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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泡桐材色在树干或侧枝圆盘年龄上从里向外呈现 深 浅 深 的径向变化形式。在不同高度上,

泡桐材色随树高增加逐渐变浅,在靠近梢部时又有变深的趋势; 泡桐枝材的材色变化规律与干材相

似, 可以用 6年生的成熟枝材来评估干材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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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桐( Paulownia spp. )是我国重要的速生树种之一。泡桐木材多用于拼板、人造板、家具

及乐器制造行业。但由于桐木锯解后木材表面变色,由浅红色逐渐变成棕红到褐色条斑,降低

了成材等级和利用价值。因此对桐材变色的研究就变得十分重要。到目前为止,有关泡桐材

色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引起材色变化的原因和消除方法, 对泡桐本身的材色变化规律的研究报

道很少
[ 1,2]
。本文主要探讨了泡桐材色的变化规律与取样方法在泡桐材色研究中的适用性。

1 ! 材料和方法
1 1 !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取自河南农业大学林业试验站, 在 7~ 12年生的毛泡桐 ( Paulownia tomentosa

(Thunb. ) Steud. )试验林中,按 7、10、11、12年生 4个年龄组分别随机抽取 4株样木。伐倒后,

分别在每株伐倒木树干上,在 0、1 3、2 5、3 5、4 5、5 5、6 5 m 处各截取 1个厚约 6 cm 的圆盘;

同时在每株伐倒木的侧枝上,取 2、4、6、8、10年生的侧枝各 1段, 每段长约 50 cm,用于枝材与

干材材色的测定与比较。4个年龄组分别编号为:A, 7年生; B, 10年生; C, 11年生; D, 12年生。

1 2 ! 材料处理
所有试验材料均在室内自然风干半年,待其全部气干后,在 1 3 m圆盘的东南西北 4个方

向分别按年轮取样, 用于不同年龄材色的变化比较; 对不同高度的圆盘和枝材各取径切材,每

株样木上取 4个小样, 用于不同高度和侧枝的材色比较。所有试材刨光后,用 TC PIIC 全自动

测色色差仪(北京光学仪器厂)测定木材颜色。

对所测定的不同年龄、高度和侧枝材色测定值, 作方差分析、多重比较、相关分析、显著性

分析。所测的材色值中包括明度值、色差、白度、黄度值等, 由于本文主要是研究木材颜色的变



化规律,所以只用白度值来说明木材的颜色深浅。

2 ! 结果分析

2 1 ! 不同年龄的材色变化

2 1 1 ! 不同年龄间的材色差异 ! 利用树干胸高圆盘, 按照年轮分别截取试样, 测定不同年龄

的材色变化。

! ! 根据测定, 植株胸高圆盘不同年龄材色有一定差异,其

木材颜色随年龄的增加呈现 深 浅 深 的径向变化形式

(见图 1)。这主要是因为靠近髓心部的木材, 含有较多的

木材内含物,增加了醇溶性酚类物质含量,而边材生理活动

强,代谢旺盛,水溶性酚类物质含量高
[ 3, 4]
。

为了检验不同年龄材色差异的显著性, 进行了方差分

析,得到A、B、C、D 4组样木的 F 值分别为 10 07
* *
、0 14、

2 15、8 49
* *

,表明 B、C两组样木的不同年龄的材色差异

不显著,而 A、D两组样木不同年龄的材色差异显著。

图 1 ! 木材白度值与年龄关系

! ! 通过多重比较发现: A、D样木的边材与其它年龄的木材颜色差异达到了显著或极显著水

平,如 D样木的 11年生、12年生边材颜色较深, 与其它年龄的木材材色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

