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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1984年在江西省德兴市和信丰县进行次生常绿阔叶林抚育改造试验, 10 a 研究结果表

明: ( 1)更新初期次生林组成抚育树种选择应以林分中速生丰产树种米槠、丝栗栲、木荷等为主。米

槠等速生树种材积定期生长量在林分中所占比例比其株数所占比例多 10%以上; ( 2)幼龄林疏伐

强度的生长效应以中—强度疏伐对林分生长有促进作用,林分主要速生树种数量和材积比例可分

别提高 15%和 5%左右。伐后保留 1 500株 / hm2,疏伐间隔期 8～10 a ; ( 3)中龄林密度管理后,槠栲

类、木荷和次要树种所占比例分别为 37%、33. 9%和 29. 1%。4 a后 3类树种在林分产量结构中所

占比例分别为 53. 7%、29. 4%和 16. 9% , 槠栲类直径和单株材积定期生长量均显著或极显著高于

其它 2 类树种, 表明密度管理能较有效地提高槠栲类树种的生产力, 林分保留密度以 600～800 株/

hm2为宜。

　　关键词　次生常绿阔叶林　树种生长类型　组成抚育　密度管理

常绿阔叶林是亚热带地区地带性相对稳定的植被类型,在江西省低山丘陵曾有广泛分布,

由于种种原因,陆续遭受剧烈破坏。近几年来, 许多专家学者不断呼吁, 对优质的、防护功能强

的天然林,特别是南方一些珍贵树种天然阔叶林,应当很好保护并持续经营, 对一些疏密不均,

低产劣质天然次生林, 有力量时,应当进行人工改造 [ 1]。有些地区对常绿阔叶林采伐迹地有封

育成林的经验 [ 2] , 曾报道过对某些次生常绿阔叶林分类经营的意见 [ 3] , 也有将次生林改造为香

菇段木林的研究结果
[ 4]
。总之, 次生常绿阔叶林的经营改造技术研究已引起人们的重视。

1984年在开展江西省常绿阔叶林植物区系、森林类型、群落组成结构和森林生产力等应

用基础研究的同时,分别进行更新初期次生林、幼龄林和中龄林等 3种不同生长阶段次生林抚

育改造技术系列研究, 旨在探讨促进常绿阔叶林资源的培育、恢复和持续经营的改造技术。

1　试验区自然条件和林分状况

1. 1　自然条件

试验在江西省上饶地区德兴市绕二乡老坞林场、大茅山垦殖场八十源林场和赣州地区信

丰县金盆山林场进行。前两者属于怀玉山脉大茅山林区,后者属于武夷山脉南端金盆山林区,

试验地自然条件见表 1。

1. 2　林分状况

江西森林植被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东部(湿润)常绿阔叶林亚区域,中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地带
[ 5]
。林英教授

[ 6]
曾提出以27°N为界将江西常绿阔叶林区分为南北两个植被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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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地自然条件

林场 林区 地形
海拔

(m )
母岩 土壤

年均温

(℃)

年降水量

( m m)

老坞 赣北大茅山 高丘 200～220 花岗岩 山地红壤 17. 0 1 900

八十源 赣北大茅山 高丘 220～260 页岩、千枚岩 山地红壤 17. 0 1 900

金盆山 赣南金盆山 低山 300～360 花岗岩、页岩 山地红壤 19. 5 1 600

带,此线以南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南部亚地带,以北为北部亚地带。本项研究大茅山林区植

被属于北部亚地带,分别安排了更新初期次生林组成抚育试验和幼龄林疏伐强度试验;金盆山

林区植被属于南部亚地带, 安排了中龄林密度管理试验。3个地点林分的基本概况如表 2。

表 2　林分基本概况

林场
林龄

( a)

乔木树种

(个)
主　要　树　种

密度

(株/ h m2)

树高

( m)

胸径

( cm )

材积

( m 3/ h m2)

老坞 4～5 10～25

石栎[ L i thocarpus glaber ( T hun b. ) Nakal]

米槠[ Castanop sis c arlesi i ( Hems l. ) Hayata]

甜槠[ C . eyr ei ( Champ ex Ben th ) T utch . ]

木荷( S chima sup er ba Gardn. et Ch amp )

