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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重点调查与全面搜集已有研究成果相结合的方式,对杉木、马尾松人工林生产力现状与潜

力,分别不同所有制、不同经营水平,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集体杉木人工林现实生产

力多为气候生产力的 11% ~ 18% ,国有林多为 20% ~ 40% ;若达正常经营状态,集体、国有杉木人

工林其生产力可在现有水平上分别再提高 70%以上和 40%。集约经营条件下,杉木可达气候生产

力的 50% ,马尾松可达 80%左右。良种、良法条件下, 国有林生产力可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 80%

以上。相同条件下,马尾松同杉木相比, 生物生产力高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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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全面启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天然林的木材生产任务将

大幅度下降。几十年来以天然林为主体的木材生产格局,亦将发生根本的转变。因此,我国木

材生产的历史重任已无可置疑地要由人工林来分担。我国人工林面积虽已达全球人工林的

1/ 4, 但林分生产力低下, 用材成熟林每公顷蓄积量平均仅 75. 95 m3[ 1]。即使将现有 1 751. 86

万hm2[ 1]人工用材林全部看作成熟林, 其蓄积量也仅 13亿 m3。按年消耗资源 3亿 m3[ 1]的现

有水平计, 几十年所积累的人工用材林资源, 仅需 4 a便可消耗殆尽。迅速增加人工林资源,

已成为我国林业生产的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但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来看,现有人工林已

占据了宜林荒山荒地优越的立地地段和相当大的面积比率,特别是对立地条件要求较高的用

材林,在未来的人工造林中, 在数量和立地质量上的增长潜力甚为有限[ 2]。面对人工林蓄积

量平均仅有33. 31 m 3 hm- 2的清查数据, 加之受近年来反应强烈的人工林地力衰退问题的困

扰,我国现有人工林生产潜力的评价问题, 引起了林学专家的广泛关注[ 3, 4] , 并已成为事关林

业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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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1. 1 重点研究区域与资料的获取

根据我国荒山造林面积分布以南方集体林区为主及迹地更新以东北、西南林区为主的实

际,选择有代表性的四川、广西、海南、广东、福建和黑龙江六省(区)为典型研究区域。以杉木

[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 Lamb. ) Hook. ]、马尾松( Pinus massoniana Lamb. )、桉树( Euca-

lyp tus spp. )、落叶松( Lar ix spp. )和樟子松( Pinus sylvestr is Linn. var. mongolica Litv. )人工

林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各典型区域内再选择代表性县、局或林场,设点调查。在各调查点除主

要收集二类调查资料外, 还重点收集各种作业设计调查样地,并于 1997~ 1998年间进行了必

要的实地核查与补充调查。共收集到 3 956块小班、样地调查资料。其中,杉木 1 203块,马尾

松 310块, 桉树 1 214块,落叶松 916块, 樟子松 313 块。对各研究树种分布区内现有有关研

究成果,通过计算机文献检索获取。

1. 2 各研究树种蓄积量与生物量的转换

依据公式 B= V C
- 1

Pj , 将各树种现存蓄积量转换为生物量。式中, B 为生物量( kg

hm- 2) ; V 为人工林蓄积量(现存量+ 间伐量) ; C 为所换算树种树干生物量占全树生物量的

比率; Pj 为该树种木材基本密度( g cm - 3)。不同林龄林分间伐量的确定, 是根据林场样地调

查材料,以小班经营记录的间伐次数及各次间伐量统计数据为准。主要研究树种各参数及人

工林间伐量估测依据见表 1。

表 1 主要树种现存蓄积量与生物量换算有关参数

树 种 C/ % Pj / ( g cm- 3) [ 6]
11~ 20 a(中龄林) 21~ 25 a(近熟林) 26~ 35 a(成熟林)

