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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文探讨 了不同森林带林分的生产 力及影响产量 的因素
。

研究结果表明
,

不同森

林带林分生产 力差异显著
,

热带山地雨林产量最 高
,

常绿季雨 林稍次
,
山顶苔鲜接

林最低
; 同带间 不同森林类型差异不显著

。

由于 尖峰岭的天然林 已达成熟阶段
,

干

形 变化不 大
,

因此
,

影响林分总产量的 主要因素是林分的平均直径
、

树高和密度
。

次生林 目前尚 处 于中幼龄阶段
,

产量较低
,

如 能加强管理
,

可获高产
。

大面 积的次

生林是一不可 忽视的后备资源
,

应加强 管育
,

促使早 日成材
。

关键词 森林带 ; 森林类型 ; 生产 力; 密度 ; 立地条件

林分生产力是指森林在单位面积和单位时间积累的生物产量
。

生物产量包括地 上和地下

两部分
,

不同树种
,

地上和版下部分的生物产量分配不相同
。

由于原资料缺少地下部分的调

查
,

本文仅限于林分地上部 介生产力的探讨
。

树种结构异常复杂的热带天然阔叶林是一种 自然历史现象
,

在植被演替系列中已发展到

相对稳定的顶极阶段
。

}三前
,

海南岛尖峰岭尚存的原始林
,

每公顷有树种80 一10 0个
,

极少有

单一树种形成的单优林
。

森林天然更新是永续不断的
,

故树木年龄结构复杂
,

从附近伐区可

见立木年龄从几十年到数百年
。

原调查资料缺乏林龄记载
,

因此不能依林龄来剖析林分生产

力
。

原林业部综合调查队把尖峰岭林区的森林植物群落共划分为26 个林型 [ ‘J ,

从应用角度出

发
,

本文仅依几个植被带及其归纳后的主要森林类型来分析和探讨林分生产力
。

一
、

资 料 收 集

原调查资料是通过设置典型样地和沿调查线设置小样地进行收集
,

调查线按不 同的森林

群落沿山坡或山脊走 向设置
,

宽度为 10 m
,

为达到一定的面积以保证有足够的林木株数
,

有

本文于 1 9 8 7年1 1月 2 6 日收到
。

本研究 资料主要来源于原林业部综合调 查队 1 95 8一 1 9 6。年的综合调查原始资料 及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 业研

究所1 96 3年择伐标地部分资料
。



3 0 2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1 卷

时在主线两侧另加辅助带
,

宽度 与主带相同
。

样地面积最小为 o
.

lh a ,

最 大 Zh a 以上
,

总计

共收集样地22 4块
,

82
.

385 h a
。

主要乔木树种隶38 科70 属 1 14 种
。

在样地内
,

按树高分层 测树
,

记录树种(无法辨认时
,

技树皮特征编号
,

内业再行鉴定 )
,

每木测径
,

目测树高和林层郁闭

度
,

材积则采用伐倒木资料按形率级
、

直径级
、

树高级三个因子编制的立木材积表〔3J计算各

树种和林层的材积
。

各植被带的主要特征及林木因子的平均值如表 1
。

表 1 不同植被带主要特征及林木因子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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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一般都有三个林层
,

山顶苔醉矮林仅有两层或一层
。

按蓄积量计算
,

工层林木(主

林层 )约占75 一 80 %
,

l 层林木约占18 一20 %
,

111 层林木仅占 3 一 5 %
,

个另。超优势木 (前生

树 )主要是前 期余留下来的慢生树种
,

如盘壳青冈 (C夕cloba la : o p sfs p a tellif o , 。 15 )
、

桃叶石栋

(L it无o c a , p o s a m 犷g da lt’f o lia )
、

陆均松(D a e踏diu m p ie , r e i)
、

倒卵叶阿丁枫 (月lri”g ia o bo o a ta )