3 300～

6 000

4. 1～

5. 5

3. 4～

5. 0

19. 4～

40. 4

八十源 8～12 18
丝栗栲( C. f ar gesii Fr anch. )

米槠、甜槠、木荷等

2 400～

3 750

8. 0～

12. 0

7. 0～

11. 0

52. 4～

87. 5

金盆山 30 8～12

南岭栲( C. f ord ii Hance)

红勾栲( C. lamont ii Hance)

丝栗栲、木荷、米槠、石栎等

1 500
14. 0～

16. 4

15. 7～

21. 9

174. 5～

225. 7

2　研究内容和方法

2. 1　更新初期次生林组成抚育试验

2. 1. 1　研究内容　次生林中主要树种生长特性研究;组成抚育后林分产量结构和主要树种生

产力分析;组成抚育时选择树种的原则和依据。

2. 1. 2　研究方法　为定位研究。1985年 11月,在德兴市老坞林场设置 8块标准地,每块面积

800 m
2 ,对标准地内乔木树种进行每木调查,定期测定生长量。组成抚育采用透光伐作业,主要

伐除林分中小乔木、部分灌木等非目的树种及影响主要树种生长的阳性树种。主要树种伐桩多

余萌芽株也予伐除。一般只留 1株,伐后保留株数 3 000～3 300株/ hm
2
。在林分中还选择 25

个树种 1 800余株林木进行定期生长观测。试验结束时,考虑许多树种观测株数量不足,只取

其中 9个树种 846株林木生长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试验先后历时 10 a。

2. 2　幼龄林疏伐强度试验

2. 2. 1　研究内容　幼龄林疏伐方法和强度试验;疏伐处理的生长效应和间隔期。

2. 2. 2　研究方法　为定位试验。1985年 11月在德兴市八十源林场设置固定标准地 12块,每

块面积 667 m
2
, 包括强度疏伐(占株数 50% )、中度疏伐(占株数 30% )、弱度疏伐(占株数

15%)和对照等4种处理, 3次重复,随机排列。由于长期粗放经营,幼林处于失管状态。林分中

乔木树种有 18种,小乔木有 25种之多。因此, 在疏伐强度试验的同时, 也进行组成抚育,伐除

某些劣质慢生的树种。在疏伐方法方面,考虑到林分已经发育成 2层林冠,林木分化较严重,被

压木已占 25% ,原伐桩萌芽株丛生。所以,疏伐方法采用以下层疏伐为主、上层疏伐为辅的综

合疏伐法。试验历时 1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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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中龄林密度管理试验

2. 3. 1　研究内容　密度管理后林分树种组成、数量结构与产量结构之间的关系;密度管理方

法、林分适宜密度及其生长效果;不同树种对密度管理的效应。

2. 3. 2　研究方法　为定位研究。1986年 10月在信丰县金盆山林场次生常绿阔叶林中龄林中

设置 9块固定标准地, 每块面积 667 m
2。密度管理设计为 600、800和 1 200 株/ hm

2处理, 3次

重复,随机排列。供试林分中树种种类较少,已接近成熟。密度管理旨在选定主伐保留林木和

确定合理的保留株数, 以求得主伐时获得高产和优质的大径用材, 并缩短其成材利用的时间。

试验历时 9 a。

3　结果与分析

3. 1　更新初期次生林组成抚育试验

3. 1. 1　更新初期次生林主要树种生长特性及生长分类　据组成抚育后 6 a中,石栎、米槠等 9

个树种固定观测株胸径生长过程的测定分析结果(表 3)认为:组成次生常绿阔叶林的主要树

种之间林木生长速度有较大差异,林分中胸径定期生长量最大的为米槠、丝栗栲, 其次为甜槠、

木荷; 生长最慢的为黄瑞木[ A dinandra millettii ( Hook. et Arn. Benth) ]、石栎、苦槠[ Cas-

tanop si s sclerophy lla ( L indl. ) Schot t . ]。次生林树种之间生长速度差异较大的特性,在次生林

经营管理方面,有重要价值。经方差分析检验表明, 以上 9个树种之间胸径定期生长量存在显

著差异(表 4) , 经 LSD 多重检验结果(表 5)表明: 米槠、丝栗栲、甜槠、木荷 4个树种胸径定期

表 3　9个树种平均胸径生

编号 树种 株数
胸径生长( cm)

