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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黑荆树适生区的划分及各区栽培技术要点

高传璧 任华东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

关健词 黑荆树 , 适生条件 , 适生 区 ; 栽培技术

黑荆树 (A ca ci a 执e。 ,
sil’)原产澳大利亚

,

50 年代引入我国
。

初期种植范围很广
,

南起海

南岛中部(北纬1 9
。

)
、

北至大巴山麓 (北纬3 2
。

)
、

东迄舟山群岛(东经 12 2
。

)
、

西达云 南 (东经

10 1 。

)的广大热带
、

亚热带地区
。

但很多地方因生态环境不适
,

引种失败或生长 不 良
,

使黑

荆树生产形成几起几落的状况
。

由于其生长快
、

伐期短
、

用途广
,

树皮
、

木材都是工业的好

原料
,

仍然受到南方各省的重视
,

近年来很多省都在兴办基地
,

一些未种植过的地区也积极

引种
。

为了做到适地适树
,

充分发挥其生产潜力
,

本文拟对黑荆树的适生条件
、

适生区的划

分和各区的气候特点以及针对这些特点应采用的栽培技术要点加以论述
。

一
、

适生条件的确定及适生区划分的方法

黑荆树分布广
,

适应性强
,

世界各大洲均有种植
。

原产地澳大利亚天然分布区跨经
、

纬

度 10
。 。

世界上人工林面积大的有南部非洲各国
、

巴西
、

印度
、

日本等
,

欧洲也有另星种植
。

各分布区内气候
、

土壤差异很大
。

用土壤条件进行划分比较困难
,

因在一个分布区内不仅土

壤类型多
,

而且很多类型交错并存
,

甚至在很小范围内土壤条件有明显差异
。

标准气象测量

是世界通用的方法
,

比较稳定
。

所以本分析法是以气候为主
,

适当地考虑土壤条件
。

具体的

做法是
: ¹ 根据原产地澳大利亚天然分布区 64 个点的气候观测资料

,

找出其中影响植 物 生

长的主要因子
,

分析分布区的特征
,

确定黑荆树对气候条件的要求
。

º 从原产地 以 外 的 3。

多个国家61 个主要种植区的气候资料中进一步分析黑荆树所需的理想气候 条 件
。

» 总 结 我

国3。多年各地引种的经验和教训
,

并以各分布区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与原产地
、

主产国黑

荆树主要种植 区的气候因子和地理位置的特点进行比较
,

确定我国黑荆树的适生气候条件
,

划分适生区
。

观测的气候因子有18 项
。

取其中对生物气候研究最重要
、

最适用的 5 项
,

即年平均气温
、

最冷月平均最低气温
、

绝对低温
、

年平均降雨量
、

最千旱季度平均降雨量 (见表 1 )
。

这 5 项

因子体现了温度和湿度
、

寒冷和干旱的综合因子
。

从表 1可以看出
:

¹ 黑荆树对温
、

湿条件适应性强
,

能耐 一 8 一 一 10 ℃的 绝对低温 和

年平均 23
.

5 ℃的高温 ; 在年均降雨量 600 m m 以下较干旱的地区也能正常生长
。

º 黑 荆 树

最适宜生长的气候条件是
:
原产地年平均气温10 一16 ℃

,

年均降雨量6 00 一1 0 00 m m , 其它

本文于19 89 年元月 4 扫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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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年平均气温 14 一20 ℃
,

年降雨量为6 00 一 1 2 。。m m

裹 1 国外燕荆树分布区主奥气候因子

度t雨季m)早均(m最平平退月低)

℃

冷最‘最均

产 地

年 平均气温

(℃ )

绝 对 低 温

(℃)

年平均 降雨 t

(m m )

澳大利亚 6 4个观侧点

南非33 个观侧点

非洲国家 2 1个观侧点

其它国家 7 个观洲点

9
.

8一17
.

5

1 3
.

9一1 9
.

1

1 6
.

7一 2 3
.

9

1 4
.

2一2 4
.

0

一 2
。

6一 7
.

1

一 0
.

6一8
。

5

5
,

3一1 6
.

7

2
,

2一 1 3
.

