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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伐桩高度和林分密度对大叶相思

萌芽更新的影响
‘

黄世能 郑海水

(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 业研究所 )

关扭词 大叶相思 伐桩高度 林分密度 萌芽更新

大叶相思(A ca ci a
au

: i邝li 了。 , 二i: )是一适应性强
、

用途广泛的速生固氮树种
,

60 年 代初引

进我国
,

被认为是在我国北回归线以南地区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荒山造林
、

园林绿化
、

环境

保护及薪炭材树种 [’一“ 1
。

薪材树种的重要特性之一
,

是要具有较强的萌芽或萌孽能力
。

据报道川
,

早在50 年代就

有人试图以萌芽更新方式经营大叶相思矮林
,

但效果很不理想
。

近 10 年来的试验也终因未充

分考虑影响萌芽更新的因素及缺乏合理的更新技术而未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6一 6 ]
。

为探索大

叶相思的萌芽更新技术
,

作者于1 9 8 5年在海南省琼海县阳江镇林场首先进行了不同伐桩高度

的采收更新试验
,

并观测了林分密度对萌芽更新的影响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1 试验地自然概况

试验地设在海南省琼海县阳江镇 林场
,

地处n 0
0

30
,

E
,

18
0

14
‘

N
,

海拔45 m
,

属热带

季风气候
,

干湿季节明显
,

雨期多集中于 6 ~ 10 月
。

该地区的土壤及气象资料已有报道川
。

2 材料与方法

2
.

1 试验材料

为 3 年生密度试验 林(实生 )
,

密度有
: 1 0 0 0 0 株/ h m

Z

(D , )
、

6 6 6 7 株/ h m
Z

(D 么)
、

4 4 4遵

株/ h m
Z(D : )和3 3 3 3 株/ hm

Z(D ‘)
,

保存率 9 8
.

2 % 以上
。

2
.

2 试验设计

采用裂区设计
,

以密度为主区
,

伐桩高度为副 区
, 3 次重复

。

伐桩 高度 有 30 c m
、

60

em 和 1 0 0 e m
。

1 9 8 5年 5 月采伐(皆伐 )
,

每小区砍 1 0 0株树
,

调查中间的1 0株(桩 )
。

2
一

3

2
。

3
一

1

训查因子和方法

伐桩萌芽率 采伐后即开始逐日观测
,

直到确认伐桩枯死为止
。

1 9 9 1一0 1一0 3收稿
。

* 本文系国家攻关课题
“

薪炭林选种引种和栽培经营技术
”

研究工作的一部分
,

并得到加拿大国际发 展研究 中心(I D R C )

的资助
。

本所何克军
、

蔡满堂 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本文 承蒙李善淇副研究员审阅并提 出修改意见
,

在此一并致 谢
。



6 1 2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5 卷

2
.

3
.

2 萌茅始期和萌芽过程 结合萌芽率的调查
,

记录 各伐桩 开始 萌 芽 的日期
,

并对60

c m 伐 桩的萌芽过程进行为期30 d 的详细观测
,

记录伐桩每天萌发的萌条数
。

萌 生于同一萌

芽点的一簇萌条记为 1 条
,

下同
。

2
.

3
.

3 萌条数量及其分布 伐后 3 个月进行条数计量
,

同时将60 c m 和 1 0 0 c m 的伐桩划分

为上
、

中
、

下三个部位 (详见表 2 注 )
,

调查不同部位的萌条数分布
。

2
.

3
.

4 伐桩存活率和萌条径
、

高生长 伐 后每隔一定时期(一般为 3 个月)记录死 亡 伐桩数

量
,

同时测量存活伐桩中所有直立萌条的径 (萌芽点以上50 c m 处)
、

高生长
。

2
.

3
.

5 萌芽林长势及其生物量 萌芽林长势以萌条长势表示
,

分好
、

中
、

差三级
,

标准为
:

好—粗壮直立
、

主干明显
;
中一

一较粗壮
、

主干明显直立但顶部分叉
;
差
—

纤细弯曲
、

顶部分叉
。

林分生物量(鲜重 )采用相关测定法〔7 ]进行测算
。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 1 伐桩萌芽率

调查结果如表 1
。

方羞分析表明
,

林分密度对伐桩萌芽率洽响不显 著 (F = 0
.