A B A B A B

杉 木 64. 66[8~ 12] 0. 301 2 35[ 13~ 15] 3 50 4 65

马尾松 64. 7[15~ 18] 0. 43[6, 20, 22] 1 38. 73[ 19, 21, 22] 1 38. 75 2 66. 55

注: A :间伐次数(次) ; B:总间伐量( m3 hm- 2) ;数据来源除有标注者外,均为文献[ 7]。

1. 3 生产潜力评价指标的确定

林地生产潜力评价常用基于立地指数的标准蓄积量、最大蓄积量等为指标,但同一树种不

同区域间, 在相同立地指数条件下, 由于气候等因素的影响, 其生产力有所差别。且在比较同

一地区相同立地不同树种生产潜力时, 应分别编制不同树种代换评价表。当研究树种较多时,

常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工作。气候生产力常作为较大区域最佳立地因子组合时植物群落的可能

生产力指标,而应用于某一较小区域时, 则显得较为粗放。但作为最大生产力估计参考依据,

仍不失其应用价值。为反映气候条件的影响和便于不同树种生产潜力的比较,以及对已有研

究成果的应用, 该项研究采用标准蓄积量与树种气候生产力作为林地生产潜力评价的双重指

标。气候生产力估测方法较多[ 23~ 26] , 该项研究采用 Thornthw aite M emorial[ 23]的 TSPv = 3

000[ 1- e- 0. 000 969 5( v- 20) ]公式, 式中 T SPv 为植物气候生产力( g m- 2 a- 1 ) ; 3 000为统计得

到的地球上自然植被最高生产力; V 为年均实际蒸散量, 由 Ture公式计算: V = 1. 05N [ 1+

(1. 05N L
- 1) 2] - 1/ 2,式中: N 为年均降水量( mm) ; L 为年均最大蒸散量,由公式 L = 300+ 25 t

+ 0. 05 t
3计算,其中 t为年均温。V 值的计算式在 N > 0. 316 L 时适用。否则,取 V=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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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杉木、马尾松主要产区典型县、场人工林生产力现状及潜力分析(表 1)

以杉木、马尾松和桉树占绝对优势的人工林,构成了南方人工林的主体。据第 4 次( 1989

~ 1993年)森林资源清查资料,南方 10省区杉木用材林占该区人工用材林的 83. 2%, 占该区

全部用材林的 28. 5%;马尾松(天然及人工林)占该区用材林的 38. 2%。而桉树则作为南方最速

生的用材树种,在现在和未来的短轮伐期工业用材林建设中,已经和将继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此,该三大树种生产力的高低,生产潜力的大小,对我国南方用材林基地建设的成效有着决

表 2 典型地区(县、林场)杉木、马尾松生产力现状与潜力

省
份

地 点 树种 林龄/ a
总蓄积量/

( m3 hm- 2)

TSPv /

( m3 hm- 2)

标准林分/

( m3 hm- 2)

(现实/
T SPv ) / %

(现实/
标准) / %

资料
来源

福

建

广

西

顺昌(集体) 杉木 15 116. 17 559. 35 20. 77

22. 5 148. 42 839. 03 17. 69

30 168. 24 1 118. 70 15. 04

将乐(集体) 马尾松 15 104. 56 370. 05 28. 25

25 163. 59 616. 75 26. 53

35 271. 35 863. 45 31. 43

洋口乡(集体) 杉木 15 107. 10 559. 20 19. 15

21. 5 174. 90 801. 52 21. 82

33. 7 101. 70 1 256. 34 8. 09

洋口林场 杉木 13. 6 175. 64 507. 01 34. 64 [ 27]

(国有) 23. 6 279. 38 879. 81 31. 75

30. 3 265. 92 1 129. 58 23. 54

马尾松 14. 3 92. 75 373. 52 24. 83

26 162. 71 679. 12 23. 96

36 175. 78 940. 32 18. 69

国有(全区) 杉木 中龄林 42. 36 93. 20 45. 45 [ 28]