9

一 8 一
一 10

一 6 一
一 8

4 4 0一 1 6 0 1

6 9 3一 1 6 0 8

5 3 6一 2 2 6 3

1 4 5 8一 1 9 18

5 1一2 4 0

3 9一 1 5 5

0一2 3 5

1 0一2 9 7

按上述气候资料分析
,

我国长江以南的亚热带地区都能种植
。

但实践证明在我国黑荆树

耐寒程度比国外差
。

气温在 一 5 ℃以下时就要受冻害
。

另外对高温和干旱的适应性也较差
。

年平均气温 21 ℃ 以上或年平均降雨量 8 00 m m 以下的地区
,

黑荆树病虫害严重或生长差
。

这

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
原产地和国外的黑荆树分布区大多在沿海地带

,

属海洋性气候
,

气温

变化缓慢
。

我国的分布区大多离海洋较远
,

属大陆性气候
,

降温的形式以寒流为主
,

降温幅

度大
,

往往在 2 一 3 d 内气温突然下降 20 一 30 ℃
,

树木因为还没有抗寒准备而受冻
。

天然分布区的土壤类型较多
,

有花岗岩
、

页岩
、

沙岩
、

砾岩等发育而成的土壤
,

也有冲

积沉淀形成的土壤
。

其中以火成岩和冲积土形成的土壤最适于黑荆树生长
。

南非的土壤主要

是花岗岩
、

粗玄武岩
、

沙岩和页岩发育的红
、

黄壤和沙壤土
。

其它国家的土壤类型也十分复

杂
。

二
、

我国黑荆树的适生条件和适生区的划分

适生条件
:

根据原产地和其它国家分布区的气候
、

土壤条件和我国30 多年的引种历史
,

我国黑荆树适生条件是
:
年平均气温 16 一20 ℃

,

最冷月 平 均 最 低 气 温 为 3 一 8 ℃
,

20 a

内绝对低温高于 一 5 ℃
,

无霜期不少于 28 Od
,

年降雨量 1 0 0 0 m m 以上
,

年平 均 相对湿 度

75 %以上
,

降雨和蒸发量特别在生长旺季应接近
。

对土壤适应性强
,

花岗岩
、

玄武岩
、

沙岩
、

页岩
、

石灰岩发育的红壤
、

黄壤
、

紫色土
、

沙壤土
、

冲积土和石灰质的土壤均能很好生长 ,

最适宜生长的土壤是土层深厚
、

疏松
、

含沙量多
、

湿润
、

通透性好的沙壤土和壤土
。

黑荆树在我国的适生区是
:

北回归线以北
,

大巴 山麓以南
,

绝对低温高于 一 5 ℃
,

冬无

严寒
,

夏无酷热
,

年平均降雨量大于 1 0 00 m m 的中亚热带中
、

南部和部分南亚热带 地区
。

具体可划分为四个区
。

1
。

浙
、

问
、

粤沿海地带 包括温州
、

福州以南
、

汕头以北的沿海地带
。

本区地形起伏
,

海拔 1 0 0一6 00 m 之间
。

季风性气候
,

年平均气温 18 一21 ℃
,

一月平均最低气温 4 一 8 ℃
,

绝对低温 一 4
.

5 ℃
。

年平均降雨量 1 5 0 0 m m 以上
,

降雨量大于蒸发量
,

相对湿度80 %
。

生长

期3 0 0 d 以上
。

土壤以红壤
、

黄壤为主
,

土层较深厚
,

有些地方土壤粘重
。

本区台 风 多
,

冬

季气温高
,

病虫害络
、

别是白蚁危害严重
。

2
.

四 川盆地东部和南部低丘台地 本区年平均气温 17 一19 ℃
,

一月平均最低气温 3 一

5 ℃
,

绝对低温 一 4 一 一 5 ℃
。

年均降雨量一般在l 。。0 m m 左右
,

春
、

夏
、

秋三季 雨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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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均匀
,

冬季虽然少雨
,

但多雾
、

空气湿度大
,

全年雨日为 1 1。一1 50 d
,

除冬季外
,

降雨量

大于蒸发量
,

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5 一 85 %
,

土壤主要是白奎纪紫色土或石灰性沙页岩所形成

的粗骨性紫色土
,

肥力较高
,

但土层较薄
。

生长季节约27 。一2 80 d
。

个别年份和个别地区可

能出现 一 5 ℃以下低温
。

3
。

回 归线 以北的南岭山 地和武夷山 西 南部地区 本区包括广东
、

广西的北部
、

江西 的南

部和福建的西南部
。

年平均气温 1 8一21 ℃
,

一月平均最低气温 4 一 6 ℃
。

无霜期约 3 00 d
。

年均降雨量 1 0 00 一 1 5 。。m m
,

雨量分布不匀
,

最大降雨量在 5 一 6 月和 n 月
,

最热的 7
、

8
、

9 月雨量较少
,

地表温度高
,

蒸发量大于降雨量
。

土壤东南部是花岗岩
、

石英岩形成的

红壤
,

西部为大面积石灰岩 山地
。

4
.

