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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子松
、

长白松
、

赤松和黑松的

引 种 研 究

徐化成 李长喜 唐 谦

(北京林业大学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 究所 )

摘典 以樟子松 7 个种源的种子和长 白松
、

赤松和黑松的种子在北京地区做引种试验
,

并以

油松做对照
。

试验结果表明
,

长白松生长表现较好
,

优于油松
。

赤松和黑松表现一般
,

不如油松
。

樟子松生长表现更差
。

但从樟子松不同种抓来看
,

呼伦贝尔
、

大兴安岭南部和小兴安岭的种派生长

表现要优于大兴安岭北部的种像
。

关. 润 樟子松 , 长白松 , 赤松 , 黑松, 引种

樟子松(p in“ 5 5夕lo e st r is L
.

v a r
.

二o n g o lie a L itv
.

)是我国大兴安岭北部及呼伦贝尔草

原沙地主要的天然成林树种
,

在我国东北
、

西北
、

华北地区已广为引种造林
。

生产实践证明
,

樟子松在西北
、

华北风沙地区有发展前途
,

但在华北山地未曾有人做过系统的引种试验
’》

。

虽

然樟子松分布范围不大
,

但它仍存在着一定的地理变异趋势
。

试验从 1 9 8 0年至今
,

在北京山

区开展 T 樟子松种源试 验 及 长 白 松 (p
. s , Iv es t, ifo : 二‘: (T a k e n o u e h二) T

.

W a
昭

e x

C he n g
、

赤松(P
.

d e : s玄flo r a S ie b
.

e t Z u e e
.

)和黑松(p
.

th: : 石e , g 玄1 P a r l
.

)的引种研究
。

并

以当地树种油松 (p
.

t a 乙赵la efo , 二fs Ca r r
.

)为对照
。

1 试验材料和方法

1
.

1 今试树种及种耳

参照樟子松的地理分布
,

共选择了 7 个樟子松种源
,

除净月潭来自人工 林外
,

其余均来

自天然林
。

樟子松不 同种源和其他参试树种采种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见表 l
。

1
.

2 试牲地派况

试验地均位于北京郊区西山范围内
,

年均降水量 6 2 8
.

9 m m
,

年均温 1 1
.

6 ℃
,

一月均温

一 么 4 ℃
,

七月均温2 6
.

0 ℃
。

试验地的概况见表 2
。

1
.

3 润奋及资料分析

造林后调查当年造林成活率
,

以后逐年调查保存率和苗高
,

并用方差分析方 法 进 行计

算
。

本文于1 98 9 年 8 月 1 4 日收到
。

l) 徐化成
,

19 8 1
,

关于棒子松 的引种间题
,

中国林科院林研所研究报 告
,

(1 )
,
8 9 ~ 9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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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果种点的地理位皿和气懊条件

纬 度 经 度 海 拔
树

o ,

N ) (
。,

E ) (rn )

年降水量

(m m )

年平均气温

(℃)

月平均气温

(℃)

Q�内了,上月一组bs,
‘

.

⋯⋯
‘任,自,‘n‘�月性月皿一一一一一,古莲 (黑龙 江省西林吉古莲经营所 )

塔河 (黑龙 江省塔河县瓦拉千林场 )

呼玛(黑龙 江省呼玛县金 山林场 )

爱辉 (黑龙 江省爱辉县长伦山林场 )

红花尔基 (内蒙古红花尔基林 场)

罕达盖 (内蒙古罕达盖林场)

净月潭 (吉林省长春净月 潭林场 )

5 3 0 0

5 2 3 8

5 2 0 0

5 0 1 5

4 8 1 5

4 7 2 8

4 3 12

12 2 3 0

1 2 4 3 0

12 7 0 0

12 7 2 9

1 1 9 5 6

1 1 9 1 0

12 5 2 1

4 3 0

4 2 0

3 8 0

1 4 0

7 0 0

7 0 0

2 2 0

39 4
.

6

4 3 6
.

9

4 7 8
.

1

连1 7
.

2

33 1
。

5

33 1
.

5

64 5
。

3

一 3 5
.

1

一 2 6
.

2

一 2 7
.

7

一 2 5 0

一 3 2
.

5

一 3 2
.

5

一 2 2 4

2
。

3

松松黑赤

长 白松

吉林林科所提供
,

产地不详

黑龙江省东宁县闹枝寺林场

吉林省二道白河林业局

和顺 ( 山西 省和顺 县禅堂寺林场)

中条 ( 山西省中条 中村林场 )

4 4 0 5

4 2 3 0

3 5 4 5

3 5 3 4

1 3 1 1 0

1 2 8 10

1 1 3 1 7

1 1 0 5 9

7 0 0

1 5 00

1 4 4 0

55 9
.