1986年 1989年 1991年

1 米槠 94 6. 3 8. 7 9. 9

2 丝栗栲 94 6. 3 8. 7 9. 9

3 甜槠 94 6. 4 8. 5 9. 6

4 木荷 94 6. 3 8. 1 9. 2

5 杜英 94 6. 3 7. 8 8. 7

6 杉木 94 6. 4 7. 8 8. 3

7 苦槠 94 6. 3 7. 3 7. 7

8 石栎 94 6. 4 7. 1 7. 4

9 黄瑞木 94 6. 3 6. 7 6. 9

表 4　9 个树种 1991 年胸径生长方差分析

SU df S S M S F

树种间 8 935. 57 116. 95 25. 81* *

误　差 837 3 794. 53 4. 53 F 0. 01( 8, 837)

总　计 845 = 2. 53

长长量极显著大于其它 5个树种,属于林分

中速生类型的树种;杜英( E laeocarpus decip-

iens Hemsl. )、杉木萌芽株的胸径也显著大

于黄瑞木、石栎、苦槠,属于林分中生长中庸

的树种; 而排名最后的 3个树种则属于林分

中生长最慢的。

表 5　9 个树种胸径定期生长量 LSD 多重检验

编号 树种 x 1 x1- x 9 x 1- x8 x 1- x7 x 1- x 6 x1- x 5 x 1- x 4 x 1- x3 x 1- x 2

1 米槠 9. 9 3. 0** 2. 5** 2. 2** 1. 6** 1. 2** 0. 7 0. 3 0

2 丝栗栲 9. 9 3. 0** 2. 5** 2. 2** 1. 6** 1. 2** 0. 7 0. 3

3 甜槠 9. 6 2. 7** 2. 2** 1. 9** 1. 3** 0. 9 0. 4

4 木荷 9. 2 2. 3** 1. 8** 1. 5** 0. 9 0. 5

5 杜英 8. 7 1. 8** 1. 3** 1. 0* 0. 4

6 杉木 8. 3 1. 4** 0. 9 0. 6

7 苦槠 7. 7 0. 8 0. 3

8 石栎 7. 4 0. 5

9 黄瑞木 6. 9

　　注: LSD 0. 05= 0. 97　L SD 0. 01=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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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组成抚育后林分产量结构和主要树种生产力分析　初期幼龄林通过组成抚育调整树

种组成结构, 使非目的树种数量大体上减少 1/ 3～1/ 2 左右,株数减少 20%左右; 目的树种均

得以保存,株数比例在调整后大体上也可上升 20%左右,从而改善了林分质量。组成抚育 4 a

后,材积生长量也有较大增长, 目的树种材积占林分总材积 2/ 3以上, 非目的树种材积比例则

相应下降。试验林分主要树种材积生长量的比例,以速生的槠栲类树种增长较多。4 a 中材积

增长量占全林比例为24. 2% ,而其株数仅占全林比例 14. 2%。因此,这类树种比其株数所占比

例要高出 10%左右,表明其生产力水平较高;而慢生树种石栎材积生长量所占比例比其株数

所占比例要少 10%左右,木荷材积生长量略高于其株数所占比例;其它的树种两者基本持平

(表 6)。

表 6　组成抚育前后林分树种组成结构及其材积生长量

树种

抚育前 抚育后 4 a

树种

数

每公顷

株数

所占

%

树种

数

每公顷

株数
所占/ %

增减

%

材积

( m3/ hm2)

所占

%

每公顷增长

( m3)

所占

%

总计 26～34 4 975 100 12～24 3 472 100 39. 487 2 100 24. 420 0 100

石栎 1 1 588 31. 9 1 1 510 43. 5 + 11. 6 13. 717 8 34. 7 8. 488 1 34. 8

槠栲类 2～4 538 10. 9 2～4 494 14. 2 + 3. 3 9. 200 0 23. 3 5. 900 0 24. 2

木荷 1 475 9. 6 1 447 12. 9 + 3. 3 5. 523 1 14. 0 3. 192 0 13. 0

其它 22～29 2 375 47. 6 7～20 1 022 29. 4 - 18. 2 11. 046 3 28. 0 6. 858 3 28. 0

根据对德兴市老坞林场 24块幼林组成抚育标准地各类树种株数占林分百分率与其材积

所占百分率进行相关分析并建立数学模型, 探讨其相互关系,并获得初步结果(表 7)。研究认

为,在幼龄期次生林中,在一定精度范围内,用各类树种株数百分率可预测其材积百分率。

表 7　幼林主要树种组成株百分率与材积生长量百分率相关分析

树种
林龄

( a)

