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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树种山白兰人工幼林的生长规律
‘

郭文福

摘要 对山白兰幼林生长规律研究的结果为 季节性生长节律
,

一年分为 个生长期
,

即滞

生期 月和
、

月
,

生长量较小或停缓 生长期 月
,

生长迅速 高峰期出现在速生期

中的 月
,

树高生长出现两次高峰 多为 月和 月
,

高峰期月生长量平均达
,

胸径生长

出现一次高峰
,

一般在 月
,

峰期生长量达
。

,

水热条件对树高和胸径生长量的相关

关系均达显著程度 月平均温度对树高和胸径生长的影响较月降水量为大
。

幼林的生长过程规

律为 树高
、

胸径连年生长量高峰多在 以前出现
,

高峰期树高连年生长量达
,

脚径达
。
后分别为 和

,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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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白兰 ’ , ’’ 在印度
、

缅甸
、

泰国
、

越南和我国的云南省南部

有自然分布
,

是热带干性季雨林和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的常绿树种
。

其生长快
,

干形通直圆

满
,

枝条细小 材质优 良
,

少翘曲开裂
,

耐腐抗蛀
,

是建筑和家具等的优 良用材
。

中国林科院热带

林业实验中心于 年代末开始自云南引种山白兰
,

年代初已发展为一定面积的人工林 并

安排了一些造林试验
。

本文积多年的试验观测资料
,

通过分析
,

对山白兰人工幼林的生长规律

进行初步研究
。

研究材料及分析方法

主要应用近 年来的 试验林 如栽培密度试验林
、

混交试验林
、

小面积引种试验 林等 和

一般中试林的连年观测数据以及一些临时的调查材料
,

结合相应观测年度的气象资料
,

用线性

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法〔’一 ’ 分析幼林的生长与温度
、

降水量的关系规律
。

以此结果划分林木的

季节生长期及其生长过程
。

原产地与引种地 自然条件简况

原产地云南省南部地区与引种地广西凭祥市均属北热带季风气候区
,

两地的气候及其它

自然条件状况很相似 
,

主要气象因素的比较见表
。

山白兰为热带季雨林与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上层树种之一
,

在原产地自然分布于海拔

山地的沟谷和山坡
。

在海拔 以下
,

常见的伴生树种有云南石梓
” ,衬动

, “ 、

酸枣
, ,

·

、 、

西南木荷
‘ 。 ,以

、

红椿口,
, , 。 、

红椎 公 口
 夕

、

白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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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原产地与引种地气候因素比较

地点 年想
度

活动积温
最

平均
冷 月
孤

最

平均
热
温

绝对最

低溢
年降水量 雨季

于份
雨季占全年
降水址

原产地 , 忿 一 一 仁奋   一

引种地
、

一

伍
 

洲惊 林
,

。, , , ,
、

和重阳

木 召 人 、 等 在海拔 以上
,

常见的伴生树种有大叶木

莲 ’
, , ,

勺  
、

红花木莲伍了 ’ , 、

红惟
、

西南

木荷
、

阿丁枫(八zri
, , 9 1。 。人i, : e s 。

( e h
a
m p

.

) O l i
v
.

)
、

擦木(S
ussajra s rsu , , : u 卜王e ‘n

s
l

.

)等
。

原产地 自然分布区的土壤类型有砖红壤性土
,

砖红壤性红壤
、

山地红壤和河岸冲积土等
,

引种地也有上述各种类型的土壤
,

而 且除河岸冲积土外
,

其余土壤均有该树种的人工造林
,

并

且都能正常生长发育
。

引种地的成土母岩一般有泥砂岩
、

中酸性火山岩和花岗岩等
。

这些 条件

与原产地是相似的
。

这就 为该树种的成功引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

3 结果及分析

3.1 季节生长节律及其与水热条件的关系

3
.
1
.
1 生 长节律 山白兰人工幼林的生长

,

与其它多数热带常绿阔叶树一样
,

几乎是常年生

长
,

但均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

为了便于描述
,

本文选取一块立地条件中等
、

生长情况
一

般

的试验林
,

用 4 a 连续观测的资料
、

统计 各月份的树高
、

胸径生长量平均值
,

以及相应 月份的降

水童和月均温度的平均值(见表 2)
。

表 2 降水
、

沮度与山白兰月生长t

Jj 份 1 2 3 4 5 6 7 8 9 1() 11 1夕 ’

