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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杨 (PoP
o lu : bo ll oan a La uc he) 在我国新疆栽培最早

,

尤以和田
、

喀什 地 区 生 长最

好
。

青海
、

甘肃
、

宁夏亦早有栽培
,

近十余年在陕西
、

内蒙
、

山西
、

辽宁
、

吉林诸省和北京市

也有引种 [’J ,

是我国干旱
、

半干旱地区农田防护林及人工丰产林的优良树种
。

为进一步利用

新疆杨 资源
,

研究其生物量将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

一
、

资 料 收 集

在新疆南部疏勒
、

麦盖提
、

叶城等县
,

新疆杨生长表现良好
。

在人工营造的片林内
,

实测

调查 4 5株林木的生物量
。

被调查的林分都属于 2 x s m
、

3 x 3 m 密度
, 8 一23 年生同龄纯

林
。

调查实测方法是
:

选择树冠完整
、

生长发育正常
、

第 亚生长级的林分平均木作为研究对

象
。

样木选定后
,

量取其冠幅
,

再将样木贴根颈伐倒
。

1
。

量取树高
、

胸径
、

枝下高
,

对主干按一米区分法计算材积
,

剥取主千树皮
。

2
.

分别主干(去皮 )
、

树皮
、

枝条
、

叶
,

秤其全量的鲜重
。

3
。

挖 出全部伐根 (要求保留至细根 )
。

并秤其全量鲜重
。

4
。

查数全部叶片数量
,

并测定叶面积
。

5
。

取根
、

主干
、

皮
、

侧枝
、

叶的样品
,

秤其鲜重
,

至室内在 10 3 ℃烘箱内烘干后
,

秤其

干重
。

另取一部分气干后用作元素 含量分析
。

6
。

元素含量分析方法
:

由中国林科院分析中心分析
,

采用 W at er r 氨基 酸自动 分析仪

分析氨基酸含量
,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分析糖量
,

用 P一E 7 0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分析矿 物元

素含量
,

用手工提取秤重法分析灰分及粗脂肪含量
。

二
t

、

气候
、

土壤和植被概况

南疆绿洲平原地处暖温带极端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区
,

以气候温暖干燥
、

温度变化大
,

风

大沙暴多
,

光热资源丰富为主要特征
,

年均气温1 1
.

3一 1 1
.

7 ℃
,

) 10 ℃积温4 0 00 一 4 28 9 ℃
,

本文于 1 9 87 年 10 月收到
。

·

参加野 外工作 的有喀什地 区林业处阿克木
、

陈刚 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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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降水3 6一 4 1 m m
,

年蒸发量 2 1 6 7
.

4一2 7 3 0
。

4 m m
,

年均相对湿度5 1
.

5写
,

全年无霜期 19 9
.

5

一 24 5
.

6 d
,

新疆杨林下土壤多为灌淤土
、

潮土及受到灌淤影响的盐土
,

本次收集样品的林下多

为灌淤土
,

林下植被比较稀疏
,

覆盖哎为 30 一 50 写
,

主要植被有苦 卖 菜 (Ixe 汀 : d阴 tZ。, lat a

S te b b )
、

骆驼刺(AI人a g i p s e : d a lha g i D e s r )等
。

三
、

新疆杨的营养成分分析

对新疆杨的叶
、

枝
、

皮
、

根
、

木材等器官组织分别进行营养成分分析
,

以便进一步扩大

资源开发利用
。

1
.

叶 新疆杨叶子的营养价值比较高
,

其有机营养成分如丧 l
、

表 2
。

这是生长 旺 盛

季节七月份叶的营养成分
,

其粗脂肪与总糖量之和为20
.

7 05 9 八 00 9 干叶
,

加上氨基 酸
,

叶

表 1 1 4年生新弧杨叶子有机营养成分

(单位
:

g / 1 00 9 干 叶 )

、

\
\

_

成 分
⋯ ⋯ 一 幼, 离 糖

_

\\ {粗脂助
.

总姗 { 纤维 一

——
柞 本 \

、 \

}
, 蔗错 一葡萄助 果精

多年生枝上叶

一年生枝上 叶

咧平 均

2
.

4 3 5 15
.

9 4 9 1 0
.

5 25

2
·

6 3 5

一
, 。

·

“”51
‘g

·

38。

2
·

5 3 5

⋯
, 。

·

l了。一1 4
·

, 5 3

3
.

1 了0

0

0
.

3 了0

0
.

4 了5

1 88 0

0
.

5 4 0

1
.

5 8 5

的总营养成分为28
.