18 < F 。
.

。。

二 4
.

7 6 )
。

然而
,

作为一个直接影响林木生长尤其直径生长的因 j气,

林分密度也间接 地 影响

了伐桩的萌芽率
。

从 30 c m 伐桩的萌芽结果看
,

林分密度越大
,

萌芽率越高
。

这可能与高密

度林分的林木较细 小有关
,

因为通常情况下
,

小径级林木的伐桩萌芽率较大径级林木高〔吕1
。

伐桩高度对萌芽率有极显著影响(F = 5 3
.

4 5 > F
。

.

。: = 3
.

6 3 )
,

萌芽率随伐桩高度 的 增 加而增

高
。

伐桩高度对萌芽率的这种影响
,

D eB e ll和 H o o k (1 9 70 )和 H a r r in g to n (1 9 5 4 )等人认为

伐桩高度影响伐桩本身所含潜伏芽或不定芽的数量所致
,

尤其是那些仅靠潜伏芽萌发萌条的

树种 [。
, ‘。]

。

均数差异检验结果
,

60 c m 和 1 0 0 c m 伐桩的萌芽率显著高于 30 c m 伐桩的萌 芽

率
。

林分密度与伐桩高度的交互作用对萌芽率没有显著影响(F = 0
.

17 < F0 :
。。 二 2

.

了4 )
。

裹 1 不同林分密度及砍伐离度伐桩萌芽率和萌条致t 的比较

因 子 伐 桩 萌 芽 率 (% ) 平 均 萌 条 数 贵 (根 )

伐桩高度 (e m ) 3 0 6 0 10 0 平 均值 3 0 6 0 10 0 平均值

密 IJ : 8 4
.

1 1 0 0 10 0 9 4
.

7 7
.

1 14
.

4 2 1
.

7 1 4
.

4 a e

D : 8 0
.

9 1 0 0 10 0 9 3
.

6 8
.

3 16
.

7 2 3
.

0 16
.

o b

I)3 7 8
.

6 1 0 0 1 0 0 9 2
.

9 6
.

6 14
.

2 2 6
.

0 15
.

6 a b

度 丈)‘ 7 6
.

9 1 0 0 1 0 0 9 2
.

3 4
.

9 1 1
.

4 2 3
.

0 13
,

I c

平 均 位 8 0
.

1八 1 00 B 1 0 O B 9 3
.

4 6
.

7 A 1 4
.

2 B 2 3
.

4 C 1 4
.

8

注 : 平均值栏内数值后大
、

小字母分别示伐桩高度
、

密度 的均数差异检睑(尸 = 。
.

0 5 )结果
,

下「J
。

3
.

2 萌芽始期和萌芽过程
3

.

2
.

1 萌芽始期 调查结果表明
,

不同密度的林分其树桩开始萌芽的时间是一 致的
,

但不

同高度的伐桩
,

萌芽始期则不 [aJ
。

1 0 0 c m 和60 c m 伐桩分别在采伐后第10 d 和第 12 d 开始

萌芽
, l{lj 3 0 c m 伐桩伐后16 d 才开始萌芽

。

伐桩越高
,

萌芽越早的这种趋势
,

作者在马占相

思的萌芽更新研究中也曾观测到川
。

书
.

2
.

2 萌芽过程 对60 c m 伐桩进行萌芽过程观测的结果如图 1所示
。

萌芽 始于 采伐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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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
,

当天平均萌条数就达 3
.

2根/ 桩
,

以后继续萌芽
,

日均2
。

5根/ 桩以上
,

20 d 时 日均萌

条数量最大
,

为4
.

1根/桩 ; 24 d 后开始减少
, 1 个月时基本停止萌芽

。

荫芽峰 期 在 采伐后

1 2一 2 4 d
,

萌芽期持续约2 0 d
。

.叔味伙留肠上
场l0

.

魂卜 众/

):卜) / \
皿 :
肠/ 、

\ 、~ ~ 、一 .

1 2 14 16 卫3 20 2 2 2 4 2 6 2 8 3 0

采伐后夭效

图 1 大叶湘 思伐桩 (6 0 c m )的萌发过程

-

一 日均 萌芽条数量
—

累计萌芽条数量

3
.