0

70 0
。

0

6 3 9
.

5

6 7 1
。

6

2
。

2

4
。

6

7
。

8

~ 17
.

8

一 2 6
.

2

一 1 1
.

0

一 6
.

9

松松油油

表 2 试 验 林 桩 况

九 龙 庙 试 验 林 四 润 沟 试 验 林 徐 家 花 园 试 验 林

海 拔 ( m )

地 形 与 土 壤

对 照¹

8 20

九龙山林场境 内
,

西坡
,

土

层较厚

纸袋育苗
, 19 8 1年 5 月 14日

括 种

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 6 重复

,

每小 区10 株
,

株行距 l m 火 Z m
,

19 8 3年 6 月12 日造林

汕松
,

来自山西和顺

26 5

九龙山林场境内
,

沟谷梯田
,

土层较厚

塑料袋 育苗
, 19 8 2年春天播

种

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 4重复

,

每小区 8株
,

株行距l m x l m
,

198 4年 4 月 14 日造林

油松
,

山西中条

5 0

中国林科院徐家花园苗画
,

山

麓平原
,

土层较厚

塑料袋育苗
, 19 8 4年 4 月 13 日

括 种

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 4 重复

,

每

小 区 6株
,

株行距 0
.

5 m X O
.

s m
,

1 98 7年 4 月12日造林

油松
,

山西和顺

¹ 对照树种 的育苗造林规格与试验树 种相同
。

2 结果和分析

2 . 1 九龙庙试验林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

种源及树种项四年

生高生长没有显著差异
,

而七年生高生长则

存在显著差异
。

因此
,

只讨论七年生高
。

从

图 1可看出
,

长白松高生长最快
, 一

七年生高

1 。

14 m 。

黑松生长最差
,

七年生高仅 O
。 6 m

。

油松高生长次之
,

七年生 高 1
.

09 m ,

优 于

樟子松各种源及黑松
。

从樟子松各种源的表

现来看
,

红花尔基
、

罕达盖等七年生高要优

于塔河
。

事实上
,

从新复极差检验结 果 ( 图
1 )来看

,

红花尔基
、

罕达盖
、

呼玛
、

古莲
、

净月谭
、

爱辉之间的高生长不存在显著差异
,

表 3 各侧定特征方差分析结果

(九龙庙试 验林 )

种项
测 定 特 征 区 组项方差比

源及树种
方 差 比

;
九舀00�fl妞JI4.17

�11�
.

⋯
1一,自,上品舀

2
.

9 9
.

2 1 5
.

2
.

5 2
今

�石月了Q�九�J�‘峥厅‘丹6几舀Zn甘652
,上n22,It占1一四年生高

七年生高

造林当年成活率

造林后第一年保存率

造林后第三年保存率

造林后第四年保存率

造林后第五年保存率

而它们与塔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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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可看出
,

九龙庙试验林各种源及树种除当年造林成活率无显著差异外
,

其他各年

的保存率均达 显著差异水平
。

表 4 较为清楚地反映出各树种种源的保存率的年变化
。

长白松造

衰 4 大龙亩试脸林保存卒的年交化

树 种

(种识)

第五年
保存率
(% )

年率)四存%第保‘年率)年率)一存%第保(率成)年%当话‘

bb
.

b
‘

bCCCC

aaa
.才内JnUn�口J口J3t廿n
.口‘

“58的474646383635167003333377666060464853383855鸿

落姚一川附泪泪泪翻泪泪泪26.7

,
.

33737
.10,‘0

716183.7878.B6.75.81.4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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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九龙庙试玻林商生长( a
、 b、 e ( “ ” 0

.

0 5 )

新复极差检脸结果 )

-

一 四年生高
—

七年生高

林当年成活率为 9 1
.

7 %
,

与其他树种差异不

大
,

造林后第一年的保存率降为71
.

7%
,

处居
注 . a 、

b
、

c( a 二 。
.

0 5) 为新发极差植脸结果 (下 同)
。

中地位
,

第五年的保存率最高
,

为66
.

7 %
。

黑松当年的成活率为1 00 %
,

以后各年的保存率

均较低
,

第五年仅为1 6
.

7 %
。

油松当年成活率为98
.

3 %
,

造林后第一年的保存率为61
。

7 %
,

下降幅度较大
,

以后几年保存率下降幅度减小
,

第五年为5 8
.

3 %
,

优于樟子松和黑松种源
。

总的来看
,

樟子松的保存率居中
,

优于黑松
,

次于油松
,

而且不同种源保存率的变化也不一

样
。

樟子松种源的呼伦贝尔草原的罕达盖
、

红花尔基和小兴安岭北部的爱辉以及净月潭人工

林种源的保存率比大兴安岭的古莲
、

呼玛
、

塔河的高
。

古莲
、

呼玛
、

塔河从造林第二年 开 始

逐年下降
,

第五年的保存率分别为38
.

