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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藤藤丛结构和生长的研究

曾炳山 许煌灿 尹光天 张 国

摘要 以黄膝三块标地25 个固定样丛 s a 连续观浏和 11 年生初次采收实侧的数据对其 路 丛 母

茎
、

总茎长
、

成丛株数的生长模型作了初步研究
,

发现三者与年龄的相关关系皆为幕函数(Y = a x

X
. )

,

相关系数皆> 。
.

98
。

在此基础上
,

着重研究和分析了麟丛的株数组成结构和茎长分配结构
,

得出了株数按年龄和长度级分配的动态模型以及茎长按年龄和长度级分配的动态模型
,

并运用上

述生长模型编制了路丛产量表
。

美 . 询 黄麟
、

慈丛
、

长度级
、

生长模型
、

产盈预测

黄藤 [ D a 巴杭O”0 1 0 , s 从a , g a , ita 。 (Ha
n e e ) B ee e

.

〕速生
,

强萌桑
,

藤茎材质优良
,

经济

价值高
,

现已成为我国华南栽培的经济藤种
。

藤丛由长度不一的异龄植株构成
,

其生长包括

藤株顶端生长和藤丛萌禁生长
,

生长关系复杂
,

且植株具刺
,

不易量测 [‘, 。 因此
,

研究藤丛

植株和茎长的组成结构
,

建立其生长模型
,

探索其产量预测方法
,

从理论上预测其产量
,

为

藤林经营提供数量化依据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

1 研究方法

在广东省高州县伦道藤场 25 hm Z
的黄藤试验林内(1 9 7 8年营造

,

株行距为Z m 沉 2
.

5 m )
,

分上中下三种立地设置三块固定样地
,

在固定样地内共设置有代表性的固定样丛25 个
,

每年于

12 月中旬测定样丛的丛内株数
、

母茎长度及各萌蒙株茎长
,

连续观测s a (1 97 8一1 9 8 6年 )
,

最

后于1 9 8 9年底在试验区内设置标准地进行采收测定
。

主要实测结果见表 1 、
2

。

鉴于黄藤藤丛由长度不一 的异龄植株构成这一特殊性
,

以一定的茎长间距 (1 m 或Z m )划

分长度级
,

按上限排外法统计藤丛各长度级的株数和茎长
,

再计算各长度级的株数百分数和

茎长百分数
,

进一步计算累计株数率和累计茎长率
。

用长度级株数分配率和茎
一

长分配率来研

究藤丛组成结构和生长规律
。

藤丛组成结构的研究是从 n 年生藤丛的株数结构入手
,

通过模型选择和回归筛选得出n

年生藤丛的株数分配模型
,

再应少}1数学方法推导出累计株数率模型
、 一

长度级茎长率模型和累

计茎长率模型
。

在此基础上
,

分析和研究株数分配和茎长分配与年龄的关系
,

得出株数和茎

长分配的动态模型
,

再运用动态模型编制藤丛产量表
。

1 9 9 2一 1 1一 0 3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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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2 5个固定样丛生长和组成实洲平均位 (单位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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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11 年生黄比膝丛组成实洲结果 (单位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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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果与分析

母茎
、

成丛株教
、

总塞长的生长棋型

黄藤母茎在幼龄期茎长生长缓慢
,

1 ~ 3 年生母茎年平均生长量为0
.

4 m
。

3年生后母藤

生长加速
,

4 年生植株已明显抽茎拔节
,

至 5 年生后进入速生期
,

年生长量可达 1
。

36 m
。

将

8 年连续观测的母茎茎长( L , )与母茎年龄 (月 )作多种一元函数关系的回归分析
,

发现以幂函

数为最好
,

相关系数达o
。

9 92
。

L s = 0
。

2 6 1 2 A l
·

“a s , ( r 二 0
。

9 9 2 ) ( 1 )

黄藤栽种后
,

当年即有个别植株开始萌孽
,

但萌桑数量极少
,

仅 1 一 2 株
。

随着年龄的

加大
,

藤丛萌孽加速
,

成丛株数逐年增多
, 6 年生藤丛年萌孽率为1

.

5株
,

n 年生时藤丛平均

萌蒙率也高达 3
.

