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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褂木的习性
、

分布与造林初探

杨 志 成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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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挂木 (Li rt’od
。
耐ro , ch f, “f: )是我国亚热带地区重要的造林绿化树种之一

,

过去对 该

树种的研究甚少
。

根据笔者的调查试验资料及各地报告的汇集
,

本文从营林角度对马褂木的

地理分布
、

生长习性
、

生态要求和造林等进行综合介绍
,

目的为深化马褂木的阐述并开拓今后

的研究思路
。

一
,

马褂木的自然地理分布

自然分布于我国秦岭
、

淮河以南
,

五岭以北
,

横断山脉以东
,

东海之西的中北亚热带
,

海拔7 0 0一 i 7 0 0 m 的山地 上
。

地 跨东经 10 3一 12 0
’ 、

北纬2 1一 3 2
。 ,

都呈岛状分布
。

大致 可 分

为三个集中分布区(见图 l )
。

其中南部分布区是我国迄今保存原生马褂木数量最多
、

价值最大

(见图 2 )而且面积广阔的地区
,

应视为中心产 区
。

西南分布区内的马褂木苗茎呈青绿色
,

与

其它分布区苗茎的颜色 (灰 白色 )区别明显
。

华东分布区包括三个亚区
。

至于大别山区
,

境内

也有马褂木的天然分布
,

其隶属范围尚待研究 (植物杂志 1 9 87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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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马褂木 分布及分区示愈图

由于马褂木分布另星且地域广阔
,

各自然分布区内气候相差悬殊
。

年雨量的变化为了s c一

2 2 6 7 m m ;
年均温 1 1

.

5一 17
.

8℃
,

绝对最低气温 一 15
.

3一 0
.

4℃ , 分布区内土壤以山地 黄 堆

本文于 1 9 8 7年 1 2月 19 日收到
。

。

调查蒙盛 能荣
、

余 良窝等同志 协助
,

特此致谢 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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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黄棕壤为主
。

母岩有砂页岩
、

花岗岩甚至 石 灰 岩 等
,

p H S
.

5一6
.

5 ,

而养分含量 各 异
。

说明马褂木的适生范围

很广
。

天然林木通常生长于湿度适中
、

排水 良好和结构疏

松的土壤上
。

生长期内要求雨量均衡分布
,

尤其是早期雨

量是否充足对径粗的增长有重大影响
。

天然次生林中
,

马褂木纯林较少
,

多呈混 交 状 态 生

长
。

常见的伴生树种有桦 木 (B e t : la lu m io if e r a )
、

鹅耳杨

(Ca : p fn : s t : , e z a , in o 留if)
、

水青冈(F a g u s 10 , g fp o rio la ra )
、

玉 兰 (对口g n o lia d io a )
、

漆树 (R h us su c c e
da

n ea )
、

械 树

(A c e : sp
.

)
、

回照花(C o 犷n u s c o n t , o o e : sa )
、

白辛(P te r o st万
-

, a s p silo ph夕lla )等
。

某些林分中出现兰果(N夕ssa sin en sis )

莽草 (Illic fu m la n c e o la t : m )
、

特木 (E u摺 a 加p o , ic a )
、

天

目紫茎 (S te留a : tia g e沉m a ta )
。

江西武夷山在海 拔 1 4 0 0一

1 5 0 0 m 处出现马褂木与铁杉 (T s u g a chi: en sis ) , 马褂木与

台湾松 (Pl’
: us T a彻an en si : ) 的 天 然群落

。

马褂木成年大

图 2 湖北建始 3的年生马褂木海

拔 1 5 5 Om , 树高 3 0 m , 胸径

1
.