00 3 9 / 1 0 0 9 干叶
,

一年

生枝上叶营养成分含量更高
。

由此可知
,

新

疆杨叶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木本饲料
。

叶所含的矿物元素有氮 (N )
、

磷 (P )
、

钾 (K )
、

钙 (C a )
、

镁 (M g )
、

钠 (N a )
、

铁

(Fe )
、

锰 (M n )
、

硫(S )
。

其含量百分数如表

3 ,

多年生与一年生枝上叶二者基本一致
。

其含虽次序如下
:

表 2 14年生新班杨叶子橄基酸成分 (单位
:

g / 1 0 09 + 叶 )

蛋鲤限

一

祠叫65
.

67

酸络氮
�

⋯3
一八Uc曰nU

酸亮虹叙胶氮丙酸纵甘好酸补鱿放处�氮酸酸苏虹鱿 基 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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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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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姐

丙股

一州网
一

:
一00

一出
多年生伎上叶

一 年生伎上叶

书乙 J勺

一
。

.

了3 。, 。
·

3 65

⋯
。

·

3 7“. 。
·

”“5

.

:
’

:::
l

:
.

:::⋯: :::
.

:
.

;:)
0

.

二4 5

0
.

5 60

0
.

5 03

0
.

4 60

0
.

6 10

0
.

5 3 5

0
.

3 5 5

0
.

5 75

吐6sI

一:
一 0

多年生枝
_

b.l lt.
:

灰分> C a > S > K > M g > N > F e > N a > P> M n

一年生枝上叶
:

灰分> C a > S > K > N > M g > F e > N a > P> M n

叶的微量矿物元素成分如表 r
,

有铜 (C u )
、

福 ( Cd )
、

钻 (C o )
、

宝乌乙( N i )
、

锌 ( Z n )
、

宝目

( M o)
、

铬 ( C r)
、

铅 ( Pb)
、

硼 ( B )
。

多年生枝上叶的微
一

墩矿物元素较一年生的含童 高
,

尤其

B
、

Z n 含员更高
,

只有 C u
、

M 。
、

C d 一年生枝上叫
一

含 城高于多年生枝上叶的含堵
,

其顺序为
:

多年生枝上叶
:
Z n > B > C u > N i > M o > C r = Pb > Cd > C。

一年生枝上叶
:
Z n > B > C u > M o > N i> Cd > C r > P b > C o

2
.

根 系 根系对改良林地土壤理化性质有很大作用
,

其矿物元素成分如 丧 3
、

友
‘

l
。

从

丧巾可知
,

根系中 C a 及灰分含量较高
,

微址元素中的 C u
、

Z n
、

B 为多
。

3
.

皮
、

枝
、

干 树皮不是新疆杨的土产品
,

但多数兀索含量均超过树枝及主干 ( N
、

P

略低于树枝 ) ,

其中又 以 C a
、

K
、

S
、

M g 含 哦最高
。

在微虽元素中
,

树皮中含量亦 高 于 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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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陈章水等
:

新疆杨元素含量与生物量研究 5 3了

新班杨叶
、

根
、

枝
、

皮
、

于矿物元案成分
(单位

:

N P K C a
1 Mg N a

Fe M n

% )

灰分

多 年生枝上叶

一 年生枝上叶

0
.

2 3 6 0

0
.

3 9 9 0

理
.

5 8 0 0

4
.

5 5 0 0

0
.

3 8 6 0

0
.

3 6 1 0

4 2 4 0 0

2
。

9 8 0 0

1 3
.

5 6 0 0

1 1
.

2 5 0 0

平 均 0
.

3 1 7 5

0
.

0 8 3 0 1
.

3 7 0 0

0
.

。￡8 0 一1
·

5 4 0 0

。
·

。7 5 5

⋯
,

·

、55 。

0
.

1 0 4 0

0
.

1 0 7 0

4
.

5 6 5 0 ! 0
.

3 7 3 5 0
.

1 0 5 5

o
·

1 8 4 0 一0
·

0 08 7

0
。

1 3 00 0 0 07 8

。
·

: 。7 0

1
0

.

。。8 3
3 6 1 0 0 」1 2

.

选0 5 0

1 0年生 根

14 年生 农乏

0 1 5 5 0

0
.

1 0 0 0

0 0 5 9 5

0 0 3 3 6

1
.

2 7 0 0

1
,

3 2 4 0

2
.

75 5 0 {

1
,

丁6 8 0 )

0
.

1 8 9 0

0 1 9 3 0

0
.

0 3 3 0

0
,

0 5 7 0

0
.

1 4 4 5

0 12 9 3

C
.

0 C7 6

0 0 C7 3

1
.

搜8 5 0

1
.