34 株
。

将 8 年连续观测和11 年生采收时的藤丛株数( N )与年龄作多种函数关

系的回归分析
,

结果以幂函数关系最佳
,

其表达式为
:

N = 1
。

1 9 2 3 A ,
·

2 7 3 。 ( r = 0
。

9 8 3 ) ( 2 )

藤丛总茎长 ( T , )是指藤丛内各藤株茎长的总和
,

其年增长量是反映藤丛生长的综合指标
。

与母茎生长和萌孽生长相类似
,

藤丛总茎长的增长也表现为初期慢
,

李一 3 年生年均增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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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
。

64 m
,

而后明显加速
, 5 年生年增长量为 5

.

o m
,

8 年生时年增长量高达8
.

0 m
,

藤丛总

茎长为 2 6
.

9 7 m
。

藤丛总茎长与年龄的关系也为幂函数关系
,

表达式为
:

T : = 0
.

2 1 2 8 A Z
‘

, ‘6 8 (, = 0
.

9 8 5 ) ( 3 )

2. 2 茸丛株教结构

2
.

2
.

1 11 年生藤丛林数分配模型 为了研究藤丛株数按长度的分配
,

以 Z m 为茎长间距划分

长度级
。

鉴于O
。

s m 范围内藤株较多
,

将O
。

s m 以下也划为一长度级
,

因此
,

长度级的 划 分

为
: o ~ 0

.

5
, 0

.

5~ 2
.

5 ,
⋯ (见表 2 )

。

计算各长度级的株数率(N p ) 和累计株数 率 (N a p )
。

分析结果表明
:
株数率和累计株数率随长度级的变化而有规律地变化

,

长度级越小
,

株数率越

大
,

累计株数率增加越快
。

反之
,

长度级越大
,

株数率越小
,

累计株数率增加越缓慢
。

将株

数率与长度级中值 (L )作曲线拟合
,

经筛选结果以对数函数最能反映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

其表达式为
:

N p = 2 7
.

3 3 5 6 一 1 0
。

2 6 3 2 In L (r = 一 。
。

9 8 一) ( 4 )

累计株数率是株数率的累计值
,

因此将(4) 式的模型求积分有 [” :

N即 = IN PdL

= 了(
a + b

一

In L )d L

= 丁
a d L + Ib

·

In L
·

d L

= a L + (bL
一

In L 一 bL ) + C

= (a 一 b)L + b
一

In L + C

因是累计百分数
,

长度级宜采用终值
。

将累计株数率与长度积终值 (L
‘
)作上述模型 的 曲 线

回归得 (5) 式
:

N a P = 3 2
.

6 6 4 S L
‘ 一 9

.

6 2 9 9 L , 一

In L
,

R = 0
。

9 7 0 ( 5 )

2
.

2
.

2 藤丛株数分配的分段模型与动态模型 藤丛株数结构不仅与长度级有关
,

而且与藤丛

年龄密切相关
,

随年龄的变化而变化
,

表现为一种动态结构
。

藤龄越小
,

小长度级的株数率

越大
,

藤株相对越多
,

而大长度级的株数率越小
,

藤株越少
,

且仅限于几个长度级有藤株分

布, 藤龄越大
,

小长度级的株数率越小
,

即尽管藤株绝对数量大
,

但相对数量少
,

而大长度

级的株数率越大
,

也即藤株逐渐伸长进入了大长度级
。

为了研究株数率与年龄和长度级两者的关系
,

先分年龄回归得出株数率的分段 模 型 (表

3 )
。

因 8 年生以下藤丛有藤株分布的长度级较少
,

且藤株集中分布于小长度级
,

大长度级的

株数百分数较小
,

按最小二乘法得出的株数率模型预测大长度级的株数率相对误差较大
,

易

衰 3 株橄百分橄的分段橄妞

年 赞 相 关 系 数
棋 型 表 达 式

( a )

N 夕 = a + b
·

In L

N P = 3 8
.

1 4 1 0 一 82
.

4 68 6 In L

N P = 4 5
.

3 13 0 一 5 7
.

1 6 4 2 In L

N p = 魂4
.

3 , o ‘ 一 s6
.

o 2 0 s ln L

N p = 3 ,
.

6 5 月i 一 Zs
.

5 0 6 s ln L

N P = 3 7
.

5 0 2 1 一 2 3
.

3 4 2 7 In L

N P = 3 2
.

5 0 7 9 一 1 7
.

日3 0 3 1n L

N P 二 2 5
.