滇
、

桂
、

黔河谷丘陵区 东起南岭山地的西界
,

西到云南的开远
、

弥勒
、

文山等县
,

北止贵州兴义
、

罗甸
、

镇宁
、

榕江一线
,

南达广西柳州
、

河池地区
。

本区位于云贵高原的边

缘
,

西南部横跨北回归线
,

海拔虽高
,

但纬度低
,

东北部虽然偏北
,

但地势低
。

河谷丘陵及

平坝地相当干热
,

年平均气温可达 22 ℃ ; 山区比较温凉
。

年平均气温 18一20 ℃
,

一月平均

最低气温 5 一 8 ℃
,

绝对低温 一 4 ℃
,

个别地区可达 一 5 ℃
。

年均降雨量约 1 0 00 m m 左右
。

5 一10 月是雨季
,

n 一 4 月是旱季
。

由于沟谷
、

平坝十分干热
,

降雨分布不匀
,

在近半年的

旱季里
,

土壤中水分往往不够蒸腾用
,

对树木生长不利
。

我国黑荆树分布区
、

各适生区代表县市温湿分布概况及部分种植点气候因子见图 1
、

2

与表 2
。

表 2 适生区部分种植点气候因子

年平均气温

(℃)

最冷月平均
最 低 气 温

(℃ )

2 0 年 内

对
,

低
(℃ )

绝 } 年平均降甫盘

沮 }

干
平

(m m )

早 季 度
均 降 雨 量
(m m )

4
.

3

7
.

0

4
.

7

5
。

7

5
。

9

一 4
。

5

一 2
。

5

6
.

0

吐
.

8

7
。

9

一 4
。

2

~ 4
。

3

一 2
。

9

一 3
。

8

一 5
。

1

一 3
.

7

4
。

2

3
.

2

1 6 9 8
。

0

1 6 1 5
.

0

1 4 3 4
。

3

1 5 2 3
。

2

1 2 9 1
。

7

1 5 1 7
。

1

1 0 3 0
。

0

7 9 6
。

0

1 1 7 9
。

9

1 3 95
。

0

1 1 4 8
。

2

1 1 2 9
。

1

18 7
。

5

16 6
。

2

16 6
。

3

17 9
。

3

11 6
。

9

1 4 2
。

0

5 0
。

5

4 8
。

8

5 3
。

8

8 8
。

O

7 3
。

1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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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适生区外
,

还有一些次适生区
。

主要是北回归线以南的南亚热带地区和金沙江河谷地

带
。

这个地区主要是高温影响黑荆树生长
。

鄂西和长江三峡地区
,

贵州高原的东部和湘西沟

谷地区
,

云贵高原中部低海拔区以及舟山群岛以南的沿海岛屿
,

这些地区有些 年 份 会 出现

一 5 ℃以下的低温
,

使黑荆遭受冻害
。



4 92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2 卷

汉勺l
l

。

�10 0 . l e 5

l扣卜lzoLrU卜俨卜标耘L厂仁诩

\
、

\ 、‘

\ ‘

一、火之

�

少
巾川-

|叫月叫叫叫,叫叫耐

。’r , “、
、产

,

户
�叼
.)侧f

�口于�翻侧气训口外�

夸一娜
二 : 二 _

.

.
⋯

!
我国黑荆树 分布 区示意图

工
.

浙阅粤沿海地 区 五
.

四 川盆地地 区

,
.

南岭 山地地区 万
.

演桂麟河 谷丘陵区

三
、

各适生区的特征和黑荆树

栽培技术要点

1
.