等树种
,

树龄都创3。盯仁以
_

卜
,

数量虽少
,

而材积常占样地总材积的10 一 12 %
,

因此单独计算

担二材积
。

二
、

生长条件及生产力

尖峰岭的热带天然阔叶混交林由于分布在不同海拔高度 的山地
,

受不同气候条件和立他

环境的影响
,

各个植被带间林分的外貌和生产力存在明显的差异(见表 l )
,

现分述如下
。

(一 ) 山顶苔醉矮林带

本带森林垂直分布包括三个类型
,

分布于海拔1 10 0一 1 4 0 0 m 的山岭顶部
,

常风大
,

降水

量多
,

多雾
,

湿度大
,

气温低
,

土壤浅薄
,

质地粗
,

淋洗强
,

有机质分解缓慢
,

土壤肥力较

低
,

林木生长不 良
。

组成森林的乔木树种比较单纯
,

主要 以壳斗科的拷属 (Cas t翻oP sis)
、

石

栋属 (Lir无o c a 印。 s)
、

栋 属 (Q u e , c u s) 及 桃金娘科的 蒲 桃 属 (S , z 夕g iu 二 )
、

茶科 I’fJ 大头茶属

(P o l夕s刀。, a )
、

厚皮香属(T e , : s亡, o e二 ia )以及樟科的琼楠属 (B e ilse几m ied ia )和祯楠属 (肛a ehil。: )

等种属为主
,

一般可分两个林层 (山顶苔醉矮林海拔最高只有一个林层 )
,

上层林木平均树高
10一 15 m

,

胸径 1 6一2 0 Cm
, n 层林木平均树高 8一 1 0 m

,

胸径 10一 12 e m (山顶苔醉矮林平均

高只有一
s m

,

平均胸径 8一 1 0C m )
。

由于受生态环境的影响
,

形质不良
,

分权低
,

每公顷

立木80 0一 15 0 0株
,

数量虽多
,

但直径小
,

产量不高
,

蓄积量 10 0一 15 0 m 丫ha (山顶苔醉矮林

仅 6 0一 8 0 m
3

/ h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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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热带山地雨林带(含局部的热带沟谷雨林 )

本带森林分布于海拔70 。一 1 0 0 0 m 的中山
,

面积较大
,

包括的类型也多
,

是尖峰岭林区

主要木材的生产基地
,

其生态环境及立地质量比山顶苔醉矮林带优越得多
,

又因分布的海拔

较低
,

气温较高
,

相对湿度终年保持在80 %以上
,

土壤中腐殖质含量一般超过 5 %
,

土层深

厚
,

肥力较高
,

林木高大通直
。

本带树种比山顶苔醉矮林带复杂
,

但优势种不明显
,

主 要树 种 有 壳 斗 科 的芬氏石栋

(L itho c a r p u s f。, z e lia ”a )
、

盘壳青冈
、

竹叶青冈(Cy c lo ba la n o p si: ba 。乡u s汀o lfu s)
、

薰菊 (C a s才,

a n o p si: 了fs: a )
、

桃叶石栋
、

多种蒲桃(Sy粉9 1: , s p
.

)
、

琼楠
、

卵叶阿丁枫
、

黄叶 树 (X a n t无。
-

p彻Ilu m ha in an 改 , )以及木兰科
、

冬青科
、

山矾科等种属为主
,

山坡上部和小山脊又多混生喜

光
、

耐干旱
、

耐膺薄的陆均松和海南紫荆木 (万
a
dh 此

a 加i二, ns is )
,

在沟谷溪旁阶地
,

白榄

(C a n a , f: m a l石u二 )
、

毛荔枝 (N e pholfu m to p e : 9 11)
、

油 丹 (A ls e o
da p盖, e ha i, a n en sis)

、

水石梓

(s a , e o印。, m u m la u , in u m )
、

鸭脚木(se heffl。: a o et o刀hylla )等较为常见
。

林分结构复杂
,

林层

呈垂直郁闭
,

树冠相互镶嵌
,

对光能的利用率高
,

生产力大
,

生物量高
。

按树高一般可分三

层
,

上层林木平均树高 15 一25 m
,

沟谷雨林可达 27 m
,

平均胸径 35 一 SOc m
,

树干高大通直
,

千形比较圆满
,

千高常达 10 一15 m
,

出材率高
,

每公顷立木2 00 一30 0株
,

蓄积量 16 。一36 om 3
/

h a ,

平均郁闭度0
.

5 3
。

亚层林木平均树高 10一1 6 m
,

胸径 1 8一 Zo e m
,

每公顷 2 7 0一 4 8 0 株
,

单位面积株数随树高的增大而减少
,

蓄积量40 一70 m s/ ha ,

平均郁闭度 0
.

35
。

皿 层林木平均

高7一n m
,

平均胸径8一1 1c m
,

每公顷 30 0一5 50 株
,

株数亦随树高增大而减少
,

蓄积量 10 一

2 0m 3
/ h a ,

平均郁闭度 0
.