该7 6 6

6
.

5 7 5 0

5
.

92 6 6

平 均 0
.

1 2 7 5 0
.

0 4 6 5
l

·

2 。: 。

{
2

·

2 6 工5
0

.

1 9 1 0 } 0
.

0 4 5 0 { 0
.

13 65 0
.

0 07 5 { !
.

4 8 0 8 6
.

2 5 0 8

0 1 2 1 5

0
.

1 1 8 0

0
.

C6 2 5

0
.

0 3 4 0

0
.

0 3 35

0
.

0 0 忿C

0
.

5 07 5

1
.

0 5 0 0

0
.

0 90 5

0
.

6 6 0 0

1 1 6 5 0

0
.

0 9 3 0

0
.

1 34 5

0 2 86 5

O
。

0 3 7 5

0 C2 8 O

0
.

0 5 9 0

0
.

1 0 0 0

0
.

05 2 0

0
.

04 0 0

0
.

04 (夕5

〔}
.

0 02 5

0
.

0 0 3 8

0
.

0 0 4 2

0
.

1 4 9 0

0
.

6 7 9 0

0
.

1 6 3 5

4 1 1 5 0

1 0 27 5 0

0
.

5 2 8 5

条皮干枝树树
10年生树木

0
.

1 1 2 0

0
.

艺0 吐5

0
.

〔4 1 6

0
.

0 2 2 0

0
.

0 4 3 6

0
.

0 0 1 8

0
.

5 46 0

1
.

3 40 0

0
.

1 32 6

0
.

6 5 0 3

1
.

3 7 4 0

0
.

0 5 8 3

0
.

1 39 6

C
.

3 3 0 0

0
.

0 4 2 3

0
.

C4 3 6

0
.

0 6 8 6

0
.

0 5 0 0

0
.

0 4 10

0
。

05 0 3

0
.

02 2 6

0 0 0 1 5

0
.

0 0 3 5

0
.

0 0 3 9

0
.

1 7 7 3

0
.

7 4 1 6

0
.

1 谨3 6

2
。

9 6 3 3

9
.

6 6 3 3

0 7 3 0 3

条皮干枝村树14年生树术

表 4 新祖杨叶
、

根
、

枝
、

皮
、

千微量矿物元案成分
(单位 : PPm )

{
一、

一

几二
一

!cu :ca 一 沙
Zn Mo

一 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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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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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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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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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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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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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 0

.

1 5

1 0 年生根

1 4年生根

1 9
.

6 5

2 6
.

2 3

0 9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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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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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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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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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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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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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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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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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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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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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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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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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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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
平 约

, 2 3
.

。。 0
.

8 6 { 。
.

3 : { 。
.

0 2 } 2 5
.

1 。 一 2
.

7 4 一 2
.

: o } 1
.

0 : 一i 。
.

。‘

‘ 。
.

5 5 一3 2
.

: 0 } 0
.

1 6 } 。
.

: 。 [ 。
.

7 : { 1
_

。3

nUn
U

:; ::
nU八1111nU

O
。

7 5

1 2 2

O
。

15

0 1 1

0
.

3 6

0
.

0 8
:::

5 3 5 5

1 1
.

8 0

一a八U几廿沈才66

⋯
内O厅口

条枝 皮干树树
1 0

10
.

6 7

7
.

2 7

6
.

4 0

0
。

5 7

1
。

0 0

0
。

1 4

0
.

0 8

0
。

3 1

0
.

07

O
。

6 5

I
。

6 0

0
。

6 0

7 8
.

03 0
.

17 3 8条皮一宁枝树树

年主树木一过年生材术

条及树干 (只有 C u
、

Pb 低于枝条及树干 )
,

无论是枝条
、

含量最高
。

树干中的元素含量都比枝条
、

树皮的含量少
。

灰分是矿物元素含量的重要标志
,

各器官的灰分含量

> 根 > 枝 > 干
。

树皮或树干
,

都 以 Z n
、

C u
、

B 的

以叶为最高
,

其顺序是
:

叶 > 皮

四
、

新疆杨生物量及其增长规律

新疆杨全株总生物量以及主干
、

主干树皮
、

枝条
、

枝条树皮
、

叶
、

根系
,

经过灌淤而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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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土中的淤坡的生物量
,

按胸径和树高两因素的相关关系
,

探讨其变化规律
,

籍以达到预测

目的
,

是本次研究的主要内容
。

这里所指生物量
,

是脱水后的干物质
。

(一) 运用数理统计方法 [z] 探讨生钧 t 与脚径
、

树高的相关经验式

什么样的回归漠式能够比较准确地描述树木生物峨随树高
、

胸径而 变化的规律
,

目前尚

无现成的经验
,

为此
,

采用下列七个公式进行研究
。

:。 = b
o e (6

: D ‘ . : “ ) (1 )