了, 6 , 一 i‘
.

3 1 7 5 In L

一 0
.

95 4

一 0
.

9 6 1

一 0
.

9 3 2

一 0
.

9 3 3

一 0
.

95 6

一 0
.

9 8 8

一 0
.

9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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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大长度级被截去的现象
。

因此
,
取消 O ~ 0

.

5 长度级
,

以 l m 为间距划分长度级
,

减少

小长度级的样本点以提高大长度级株数百分率的预测精度
。

经回归筛选
,

参数 a ,
b与年龄 A 的关系式分别为

:

a = 1 9
。

5 2 7 IA 一 2
。

0 7 9 S A 之 (R = 0
。

9 7 9) ( 6 )

b = 一 1 5 6
。

6 5 4 2 /A (, 二 0
。

9 9 4 ) ( 7 )

将(6) 和 (7) 式代入模型 (4 )可得株数率的动态模型
,

并经多元曲线回归得
:

N p = 1 7
.

0 9 7 OA 一 1
.

6 8 2 IA 2 一 13 8
一

9 5 6 Z L
一

In L ( 8 )
‘

R = 0
。

9 2 8

进一步分析藤丛累计株数率与藤龄和长度级两者的相关关系
,

结果表明
:
藤龄越小

,

象

计株数率随长度级的加大而增加越快
,

而藤龄越大
,

递增越慢
。

藤丛累计株数率的年龄分段

模型列于表 4
。

衰 4 泉 计 株徽 率 分 段 橄 型

年 龄
表 达 式

( a )

复 相 关 系 致

R

N
a尹 = a L , + 6 L ,

·

In L ,

N
a P = 95

.

3 0 0 0 L , 一 6 5
.

3 5 4 3 L
, ·

In L
,

N
a P = 8‘

.

7 6 3 8 L , 一 砚7
,

6 8 4 7 L ,
·

In L ,

N
a P = 6日

.

2召3 6 L , 一 3 0
.

7 0 3 2 L ,
·

In L ,

N
a P 二 5 6

.

1 1 5 7 L
, 一 2 1

.

9 5 7 6 L 户
·

In L ,

N
a P = 5 3

.

2 7 9 4 L , 一 2 0
.

3 7 8 0 L 产
·

In L
,

N
a P = 4 6

.

3 8 1 6 L , 一 1 6
.

4 5 5 0 L 尹
·

In L 户

N
a P = 3 6

.

9 5 1 S L , 一 1 1
.

7 8 7 0 L
, ·

In L
,

0 9 94

0
.

9 9 4

0
.

9 93

0
。

9 95

0
.

9 97

0
.

9 99 5

0
。

9 9 7

经回归筛选
,
参数 a ,

b 与A 的关系式分别为
:

a = 1 2 7
。

02 9 0 一 4 2
一

2 5 7 5 In A (, = 一 0
.

9 9 2 ) ( 9 )

b = 一 1 2 8
.

6 6 3 2
/A (: = 0

.

9 9 6 ) (1 0 )

由(9)
、

(1。)和(5) 式可得累计株数率的年龄动态模型
,

并经多元曲线回归得累计株数率的动

态方程式
:

N 即 = 2 1 1
。

6 4 0 OL
, 一 3 3

.

7 9 4 4L
, 一

In A 一 lz 3
.

z 4 8 4 L
,

(In L
,

/A ) (1 1 )

:

R = O
。

9 9 5

累计株数率的分段模型和动态模型与实测值见图 l
、

2
。

图 1
、

2 显示
,
分段模型未综

合年龄信息
,

曲线簇分布不均
,

而动态模型综合了年龄信息
,

消除了气候等其他因素带来的

变差
,

避免了相邻曲线间交叉重叠的矛盾
,

精度也相应提高
,

且应用方便
。

2
.

3 慈丛茎长分配结构

2
.