近熟林 130. 58 176. 60 73. 94

成熟林 159. 87 253. 00 63. 19

集体(全区) 中龄林 61. 91 93. 20 66. 43

近熟林 64. 96 176. 60 36. 78

成熟林 76. 21 253. 00 30. 12

国有(全区) 马尾松 中龄林 76. 32 167. 00 45. 70

近熟林 89. 45 301. 00 29. 72

成熟林 209. 43 347. 00 60. 35

集体(全区) 中龄林 39. 34 167. 00 23. 56

近熟林 61. 28 301. 00 20. 36

成熟林 156. 38 347. 00 45. 06

融水泗涧山林场 杉木 中龄林 181. 57 491. 63 93. 20 36. 93 194. 82 [ 29]

(国有) 近熟林 244. 60 727. 61 176. 60 33. 62 138. 50

贺县黄洞林场 杉木 中龄林 116. 96 564. 60 93. 20 20. 72 125. 50 [ 30]

(国有) 近熟林 129. 74 677. 52 176. 60 19. 15 73. 46

成熟林 155. 91 941. 00 253. 00 16. 57 61. 62

马尾松 中龄林 156. 96 395. 55 167. 00 39. 68 93. 99

近熟林 159. 47 659. 25 301. 00 24. 19 52.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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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作用。

森林生产潜力研究, 常以气候生产潜力、光能利用潜力等作为评价指标。考虑到潜力评价

的实际应用价值,本文采用分树种的气候生产力, 结合标准蓄积量表,对杉木、马尾松人工林生

产潜力进行对比分析与评价。

福建顺昌、建阳、将乐等县各调查点均为杉木的中心产区和马尾松的 、 类产区。杉木

中龄林各点生产力为气候生产力的 13. 27%~ 34. 64%, 近熟林为 12. 61% ~ 31. 75%, 成熟林

为 9. 15%~ 23. 54%。生产力较高的顺昌县, 各龄组平均蓄积量为 144. 28 m
3
hm

- 2
, 达气候

生产力的 17. 83% ;而与顺昌县具有完全一致自然条件的洋口林场, 其各龄组平均蓄积量为

240. 13 m3 hm- 2,是顺昌县的 1. 67倍,达到了气候生产力的 30%。因此认为,福建中心产区

各县集体林,在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理应达到洋口林场的生产力水平,即最低应达气候生产

力的 30%。杉木生产力应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 68% ~ 157%。马尾松以将乐县最高, 各龄组