川 = b
o
D . :

H ‘三 (2 )

:夕 = b
o e 一‘i D 日 (3 )

妙 二 b
o e一

:
(。

一 6 : + , z一 3 ) ( 4 )

川 = b
。

[ 1 一 e 一 ‘: (。“
卜 H 6 3 )〕 (5 )

:夕 = b
。 + b

,
D

Z

H (6 )

留 = b
。 + b

:
D H (7 )

式中 w 为生物量
,

D 为胸径
,

H 为树高
, 。 为自然对数的底

,

b
。、

去
, 、

b
: 、

b
。

为参数值
。

第 l
、

3
、

4 式是二元指数公式
,

第 5 式是按威伯尔公式改变成二元形式
,

第 7 式为线性方

程
。

将生物量与胸径
、

树高原始数据
,

按上述 7 个公式计算 出回归方程参数值后
,

根据复相

关系数
、

偏相关系数的大小
,

选择其中最佳者
,

中选的回归模式如下
:

总生物量
: :。。 = 0

.

0 3 2 9 2 7 D
‘

·

, , , ” ‘H
。

·

, 6 。 ’6 2
(1 )

尺 = 0
.

9 8 9 7 , ,

二。
.

, I = 0
.

8 8 1 9 4 r ,

; “
.

。 = 0
.

5 6 4 5 0

主干(木质 )生物量
: :。; = O

.

0 0 8 2 0 2 5 7 D
‘

·

‘, 2 ’2 ,

H
,

·

之‘, “‘,
(2 )

R = O
。

9 9 4 5 了 ,

夏n
.

H = 0
。

9 1 2 9 2 了 . : “
.

0 = 0
。

7 8 5 6 8

主
二
I: 树皮生物量

: ,。2 = 0
.

0 0 8 0 2 6 8 2 了D
,

·

’“ ‘4 2

H
。

·

, “ “““
(3 )

R = 0
。

9 8 6 Z r ,

;。
.

H = 0
。

8 5 7 8 2 了 .

二衬
.

0 = 0
.

4 6 7 4 3

枝条(木质 )生物量
: :。3 = 0

.

0 0 1 6 0 4 6 5了D 卜 3 ‘o “‘。
H

。
·

’‘. ’。,
(4 )

R = 0
.

9 7 1 7 了 , 」n
.

“ = 0
。

7 7 7 9 4 下 ,

;月
.

。 二 0
.

3 0 8 3 0

枝条树皮生物量
: :。‘ = 0

.

0 0 0 5 6 2 2 3 3 D
2

·

2 2 ‘ ’0 2

万
。

·

‘“, ” 3 ‘
(s )

R = 0
。

9 6 9 1 了 , . o
.

H = 0
。

7 6 3 5 8 下二 , 2
.

。 = 0
.

2 8 5 4 3

树叶生物星
: ‘“。 = 3 6

·

5 9 9 3 3 2 e 一 3
·

, , , “. (D
一 。

·

““ 。“· H 一”
·

“ , 3 ““) (6 )

R = 0
.

9 0 9 4 3 r , , 。
.

H = 0
。

6 8 3 2 4 了 , , , r
.

。 = 0
。

5 8 4 0 8

根系生物里
: ,“。 二 0

.

0 3 4 9 3 8 D
,

·

。3 , 么‘
H

。
·

, ‘, 6 , 8
(7 )

R = 0
.

8 4 6 9 8 了。 。o
.

H = 0
.

3 5 8 2 7 沪油
。打

.

。 = 0
。

2 0 1 5 8

淤桩生物 行1:
: 招 : = 3 7 3

·

3 4 7 6 4 1e
一 ‘

·

, “‘ ” (D
一 。

·

‘。‘ 3 , ; “ 一 。
·

“, “““) (s)

R = 0
.

8 3 5 9 9 了 , , 。
.

“ = 0
.

5 6 8 7 O r , , 封
.

。 = 0
。

4 8 3 4 3

带皮主干每立方米生物量
:

: u 。 = 3 9 4
.

7 9 8 9 2 4 3 + O
。

18 0 4 6 7 9 2 3 D ll (9 )

R = 0
。

5 3 6 5

每立方米总生物量
:

川。 = 5 7 9
.

3 45 8 4 4 9 + 0
。

1 5 4 0 8 3 0 5 l D H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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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0
。

5 0 5 2 2 7

叶片数量
: 。i 。 = 2 0 7 7

。

7 4 + 1
.