31
.

n 年生藤丛茎长分配模型 长度级内藤株茎长占藤丛总茎长的百分数为茎长率(LP )
,

其累计值为累计茎长率
。

茎长率随长度级增大而增大
,

达到最大值后又逐渐变小
。

藤丛中小

长度级的藤株数量尽管多
,

但藤株茎长短
,

大长度级茎长大
,

但株数少
,

因此两者的茎长率

均小
,

而中等长度级的茎长较大
,

株数也较多
,

其茎长率最大
,

在长度级上形成一个波峰
。

茎长率与长度级 (按 Z m 间距划分 )的关系式可由株数率与长度级的关系式推导而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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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累 计株数率分段模型 图 2 累计株效率动 鑫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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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了= 1
, 2 ,

⋯ m
,

m 为最大长度级顺序号
,

N ,为长度级株数
,

L ,为长度级中值
,

N p , 为长度级株数率
,

T :
为总茎长

,

N 为总株数
,

两者仅随年龄的变 化 而 变化
,

与 j的大

小无关
。

因此
,

年龄不变
,

N / T :
可看作常数项 f

,

则有茎长率模型
:

L p = N p
·

L
·

f

二 ( a + b
·

In L )
·

L
.

1

二 ( a ·

f)
·

L + ( b
·

f)
·

L
·

In L

= a’
。

L + b,
·

L
·

In L

以茎长率模型去拟合 11 年生藤丛的茎长百分数得
:

LP = 7
。

1 12 Z L 一 2
。

4 7 9 SL
·

In L ( R 二 0
。

9 4 5 ) ( 1 2 )

累计茎长率( L aP )随长度级的变化表现为小长度级增大慢
,

中等长度级增大 快
,

大长度

级增大趋势又逐渐减缓
。

累计茎长率为茎长率的累计值
,

因此将茎长率模型求积分得
:

JL p d
.

L = J ( a , ·

L + b , ·

L
·

In L ) dL

= la , ·

Ld L + 丁b
‘ ·

L
·

I n L d L

= a ,

( L
Z

/ 2 ) + b
‘ ·

L
Z ( In L / 2 ) 一 b ,

( L
Z

/ 4 ) + C

= ( 2
· a ‘一 b‘) ( L

Z

/ 4 ) + b
‘ ·

L 艺( In L / 2 ) + C

因此得出累计茎长率的模型 ( 13) 式
:

L a p = JL p d
·

L = a , ·

L
之 + b l, ·

L
Z ·

In L ( 1 3 )

将累计茎长率与长度级终值作模型 ( 1 3) 的多元曲线回归得
:

La p = 2
。

3 2 1 7 L
, 么一 0

.

6 9 7 g L
, 2 ·

In L
, ( 1 4 )

R = 0
。

9 9 8

2
.

3
.

2 茎长分配的分段模型和动态模型 藤丛茎长分配结构也是动态结构
,

随着藤龄 的增

大
,

小长度级的茎长率减小
,

大长度级的茎长率逐渐加大
,

茎长率极大值所处的 长 度 级 变

大
,

即茎长率曲线波峰向前推移
,

而且波峰变平
。

累计茎长率与累计株数率 相 似
,

藤 龄 加

大
,

累计茎长率随长度级的递增而增加的速率减小
。

分别年龄求得茎长率和累计茎长率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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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模型列于表 5 和表 6
。

表 5 主 长 百 分 数 分 段 摸 型

年 龄 系 数
表 达 式

( a )

L P = 。L + b L
·

In L

L P = 6 7
.

o a2 6 L 一 1 3 0
.

5 3 s 9 L
·

In L

L P = 通7
.

7 3 5 7 L 一 4 7
.

5 5习i L
·

In L

L p = 2 7
.

so s z L 一 i 8
.

7 4 7 5 L
·

In L

L P 二 1 5
.

5 5 2 s L 一 l o
.

si 2 3 L
·

In L

L P = i s
.

6 o x Z L 一 2 0
.

3 0 5 4 L
·

In L

L P = 1 5
.

8 6 4 7 L 一 s
.

1 7 9 0 L
·

In L

L P = 1 1
.

5 0 2 i L 一 5
.

2 5‘S L
·

In L

0
。

6 9 9

0
.

7 1 7

0
.

7 4 5

0
.

8 1 3

0
.

8 8 5

0
.

9 2 2

0
.

7 76

表 6 票 计 茎 长 百 分 数 分 段 摸 型

年 龄
表 达 式

( a )

复 相 关 系 数

R

L a P = a L
‘ 2 + b乙

, 2
·

In L
,

L 口 P = 7 s
.

s0 0 o L
, 2 一 了了

.

‘i 7 o L , 2
·

In L ,

L a P = 魂4
.

1 8 1 4 L , 2 一 3 0
.

5 9 5 i L , 2
·

In L
,

L a p = 2 5
.