平均达气候生产力的 28. 74%。洋口林场马尾松由于多分布于立地条件较差的地段, 加之种

源较差,生产力仅达气候生产力的 22. 49%。将乐县近熟林( 35 年生)蓄积量为 271. 4 m3

hm
- 2

,达气候生产力的 31. 4%。因此认为,该地区马尾松最低应达气候生产力的 30%以上。

在所调查的广西融水、贺县等县及相关

林场均为杉木、马尾松的中心产区。就总体

而言, 杉木生产力最高达到了气候生产力的

36. 9%(是标准蓄积量的 194. 8% ) (表 2) ,最

低仅为 10%左右(达标准蓄积的 38. 9% ) ,差

异悬殊。对表 2 数据进一步分类整理, 汇总

于表 3。

由表 3可见, 同一树种, 在相近条件下,

由于经营水平的不同, 导致了生产力高低的

较大差距。以达气候生产力的百分数为指

标,各县平均与各林场均值相比,即集体林分

生产力达国有林分的百分比, 杉木中、近、成

表 3 广西县(集体)、场(国有)杉木、

马尾松生产潜力比较 %

树

种

统计

单位
龄组

现实/

T SPv
县/场

现实/

标准
县/场

杉

木

马

尾

松

县 中龄林 12. 81 57. 46

林场 中龄林 22. 94 55. 84 123. 29 46. 6

县 近熟林 14. 20 44. 44

林场 近熟林 20. 89 67. 98 87. 63 50. 71

县 成熟林 15. 42 48. 67

林场 成熟林 16. 16 95. 42 65. 08 74. 78

县 中龄林 17. 61 40. 19

林场 中龄林 21. 46 82. 06 50. 84 79. 06

县 近熟林 21. 63 35. 93

林场 近熟林 18. 65 115. 98 41. 24 87. 12

熟林分别为 55. 84%、67. 89%和 95. 42%;马尾松中、近熟林分别为 82. 1%和 115. 98%。从树

种来看,杉木较马尾松对经营水平反应更敏感。从各林场横向比较来看, 生产力水平最高的

(融水泗涧山林场)杉木中、近熟林分别达气候生产力的 36. 9%和 33. 6%, 分别为标准林分的

194. 8%和 138. 5%。马尾松生产力水平最高的(贺县黄洞林场)中、近熟林分别达气候生产力

的39. 7%和 24. 2% ,分别为标准林分的 94%和 53% ;各林场杉木中、近、成熟林分别平均达气

候生产力的 22. 94%、20. 89%和 16. 16%, 分别达标准林分的 123. 29%、87. 63%和 65. 08%。

因此,就目前经济、技术水平而言, 广西杉木在其中心产区, 集体林最低应能达到各林场的平均

水平, 即达到气候生产力的 20% ,相当于标准林分的生产力水平。而各林场最低理应达到现

有较高水平的均值, 即达气候生产力的 35%。集体经营的马尾松人工林生产力与国营林场的

基本相当,均应达气候生产力的 40% (达标准林分水平)。

由以上分析可见,就对气候生产潜力的利用程度而言, 同处中心产区的马尾松同杉木相比

数值相当(各林场各龄组平均,两树种均为 20%左右) ,但从其所达到的标准林分生产力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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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分析,杉木生产潜力各林场、各龄组平均已达标准林分的 92%,而马尾松仅达 46%。这说明

虽为中心产区, 两树种由于受其它人为因素(如立地分布等)的影响, 而发挥其生产潜力的程度

上,有着较大的差距。如果均以达标准林分为应有之生产力水平,马尾松生物生产力应高出杉

木 1倍左右。经对广西、福建两省区马尾松、杉木生长状况对比分析可见, 即使在马尾松较杉

木立地和气候条件均为劣势的条件下,马尾松所达到的气候生产力也高出杉木近 50%。因此

马尾松较杉木生物生产力高。

2. 2 速丰林基地杉木、马尾松人工林生产潜力分析

由表 4、5可见, 福建省速丰林基地马尾松林分生产力已达气候生产力的 71% ,杉木中、近

熟林分均达到了 34%; 而非基地一般林分,马尾松仅达 33%, 仅相当于基地林分的 46. 8% ;杉

木为 22. 5% ,相当于基地林分的 67. 3%。由此可见, 一般林分与速丰林分生产力有着很大的

差距。另外,在同一类型(基地或一般)的林分中,集体林生产力普遍低于国有林,且随着林龄

的增加而差距加大。

表 4 福建省杉木速丰基地林分及一般人工用材林分的生产力

林分 项目
中龄林 近熟林 成过熟林

A B C A B C A B C

丰

产

林

一

般
林

全 省

集 体

国营林场

集体/国营

全 省

集 体

国营林场

集体/国营

(全省丰产林/一般林) /%

163. 50 6 160. 27 34 239. 78 5 995. 38 34 280. 72 5 364. 56 30

156. 74 5 950. 48 33 216. 14 5 506. 28 31 176. 57 3 748. 46 21

170. 39 6 374. 10 36 247. 15 6 147. 86 34 296. 53 5 609. 88 31

91. 99 93. 35 87. 45 89. 56 59. 55 66. 82

88. 66 3 837. 68 21 160. 12 4 347. 26 24 163. 84 3 550. 92 20

79. 28 3 546. 58 20 133. 38 3 794. 03 21 126. 49 2 971. 36 17

112. 93 4 590. 88 26 177. 97 4 716. 57 26 210. 73 4 278. 52 24

70. 20 77. 25 74. 95 80. 44 60. 02 69. 45

184. 41 160. 52 149. 75 137. 91 171. 34 151. 07

注: TSPv 取南平地区均值 17 891. 99 kg hm- 2 a- 1; A :蓄积( m3 hm- 2 ) ; B:生产力( kg hm- 2 a- 1 ) ; C:生产力/ T SPv