3 %
、

36
.

7 %和 35
。

。%
。

2
.

2 四润沟试脸林

从表 5 可看出
,

种源及树种项三年生高和五年生高均达差异极显著水平
。

长白松的五年

生高为74
.

8 c m (图 2 )
,

优于油松和其他树种
。

油松的五年生高为“
.

s c m
,

比黑松
、

赤松和

樟子松各种源高
。

黑松和赤松五年生高分别为61
.

7 c m 和 60
。

7 c m
,

优于樟子松
。

樟子松种源

以呼伦贝尔的红花尔基和净月潭人工林生长较好
,

而其他种源
,

特别是古莲和塔河的种源生

长最差
。

J.
。

止琳河
汀
!
·

一莲占l
····

一罕达,磁

111111111

.�砚卜心,‘

�‘�-�知撇州祀

衰 5 各洲定特征方位分析摘.

(四润沟试获林 )

测 定 特 征 区组项方差 比
种砚及树种
项 方 差 比

3 5
.

2 0

::
,呼 爱
玛 辉

月净潭红花尔荞

f魂 比 松 松
扩、

:: 图 2 四润沟试获林高生长 ( a
、 b 、 c 愈义 同图 1 )

·

一三 年生高
—

五年生高

自b8858
‘吸皿心山耳匕曰‘

..

⋯

三年生高

五年生高

造林当年成活串

造林后第一年保存率

造林后第二年保存率

遗林后第三年保存率 2 8
.

1 5 .

2

:
.

月才月峪月兮8
. .人n‘nU掩b

口.二R�
-.

⋯
n.咋‘n甘2
介工J

四涧沟试验林各树种种源间当年造林成活率及造林后第一年的保存率差异并不 显 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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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到第二年差异才显著
。

从不同树种保存率变化来看
,

长白松 和 赤 松 造 林 当 年 至

造林后第一年成活率均为100 %
,

到第二年降为8 7
.

5 %
,

尽管如此
,

还优于其他树种
。

黑松造

林后第一年保存率很高
,

为1 00 %
,

到第二
、

三年下降 到 6 8
.

8 % 和 6 5
.

6 %
,

只 优于 樟 子

裹 6 四润沟试脸林保存率的年变化

年率)三存%第保‘率年)一一存%第保(年率)一存%第保‘年率,
活%

当成(树 种

(种抓)

8 7
.

5 a

8 7
.

5 a

bbbCbC
euc dd

778
,1
8580578

O八UO‘卜月才斑匕月才舀bl�曰几卜n舀‘上�”�nU众�J场几�U, i‘�几舀OUOn
UC�86
�UnU�名OUg
内曲‘‘1生

曰
土,火.上

0000000000加9600009600
心土‘且,二
.
立,人,占
. .人.立
‘.工

墓松松松松潭盖辉玛河莲白
朴
月达长赤油红黑净罕爱呼古塔

松
。

油松在造林后第一年保存率虽然下降到

68
.

7 %
,

但以后几年无下降趋势
,

明显地表

现出稳定性强的特点
。

从树种间 的对 比 来

看
,

樟子松的保存率较低
,

各种源的表现又

不一样
,

可明显地分为三类
:
呼伦贝尔 (红

花尔基和罕达盖 ) 及 净月潭人工林种源的保

存率较高
,

造林后第三年为56
.

0 %~ 68
.

0 % ;

小兴安岭北部 (爱辉 ) 和大兴安岭东南部 (呼

玛)保存率较低
,

三年后约为5 0
.

。% , 大兴安

岭北部的古莲和塔河的种源保存率最差
,

造

林后第三年仅 为 10
.

。% ~ 20
。

o %
。

2
.

3 徐家花国试脸林

从表 7 可看出
,

徐家花园试验林树种及种源间二
、

三
、

四年生高均达差异极显著
。

从图

3 可看出
,

黑松四年生高达 45
。

0 c m
,

优于其他各树种
。

油松四年生高为44
.

o c m
,

与黑松近

似
,

优于长白松和樟子松
。

从樟子松各种源高生长差异来看
,

呼伦贝尔的红花尔 基 和 罕 达

盖
、

大兴安岭东南部的呼玛
、

长春净月潭人工林种源
,

高生长显著优于大兴安岭的古莲和塔河
。

口‘a

!a.⋯
。

Lr...‘.‘LFesnn。匕右望

表 7 各特征方差分析结果

(徐家花园试验林 )
‘

�

皿一
3020100

(日。)暇书州椒

测 定 特 征 区组项方差比 种沮及材种
项 方 差 比

一古莲认竹叹一护
罕达盖玛呼尔花红荃净月潭白长松油松松黑

二年生高

三年生高

四年生高

造林当年成活率

造林后第一年保存率

3
.