0 2魂 6 L
, 2 一 1 2

.

5 4 3 i L
产 2

·

In L ,

L a P = i 4
.

s0 7 3 L 尸2 一 6
.

4 7 6 8 L
, :

·

In 二 ,

L a 尹 = i ‘
.

1 6 5 3 L
, 2 一 ‘

,

2 , 1 o L
, 2

·

In L
,

L a P = 1 1
.

3 2 6 3 L , 2 一 4
.

7 s6 i L ‘君
·

In L ,

L a P = 6
.

4 5 0 2 L
, 2 一 2

.

3 5 0 4 L
, 2

·

In L ,

0
.

9 74

0
.

9 65

0
.

9 7 7

0
.

9 9 0

0
.

9 9 3

0
.

9 9 7

0
.

9 9 1

将a’
,

al,
,

b’
,

bl, 与A 作多种一元函数关系的回归
,

经筛选结果如下
:

a , == 9 0
。

2 7 9 7 一 4 0
。

0 7 8 6 In A (r = 一 0
.

9 6 7 ) (15 )

a ll = 一 1 9
.

54 6 3 + 1 9 2
.

2 0 4 0 / A (, = 一 0
.

9 9 2 ) (16 )

b
‘ = 4 7

.

6 12 4 一 3 2 8
.

6 3 2 0 / A (r 二 0
.

9 6 2 ) (1 7 )

石
护 = 2 8

一

4 7 4 8 一 1 9 7
一

7 6 7 0 / A (: = 0
。

9 7 0 ) (1 8 )

由(1 5 )
、

(17 )和 (12 )式可得茎长率的动态模型
,

由(16 )
、

(1 8) 和 (13 )式可得累计茎长率的动

态模型
,

再经多元曲线拟合得
:

Lp = (8 1
。

2 4 2 5 一 3 5
.

0 9 7 6 In A)L + (1 5
。

6 7 8 5 一 1 5 3
。

6 9 2 1/ A)L
·

In L (1 9 )

(R 二 0
。

8 5 6 )

L即 = (一 3
.

7 3 3 0 + 9 5
.

8 12 0 / A )L
, 2 + (3

.

2 9 7 8 一 5 1
.

7 3 6 9 /A )L
, 2 ·

In L
,

(2 0 )

(R = 0
。

9 7 3 )

累计茎长率的分段模型和动态模型图分别见图 3
、

4
。

从图 3 可以看出
,

分段模型的相

邻曲线间有交叉重叠现象
,

5 年生和 6 年生两条曲线几乎重叠
,

而动态模型综合 了 年 龄信

息
,

曲线分布均匀
,

消除了气候
、

管理或人为干扰等因素带来的变差
,

预测值更为合理
。

2. 4 藤丛产量表的编制

应用藤丛株数和茎长等生长模型预测该立地条件下各年龄各长度级的株数
、

茎长
,

编制

出藤丛产量表
,

从而为藤林经营确定最佳采收年龄
、

最佳采收间隔期乃至最佳经营周期提供

依据
。

用株数生长模型预测各年龄藤丛的株数
,

以总茎长模型预测各年龄藤丛的总茎长
,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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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 3 a 4 a sa 6 a 7a
la Za 3 a 4 a sa 6 a 7 a s a

10 0
1 00

8 0
80

0CU
�U心UJ任叮自八眼�会袱

0CU自bJ性(味)峨
.
斌

2 O

L
‘

<tn )

图 3 爪计茎长率分段棋型

L
‘

( m )

图 4 累计茎长率动态棋型

用累计株数率模型和累计茎长率模型计算藤丛各年龄各长度级的累计株数率和累计茎长率
,

再计算各长度级的株数率和茎长率
,

以长度级株数率乘以总株数得长度级株数
,

长度级茎长

由长度级茎长率乘以总茎长而得
。

黄藤藤材工艺成熟长度为 4
.

0 m
,

因此将 4
.

0 m 以上 长度

级株数和茎长合计得藤丛工艺成熟株数和茎长
,

并换算成藤林 (藤丛密度 2 00 。株/h m Z ) 的可

采株数和藤材长度
。

按上述方法编制出高州伦道藤场藤丛产量表 (表 7 )
。

衰 7 . 丛 产 t 衰

年幼

项

( a )

长 度 级 4
.

0 m

。
.

。< L l
.