2 5
。

(三 ) 热带常绿季雨林

本带森林分布于海拔20 0一6 00 (7 OO) m 的低山高丘
,

处热带山地雨林外围
,

降水量略低
,

地形较开阔
,

气温稍高
,

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

林中湿度偏低
,

林地较干燥
,

但土壤肥力仍较

高
。

树种组成分两类
,

一是以分布较低的青皮 (7 at ica hal’na ne 二i: )为优势种
,

有时形成单优

群落
;
另一是紧接山地雨林带

,

青皮已不占优势
,

出现很多山地雨林的成分
,
如壳斗科的属

种
、

毛荔枝
、

海南紫荆木
、

卵叶 阿 T 枫
、

木 荷 (sc丙￡, a s up e油a )
、

细 子 龙 (A二 es‘od
e o d r o n

ehin e : s。)等
。

本带林分的生产力明显比热带山地雨林低
,

按树高一般亦可划分三层
,

上层林冠以青皮
、

拷
、

石栋和栋等属种
、

海南紫荆木
、

毛荔枝
、

细子龙
、

倒卵叶阿丁枫
、

油丹
、

油楠 (Si nd o ra

g la b , a )
、

长眉红豆 (O r 二o sia 石a la n sa e )等树种为主
,

平均树高 1 4一 2 3 m
,

平均胸径2 4一3 se m
,

每公顷2 30 一3 50 株
,

蓄积量 12 。一 3 00 m 丫h a ,

平均郁闭度 0
.

5 左右
。

l 层林木主要有青皮
、

大叶白颜 (G f: o , : fe : a su西a eq : a lf: )
、

厚壳桂 (Cr yp to c a , y a sp
.

)
、

蒲桃
、

细子龙
。

多花山竹子

(G a , c in玄a m u lt1’I lo r a )
、

光叶巴豆 (C : o to : la e v fg a ru s)
、

少花山油柑 (A c , o n 杏c hfa plfg o p hle乙ia )
、

黄柄木(G o n o c a
邝

u二 二a cl: r e i)等
,

平均树高 8一 i 6m
,

平均胸径 10一2 2 e m
,

每公顷2 0 0一7 0 0

株
,

蓄积量 2 5一70 m 3
/ h a ,

平均郁闭度0
.

3
。

l 层林木主要由上层林木的幼树组成
,

平均 高

6一1 0 m
,

平均胸径8一i Ze m
,

每公顷3 0 0一5 0 0株
,

蓄积量 1 0一2 0 m 3
/ h a

。

在上述三个林带中
,

热带山地雨林具有最优越的生态环境
,

产量最高
,

是目前用材林的

生产基地
。

热带常绿季雨林产量稍次
,

其总产量是山地雨林 的 8 3
.

5 %
,

而 主 林 层产 量 为

8 1
.

1%
,

因其位于热带山地雨林的外围
,
海拔较低

,
交通方便

,
易于采伐

,

滥砍滥伐也最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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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

如不 加以制止
,

将沦为低质 的次生林
,

林分质量将不断下降
; 山顶苔醉矮林生产力最低

.

只

及山地雨林产量的4 3
,

7 %
。

不过
,

这一森林带保安作用重大
,

应严禁采伐
。

各森林带中散生的超优势木
,

分布极不均匀
,

直径大小相差颇为悬殊
,

它们是史新前期

遗留下来的前生树
,

树种有桃叶石栋
、

盘壳青冈
、

倒卵叶阿丁枫
、

陆均松
、

鸡毛松
、

木荷
、

青皮
、

海南紫荆木等
,

这些树种寿命都很长
,

胸径从 7 0c m 到超过 looc m
,

单株材积有些超

过 10 m
3 。

在山地雨林中
,

平均每公顷仅有 0
.

6 株
,

占总株数的 0
.

06 %
,

材积 4
.

8 m 3
/ h a ,

占

总材积的1
.

4%
,

其他林带的超优势木所占总材积的比重也很大 (见表 2 )
。

这些高大的前 生

树在林中高居主林层之上
,

树冠宽阔
,

投影面积达 4 00 m
2 。

从伐倒的鸡毛松
、

盘壳青冈
、

倒

卵叶阿丁枫等树种中看到
,

其树干尚未有心腐现象
,

说明生势仍非常旺盛
。

衰 2 样 地 超 优 势 木 平 均 数 t

平均树高 } 平均直径
植 被 类 型

} 脚高断面积

株 数厂h
a

蓄 积 址

(m ’
/ h

a )
平均形数

(C m ) (m 之/ h a )

山 顶 谷 醉 矮 林

热 带 山 地 雨 林

热带常 绿 季 丽 林

4 3

79
.