3 萌条数量及其分布

3
.

3
.

1 萌条数量 调查结果见 表 1
。

方 差

分析显示
,

林分密度与伐桩高度的影响均达

极显著水平 (尸密 = 1 0
.

10 > 尸
。

.

。: 二 9
.

78
,
尸高

= 31 1
.

03 > F
。

.

。, = 6
.

23 )
,

但两者的 交 互 作

用影响则不显著 (F = 2
.

68 < 尸
。

.

。。 = 2
.

7 4 )
。

萌条数量随伐桩高度的增加而增多
,

原因如

上所述
。

林分密度对萌条数量的极显著影响
,

可能也是间接通过伐桩直径的作用 而 实 现

的
。

此外
,

调查结果还显示
,

所有的萌条没有

一根是由根部萌发的
,

说明大叶相思是一种不能靠根部萌孽的树种
。

我们对一些采伐木和风

倒木进行覆土埋根试验 (将根系与树头切开并培土以期根部萌芽 )也证实了这一点
。

3
.

3
.

2 不同伐桩部位的萌条分布 就 60 c m 伐桩而言
,

78 % 以上的萌条位于伐桩的 中
、

上

部 , 而 1。。 c m 伐桩其中
、

上部的萌条占83 % 以上
。

不同密度的林分
,

均有伐桩越 高
、

中上

部萌条越多的趋势 (表 2 )
。

由此可见
,

增加伐桩高度有利于伐桩萌芽及萌条存活
。

表 2 不同伐桩部位的萌条分布 (单位 : % )

密 度 D I D : D s D -

伐桩高度 (
e m ) 6 0 1 0 0 6 0 1 0 0 6 0 1 0 0 6 0 1 00

7 2
.

3

1 2
。

8

1 4
.

9

6 1
.

7

2 1
.

3

1 7
.

0

5 8
.

9

2 6
.

8

1 4
.

3

9 4
.

7

5
.

3

0
.

0

6 0
.

9

2 1
.

9

1 7
.

2

{:
5 4

。

4

2 3
。

6

2 1
.

8

7 1
.

6

2 1
.

7

6
.

7

上中部位 下

注 : 6 o e m 伐桩的下
、

中和上部 分别指 0一Zo e m
、

2 2 ~ 4 o e m 和‘i ~ 6 o e m
。 i o o e m 伐桩则指。~ 3 3 e m

、
5 4 ~ 6 6 e .

和 6 7 ~ l oo e m
。

表 3 伐桩存活率比较

(单位 : % )

倪 桩 高 度 (c m )

林分密度 平 均 值
30 6 0

D i

D :

D 。

D -

平均值

.

3

。

8

.

6 A

9 2
。

o a

8 3
.

s a

8 6
.

4 a

7 9
.

l a

9 1
.

3 B 9 9
.

2 B 8 5
.

4

3
.

4 伐桩存活率与萌条径
、

离生长

3
.

4
.

1 伐桩存活率 伐后19 个月的调 查 结

果见表 3
。

方差分析表明
,

伐桩高度对存活

率有极显著影响 (F = 19
。

32 > F。:
。: )

,

而林分

密度以及密度与伐桩高度的交互 作 用 影 响

则不 显 著 (F密 = 1
.

11 < F0 :。。
,

F交 = 。
。

23 <

F
。
;
。5

)
。

均数差异检验结果
,
6 0 em 和 i oo en

伐桩的存活率间无显著差异
,

但均显著高于

30 Cm 伐桩的存活率
。

自‘
.

0nU月U九n b几IJ
�
n材O曰,玉1

�.1咋了7000”
.

⋯
月b月性一舀月了O甘0009�吕

7963666552

3
.

4
.

2 萌条径
、

高生长 调查结果见表 4
。

方差分析表明
,

伐桩高度对萌条径
、

高 生 长有

极显著影响 (F径 = 15
。

04 > F
。
;
。, ,

F高 = 1 0
.

40 > F
。

.

。: ) ; 林分密度对萌条径生长 影 响 极 显著

(F = 1 5
.