。‘L 2
.

。‘L 3
.

。‘L 4
.

。‘L S
.

。‘L 6
,

。‘L 以 上

< 1
.

0 < 2
.

0 < 3
.

0 < 4
.

0 < 5
.

0 < 6
.

0 < 7
.

0 合 计

每h m , 膝林

可 采
兰

总株狱

1
.

2

总茎长

0
.

2 1 m

爪计株数率《% )

株 数 率 ( % )

株 致 (株》

爪计茎长率 (沁 )

茎 长 率 ( % )

茎 长 ( m )

1 0 0
.

0

1 0 0
.

0

1
.

2

9 2 1

9 2
.

1

0
.

1 9

1 0 0
.

0

7
.

0

0
.

02

总株数 爪计株戮率 ( % ) 名8
.

2 1 0 0
.

0

2
.

9 株 数 率 ( % ) 名8
.

2 1 1
.

8

: 株 效 ( 株) 2
.

6 0
.

3

总 茎长 爪计茎长率 ( 沁) 月‘
.

2 2 00
.

0

1
.

0 9 In 茎 长 率 ( % ) 4 4
.

2 5 5
.

8

盏 长 ( m ) o
.

4 a 0
.

‘1

总株教 用 计株数率 ( % ) 7 4
.

5 9 6
.

7 1 0 0
.

0

4
.

翻 株 橄 率 ( % ) 7 4
.

5 2 2
.

2 3
.

3

a 株 致 (株 ) 3
·

6 1
·

1 0
.

1

总茎长 爪 计茎长率 ( % ) 2 8
.

2 7 4
.

1 1 0 0
.

0

2
.

8 3 m 茎 长 率 ( % ) 2 8
.

2 4 5
.

9 2 5
.

9

茎 长 ( m ) 0
.

8 0 1
.

3 0 0
.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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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盛
.

otn 每hm , 膝林

t采可

上计以合项

长 度 级

0
.

0 < L 1
.

0 ‘ L 2
.

0 ‘L 3
.

0‘ L ‘
.

0 ‘L 5
.

0 ‘乙 6
.

0 ‘L

< 1
.

0 < 2
.

0 < 3
.

0 < 4
.

0 < 5
.

0 < 6
.

0 < 7
.

0

嵘、年(a

总株数

6
OU7

.

0

总茎长

5
。

5吕m

累计株数率(% )

株 数 率 (% )

株 致 (株》

累计茎长率(% )

茎 长 率 (% )

茎 长 (m )

6 4
。

名

右4
.

吕

4
.

5

2 0
。

2

2 0
.

2

1
.

1 3

9 0
。

2 5
。

5 4
.

3 4

1 0 0
。

0

1 3
。

3

1
.

9 0

1 0 0
。

0

9
。

6

0
。

7

8 6
。

7

32
。

5

1
.

8 1 0
。

7 4

总株致

9
。

3

总茎长

9
.

4 5 m

累计株数率(% )

株 教 率 (% )

株 数 (株》

累计茎长率 (% 》

茎 长 率 (% )

茎 长 (m )

5 7
.

3 8 3
.

1

5 7
.

3 2 5
.

8

5
.

3 2
.

4

15
.

4 4 2
.

2

15
.

4 2 6
。

8

1
.

4 6 2
.

5 3

9 7
。

2

1 4
。

1

1
。

3

6 9
。

2

2 7
.

0

2
。

5 5

10 0
。

0

2
。

8

0
。

3

g D
。

5

2 1
。

3

2
。

0 1

1 0 0
.

0

9
.

5

0
.

9 0

9
。

5

0
.

9 0 1 8 0 0
.

0

总株致

1 1
。

7

总茎长

1 4
.

5 2 m

累计株 数率(% )

株 数 率 (% )

株 数 (株 )

累计茎长率 (% 》

茎 长 率 《% )

茎 长 (m )

5 1
。

1

5 1
。

1

6
。

0

1 2
.

2

12
.

2

1
.

77

7 6
.

0

2 4
.

牙

2
。

9

3 4
。

2

2 2
.

0

3
。

1 9

9 1
。

1

1 5
。

1

1
。

8

·

3

。

3 9

9 9
.

8

8
.

7

1
.

0

7 7
。

7

2 0
。

2

2
.

93

1 0 0
.

0

0
.

2

0
.

0 2

9 1
.