5吕m

树不耐庇荫
,

一旦荫生或中性树种占据林冠上层后
,
渐被压抑而死

。

至于村落周围的大树
,

因有人为干预
,
受保护故能长成巨树

。

二
、

马褂木天然林的生长发育特点

(一) 根 系生长

马褂木是阳性树种
,

有一个生长迅速和深扎的坚实主根
,

也有许多发达的侧根
,

具有较完

整的根系
。

表 1是我们于 19 8 4年初夏
,

对湖北咸丰平坝营林场海拔 1 3 5Om 处
,

着生于溪边的

一株 8 年生天然马褂木的根系调查的结果
。

可见幼林时巳呈现这一特征
。

另外
,

本人于 1 9 8 5年进行的马褂木无土栽培试验
,

同样观察到马褂木的二年生苗木计有

主根 7 条
,

须根21 6条
,

根系完整
、

密集粗壮
。

裹 1 天 然 马 褂 木 八 年 生 根 系

主 “

} 长 8 6e m 备 L

⋯蓦到单吕到鱿
(二 ) 高

、

径
、

材积生长

据不同分布区的调查报告
,

马褂木的生长速度相差悬殊
,
这与林地的生态环境

、

海拔有

关
,

并与伐倒木的龄期有关
。

表 2 说明
,
未成熟的树木

,

材积量低
,
然而

,

同是20 年生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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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然 马 褂 木 单 株 生 长 ,
(单位 . 材高H 为m 一 脚 径D 为 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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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峰中坪的生长较之遂昌九龙山要快一些
。

另据我们在湖北建始县对一株22 年生(树高14 m
、

胸径2 4c m )的天然马褂木伐倒木的分析
,

其年轮宽度
, O 一 5 年仅 6c m

,

15 年加速
,

22 年时

年增 2
.

6c m
,

说明进入胸径
,

材积生长的旺盛时期
。

以上说明
,

天然马褂木的树高生长
,

20

年前为速生 期
。

胸径生长
,

前期缓慢
, 2 0年后加速

,

材积生长20 年后加快
,

30 年后更快
,

直

至充分成熟
。

(三 ) 结实与更靳特点

马褂木属于结实量大的树种
,

但由于雌雄蕊成熟期不一致
,

花粉量不足
,

自花授粉不力
,

所以每个聚合果中只有少量的成熟种子
。

一般孤立木种子的发芽率为 o 一5
.

6%
,

林木的能达

到20
.

0一 3 4
.

8肠
。

多数母树在巧一20 年生时开始结实
,

并随着树龄的增大
,

饱满种子的比率逐

年提高【’l
。

种子的产量每年差异较大
,

这与开花季节的夭气与蜜蜂活动的频率有 直 接的 关

系
。

通过我们在野外对飞籽成林的马褂木的调查
,

种子飞散的距离
,

视母树着生的环境而定
,

一般约为树高的 4 一10 倍
。

种子的飞散期
,

在 11 月到次年的 2 月
。

另据本人近 3 年来在我
、

所范围内的连续观察与记载
,

种子散落至土壤疏松
、

草木稀疏与

适当的荫蔽场所
,

至翌年夏初陆续萌发出苗
。

出苗期断续长达半年之久
,

个别甚至延长至一

年后萌发
。

从四月下旬起
,

每当雨后总有一批数量不等的幼苗出土
,

而以五月上中旬最为集

中
,

出苗数约占总量的 2 / 3
,

六月分约有 1 / 4 ,

在七月上旬高温来临之际也会有 5 %的幼

苗出土
。

甚至在九月初也会发现有个别子苗出土
。

飞籽苗出苗期为何如此分散
,

幼胚甚至有

蹲苗现象
,

尚待研究
。

三
、

马褂木人工幼林的生长表现

马褂木人工林面积全国约在 2 万亩以上
。

湖北省有集中成片的人工林
,

约占总面积的一

半
,

其余的都为小面积的片林
。

湖北恩施地区有人工林 5。。。亩
,

仅咸丰平坝营林 场 巳造 林

4 0 9 2亩(含混交林)
,

蓄积量2 9 3 8 m
, ,

13年生亩产 1 0
。

4 7m
,

(见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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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挂木虽是山地树种
,