株数

( % )

材积生长

量( % )
回归方程

残差

( % )

精度

( % )

相关系数

( R)

石栎 9 50. 2 39. 9 V ( % ) = - 1. 492 179 321+ 0. 823 451 340N ( % ) 6. 5 93. 5 0. 973 5

槠栲类 9 12. 1 22. 8 V ( % ) = 15. 182 177 020+ 0. 631 498 355N ( % ) 3. 6 96. 4 0. 915 6

木荷 9 12. 6 15. 3 V ( % ) = 5. 788 942 171+ 0. 753 138 063N ( % ) 24. 9 75. 1 0. 927 6

其它 9 25. 1 22. 0 V ( % ) = - 4. 716 065 636+ 1. 066 130 179N ( % ) 16. 4 83. 6 0. 943 4

3. 1. 3　组成抚育树种选择的原则和依据　在对主要常绿阔叶林森林类型植物区系成分、树种

组成和各类主要树种生物学特性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组成抚育树种选择的主要原则:第一、应

以森林植物区系和森林类型中的乡土树种和优势树种为主。这类树种适应性强、生长稳定性

好,有利于常绿阔叶林的恢复和持续经营;第二, 有较良好的结实、天然更新和萌芽更新能力,

以利于形成异龄和复层结构林分,有助于形成森林景观多样性和更新作业; 第三,树种速生丰

产性好,材质优良, 工业利用和经济值俱佳; 第四,树种多样性和发挥常绿阔叶林多种功能, 尤

其对林分中珍稀濒危树种应严加保护。树种选择的依据,主要考虑树种的生物学特性、在林分

中的作用、森林生态和景观多样性以及经营目的等加以综合应用, 以决定取舍。

3. 2　幼龄林疏伐强度试验

3. 2. 1　疏伐对林分生长量的影响　德兴市八十源林场 12年生丝栗栲幼龄林疏伐强度试验

4 a后,林分生长结果(表 8)表明: 林分疏伐后,丝栗栲株数大体上可提高 10%～15% ,材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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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高 5%左右, 疏伐可改善林分质量; 疏伐处理林分直径和单株材积生长量比对照提高

11. 3%～26. 1%和 22. 2%～84. 3%; 疏伐强度处理的生长效果,以中、强度疏伐较好。经方

差分析, 单株材积定期生长量, 强度疏伐与对照两者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F= 23. 169>

F0. 01( 1, 4) = 21. 2。强度疏伐可显著促进林分单株材积生长, 对大中径材定向培育是一种有效措

施。

表 8　1985～1989 年 12 年生丝栗栲幼林疏伐生长效果

疏伐

强度

密度

(株/

hm2)

林 分生 长量 定 期生 长 量 定期生长量比较

株

数

( % )

材

积

( % )

树

高

( m)

胸

径

( cm)

单株

材积

( m 3)

材积

(m 3/ hm2)

树高

( m )

胸径

( cm)

单株

材积

( m3)

材积

( m3/ hm2)

树高

( % )

胸径

( % )

单株

材积

( % )

每公顷

材积

( %)

弱 2 400 73. 9 86. 5 12. 1 11. 4 0. 062 2 146. 490 5 2. 6 2. 6 0. 031 3 71. 647 5 107. 1 111. 3 123. 2 112. 8

中 2 100 77. 4 87. 3 12. 3 12. 3 0. 076 2 158. 409 0 2. 2 2. 7 0. 036 8 76. 825 5 92. 9 118. 7 144. 9 120. 9

强 1 650 67. 8 81. 4 13. 3 13. 7 0. 098 6 157. 044 0 2. 6 2. 9 0. 046 8 70. 422 0 108. 3 126. 1 180. 3 110. 8

对照 2 700 58. 8 81. 6 11. 1 10. 6 0. 049 3 125. 842 5 2. 4 2. 4 0. 025 4 63. 537 9 100 100 100 100

