )

风 干出籽率

(% )

百 粒 籽 盆 籽 含 油 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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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土壤肥力条件优越
,

油桐营养生长较好并能反映在产量上
,

但从产量构成因

子分析来看海拔 80 o m 以上 栽种油桐
,

不仅没能发挥土壤潜力
,

反而受到海拔因子的制约
,

这

对土壤资源利用是很不经济的
,

在进行山地利用规划选择树种时
,

油桐不宜安排在高海拔
。

5
.

海拔高度时祠油质量 的影响 海拔高度对成熟桐籽脂肪酸组成的影响见 表 5 ,

随 海

拔高度增加桐酸的含量降低
,

而油酸却随着海拔高度增加而有所增加
,

亚油酸也有类似的趋

向
。

而油酸
、

亚油酸的增加就会影响桐油快干性能
,

降低桐油质量
。

经相关测定
,

海拔高度

和桐酸的相关系数
; = 一 0

.

9 39
,

其回归方程
: 杏 = 88

。

8 85 一 9
.

7 31 x lo-
3 x ,

表明海拔 高度

与桐酸呈极显著的负相关
,

在高海拔生长的油桐其桐油的质量明显下降
。

衰 5 不同海级离度成熟桐籽脂肪. 组成 《单位
:

% )

海拔 离度 ( m ) { 棕 柳 酸 } 硬 脂 酸 } 油 胶 亚 油 徽 { 亚 麻 故 桐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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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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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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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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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8 2 0

8 4
.

6 8 7

8 5
.

2 4 2

8 3
.

7 8 8

8 2
.

3 0 1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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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论

1
.

山地栽培油桐
,

海拔高度是主要的限制因子
。

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
,

土壤肥力 和 气

象要素呈规律性的变化
,

两者同时作用
,

影响油桐物候期
、

生长
、

结实产量和质量
。

土壤肥力

和气象要素两者相比
,

土壤肥力只在一定范围 内起作用
,

影响是次要的
,

而气象要素的影响

则是主要的
。

2
.

试验表明
:

随着海拔的升高
,

油桐的物候期推迟
,

枯枝率增加
,

单株产籽量先 随 海

拔升高而增加
,

到8 00 m 以上骤减, 桐籽出油率
、

桐酸随海拔的升高而减少 , 油 酸
、

亚油酸

则随海拔升高而增加
,

可以认为油桐最宜发展的海拔高度应为70 O m
,

最高不宜超过8 00 m
。

上述结论对四川省油桐主产区的油桐生产布局有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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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松
、

火炬松种源试验
”

成果

接近国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

“

湿地松
、

火炬松种源试验
,
是中国林科院林研所等单位承担的国家

“

六五
” 、 “

七五
”

科技

攻关专题
。

经过 8 年的系统研究
,

共营造种源试验林2 3 00 亩
,

建立基因库 4 处
,

取得了显著

成绩
: (1) 初步摸清了湿地松

、

火炬松种源遗传变异规律 ; (2) 针对我国 南
、

中
、

北 亚 热 带

不同气候区
,

分别选出一批湿地松
、

火炬松优良种源
,

并提出了适生栽培区
。

其 材 积 增 益

较高 , (3) 营造了2 30 0亩试验林和基因库
。

该项成果已在 13 个省 (区)推广优良种源 造 林 60

万公顷
,

也为林业部林木种子公司进口国外松种子提供了选择优良种源与适宜产地的科学依

据
。

最近该研究在浙江富阳通过了林业部科技司主持的成果鉴定
。

专家们认为
:

该研究选题

正确
,

技术路线合理
,

研究成果接近国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
,

(郭 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