然其适生能力较强
。

在亚热带

地区普遍生长良好
,

引种至西安
、

青岛
、

北京等地都生长

良好
。

(一 )不同立地条件对马褂木生长的影晌 {

造林地的选择
,

应考虑海拔高低
、

坡位
、

坡向与土壤

条件
,

以发挥马褂木最大的生产潜力
:。

表 3 所示的三片林

子都在同一片试验地中}(小区面积 1 亩以上
,

海拔 2 50 m )
,

唯 81 一n 号 在山坡上
,

略高
。

1 9 8 1 年春造林
,

每亩密度

1 10 株
,

种 源来自江西铜鼓
。

结果表明
,

马褂木在土层深

厚的向阳坡地上能迅速生长
,

径高比也较适当
,

因而理想

的木材是可期待的
。

而81 一n 号则相反
。

三块幼林的对比

揭示了这样的问题
,

即在土质条件差的南坡栽种马褂木
,

不仅生长速度慢
,

.

且树干粗短
,

尖削度大
,

产量亦低
。

(二 )马褂木人工幼林生长分析

表 4 是近25 年来各地人工幼林 (单株)生长情况的综合统计
。

人工林的生长进程一般的能比天然林缩短一半以上
。

图 3 湖北咸丰 的马褂木人工林

所示结果与表 2 相比表明
,

1 9 8 6年对江西分宜人工林的几个小区进行生物量与落叶量的调查估测
,

采用异龄林同期

调查法
。

木质生物量为林地 平均木的标准株解析后分别称重统计 ; 落叶量是在林中随机划定六

裹 3 江西分宜六年生马褂木人工林调查
(19日6

. 12 )

地 形
生 长 量

小 区 号 土 壤
(坡度 )

均
、

气n l夕

平均胸径
(C m )

每亩蓄积
.

(m 3 )

胸 径 与

地径之比

(% )

树 高 与

地径之比

(% )

8 1一1

8 1一1 1

8 1一1 5

坡麓(1 0
。
)

坡面 (25
。

)

山谷 (15
。
)

壤土深 1 2 0 c m

粗砾性 红壤60 一8加m

壤土深 1 2 Oc m

1 1
。

2 0

9
.

6 4

1 0
。

6 0

4
.

3 3

2
.

0 7

3
.

4 8

7 4
.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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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7 0
。

8 0

67
。

3 7

4 4
.

9 2

5 9
。

8 0

副|一

⋯乃若口口月」n盛口
�O曰

,.

:

厂隘尸一户lJ叫|一

⋯
5s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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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形数 0
.

4 推算
,

而81 一1的实际形数为 0
.

63
,

若 按此数计算
,

材积增加 30 %
。

各小 区 20 株林木平均值
。

表 4 各地马褂木人工幼林 (单株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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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16 m
“

的样方
,

进行, 次性收集称重的平均值
,
地上部分为挖掘根兜

、

敲净泥石后 就 地 称

的重量
。

以上俱为湿重
。

表 5 表明
,

奢一 5 年生的每亩生物总量逐年成倍增长
,

尤 以第 5 年增长最快
,

增重较小 ,材积增长第 5 年明显加速

部分接近 s t
,

衰 S

每年增长达 80 。多公

。

六年生马褂木幼林的每亩生物总量超过 7 t ,

斤
。

而第 6 年

地上木质

马褂木人工幼林每亩生物 t 统计

林 令 总 盈 其 中 (k g )

幼 号
(年 ) (k g ) 地 上木质 落 叶 量

千材材积(带皮)

(m 3 )

吕1一1

8 2一8

8 3一2 6

8 4一1 3

8 5一2 3

7 1 7 4
.

7 3

6 8 9 1
.

5 6

1 9 7 8
.

5 1

7 7 0
.

5 1

3 0 5
.

1 3

4 9 69
.

2 5

4 29 0
.

0 0

1 15 7
.

7 5

4 2 3
。

5 0

14 8
.

5 0

2 0 0 7
。

5

2 4 1 4
。

5

6 6 5 声5

3 0 2
。

5

1 3 4
。

7 5

19 7
.

9 8

1 87
.

5 6

1 55
.

2 0

4 4
。

5 1

2 1
。

8 8

5
。

1 7 5

2
.