57 > F
。
二
。; )

,

但对高生长则无显著影响 ( F = 2
.

08 < F
。

.

。5

)
。

密度与伐桩高度的交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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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对萌条径
、

高生 民均无显著影响 (F = 。
.

25 ~ 。
。

28 < F
。

.

。5
)
。

衰 4 19 个月生劝条径
、

离生长的比较

因 子

伐桩高度 (c m )

萌 条 直 径 (c m )

3 0

2
.

4 5

2
.

7 1

:
.

::

6 J 10 0

2
.

6 3 3
.

1 6

2
.

9 5 3
.

2 7

2
.

9 0 3
.

3 6

3
.

2 8 3
.

7 1

平 均 位

2
.

7 5 a

2
.

9 8 b

3
.

0 2 b

3
.

2 8 C

:
.

;:
3

.

6 6

3
.

4 9

3
.

6 1
‘

\

萌 条 裔 (m )

6 0 1 0 0

3
.

9 5 4
.

1 8

3
.

5 4 3
.

8 8

3
.

7 0 4
.

0 3

3
.

7 6 4
.

1 3

、

聆 均 值

3
.

9 6 a

3
.

6 4 a

3
.

吕o a

3
.

7 9 a

2
.

7 lA 2
.

9 4 B 3
.

3 8 t: 3
.

0 1 3
.

7 4 3 4
.

0 6 C 3
.

色0

一
几你

.

从执

�一
密度平

3
.

5 萌芽林的长势及其生物产皿

3
.

5
.

1 萌芽林长势 萌芽林长势以林分中好
、

中
、

差萌条所占比例表示 (表 5 )
。

就不 同 密

度而言
,

D
:
和 D

‘

萌芽林分长势最好
,

这是因为 D , 密度大
,

其竞争萌条的向上生长 较其他

密度的林分明显
, D ‘

则 由于伐桩较粗壮
,

贮藏物质较多
,

故萌生的萌条较粗壮
。

其 他 两种

密度的林分长势则较差
。

从伐桩高度看
, 6 0 c m 伐桩的萌芽 林分长势最好

。

裹 5 不同密度
、

不同伐桩言度的蔺多林分长势比较 (单位
:

;幻

D
,

D : D J D ‘

6 0 1 00

7 8
.

2 9 5
.

0

2 1
,

8 5
.

0

0
.

0 0
.

0

3Q80.跳
6曰RUO1一3547

林分密度

桩高 (e m )

长 好
,

}
J ::

,

:

3 0

4 6
_

4

6 0

5 5
.

3

1 0 0 3 0

6 8
.

4 6 4
.

0

! 5
.

8 2 6
.

0

6 0

5 7
.

8

4 2
.

2

11‘O曰

六d
一

6一6831
�比一.内j一,JR

L�b几」

势 左 0
.

0 0
.

0 0
.

0 1 0
.

7 3
.

6 1 5
.

8 10
.

0 0
.

0 1 6
.

4 0
.

0 0
.

0 0
.

0

3
.

5
.

2 萌芽林分生物量 试验求得19 个月生萌芽条生物量与其径
、

高的 回 归 方 程 为 W =

。
.

19 6 S X (口H )。” ‘” ( : “ 。
.

98 7 1 ,

达极显著水平 )
。

由此方程推算的不同林分生物量 统计结

果如表 6
。

方差分析表明
,

伐桩高度及林分密度对林分生物量均有极显著影响 (F 高 = 2 1
.

09 >

衰 6 19 个月生魂芽林分的生钧皿比较

林 分密度 书 均 位

D
,

刀
:

I )
;

D 。

平 均 位

f忆 桩 高 度 ( e m )

3 0 6 0 1 0 0

3 6
.

2 0 4 9
.

8 7 5 4
.

8 8

2 4
.

9 2 4 6
.

8 2 4 8
.

56

2 3
.

7 1 3 3
.

1 5 3 7
.

8 0

12
.

4 7 2 7
.

6 8 3 3
.

8 5

4 6
.

9 8 a

4 0
.

10 b

3 1
.

17 e

2 4
.

6 7 d

2 4
,

3 3 八 3 9
.

3 8 B 4 3
.

7 7 C 3 5
.