5

6 8
.

1

0
.

9 4 7

0
.

3 6 2

0
。

5 9 3

:{:
0

。

4 5 6

0
.

4 7 0

0
.

4 4 9

O八内08
一�nU,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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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不同森林类型的产量

如前所述
,

尖峰岭的热带林过去划分的26 个林型 中
,

山顶苔醉矮林带的三个类型属于保

安林
,

不进行采伐利用
,

本文不作深入探讨
,

拟按其自然条件和分布的生态环境以 及经营上

可能采取的措施
,

将原分热带山地雨林带的各类型 (含沟谷雨林 )归纳为三个类型
,

即山坡上

部及小山脊的陆均松
、

海南紫荆木
、

拷
、

石栋
、

栋针阔混交林
, 山坡中下部的拷

、

石栋
、

栋

阔叶混交林
; 沟谷溪旁阶地的海南油丹

、

白榄
、

阿丁枫
、

拷
、

石栋
、

栋阔叶混交林
。

低海拔

的热带常绿季雨林带原分类型合并为陆均松
、

海南紫荆木
、

石栋
、

栋
、

木荷
、

青皮针阔混交

林 , 以青皮为主的混有荔枝
、

细子龙
、

栋类的阔叶混交林以及遭受人为破坏后演替的次生林

三个类型
。

各类型立木的特征如表 3
。

表 3 表明
,

热带沟谷雨林具有最高的生产力
,

其林分的平均高
、

平均胸径
、

单位面积产

量都超过其他类型
,

若以沟谷雨林的单位面积平均产量 (三个林层及超优势木的材积合计 )为

10 0 %
,

则其他五个类型依次为88
。

8 %
、

8 6
。

6 %
、

77
。

1%
、 7 4

.

1%
、

38
.

2 %
,

其中 11 与 111 及

俘与 V 类型的产量很接近
,

前者相差2
.

2 %
,

后者仅差 3 %
。

四
、

讨 论

尖峰岭热带 林的生产力
,

在同一植被带内差异并不悬殊
,

如 l 、 In 类型的平均产量只差

8
.

5 m
”, 砰

、

v 类型仅差 1 1
。

6m 3 ,

但植被带之间差异比较明显
。

经分析
,

影响 各类型产量的

因素为
:

(一 ) 立地条件

众所周知
,

立地条件的优劣与林分的质量和数量关系极大
。

尖峰岭的热带沟谷雨林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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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 同 森 林 类 型 林 分 特 征

森类

林型

林层平均树 高
(m )

平 均 直
(C m )

径
每公顷株数 留积量 (m 3 / h a )

最低 )平均 最高 最小 }平 均 最 大 最少 ! 平均 最多

胸 高

断面积

(m l

/ h
a ) 最小 平均 {最大

平均单

株材积

(m 3 )

平均

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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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0

5 3 2

5 78

5 04

6 37

79 0 ::::

2 0 0

1 2 3

1 2 2

1 1 0

8 3

4 2

3 1 8

2 80

2 6 7

2 3 0

2 2 2

1 04

5 3 0

4 2 8

峨4 0

6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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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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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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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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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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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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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优势木

注。
I—

沟谷油丹
、

白榄
、

阿丁 枫
、

栋类阔叶混交林 ,

五

—
山坡中下 部株类阔叶混交林 ,

皿

—
山坡上部及山脊陆均松

、

海南紫荆木
、

栋类针阔混交林 ,

W
—

陆均松
、

海南紫荆木
、

阿丁枫
、

栋类
、

青皮针阔叶混交林 l

V
—

荔枝
、

细子龙
、

株类
、

宵皮混交林 ,

VI

—
次生林

。

“

栋类
”