8 6 7

1
.

9 7 0

0
.

9 9 0

另经测定
,

马褂木落叶的含氮量为 1
.

033 % , 含磷为 0
.

084 % , 含钾 1
.

84 %
,

属高钾低氮

型
。

每百公斤落叶入土相当于给林地施用硫酸馁sk g
,

过磷酸钙 o
.

sk g
,

硫酸钾3k go

以上着重介绍了马褂木的适生环境与生长特性等
。

马褂木人工林的生长前景 更 令 人 鼓

舞
, 7 年生人工幼林

,

平均树高 10
.

50 m
,

平均胸径 14 c m
,

立木材积每亩 8 m 3
多

。

在当前我国

胶合板材短缺
、

纸浆材匾乏
、

阔叶林面积 日益萎缩的情况下
,

推广马褂木的造林更具有现实

意义
。

今 考 文 献

口〕陈嵘
, 1 仑6 3

,

中国树木 分类学
,

中国 图书发行公司
。

仁月 郑万钧
, 1 5 7吕

,

中国主要树种造林 技术
,

农业 出版社
.

此〕 唐粗
, 飞盯 3

,

云南热带材及亚热带材
,

科学出版社
。

〔峨〕成俊卿
,

·

19 8 5
,

木材学
,

中国林业出版社
。

〔5〕周家俊
,

1仑吕5
,

优 良阔叶树种造林技术
,

浙江科学技术 出版社
。

〔6〕郑万钧
,

1 9吕3
,

中国树木志 ( I )
,

中国林业出版社
。

[ 7〕 K e ll三. o n ,

R
,

C
. , 1 9 7。

,

Fu t u r e p r o , Pe e ts fo r fa s t
一
g r o w in g b r o a d

一
le a v e d t r e e 、 fo r Pla n ta

-

t io p s ln t h e . o u t h e r n U
.

5
.

A
.



3 期 杨志成
:

马褂木的习性
、

分布与造林初探 3 3 9

A PR IMAR y

IT S

(T he

ST UD Y ON CH IN E SE T ULIP T R EE AN D

YO UNG PLANT AT ION IN C HINA

Y a n g Z h ie hen g

R es e a r c 人 J o s 才‘t“才e o
j s “btr o p fe a l F o r e s t叨 C月F )

A b strac t

L葱ri时
。犯
dr o 九 ha s o nl y tw o 了SP ec ies

,
yello w

一
Po Pla r in the U n it ed S切tes

,

e hin ese t u liP tree in Ch in a .
T h七o r谊加a l o f ehin es e t u liP t re e 15 a s eco n d- e la ss

n at io n a l Pro tec tfo n sPec

ieS in o叮 co u n tr y
。

It d ist ribu tes n at u ra lly in th e s oUt h
-

een tra l o f th e e五in es e su bt r如ica l z o n e
·

T her e ar e th ree d ist r ibut io n a r

eas
a n d

the

ma in Pr o duc tio n o n e 15 in X运n 矛E
一

Q运n r馆io n
.

T his 琳Per 15 d ea lin g w it h

it s ec o lo g ica l en v iro n m e n t ,

b io fo g iCa l e ha ra c ter ist ic s ,

盯o w th a
nd d ev elo p m e n t

.

A Prim a r y st u d y o n
its yo往n g Pla n ta tio n

,
s g ro w th

,

bio 〔以拟抬 a n d th in n in g Per io d

has be en rna ds
。

Chin es e t u liP tree g ro w s fa st
。

Its t加ber h a s m an y us es
,

es Pec ia lly in th e

Pro d u c tio n o f Plyw o o d a n d P u IP
。

It 15 a lso a fin e o rn a m e n切 1 tree a
nd

sh o u ld

be P】a n ted m o re in the f吐ure
.

K 盯 w o r d s : e hin es e tu liP tree ; d ist rib u tio n a rea ;

eco lo g ic a l co nd it io n :

bi, 10 91 0 3 1 e h ara ote r : Pla n tat io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