( % ) ;资料来源:文献[ 31]。

已有研究报道[ 9] , 福建杉木中心产区 29

年生不同密度林分, 平均蓄积量为 381. 3 m3

hm- 2, 加间伐量后,其生产力已达气候生产

力的 40%。39年生的高产林分,平均蓄积量

达 1 170 m3 hm- 2, 其生产力已达气候生产

力的 78. 1%。再根据速丰林基地立地条件

优越, 而现实林分仍有 16. 4% 的面积未达

省标 , 56. 9%的面积未达 行标 的实际生

产力水平,综合分析认为,在现阶段基地林分

在原有生产力水平上, 杉木和马尾松分别达

到气候生产力 50%和 80%是完全有可能的,

也是较为符合实际的。

表 5 福建省马尾松速丰基地林分及

一般林分生产力(中龄林)

林分 项目
蓄积/

( m
3

hm
- 2

)

生产力/

( kg hm
- 2

a
- 1

)

(生产力/

TSPv ) / %

丰

产

林

一

般

林

全 省

集 体

国营林场

集体/国营

全 省

集 体

国营林场

集体/国营

( 全省丰产林/

一般林) / %

246. 61 12 642. 58 71

249. 74 12 781. 26 71

240. 57 12 374. 96 69

103. 81 103. 28

94. 68 5 911. 00 33

77. 90 5 167. 53 29

123. 55 7 190. 15 40

63. 05 71. 87

260. 47 213. 88

2. 3 杉木国有人工林现阶段生产潜力

福建省洋口林场是营林水平较高的典型人工林林场之一,在南方集体林区具有很好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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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

由表 6可见,立地指数 16以

上杉木各龄组林分高、径、材积生

长,均达到了部颁速丰林标准,其

面积达到了该场杉木林分的

47% ; 14指数级中、成熟林, 12指

数级近熟林材积生长也达到了部

颁标准, 面积分别占杉木总面积

的 26. 7%和 4. 96%。12指数级

以上材积达部速丰林标准的面积

占总面积的 78. 72%。国内杉木

高产、速生林分(表 7)就分布区

域而言,除引种区外,均在其中心

产区。福建顺昌、南平的 高产林

分 蓄积量最高达到了 1 264. 9

m3 hm- 2。

从其树干解析资料分析,

若推算至早期 20 a 左右, 则又是

速生的典范。因此认为, 这两处

林分是国内目前所见最为典型的

杉木速生丰产林分。64~ 66 年

生平均生产力为11. 02~ 19. 17

表 6 福建洋口林场不同指数级杉木人工林生长现状

立地

指数
项 目 中龄林 近熟林 成熟林

加权

平均

林龄/ a 14 24 29

林分高/ m 11. 7 15 16. 3

> 16 平均直径/ cm 14. 6 20 20. 5

生长量/ ( m3 hm- 2 a- 1) 21. 45** 15. 45** 11. 25**

(生产力/ TSPv ) / % 57. 06 41. 10 29. 92 44. 17

林龄/ a 13 23 30

林分高/ m 8. 7 12 12. 5

14 平均直径/ cm 11. 6 20 17. 4

生长量/ ( m3 hm- 2 a- 1) 11. 7* 8. 4 8. 7*

(生产力/ TSPv ) / % 31. 13 22. 35 23. 14 28. 27

林龄/ a 14 23 31

林分高/ m 7. 2 10 11. 6

12 平均直径/ cm 10. 5 16 16. 8

生长量/ ( m3 hm- 2 a- 1) 9. 45 10. 5* 7. 65

(生产力/ TSPv ) / % 25. 14 27. 93 20. 35 25. 38

林龄/ a 15 23 33

林分高/ m 6. 3 8 9

10 平均直径/ cm 11. 3 12 13

生长量/ ( m3 hm- 2 a- 1) 6. 9 6. 45 5. 7

(生产力/ TSPv ) / % 18. 36 17. 16 15. 16 16. 86

总平均 生长量/ ( m3 hm- 2 a- 1) 12. 91 11. 84 8. 78

(生产力/ TSPv ) / % 34. 64 31. 75 23. 54

注: **林分高、径、材积生长量均达部颁速丰林标准;*材积生长量达部颁

速丰林标准。

表7 我国杉木高产(或速丰)林分的生产力

地 点 测定范围
林龄/

a

密度/

(株

hm- 2)