1
几均

胸径
’

1
几l交量(cn、) 0

.
0 3 ()

.
()2 0

.
0 6 0

.
1 1 0

.
0 7 0

.
0 7 0

.
1 1 0

.
0 8 ()

、

‘)S ‘)
.
0 8 0

.
()8

、
)一)5 ()

.
()7

树高生t交乌t(:1、) 0 0
.
0 ] 0

.
‘) 3 0

.
0 7 0

.
1 4 0

.
1 5 0

.
1 4 ()

.
艺0 ‘)

、

‘)9 0
.
1 0 0

.
()了 ‘,

.
() 6 ()

.
。8

当 J】降水址(
n、n , ) 2 4

.

6 5 5

.

‘) 3 7
.
4 1 1 7

.
8 15 9

.
8 3 2 0

.
6 19 9

.
7 29 5

.
2 17 9 8 8 9

.
5 9 4

.
8 7

.
0 1 3 1

.
6

当 牙1平均温( (
,

) 1
3

.

( )
1

1

.

5 1 8

.

3 2 2

.

2 2 6

.

1
2 7

.

5 2
7

.

7
2 7

.

3 2 5

,

:
2 2

.

( )
1

8

.

7 1
4

.

3 2 1

.

4 1

由表 2 可 见
,

树高的生长节律很明显
,

l 月和 2 月生长量几乎为 O
,

一般年份 3 月份仍处于

停滞状 态
;4 月份开始大过抽枝萌芽

,

并进入迅速生长阶段
,

6 月份出现生长高峰
,

7 月份生长

稍有下降
,

8 月份达生长的第二次高峰
。

高峰期的月生长址年平均达 0
.
20 m

,

随后进入秋季的

平缓阶段
,

9 一 12 月份气温较高
,

阳光充足
,

其生长量仍处于较高水平
。

直径生长的节律变化较平缓
,

生长高峰与其它月份差别不大
。

1
~

3 月份和 11
、

12 月份生

长较慢
,

4 一 10 月为生长期
。

生长高峰期因观测年度不同有所差异
,

一般在 5~ 8 月份出现
,

峰

期的生长童月均 0
.
11 。

m
。

有些年度出现二次高峰
,

一般是 4 月和 7 月份
,

其高峰期一般比树

高的生长高峰提前一个 月
。

结合以上生长规律
,

用 4 个年度各月树高
、

胸径生长址以及相应月份的月降水址
、

月平均

气温 4 个因子
,

进行聚类分析
,

结果将季节生长期分为三个阶段
,

即滞生期 (l ~ 3 月和 11 、

12

月)
、

生长期(4 一 10 月)和生长高峰期(6 ~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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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
2 幼林生长节律与水热条件的关来 为分析树高

、

胸径月生长量与月降雨量和月均气温

两两的相关关系
,

本文用 4
a
连续逐 月观测的生长量数据

,

将树高和胸径的月生长量与相应的

温度和降雨量分别进行直线回归分析
,

结果

认为
:
幼林的树高与气温

、

树高与降雨量的相

关关系均达极显著水平
;
胸径月生长量与气

温的相关关系也达极显著水平
,

但与当月的

降雨量相关关系不显著
,

详见表 3
。

表 3 幼林高径生长t 与雨t
、

气沮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月降雨蚤 月均气温
相关系数检验值

R 一
(

, 王
)

胸径生长 0 128 5 0.378

树高生长 0
.
547 7二 0

.
6 14 8

·

R
o

.

0 5
( 4 6 ) .

0

.

2 8 7 5

R

., . 0 一
( 4 6 ) .