3. 2. 2　疏伐生长效应的时间和间隔期　经连续 6 a测定可见,强度疏伐对林分直径生长的促

进作用在前 3 a 比较明显, 4 a 后, 弱度和中度疏伐林分直径生长量与对照基本持平; 至第 6

年,强度疏伐林分直径生长量比对照仍有较大增长(表 9)。在密度较大的次生林中,首次疏伐

抚育,宜采用强度疏伐,伐除株数占 50%左右,伐后保留 1 500 株/ hm2 ,间隔期 8～10 a。

表 9　1986～1991 年疏伐后胸径生长量 (单位: cm)

处理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弱　度 0. 80 0. 80 0. 57 0. 50 0. 53 0. 50

中　度 0. 63 0. 78 0. 58 0. 50 0. 57 0. 53

强　度 0. 80 0. 80 0. 77 0. 50 0. 67 0. 60

对　照 0. 57 0. 77 0. 43 0. 53 0. 53 0. 53

强度为对照( % ) 140. 4 103. 9 179. 1 94. 4 126. 4 113. 2

图 1　中龄林树种组成结构与产量结构相关状况

3. 3　中龄林密度管理试验

3. 3. 1　密度管理对林分树种组成、数量结构和产量结

构的影响　中龄林在密度管理时清理了一些非目的树

种,树种组成更趋合理。4 a 后,对 9块固定标准地 543

株林木,按3种生长类型分别进行统计。其中槠栲类树

种 201株,占 37%; 木荷 184株, 占 33. 9%; 其它次要

树种 158株,占 29. 1%。在林分产量结构中所占比例

分别为: 53. 7%、29. 4%和 16. 9%。图1表明 9块固定

标准地,中龄林经密度管理后可较大提高重要速生树

种槠栲类、木荷等的数量结构比例,从而提高林分的产

量和质量。同时, 表明此类树种在林分产量结构中处

于较重要的地位, 在密度管理树种选择时应予重点保护和培育。

　　由上述资料建立 3类树种组成数量结构比例( N %)与产量结构比例( V%)相关数学模型

(表 10) ,对指导中龄林密度管理时树种选择、保留株数比例,预测林分产量结构和优化林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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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管理模式等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表 10　中龄林树种组成结构与产量结构相关分析

树　种 回　归　方　程
相关

系数

残差

( % )

精度

( % )

株数

( % )

材积

( % )

标准地数

(块)

槠栲类 V ( % ) = 24. 080 176 200+ 0. 822 737 792N ( % ) 0. 928 3 3. 1 96. 4 36. 0 53. 7 9

木荷 V ( % ) = 9. 470 210 466+ 0. 600 429 309N ( % ) 0. 851 3 13. 9 86. 1 33. 2 29. 4 9

次要树种 V ( % ) = 0. 063 515 312+ 0. 546 114 623N ( % ) 0. 869 9 15. 8 84. 2 30. 8 16. 9 9

3. 3. 2　林分密度管理的生长效应　经对 3种密度处理标准地 4 a 观测结果,林分主要生长指

标定期生长量如表 11,表明 600 株/ hm
2 和 800株/ hm

2林分直径和单株材积 4 a 定期生长量

比 1 200 株/ hm 2处理有明显增加, 但林分材积定期生长量则因株数减少而有所下降。经方差

分析表明密度处理间直径和单株材积定期生长量存在显著和极显著差异( F= 7. 53> F 0. 05( 2,

6) = 5. 14, F= 29. 332> F0. 01 ( 2, 6) = 10. 92)。经 L SD 检验表明, 600株/ hm
2
处理林分直径生

长量在 0. 05水平上显著高于其它两种密度处理,后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单株材积定期生长

量, 600株/ hm
2处理林分在 0. 01水平上显著高于其它两种处理, 800株/ hm

2处理林分在0. 05

水平上显著高于第 3种密度处理。经 4 a 连续观测, 3种处理林分主要生长量指标尚未明显下

降。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对中龄林实行强度较大的密度管理的生长效应,主要是促进林木直径

和单株材积生长, 中龄林按 600～800 株/ hm
2密度管理是适宜的。

表 11　密度处理与定期生长量关系

密度处理

(株/ hm2)
标地号　

树高

( m)

胸径

( cm )

单株材积

( m3)

材积

( m3/ hm 2)

定期生长量比较( % )