林分高/

m

平均直径/

cm

蓄积量/

( m3

hm- 2)

生产力/

( m3

hm - 2

a- 1)

TS Pv /

( m3

hm- 2

a- 1)

(生产力/

TSP v ) / %

资料

来源

顺昌 全 林 66 1 476 25. 87 26. 9 779. 4 11. 81 37. 59 31. 42 [ 32]

福 高阳 最优样地 66 1 875 27. 7 28. 6 1 264. 91 19. 17 50. 99

南平 全 林 64 1 215 26. 2 25. 7 739. 5 11. 55 38. 50 30. 01 [ 33]

溪后 最优样地 64 1 305 31. 4 29. 9 1 185 18. 52 48. 09

洋口林场 7 9. 8 14. 2 198 28. 29 37. 59 75. 25 [ 33]

建 (混合家系) 12 2 637 12. 64 14. 4 ( 154. 819) ( 12. 90) 17. 50 73. 71 [ 34]

16 2 546 15. 8 17. 1 ( 217. 128) ( 13. 57) - 77. 54

20 2 250 17. 4 18 462( 234. 9) ( 11. 74) - 67. 09

邵武 13 3 195 13. 4 15. 7 385. 7( 302) ( 23. 23) 17. 16 135. 35

海南 尖峰岭 (引种区) 14 12. 5 12. 9 386. 6 27. 61 41. 44 66. 64 [ 33]

贵 锦屏九寨建丰 18 2 040 22 20. 1 729 40. 50 32. 82 123. 40 [ 33]

州 锦屏九寨岭 21 1 950 20. 3 19 601. 05 29. 25 - 89. 12

会同广坪疏溪口 21 3 300 17. 1 18. 6 696. 9 33. 15 32. 82 101. 01

湖 32 2 853 20. 1 19. 5 1 061. 4 33. 00 100. 56

南 会同炮团 47 2 430 21 24. 8 1 232. 55 26. 10 33. 38 78. 20

江华贝江 17 2 475 14 18. 5 481. 5 28. 35 37. 03 76. 6 [ 33]

注:括号内数字为生物量,单位为 t 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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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hm- 2 a- 1。林内样地间达气候生产力的29. 3% ~ 51% ,两处全林平均为31. 4%和30. 0%。

湖南会同炮团47年生速丰林,生产力为26. 1 m3 hm- 2 a- 1,达到了气候生产力的78. 2%。其它

各地速生丰产林,由于多处于中、近熟龄阶段,正值速生期或速生期刚过,生产力很高且尚有很

大潜力,多数均达气候生产力的80%以上,部分超过了气候生产力。

福建洋口林场杉木人工林生产力为7. 06 ~ 10. 41 m3 hm- 2 a- 1的面积占总面积的

39. 6%; 10. 5~ 14. 95 m3 hm- 2 a- 1占34. 86% , 33~ 34. 39 m3 hm - 2 a- 1占2. 74%。已达气候

生产力30%以上的面积占49. 62%。其中,达50%~ 92. 22%的面积占 10. 44%, 最高达 88. 5%

~ 92. 23%的面积占 2. 74%。从其现实生产力所达气候生产力的高产水平来看, 洋口林场大

于16指数级的近熟林,也已达气候生产力的40%, 14指数级的中龄林生产力已达气候生产力的

的31. 38%。因此, 在集约经营

条件下, 14指数级以上的林分

均可达速丰标准。若该场杉木

按速丰林培育, 各指数级各龄

组生产力均达标准林分水平,

则生产力可再提高40%(表8)。

因此认为, 现有标准林分

生产力水平, 应是现实国有林

所能和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

而根据全国国有林经营水平与

生产力现状分析,若能达此标

表 8 福建洋口林场杉木生产力与标准林分比较

立地

指数

林龄/

a

现实林生产力 标准林生产力 标准与实现差

( m3 hm- 2 a- 1)