0
.
3 7 2 1

为了进一步分析月降水量和月均气温两者对高径生长影响的大小
.
以树高生长量为第 1

因变量
,

胸径生长量为第 2 因变量
,

以月降雨量和月均气温为第 l
、

第 2 自变量
,

进行多对多线

性回归分析比
’〕

,

结果(表 4) 可见
,

月均气温对高径的生长
,

比月降雨量的影响大
。

一般情况下
,

树高的生长与水热条件的相关密切
。

高温多雨季节适合树高的生长
,

而胸径的生长受水热因素

的影响相对较弱
,

其季节性变化与内在的生物特性有很大关系
。

6 月至 8 月份的水热条件配合

得较好
,

是林木生长的最佳季节
,

出现生长高峰
。

1 ~
3 月份和 1飞

、

12 月份因温度和雨量都较

低
,

特别是干早
,

是树木生长的停缓季节
。

其它月份的水热条件也适合林木的生长
,

是山白兰的

速生期
。

表 4 树高
、

胸径月生长与降雨t
、

气沮多元回归分析

项 目
标准回归系效

b、’( 甫且)

0 237 2

0.270 5

叼 (气温)

丝相关系教检脸位

尺
.
(

, ;一 , 刃2
)

胸径

树高

0.603

0.456

复相关系数

R

0 .434 9
“ “

0

.

6 3 2
0

“ ’

R
二 。, (

2

.

4 5 ) = 0
.

3 5 3 1

R
o

.
u ,

( 2

,

4 5 ) =
‘)
.
4 3 0 2

3

.

2 幼林期的生长过程

树高
、

胸径连年生长量高峰一般在 s
a 以前出现

,

早者在 3
a 时出现

,

6
a 后开始下降

、

7
a

后树高和胸径的年均生长量均在 1
.
o m 和 1

.
O cm 左右

,

而在生长高峰期林分树高连年生长量

达 1
.
87 m

,

胸径连年生长量达 2
.
2 Cm

。

立木蓄积基本上处于持续生长的过程 (见表 5)
。

山白兰

幼林的生长过程及连年生长量的大小
,

与立地条件 及栽培技术因素有关
,

在立地条件较好
,

初

植密度较小(如 333 株/hm
,

) 的林分中
,

树高
、

胸径的生长高峰均在造林后第 3 年出现
,

高峰期

连年生长量
,

树高 2
.
61 n卜胸径 4

·

2

c n ‘ 。

表 5 幼林生长过程

趁泞 树高‘
n” 树高连年生长最

(ni)
胸 径 脚径连年生长量
(en 、) (

e n l
)

立木蓄积鱿
(1rl,

/ 1
1 n 一2

)

蓄积j生年j三l交址
(n13/(】In iZ

·
找
) )

0
.
0 6 2

1
.
【) 4 5

11

.

8 5 2

4 1
.
9 8 7

6 1 2 7 8

8 4
.
4 3 2

1 1 3
.

6 8 3

1 1 4
.

3 4 7

()
.
()
6 2

0
.
9 5 8

1 3
.
8 0 7

2 7
.
1 3 5

2 2
.
2 9 1

2 0
.
1 5 4

2 9

.

2 5 】

3 0
.
6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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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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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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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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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云南有关资料报道〔’〕
,

人工林从苗期到种植后的 2~ 3
a
内

,

生长较为缓慢
,

年平均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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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0
.
2~ 0

.
s m ;胸径年均生长 0

.
4~ 0

.
8 cm ;5 ~ 9 。 树高年平均生长 1

.
4~ 1

.
6 m

,

胸径 1
.
7~

3
.
0 cm

。

而上述统计分析结果均表明
,

引种地的生长比原产地的人工林还好
,

而且生长高峰来

得早
,

持续高速生长的时间长
。

4 结 语

通过对山白兰十余年时间的引种试验资料分析
,

认为原产地与引种地的自然 条件基本一

致
,

生长表现较好
.
能正常开花结果

。

季节性的生长节律
,

除 l~ 3 月份生长停缓外
,

其余季节都

生长
,

生长高峰出现在 6~ 8 月份
,

与雨热同季
。

因此
,

应在此阶段加强幼林抚 育管理
.
促进林分

早郁闭
、

早成林
。

山白兰的高峰生长年龄比原产地提早
,

林分郁闭早
,

应注意适时进行抚育间

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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