树高 胸径 单株材积 材积

600

800

1 200

2 0. 9 1. 8 0. 058 27 35. 050 9

4 1. 0 1. 9 0. 068 31 27. 612 5

9 0. 9 1. 6 0. 057 74 26. 295 8

平均 0. 93 1. 77 0. 061 44 29. 652 8

1 1. 2 1. 2 0. 044 63 39. 726 0

5 1. 0 1. 2 0. 042 83 21. 751 2

6 1. 1 1. 3 0. 045 37 23. 799 5

平均 1. 10 1. 23 0. 044 28 28. 425 6

2 0. 7 1. 1 0. 028 19 22. 133 4

8 0. 9 1. 3 0. 037 69 38. 439 5

10 1. 2 1. 3 0. 034 72 41. 162 6

平均 0. 93 1. 23 0. 033 53 33. 908 5

100 143. 9 183. 2 87. 5

118. 3 100 132. 1 83. 8

100 100 100 100

3. 3. 3　密度管理后不同树种的生长效应　表 12表明, 3类树种的生长效应主要为直径和单

株材积定期生长量的差异, 槠栲类树种和木荷直径定期生长量比次要树种大 92. 1%和

96. 8% ,单株材积定期生长量大 203. 1%和 114. 80%。3者之间差异的程度经方差分析, F 值

分别为 7. 603和22. 895,均大于F 0. 01( 2, 22) = 5. 72, 3者之间直径和单株材积定期生长差异极

显著。经 L SD 检验比较,前 2类树种直径定期生长量在 0. 01水平上高于次要树种;槠栲类树

种单株材积定期生长量在 0. 01水平上高于其它两类树种; 木荷单株材积生长在 0. 05水平上

高于次要树种。

5115 期　　　　　　　　　　　张水松等: 次生常绿阔叶林抚育改造技术的研究



表 12　中龄林不同树种密度处理的定期生长量

密度

(株/ hm2)

标

地

号

槠栲类 木　荷 次要树种

胸径

( cm)

树高

( m)

单株材积

( m 3)

材积

( m3/ hm2)

胸径

( cm)

树高

( m )

单株材积

( m3)

材积

( m3/ hm 2)

胸径

( cm)

树高

( m)

单株材积

( m3)

材积

( m 3/ h m2)

600

800

1200

2 1. 8 1. 0 0. 071 19 18. 152 40 1. 9 0. 7 0. 052 20 13. 311 00 1. 0 1. 2 0. 051 05 6. 891 15

4 1. 6 1. 2 0. 089 12 17. 402 05 1. 6 1. 0 0. 051 76 15. 528 90 0. 5 0. 7 0. 017 14 1. 028 40

9 0. 9 0. 9 0. 056 12 11. 785 65 1. 3 1. 0 0. 057 33 9. 459 45 1. 0 0. 7 0. 023 29 5. 938 45

1 1. 4 1. 6 0. 070 91 25. 527 60 1. 0 0. 5 0. 024 80 1. 440 00 1. 1 0. 5 0. 022 74 3. 752 10

5 1. 2 1. 6 0. 050 25 18. 843 75 1. 3 0. 8 0. 045 14 14. 896 20 0. 4 0. 4 0. 005 88 0. 176 40

6 0. 7 0. 7 0. 033 57 12. 085 20 0. 4 0. 7 0. 026 86 4. 029 00 0. 3 0. 9 0. 009 49 2. 847 00

3 1. 3 0. 6 0. 037 76 18. 691 20 1. 2 0. 7 0. 026 65 10. 793 25 0. 4 0. 6 0. 010 26 2. 000 70

8 1. 1 0. 6 0. 045 49 10. 917 60 1. 3 0. 9 0. 035 71 18. 212 10 0. 9 0. 6 0. 017 84 6. 690 00

10 2. 1 1. 6 0. 075 91 23. 916 15 2. 4 0. 9 0. 051 08 9. 193 54 0. 7 1. 0 0. 015 30 8. 950 50

4　结语

　　试验表明以石栎、木荷为主的更新初期次生林, 5～10年生林分年平均材积生长量为 7.