指壳斗科各属树种总称
。

分布在溪谷两旁的阶地上
,

地势较平坦
,

土壤属冲积土
,

结构较疏松
,

土层深厚
,

肥沃
、

湿润
,

腐殖质含量超过5 %
,

林木生长发育良好
,

干形通直高大
、

圆满
,

如鸡毛松树高 25 m 以 上
,

胸径 70 一80c m
,

大者超过 lo oc m
,

倒卵叶阿丁枫
、

白榄
、

油丹等树种
,

胸 径 也 常 达 4。一

50 c m
,

雄伟挺拔
,

分枝较高
,

原木材积的出材量大
。

分布在坡面部位的 l 类型
,

坡度一般都

超过 15
。 ,

土壤属坡积土
,

由于雨水的淋溶和冲刷
,

水肥条件不及沟谷阶地
,

故其产量稍次
。

山坡上部及沿山脊分布的皿 类型
,

海拔较高
,

光照条件较优越
,

土壤属原积土
,

冲刷侵蚀较

轻
,
养分流失较少

,

土壤虽比上述两类型干燥
,

但陆均松
、

海南紫荆木和壳斗科的某些属种

却能适应这种生境
,

故产量与 l 类型极为接近
。

在海拔较低的热带常绿季雨 林 中
,

两 种 青

皮混交林在各个不同的坡向
、

坡位都有分布
,

而以青皮占优势的 V 类型
,

分布渴拔更低
,

平

均气温比其他四个类型都高
,

平均相对湿度约78 %
,

旱季林地较干燥
。

在悔拔稍高之 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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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青皮的比例明显减少
,

在组成中已不占优势
。

随着海拔升高
,

气温下降
,

蒸发量小于降

水量
,

空气湿度增大
,
逐渐向山地雨林过渡

。

在此带中的两种青皮林
,

生长亦颇为良好
,

产

量极接近
,

但由于树种组成关系
,

木材质量不 及山地雨林好
。

次生林的原生林型属于热带常

绿季雨林
,

是经破坏或部分破坏后重新成长起来的
,

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
,

所处的位置 海拔

更低
,

立地 更干燥
,

更新树种耐旱成分更多
,

如海 南 蒲 桃 (S, 封g 血。 cu 耐滋)
、

旱 毛 青 冈

(C夕c lo石a la , o p sis 论er rii)
、

厚 皮 树 (L a : n e a g , a o d fs )
、

黄牛木 (C r a to x g lo , 119 “ st r fn u 。 )
、

银

柴(A Po ro sa ch in 。: si : )等
,

其中有些树种已属半落叶季雨林的成分
。

此类型林分的平均 密 度

虽然很大
,

但生长年限短
,

树高和直径都不大
,

平均产量仅有 145 m s/ h a ,

只及成熟阶段沟 谷

雨林产量的38 %
。

(二 ) 立木密度

立木密度的大小直接影响林分产量
。

在无人为千扰的天然林中
,

随林龄的增大
,

夭然稀

疏不断地进行
,

立木株数相应地减少
,

当达到一定年龄
,

即林分进入近熟期之后
,

单位面积的

株数就趋于相对 稳定
。

尖峰岭的热带林已达成熟阶段
,

林分墓本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

由于生

长在不同的立地上和在成林过程中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

单位面积立木的现存株数

以及树高和直径存在较大差异 (见表 3 )
。

因为没有一个客观的尺度作为衡量热带天然林密度

的标准
,

不同类型间林分的生产力
,

仅能从立木株数的现存量来比较
。

通过对比分析
,

兹以

I
、

w 两个类型典型样地 的主林层为例
,

说明他们之间的差异
。

表 4 不 同 类 型 林 分 生 产 力 比 较

蓄
�

妇
最

平均树高}平均直径
舟 公 顷 株 那 盘 ‘m l/h a)

一 { 单株材积
类 型

( C m ) 少 一平 均
⋯
最 多

, ; 。 ‘ 3 。。

⋯
5 ; 。

C
.

V

( % )
平 均 最 大

一

2了‘

一
3 75

17 3 2 4 5

C
.

V

( % )
( m , )

::
.

;⋯:
.

:::
一

数

||
!

一

�最

3 6

3 6

n甘八“,自介二

..................

I万

衣 4 中两个类型具有相同的树高和胸径
,

但因立木株数不同
,

其总蓄积差异也较大
,
工

类型比 Iv 类型平均株数多 10 9株
,

平均材积差为 101 m
3 ,

株数变动范围
, I 类型 极 差 达 4 00

株
,

而 Iv 类型仅2 00 株
,

变异系数前者 比后者大
。

材积极差 I 类型 16 7 m
’,

万类型 13 5 m
, ,

变

异系数后者反比前者大
,

这说明在沟谷雨林中林分密度的变幅虽比青皮混交林大
,

但直径变

异系数 I 类型为 16
.