(标准/

T SPv ) / %

> 16 14 21. 45 24. 26 2. 82 64. 56

24 15. 45 18. 74 3. 29 49. 85

29 11. 25 17. 2 5. 95 45. 76

14 13 11. 7 20. 53 8. 83 54. 61

23 8. 4 15. 86 7. 46 42. 18

30 8. 7 14. 29 5. 59 38. 02

12 14 9. 45 16. 92 7. 47 45. 01

23 10. 5 13. 07 2. 57 34. 78

31 7. 65 11. 79 4. 14 31. 37

准,其生产力水平在现有基础上至少可再提高 40%以上。

2. 4 未来杉木人工林可能达到的高产水平

根据福建林学院试验[ 36] , 23年生林分, 仅用湖南会同种源,就比当地(南平)种源材积生

长量大 18% ;又由表 6可知,杉木混合家系 16年生时生产力已达气候生产力的 77. 5% , 20年

生时仍达 67%。结合其它类似研究成果推算
[ 35~ 38]

, 若改用高产种源, 大于 16指数级中龄林

至少可达气候生产力的 67% ,已超过了标准林分。若采用经遗传改良后有更高增益的良种,

其大于16指数级的林分生产力至少应达气候生产力的 70%以上。若按指数级间距 2 m ,生产

力相差 10%计,预计将可使现实林分生产力在现有水平上再提高 80%左右。

3 小 结

( 1)杉木中心产区正常经营的人工林典型林分,生产力已达气候生产力的 20%~ 50% ,最

高达 135. 35%;一般产区可达 30%左右。10、12、14 及大于 16指数级杉木生产力分别为 5.

04、7. 64、8. 77和 10. 3 m3 hm - 2 a- 1,以 12指数为适生与否的临界指数。

( 2)集体杉木人工林,在正常经营条件下其生产力可达气候生产力的 30%以上,可在现有

生产力水平上再提高 70%以上。国有林应达到标准林生长水平, 生产力可在现有基础上再提

高 40%。集约经营条件下, 杉木生产力可达气候生产力的 50% ,马尾松可达 80%左右。12指

数级以上立地, 杉木均可达到速生丰产林标准。良种、良法条件下, 国有林生产力可在现有基

础上普遍提高 80%以上; 16指数级以上立地,杉木生产力可达气候生产力的 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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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马尾松在其适宜的分布区域内, 人工林生产力普遍达到了气候生产力的 30% ~ 50% ,

平均为 43% ,最高达 127. 9% ,速生丰产林可达 70%以上。

( 4)马尾松生物生产力比杉木高 20%以上。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造林树种选择应加大松

树的比重,以充分发挥树种与林地的自然生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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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condit ions and the potentialities of forest plantat ion productivities of Cun-

ningham ia lanceolata and Pinus massoniana, w ith different ow nerships and different mange-

ment intensit ies. w ere studied. T he results show ed: ( 1) T he present product ivit ies of the collect ive

ow nership and the state-owned forest plantation are 11% ~ 18% and 20%~ 40%. ( 2) In normal

management state, the product ivity of the collective ow nership forest plantat ion w ill be raised over

70% based on its present product ivity, and the state-owned forest plantat ion w ill be raised by

40% . ( 3) In intensive management , Cunningham ia lanceolata forest plantation w ill be 50% of

the climatic product ivity, and Pinus m assoniana will be 80% of the climat ic product iv ity. ( 4) In

using good strain and scientific cult iv at ing, the product ivity of the state-owned plantat ion w ill be

raised over 80% based on its present product ivity. ( 5) In the same management condition, the pro-

duct ivity of Pinus massoniana stand is 20% higher than that of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Key words: forest plantat ion; product iv ity; Cunningham ia lanceolata; Pinus masson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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