A样木的第 7年生边材颜色也较深,与其它龄材材色差异显著。

2 1 2 ! 各年龄材色的相关分析 ! 从 D样木各年龄材色的相关分析结果看出(见表 1) , 3~ 10

年生的木材材色彼此相关达到了显著或极显著水平,而与第 1、2、11、12年生的木材材色相关

不显著。因此, 3~ 10年生之间的任 1年龄的木材材色可彼此代表其它龄材的材色,而第 1、2

年生的中心材和第 11、12年生的边材,则没有代表性。

表 1! 各年龄的材色相关分析

生长轮年龄 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 1

2 0 33 ! 1

3 0 22 0 23 ! 1

4 0 29 0 47 0 87* *! 1

5 0 23 0 22 0 70* 0 74* ! 1

6 0 12 0 28 0 83* * 0 70* 0 94* *! 1

7 0 71* 0 41 0 69* 0 87* * 0 73* 0 69* ! 1

8 0 41 0 68* 0 71* 0 85* 0 63* 0 90* * 0 77* ! 1

9 0 96* * 0 39 0 62* 0 54 0 75* 0 85* * 0 88* * 0 39 ! 1

10 0 06 0 12 0 94* * 0 92* * 0 89* * 0 92* * 0 73* 0 21 0 33 ! 1

11 0 42 0 31 0 40 0 52 0 37 0 17 0 25 0 23 0 18 0 54 ! 1

12 0 17 0 41 0 59 0 47 0 34 0 46 0 43 0 55 0 34 0 59 0 78* ! 1

2 2 ! 主干不同高度的材色变化

2 2 1 ! 不同高度材色的差异性分析 ! 用样木主干 1 m 区分段所取的圆盘, 去掉心材和边材,

取中间材作试材,测定主干不同高度的材色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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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对4组样木不同高度试材的实测和方差分析, 发

现木材的白度值随高度增加逐渐增大, 在靠近梢尖时又有

所减小(见图 2)。

通过方差分析得到A、B、C、D 4组样木的 F 值分别为:

14 879
* *
、5 127

*
、4 525

* *
、4 989

*
。表明不同高度的木

材材色差异都达到了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这与树干上部生

理活动旺盛,含酚类物质等变色成分较多有一定关系
[ 3, 4]
。

图 2 ! 木材白度值与树高的关系

2 2 2 ! 树干胸高材色值与树干材色均值的关系 ! 分析表明,胸高材色平均值与树干材色均值

之间存在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 0 933、0 753、0 773、0 833,达到了极显著水平。这表明, 根据

胸高处的材色值,借助一定的回归方程,可以合理地估算出树干材色的平均值。因此可以认为

胸高材色值可直接用于株间材色的相互比较,进行木材材色的株间变异研究。

2 3 ! 侧枝的材色差异分析

2 3 1 ! 侧枝与干材的材色比较 ! 对 2、4、6、8、10年生的侧枝,测定不同年龄侧枝的材色变化。

对主干胸高材色值、侧枝的材色值进行方差分析得到 A、B、C、D 4 组样木的 F 值分别为

6 15
*
、11 96

* *
、7 38

*
、267 42

* *
。可看出主干、侧枝材色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取样时应分开

主干、侧枝,以免因取样不当造成结果误差。

2 3 2 ! 不同年龄侧枝的材色变化 ! 分析表明,不同年龄侧

枝的材色也存在差异, 并且达到了显著或极显著水平。进

一步作侧枝材色与年龄的相关分析, 相关系数分别为

0 773、0 794、0 983、0 843,表明侧枝材色与年龄相关显著。

根据所测值作图 3表明:在所测的年龄范围内,白度值呈现

小 大 小 的变化形式。

2 3 3 ! 侧枝材色与干材材色的相关分析 ! 由上述结果可

知,泡桐干材与侧枝的材色变化规律相似,为进一步揭示其

图 3 ! 侧枝材色与年龄的关系

相关性,以枝材样木的 4~ 10年生侧枝的白度值与胸高处干材材色作相关分析(表 2)看出,

干材与枝材的材色值的相关系数随着年龄的增

加而增大, 6年生时就达到了 0 637, 相关性显

著,因此以 6年生以后的成熟侧枝的材色来评

估干材的材色完全可行。同时在实际操作中,

不仅要考虑年龄, 而且还要考虑侧枝的粗细,

表 2! 侧枝与干材材色的相关分析
!

项目
年龄 a

4 6 8 10

材色值 0 476 0 637 0 785 0 895

因为侧枝太细时,所取试材实际上包含的大多是边材, 而边材颜色较深,这样就不能完全代表

干材的材色。因此在用侧枝的材色来评价干材材色时,要兼顾考虑年龄和枝条粗细两个方面。

3 ! 结论

( 1) 毛泡桐木材的颜色从生长轮上看, 从里向外呈现 深 浅 深 的径向变化形式, 在靠近

边材交界处材色最深。

( 2)毛泡桐材色的径向变化随着树高增加逐渐变浅, 在靠近梢部时又有变深的趋势。

( 3) 毛泡桐枝材的材色变化规律与干材相似, 两者的相关系数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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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以后的枝材与干材的相关达到了显著或显著水平,可以用 6年生的成熟枝材来评估干材

材色。

( 4) 通过对毛泡桐材色变异规律的研究,取样方法除伐倒木法截取圆盘外,也可用 6年生

以后的侧枝作试材来测定整株树木的木材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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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ifferentiantion Law of the Paulownia Timber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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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d the variation regularity of paulownia timber color.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tim

ber color appears light deep light with increase of height and deep at the tree top accordingly to the annual ring

age. The variation law of paulownia branch timber color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stem t imber. The stem timber

color can be evaluated with six year old mature branch timber.

Key words: paulownia timber color; variation law; Paulownia toment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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