浙
、

阂
、

粤沿海地区 温湿条 件 好
,

生

长季节长
,

树木生长量大
,

树冠大
,

树皮厚
,

应

以培养较大径级材为主
,

作到材皮兼收a. 初植密

度一般为22 2株 /亩
, 2 一 3 年生时每亩保留 150 一

10 0株/亩
,

伐期 8 一 10 a
。

本区地处沿海
,

台风

多
,

冬季气温高
,

病虫害较严重
。

造林时应选择

背风和海拔较高的地区
,

并要加强病虫防治
。

图 2 各适生区代 表县市沮
、

泥 分布
· · · · ·

一 气温
—

燕发及 一
·

一一降雨 t

2
.

四川盆地地区 温
、

湿
、

土壤条件均对黑荆树生长有利
,

但生长季节较短
,

林木生长

相对较小
,

树冠较窄
,

干形较直
。

不利的因素是
,

土层较薄
,

黑荆树后期生长养分不足 , 偶

尔会出现 一 5 ℃以下低温
。

此外
,

本区人多地少
,

用材
、

薪材均缺乏
。

应 以培养 小 径 材为

主
,

如柱材
、

小农具
、

农村建筑材等
。

初植密度 30 。株/亩
,

最终保留密度 15 0一2 00 株/亩
,

伐

期 6 一 s a
。

为避免冻害
,

造林地宜选择海拔较低山坡的中
、

下部
。

3
.

南岭山地地区 本区虽然气温高
,

雨量丰富
,

生长季节长
,

但夏季较干旱
, 7

、

8
、

9 三个月雨水较少
,

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

不利于黑荆树生长
。

该 区树体较矮
,

分叉多
、

分枝

低
,

枝叶较稀
,

冠幅一般 4 一 s m
。

本区很多地方植被少
、

水土流失严重
,

薪材缺乏
,

应选

择温
、

湿条件好的坡向
、

坡位造林
,

也应以培养中
、

小径材为主
,

初植密度 可 以 大 些 ( 3 。。

株/亩 )
,

使其尽快郁闭
,

伐期 6 一 s a
。

水土流失严重的低山丘陵地
,

可以营造水土保 持林

和薪炭林
,

采用短伐期作业
,

萌芽更新
,

伐期 2 一 3 a
。

造林密度8 00 一 1 0 0 0株/亩
。

4
。

淇
、

桂
、 .

外河谷丘陵 区 本区地形复杂
,

起伏大
,

气温差异也大
。

平坝
、

沟 谷 地区

十分干热
,

海拔高的地方较温凉
。

干湿分明
,

有近半年是旱季
,

蒸发量大于降雨量
。

土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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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往往不够蒸腾用
,

对黑荆树生长不利
。

应充分利用中
、

小地形的变化
,

选择气候温凉
、

湿

润的海拔高度
、

坡向
、

坡位造林
。

种植密度和伐期可参照南岭山地地区
。

对于次适生区
,

如南亚热带地区
,

主要考虑高温的影响
,

应选择气温较低的高海拔地区

造林 ; 其它地区低温是限制因子
,

应利用小地形
、

小气候条件特别要避开冷空气易滞留的地

方造林
。

四
、

讨 论

l
。

我国黑荆树分布受地貌和冬季降温形式影响极大
。

亚热带地区地形复杂
、

起伏大
,

冬

季主要以寒流形式降温
。

北部有高山为屏障的地区降温幅度小
,

如四川盆地虽然纬度较高
,

但无冻害或冻害轻微
。

相反有些地区如长江中下游
,

虽然纬度较低
,

但无高山为屏障
,

降温

幅度大
,

黑荆树易遭冻害
。

有些年份
,

由于寒流来得早
、

速度快
、

降温幅度大
,

绝对低温高

于 一 5 ℃时也会引起冻害
。

所以适生区不能单纯以纬度来划分
,

它的分布区也不是连续的
。

2
。

在适生区内由于地貌和其它因素的影响
,

气温和土壤差异较大
,

影响到黑荆 树 的产

量
。

造林时应扬长避短
,

选择有利的小气候和土壤条件
。

3
。

我国黑荆树耐低温和抗旱程度不如原产地和其它国家
,

除因地理因素外
,

还可 能 与

初期的种子来源面窄有关
。

今后如能从较冷或较旱的地区引种
,

将会提高其抗逆能力
,

扩大

种植区
。

4
。

气候
、

土壤因子虽然是发展黑荆树的重要因子
,

但其它因素如社会经济条件
、

种植技

术等也是重要因素
。

黑荆树生产周期短
,

要获得高产
,

除选择最适的气候
、

土壤条件外
,

还

必须集约经营
,

走高投入
、

高产出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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