833 m
3/ hm

2 ;以丝栗栲、甜槠为主的 10～20年生林分, 年平均材积生长量为 17. 652 m
3/ hm

2;

以南岭栲、木荷为主的 30～40年生林分,年平均材积生长量为7. 666 5 m
3/ hm

2。德兴市老坞林

场从 1985年开始改造低产劣质次生常绿阔叶林 400 hm
2 , 1989年全市二类森林资源调查, 蓄

积量 14 900 m
3, 年平均材积生长量为 9. 277 5 m

3 / hm
2, 与未加改造的林分比较, 生长量增加

4. 5～6. 0 m
3/ ( hm

2·a )。经过抚育改造的次生林,槠栲类、木荷等较速生优质的树种一般也由

改造前 40%～50%提高到 60%～70%,抚育改造有利于提高林分质量。

次生常绿阔叶林的抚育改造和持续经营必需根据林分树种组成复杂、低产、劣质、低效的

实际情况, 以林分生长发育阶段和树种生长类型分类作为理论依据, 因地、因林、因树种制宜,

确定相应的抚育改造技术和经营措施。按照次生林的林学特性和更新演替过程,主要树种的生

长特点可以将其区分为 4个阶段:更新初期( 1～5 a )、幼龄期( 6～20 a)、中龄期( 21～40 a)和

成熟期( 40 a以上)。而林分组成树种生长类型划分,则依据其生物学特性、重要性和生长量等

区分为:主要速生树种、主要慢生树种和次要树种 3种类型。

不同森林类型和生长阶段的次生常绿阔叶林的抚育改造和经营技术,只有按照定向培育

目标,进行抚育改造和加强管护,才有希望培育出速生、丰产、优质、稳定和高效的林分。在更新

初期( 4～5 a)进行一次透光伐,以组成抚育为主,伐除大部分阳性灌木和小乔木,伐后保留 2

400～3 000株/ hm
2 ;幼龄期( 10～20 a)进行1～2次中—强度疏伐,伐后保留1 000～1 500 株/

hm
2
,主要速生树种应占 60%～70%, 疏伐间隔期 8～10 a;中龄期( 21～20 a)进行1～2次密度

管理,伐后保留 600～800株/ hm2, 主要速生树种应占 70%～80% ,密度管理间隔期 8～1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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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ending and Improvement of Secondary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s

Zhang Shuisong　 L in G uang　Chen Changf a

Zhan Yousheng　A o X iangyang　L iao X ingyuang

　　Abstract　T he studies w ere carried on the Damao M ountain forest of Dex ing City and

Jinpen M ountain fo rest of Xinfeng County, Jiangx i, in 1985～1994. T he results o f 10 years o f

research on difference o f secondary ever green broadleaved fo rests show that : ( 1) T he fast-

gr ow ing and highyield t ree species such as Castanop sis car lesii, C. f ar gesii , C. ey rei , S chima

sup rca w ere selected for tending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reg enerat ion, and they made up a

percentage of per iodic increment in vo lum e of above 10% m ore than that of ther ir species

composit ion. The com parat ively bet ter density w as 3 000 tr ees/ ha; ( 2) T hinning of medium

and high intensity pr esented signif icant ef fects in promo ting the diameter and volume grow th

of the t rees in young growth. T he t ree number and volume composit ion of the major fast-

gr ow ing species incr eased by 15% and 5% respect ively. T hinning w as conducted at an inter-

val of 8～10 years and the density , af ter felling , w as kept at 1 500 trees/ ha; ( 3) Among m iddle

age stands, after tending, the num ber composit ions of C. castanop sis, C. f argesii , C. sup r ca

and o ther less im por tant species counted for 37% , 33. 9% , and 29. 1% respect ively, and 4

years later their volume percentages w ere 53. 7% , 29. 4% and 16. 9% respectively , show ing

that density contro l can mor e ef fect iv ely improve the product ivity o f C. carlesii , C. f argesii ,

etc. It is suitable to m aintain a density o f 600～800 trees/ ha.

　　Key words　secondary everg reen bro adleaved fo rest　t ree species gr ow th types　com-

posit ion tending　density m anagement

　　Zhang Shu isong, Profes sor, Lin Guang ( T he Southern Mountain Areas T imber Forest Cu lt ivat ion Laborator y of th e

Minis t ry of Forest ry, Xindian, Fuzhou　 350012 ) ; Chen Changfa, Zh au Yousheng, Ao Xiangyang, Liao Xingyu ang ( Forest

Resear ch Inst itute of Jiangx i Provi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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