5 %
,

IV 类型是18
.

8 %
,

故材积变异系数
,

前者比后者小
。

另一个典型例

子是 w 类型 I 林层中的 兀一
实 。。1 1号样地

,

材积的极大值达 6 02 m
, (见表 3 )

,

比同林层其 他

类型的材积都高
,

究其原因
,

除了平均胸径较大 ( 4 1
.

2c m ) ,

密度 达 45 5株 / h a ,

护同类型同

一树高组 ( 2 0
.

5一 Z I
.

4 m )范围内
,

密度为 1 10一 3 3 0株 / h a ,

平均2 2 5株 / ha
,

材积变幅从 1 4 0一

39 om a/ h a ,

平均 2 40 m
,

/ ha
。

由于上述那块样地分布在一个缓坡稍洼的地 形 内
,

水肥条件优

越
,

加之密度超过同树高组平均株数的一倍
,

故其材积特大
。

( 三 )树商和直径

林木生长的优劣
,

主要表现在树高
、

胸径的生长和干形三方面
,

因为树高
、

胸径
、

形数是材

积的函数 ( V = G
·

H
·

F ) ,

三者相互依存决定着材积的多寡
。

表 3 中主林 层清楚地表明
,

沟谷雨

林具有较大的胸径和树高
,

因而其材积 总量也最大
,

Iv
、

v 两类型 虽具有相同的平均树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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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V 类型平均胸径偏小
,

纵使株数比 刃类型多 10 %
,

但总材积仍比 W 类型少 3
.

6 %
。

(四 )树木千形

树种繁杂的热带天然林
,

每一树种都有其独特的干形
,

就是同一树种由于生长在不同的立

地
,

其干形也迥异
,

如分权的高矮
、

尖削或饱满
,

主千明显或不明显等
,

而干形的饱满程度

直接关系材积的多寡及其经济利用价值
。

尖峰岭的天然林已达成熟阶段
,

树高和直径的年生长

量变化不大
,

故干形变化也不大
,

大多数树种平均形率在。
.

“一 0
.

70 之间
。

最低是 0
.

6 1 ,

如

鸭脚木
、

大叶山油柑
; 最高是 0

.

74
,

如海南油丹和山竹子等
。

工
、

兀类型分布在沟谷和山坡

中下部
,

阳光条件虽不及 l 类型
,

但水湿条件优越
,

林木高生长较快
,

干形较通直
,

处于上层

林木如油丹
、

山竹子
、

海南红豆
、

毛荔枝
、

盘壳青冈
、

鸡毛松
、

小叶拷
、

黄叶树
、

山肉桂
、

海南杨桐
、

大叶五娅果等树种
,

平均形率较高
,

树干相对地饱满
,

因此林分的总材积也较高
。

尖峰岭林区主要树种的平均形率如表 5
。

表 s 主 要 树 种 的 平 均 形 率

形 ,

}
材 种

:;

::