8 3

FO
.

。: ,
F密 = 45

·

84 > F
。

.

。工) ,

但两者的交互作

)lj影响则不显著 ( F = 0
.

44 < F
。

.

。。)
。

均数 差

异检验结果表明
, 1 0 0 c m 伐桩萌芽林分生物

童较 60 c m 伐桩萌芽林分高4
.

34 t/ hm
“,

但据

测定
,

若以 1。。c m 高度采伐
,

则伐桩留存生

物量比6 0 c m 高度采伐的要多 4
.

43 4t / h m
: 。

可见
,

萌芽林分在 19 个月生时 以 60 c m 高

度进行第二次采伐
,

其生物量总产量要比以

1 0 0 c m 高度采伐的高
。

J

4 结语与讨论

( 1) 大叶相思不是一种萌芽力很强的树种
,

不能靠其根部萌禁形成矮林
,

而只能通过增

加伐桩高度来提高其萌芽更新能力
。

伐桩高度对它的萌芽能力及萌芽林的生长有极显著影响
。

综合分析结果认为
,

大叶相思的萌芽 更新采用 6 0 c m 的伐桩高度较合适
。

与广东省电白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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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伐桩高度和林分密度对大叶相思萌芽更新的影响 右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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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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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所的试验结果相比工’“] ,

不仅因降低伐桩高度而提高了收获量
,

且能较大程度地避免由于伐

桩过高而导致萌条被风折
、

风倒的不良后果
。

(2 ) 萌芽林分与实生林分对密度的反应是相同的
。

萌芽林的直径生长和林分生物产量受

密度的影响十分明显
。

(3) 林分密度对低伐桩萌芽率的影响以及对萌条数量的影响
,

可能是通过伐桩直径的影

响而实现的
。

至于伐桩直径对萌芽更新的影响
,

有待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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佗、程熟
.

作李
.

雌卜.咤争. 心乒
.

心、仁、心、咤卜
‘

咤卜
.

趁卜
‘

提》、雌》.
理、趁》

,
心、佗、趁》

. 程全、心、佗、棍、趁卜
.

理、嗯卜
‘

哎》
.

心
、
理、雌卜

‘

佗、雌卜
‘

心、口
、趁卜佗、趁》

曰

咤卜犬全
、性》,

“

华北和 日本落叶松种和种源研究
”

通过专家鉴定

“

华北和 日本落叶松种和种源研究
”

是
“

六五
” 、 “

七五
”

国家科技攻关专题
,

由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主

持
,

陕西
、

山西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等17 个单位参加
。

从 1 97 9年开始
,

共营造各类试验林 200 多h m . 。

经过 1 3 a

的多点试 验和对早期引种落叶松的调查研究
,

取得了显著研究成果
: ¹ 在我国第一次 全面揭示 了 日 本

、

华北
、

西伯利亚
、

长白
、

兴安落叶松种的适生范围
,

明确了落叶松种间差异显著大于种源和 林 分差 异 的

规律
。

从温带到亚热带
,

日本落叶松的树 高生长均高于其他落叶松
,

在 31
’

N 以南
,

海拔1 。。。m 以上地 Ix:

的生长量 比其它落叶松快60 % ~ 70 % ; º 查清了华北落叶松种内不 同种源 生长有显著差异
,

并初步确定了

种内随机的地理变异规律 , » 在我国首次进行了 日本落叶松广泛的适生区的划分
,

确定 在北起燕山山区
,

南抵五岭山地的亚热带中
、

高山区具有较高的生产力
,

在最适生 区年平均生 长量可达 12 ~ 15 m ,

/ hm Z 。

特

别是在亚热带不能种植杉木和马尾松的高山区
,

日本落叶松平均年生长量也能达 12 m “/ h m Z 。
目前已在湖

北
、

四川
、

陕西
、

湖南等省推广
,

示范造林 1 . 5万 hm Z 。

在最近通过的成果鉴定会上
,

专家们认为
:
该项研究试验树种多

、

顶盖面宽
、

工作难度大
。

研究成果

填补了我国落叶松造林区划中的空 白
,

对我国各地 正确选择落叶松种和 日本落叶松南移提供了科学依据
。

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

(辐 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