3 2
.

9
.

2 2二

7
.

1 4二

0
.

2 7

1 0
.

5 9二

1 5
。

0 1

2 2
。

6 5

5
。

0 7

1
。

1 0

二

二

二

7
.

6 6二

表 8 徐家花 . 试脸林保存率

图 3 徐家花园试验林高生长 ( a 、 b 、 c 意义同图 1 )
· ·

一二年生高
, -

一三年生高 ,

—
国年生高

种源 (树种) 当年成活率 ( % ) 第一年保存率 ( % )

CC

bbb
.

b
.

b
.

b

aaO甘,曰.,‘,叮‘甘几n.的山,目
...

⋯⋯
�J,口工08
.,丹比
0
几JQ“O目O�已曰r目55532n�nlb,儿077

t了丹」n.no臼OU
�
UO口忍OUno

.
1曰11二油 松

长 白 松

罕 达 盖

争 月 潭

黑 松

红花尔墓

从表 7 看出
,

各树种种源当年造林成活

率差异不显著
,

但造林后第一年的保存率有

极显著差异
。

从树种间的变化来看 (表 8 )
,

油

松和长白松的保存率为9 5
.

9 %和 91
.

3 %
,

均

显著优于樟子松和黑松
。

樟子松各种源保存

率的变化趋势与高生长的变化趋 势 基本 相

同
,

即塔河和古莲保存最低
,

造林后第一年

保存率 3 0
。

O%左右
,

显著低于其他种源
。

玛河莲塔古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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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块试验林的综合分析

因为三块试验地海拔和造林年度不 同
,

所以把各试验林中油松的树高和保存率定为1 00
,

分别求出各树种种源的相对高和相对保存率
,

旨在比较各树种和种源 的表现随海拔的变化的

关系
。

表 9 是根据最后一次测定值计算的各树种种源的相对高和相对保存率
。

从中看出
,

长

白松的保存率和高生长在海拔 2 65 m 和820 m 时超过油松
,

在海拔叻 m 时则较油松差
。

黑 松

在不同海拔试验林巾高生长和保存率的变化趋势与长白松不同
,

在海拔较高的九龙庙试验林

表现最差
,

而在低海拔的四涧沟和徐家花 园试验林有所回升
,

但仍不如油松
。

赤松仅参入四

涧沟试验林
,

其高生
一

长低 于油松
,

保存率高于油松
。

在三个海拔的试验林中
,

樟子松高生长

和保存率不如油松
。

但樟子松各种源在三个海拔试验林中均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趋势
,

那就是

相对高和相对保存率随海拔降低而降低
,

远不如油松
。

由此可见
,

海拔对樟子松的生长有较

大的影响
。

此外
,

海拔越低
,

各树种种源差异出现越早
,

如低海拔的徐家花园试验林
,

吝树

种及种源间两年生高和造林第二年保存率就显示出显著差异
,

而海拔较高的九龙庙试验林四

年生高还未显示出显著差异
。

裹 9 不同树种种派试脸林相对树离和相对保存率

九龙庙(海拔 8 2 o m ) 四润沟(海拔2 6 5 m ) 徐家花园(海拔50 m )

种源及树 种
相对高
(% )

相对保存率
(% )

相对高
(% )

相对保存率
(% )

相对高
(% )

相对保存率
(% )

油 松

长 白 松

黑 松

赤 松

1 0 0 1 0 0

8 0 8 5

1 0 2 5 7

::

5 2

3 5

3 O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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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与讨论

从树种对 比来看
,

因为赤松材料少
,

难以肯定其适应性
。

黑松不适宜在北京山区生长的

原因是由于它试海洋性地带树种
,

对温度和湿度要求较高
,

另外从三块不同海拔试验林的高

生长与保存率来看
,

一

卜乏白松是华北地区引种比较适宜的树种 , 在华北山区中
、

低海拔有进行

更大规模试验的必要
。

樟子松各个种源在低海拔地区表现极差
,

远不如当地的油松
,

但是随

海拔增高而有改善的趋势
。

可见华北山地高海拔地带
,

特别是在不适合油松和落叶松生长的

阳坡
,

有必要继续进行樟子松种源和引种试验
,

在试验中着重考虑呼伦贝尔沙地樟子松
、

大

兴安岭东南部呼玛
、

小兴安岭西北部的爱辉以及长春净月潭人工林的种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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