0 5 6 D
2

H (1 1 )

R = 0
。

9 1 7 4

叶面积
: , ; , = 一 0

。

2 1 0 7 5 + 0
.

0 9 4 3 7 8D H (1 2 )

R = 0
。

8 93 8

以上公式中叭一留。

是生物量 (k g)
,

D 是胸径 (c m )
,

H是树高 (m )
, 留 工。

为叶片张数
, w : :

为

叶面积 (m
Z

)
。

(二 ) 生物量预洲

按照上述回归模式
,

可以预测新疆杨各部位的生物量
,

从而可以计算出林分总生物量
,

对生产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

为方便计
,

按上列公式编制了以 刀
、

H 为自变量的二元生物量表共

12 种
,

这里限于篇幅
,

生物量表从略
。

从生物量表中可以看出有以下规律
:

主干生物量占总生物量 53 一74 %
,

随树高
、

胸径的

增大
,

其比重逐步增大
,

枝条比重亦略有增大
,

约为 8
.

2一9
.

8 %
。

其他部位的生物量都是随

树高和胸径的增大而比重逐步下降
,

主干树皮由10
。

4 %降至 5
。

6 %
,

枝 条 树 皮 由 2
。

O %降

至 1
.

9 %
,

叶由3
。

84 %降 至 1
。

37 %
,

根 系 由10
。

26 %降至 5
.

15 %
,

淤 桩 由 1 1
。

3 6 %降至

5
.

15 %
。

随着胸径和树高的增长
,

每一立方米主干生物量逐步有所增加
,

说明 随 年 龄的增

大
,

单位体积的干物质有所增长 ; 叶片数与叶面积随胸径
、

树高的增加
,

其增大幅度较多
,

而一片叶的平均面积则在胸径为 16 c m
,

树高为16 m 时为最大
,

之后又略有减少
。

五
、

小 结

1
.

通过分析
,

新疆杨树叶的粗脂肪和总糖量达 20
.

70 5 9 八 00 9 干叶
,

加上氨基酸共 计

2 8
.

00 5 9 / 1 0 0 9 干叶
,

营养成分较高
,

是很好的牲畜
、

家禽饲料
,

应予充分利用
。

2
。

新疆杨树体内矿物元素种类较多
,

已分析所得常量元素及微量元素就有18 种
,

在常量

元素中
,

磷较缺
,

这也反应了林下土壤养分含量情况及今后施肥的方向
。

3
。

研制了新疆杨各部位生物量预测经验模式并首次编制了生物量表
,

对于今后推算新疆

杨生物量提供了方便条件
,

在生产上具有一定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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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e n Z h a n g s h u i Fa n g Q i

(T he R e a : e a r e八 I。 : , i, , : t o o
f F o r 。: tr , C A 厂 )

A b s tr a c t

礴5 sa m Ple tre e s o f p
.

bo lle a , la w e re eo llec ted fr o m th e Pla n tat io n a t S u

L e ,

M a i G a i T i a n d Y e C h e n g e o u n tie s in X in jia n g A u to n o m u s R e g io n fo r

stu d y
.

T h e stu d y s h o w e d tha t th e e o n te n ts o f s u郎 r , r a w 一 v e g e ta ble fa t
, a n d

a n im o a e id s Pe r k g o f d r y le a v e s a re 2 8
.

0 0 5 9 , th e e o n te n t o f c o m m o n

m in e r a l e le m e n ts 1 1
.

1 9 0 7 ,石
, th e e o n ten t o f tra e e e lem e n t s 1 2 6

.

3 PPm
.

T h e

lea f 15 a g o o d fe e d fo r liv e sto c k
.

T h e n u t rie n t e o n te n ts o f b r a n e h
, s te m

, r o o t ,

a n d b a r k w e r e a na ly s e d to o
.

T w elv e d u a list ie Pr e die tio n r e g r e s sio n m od els
,

n a m e ly r e g u la r in c r e m e n t o f b io m a ss , to ta l b io m ass
,

b io m a ss o f ste m
,

ste ln b a r k
,

br anc h
,

b ra nc hb a r k
,

le a f
, ro o t , s ilte d

一
s te m a n d stem Pe r m

3 , to ta l

bio m a ss o f ste m Pe r m
3 , n u m b e r o f le a v e s a n d le a f a r e a w e re o bta in e d

.

T h e

to ta l b io m a ss Pe r m u o f a t en 一yea rs sta n d w ith a s ta n d d en sit y o f 3 X 3 15 u p

to 7 5 0 6 k g , th e b io m ass o f ste m Pe r m
3 6 0 9 k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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