鸭脚木
、

大叶山油柑

多花 山竹子
、

栋

猴欢喜
、

厚皮香
、

山吊樟

陆均 松
、

尖蜂拷
、

祯楠
、

鳞斑英迷
、

多香 木

自榄
、

大叶白颜
、

似锡贡狠欢喜
、

詹氏蒲 桃
、

中华厚壳桂
、

木胆
、

皱粤蒲桃
、

异株木犀榄
、

原叶灰木
、

海南阴香

卵叶樟
、

线枝 蒲桃
、

长叶木羌
、

鸡毛松
、

怀德琼楠
、

粉背琼楠
、

钝 叶樟
、

大叶五枉果
,

剑叶木羌
、

荔枝
祯楠

、

椭圆叶新木羌
、

山杜英
、

华南青皮木
、

密花梭罗木
、

丛花厚壳桂
、

肖玲
、

离瓣木犀
、

牛耳枫
、

红
算盘 子

、

广东钓掉
、

越南冬青
、

平滑琼楠
、

海水团花
、

刻节楠
、

土密树
、

芬氏石栋
、

三果石栋
、

柄果 石
栋

、

罗浮械
、

侯氏杜英
、

毛叶杜英
、

麻株
、

枝花李榄

荔枝红豆
、

罗伞
、

盘壳青冈
、

小叶胭脂
、

香蒲桃
、

长柄梭罗木
、

海 南木莲

毛荔枝
、

剑叶灰木
、

小叶将
、

谷木叶冬青
、

野漆
、

水石梓
、

天竺桂
、

南岛栋
、

香 柏

木荷
、

长苞柿
、

麦氏五 月茶
、

黄叶树
、

新木 羌
、

龙楠
、

白背械
、

光 叶红豆
、

海南杨桐
、

光叶琼楠

华南壳厚桂
、

榻桂木
、

山肉桂

海南红豆
、

饭饭青 冈
、

竹计松
、

黄柄樟

柳叶楠
、

薰茹

海南油丹
、
山竹子

、

冬青
、

石斑木
、

八角

八6Q仙nU月1,�3
j任叭匕�卜叮‘尸尸了J们内才‘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一
J ‘, , . . . . . . . . . . . . . 口口洲 . . . . . . . 口曰曰 . . . . . . . 门. . . . . . . .

五
、

结 语

尖峰岭热带天然林各植被带间林分生产力存在明显的差异
,

热带山地雨林产量最高
,

常

绿季雨林稍次
,

山顶苔醉矮林最低 , 同一植被带内的不同类型之间生产力差异不太显著
。

尖峰岭热带天然林已达成熟阶段
,

林分状况基于相对稳定
,

立木的平均形数在各类型间

差异不大
,

影响林分总产量的因素是平均胸径
、

平均树高和林分密度
。

次生林的产量较低
,

但随林龄增长
,

只要没有天然灾害或人为反复破坏
,

其生产潜力将

会得到发挥
,

从目前林木生势
,

当林分达20 m 高时
,

总产量可达原始林的水平
。

尖峰岭林区木材的生产可在 工
、

五
、
万

、

V 四个类型中适度采伐
,
兀类型及山顶苔醉矮

林具有重要的保安作用
,

应划作水源涵养林
,

实行禁伐
。

大面积的次生林将是不可忽视的后

备资源
,

应纳入用材林生产基地经营
,

加强管护
,

适当进行抚育间伐
,

促进林木早 日成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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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CU SSION ON TH E PR OD UCT IV !T Y OF TR OPICAL

FOR E ST ST AND IN JIANFE NG LING R E G ION
,

H AINAN 百SLAND

Li Sh a n q i

(T ho R e : e a r e h I o s t‘t o te 0
1 T r o 夕‘e a l F o r o s‘r , C A F )

A b s tr a e t

T h e Pro d u e tiv ity o f v a rio u s fo re st z o n e s a n d th e in flu e n tia l fa e to rs o n its

p ro d u e tio n w e re st u d ied
.

T he re s u lt sh o w e d t h a t th e re a re s ig n ific a n t d iffe re n e e s

a m o n g th e se fo r e st z o ne s , o f w hie h th e h ig h e st Pro d u e tio n o e e u rs in the tro Pic a l

m o u n ta in ra in fo r e st w h ile t he e v e rg re e n m o n so o n fo re s t 15 lo w e r a n d the lea s t

Pro d u e t io n aPPea r s in th e d w a r f m o u n ta in o u s w o o d la n d
.

N o sig n ific ant d iffe re n e e

o f Pro d u e tio n w a s d e tec te d be tw ee n fo re s t tyPe s w ithin th e 阶m e fo re s t z o n e ,

w h e re t he t ree fo r m h a s no g r ea t v a r ia n e e a s th e n a tu ra l fo re s t h a s re a ehed

its m a tu r e sta g e
.

T h e refo re th e m a jo r in flu e n tia l fa e to rs o n t he to ta l Pr o d u e tio n

a re m e a n d ia m e te r , tr ee he ig h t a n d d e n s ity o f sta n d s
.

It 15 o w in g to yo u n罗r a g e o f th e sec o n d a ry fo re st s ta n d 5 0 tha t th e

Pro d u e tio n a t Pre s e n t 15 lo w b u t it w ill o b ta in hig h Pro d u e tio n if b et te r e a re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sh o u ld b e ta k e n ,
its w id e r a n g e o f a r e a 15 a re so u re e o f r e名e r ve

fo re s t w hie h s h o u ld n o t b e ne g lec te d
.

In o rd e r to Pro m o te its m a t ure e a rlle r

in te n s iv e m a n a g em e n t m u st be ta k e n
.

K ey w o r d s : fo r e st z o n e ; fo re s t tyPe ; p ro d u e tiv ity : d e n s ity ; 3 ite c o n d itio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