6

1 3
.

9

2
.

0 2

0
.

2

0
。

0 2 4 0

1 0 0 0

8
。

4

1
。

2 2

2 2
。

3

3
.

2 4 6 4 8 0
.

0

月J目确舀」曰勺n‘

总株数

1 4
.

2

6 9
。

4

2 3
。

5

3
。

3

8 4
。

1 5
。

6
.

1

2
.

1 0
.

9 1 8 0 0

总茎长

2 0
.

8 8 m

累计株数率 (% )

株 数 率 (% )

株 数 (株)

累计茎长率(% )

茎 长 率 (% )

茎 长 (m )

4 5
.

9

4 5
。

9

6
。

5

10
。

0

1 0
。

O

2
.

0 9

:::
4 9

。

2 0
。

4
。

3 0

93
。

9

9
.

5

1
。

4

6 8
.

5

1 9
。

4

4
.

0 5

9 9
.

3

5
.

4

0
.

8

8 4
.

2

15
.

7

3
.

2 8

1 0 0
。

0

0
.

7

0
.

1

9 4
。

3

1 0
。

1

2
.

1 1

1 0 0
.

0

S. ,

1
.

1 9

3 1
。

5

6
。

5 8 1 3 16 0
。

0

586

总株致

1 6
.

9

6 3
。

1

2 1
.

了

3
.

7

总茎长

2 8
.

6 1 m

累计株数率(% )

株 数 率 (%)

株 数 (株)

累计茎长率 (% )

茎 长 率 (% )

茎 长 (m )

4 1
.

4

41
。

4

7
。

0

8
.

2

8
.

2

2
。

3 5

:::

7 7
.

5 8 7
.

0 9 3
.

0

1 4
.

4 9
.

5 6
.

0

2
.

4 1
.

6 1 0

42
.

9 6 1
.

6 7 8 6

1 8
.

7 1 8
.

7 1 7
.

0

5
.

3 5 5
.

3 5 4
.

习6

97
。

1

‘
。

1

0
。

7

9 2
.

3

1 3
。

7

3
。

92

10 0
.

0

2
。

9

0
.

5

1 0 0
。

0

7
。

7

2
.

2 0

1 3
。

0

2
。

2 4 4 0 0

3吕
.

4

1 0
.

9 8 2 1 9 6 0
。

0
口O

20
1舀

由于样本小
,

累计株数率模型和累计茎长率模型的曲线类型不同
,

大长度级的株数率较

小
,

而 回归预测值又有一定的误差
,

导致两模型预测出的同一年龄的最大长度级不一致
,

累

计茎长率模型预测值的最大长度级多数大于累计株数率模型的最大长度级
,

且更接近于实测

值
。

但两模型预测值是相一致的
,

累计茎长率模型预测出的茎长除以长度级中值得出的长度

级株数
,

接近于累计株数率模型预测出的长度级株数
。

本文仅依据黄藤的生长规律
,

对藤丛收获表的编制方法作初步探索
,

要编制出生产上能

够广泛应用的藤丛收获表还需长期观测大量固定样丛
,

分别立地条件编制收获表
。

同时
,

藤

丛结构和产量与藤林密度
、

间种方式和树种有关
,

编制藤丛产量表应考虑藤林密度
、

间种方

式和树种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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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l) 黄藤的母茎生长
、

总茎长生长
、

萌集生长都表现为初期慢
,

约 3 年生生 长 开 始 加

速
,

至 6 年生进入速生期
。

三者与年龄的关系皆为幕函数 (Y = a X “)
。

(2) 藤丛株数率
、

累计株数率与长度级
、

年龄的关系分别为
:

N P = a ·

A + b
·

A Z + c (In L / A )

N aP = (a + b
·

In A )
·

L
, + e ·

L
,

(In L
‘

/ A )

(3) 藤丛茎长率
、

累计茎长率与长度级
、

年龄的动态模型分别为
:

Lp = (a + b
·

In A )
·

L + (c + d / A )
·

L
·

In L

L a p = (a + b/ A )
·

L
, 2 + (c + d / A )

·

L
‘2 ·

In L
‘

(4) 应用藤丛总茎长模型
、

株数生长模型
、

累计株数率模型和累计茎长率模型可编制出

藤丛收获表
,

从而为藤林经营确定最佳采收年龄
、

最佳采收间隔期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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