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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集约栽培的新方式—
木草生产系统

6。年代末
,

在西方能源危机的影响下
,

欧美一些学者提出了
“

短轮伐期
”

和
“
超短轮伐期

,

经营的概念
。

其主要内容是
:
选用早期速生和萌菜力强的杨树无 性系

,

实行 密植(株行 距

。
.

6 m x 0
.

6 m 到 1
.

2 m x l
.

Z m )
,

把轮伐期缩至 5 年
,

平茬后继续培养萌集林
,

使 每 公顷

每年生物盘(干重 )达到40 ~ 44 t 。

但由于在产品(主要是小径材)的综合利用方面 还 存 在 间

题
,

所以仍一直处于试验阶段
,

尚未在生产中正式推广使用
。

80 年代初
,

美国科学家提出
“
木草生产系统

,
的新概念

。

这是一个为克服林业生产经营周

期长和产品利用率低的成功尝试
。

‘
木草

”

的意思是把林业生产周期缩短至一年
,

像经营草本农作物那样去经营林业
。

这对

于林业经营来说
,

是一种全新的生产系统
,

它具有以下特点
:

1
.

严格选择适用的无性 系 美国学者经多年多亲本杂交
,

为木草生产选出几个优 良杨

树杂种无性系 (D 一。1
,

D 一
25 等)

,

它们除具有早期速生
、

耐平茬
、

耐膺薄
、

耐寒和抗病的优

良特性外
,

还极易繁殖
。

其叶片和嫩枝的祖蛋白含璧也很高(超过20 % )
,

是优良的饲料
。

2
。

创造最简易省工 的机械化裁植方式 由于 D 一
01 等极易生根

,

木草生产又 要 求 高 度

密植
,

木草生产系统大胆地废弃了常规植苗和扦插造林方式
,

把种条切成长 1 5 c m 的小段
,

用

扬粪机在造林地上
‘
撒播

” ,

控制主轴转速
,

以调节
“
撒播

,

密度
。

随之用塑料薄膜筱盖
,

造林

工序即告完成(当地选用的造林地比较湿润
, .
播

”
后无需镇压 )

。

在劳动力十分昂贵的美国
,

此法可大大降低成本
。

加之 D 二
01 等萌集力很强

,

栽植一次
,

可连续平茬利用多年
。

3
.

机械采收 栽植当年秋季
,

苗木地径长到 2 ~ 3 c m
,

可以 用 一般采收高秆农 作 物

的收割机采收
,

不需专用设备
。

4
.

产 品综合利 用 对于短轮伐期林业来说
,

产品利用程度和加工成本高低是这种 栽培

方式能否在生产中推广的关键
。 “
木草

”

产品主要有以下用途
:

(1) 生产颗粒燃料 在美国
,

这是一项主要用途
。

根据美国阿岗能源研究所侧算
,

每产生

10 0万B T U ‘, ,

所需交流电
、

柴油
、

烧柴
、

天然气费用分别为 13
.

87
、

9
.

98
、

7
。

77
、

6
.

25 美元
,

而用颗粒燃料只需5
.

21 美元
。

现已专门为颗粒燃料设计生产了几个型号的燃烧炉
,

特点是燃

烧充分
、

无烟无尘
,

适用于室内取暖
。

(2) 生产颗粒饲料 D 一
01 等的叶片和嫩枝有很好的适口性

,

又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

洪干

后制成颗粒饲料
,

可长期贮存
,

供随时使用
。

用它饲养牲畜
,

能节约大最精饲料
。

(3) 生产压缩木 利用一年生苗干
,

用压缩机冷压成型
。

可利用各种模具压 出不同断面

和弯度的木楞
。

这种压缩木比重大
,

抗压耐摩力强
,

纹理美观
,

加工性能良好
,

是理想的建

筑和家具用材
。

和常规杨树集约栽培相 比较
,

木草生产系统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

首先
,

它见效快
;
当年

本文于 1 9 9 0年 2 月 9 日收到
。

” BT U 为英目热 t 单位
,

1 B T U 二 把一磅水提高华 氏一度所播的热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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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收益
,

彻底改变了林业生产中过去
“

前人栽树
、

后人乘凉
”

的老概念
,

使这种方法易于推

广多 第二是成本低
:
本生产系统只需购买种条

,

进行扦插或机械
“

撒播
” (在劳力相对廉 价 的

地方仍可用扦插造林
,

省去覆盖地膜工序)
。

造林前用机械全面整地
,
封垄前除草 1 一 2 次

,

平茬后适当追肥即可
。

使用D 刊 l等品种不需防病
,

其产品又是一年生苗干和枝叶
,

即使有蛀

干害虫危害
,

也不影响加工质量
。

只需在食叶害虫大发生时
,

适当防治即可 ; 第三是产量高
:

这种高度密植的栽培方式可以充分利用太阳能
。

其平均年产量每公顷干重达 8 4 t
,

为常规造林

年平均产量的六倍 , 第四是利用率高
:
常规木材加工利用中产生的一系列剩余物

,

如树叶
、

枝娅
、

梢头
、

板皮
、

锯末等等
,

在木草生产系统中
,

上述部分全部可以利用
,

如果不计算采

收
、

运输和加工过程中的损耗
,

其利用率可为 100 % , 第 五是产品能长期适应市场需要
:
在

发达国家
,

能源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间题
。

美国发展木草生产系统主要是从解决能源间题的角

度出发
,

力图用可再生能源取代一次性能源
。

在我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
,

除燃料问题外
,

木

材和饲料都严重短缺
。

这种生产系统的推广不但可迅速提供大量建筑和家具用材
,

而且将有

助于养畜业的发展 ; 第六是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
:
在高等植物中

,

速生杨树是光合作用最强

者之一
。

木草生产系统的单位面积生物量积累巨大
,

说明它利用大气中二氧化碳和释放出氧

气也最多
。

在大城市
,

特别是工业区周围
,

大量发展木草生产
,

可以比所有其它形式的绿地

都能更好地净化空气
,

改善被工业生产污染了的生态环境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赵天锡 )

板栗剔骨皮接成活率高

板栗是有着悠久栽培历史的重要经济林树种
,

分布很广
。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

国内外市场对板栗的需要量越来越大
,

因此
,

研究如何更快更好地培养板栗优质苗木是当前

发展板栗生产的一项重要任务
。

培育板栗优质苗木
,

除选用良种接穗
,

加强苗圃地的肥培管

理以外
,

改革嫁接技术
,

提高嫁接成活率是一个关键间题
。

近年来桐庐县第一林场以及板栗

研究所培育的10 余万株板栗嫁接苗
,

曾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嫁接
,

其中以
“

剔 骨 皮 接
”

为最

佳
。

“

剔骨皮接
”

—
是综合切接和皮接两种特点的一种新的嫁接方法

,

其最大的优点是形成

层接触面大
,

嫁接后成活容易
,

成活后生长快
。 “

剔骨皮接
”

操作方法容易掌握
。

过去板栗嫁

接习惯于采用
“
切接

” ,

嫁接手技术熟练者成活率能达70 %
,

技术不熟练成活率就不高
,

差的

只能达20 %~ 30 %左右
。

采用
“

剔骨皮接
”

后
,

嫁接新手只要掌握了嫁接方法
,

成活率一般可

达70 %~ 80 %
,

技术熟练者可达 95 %
,

甚至100 %
。

用切接法嫁接的板栗植株
,

一般当年生

长量为。
.

5~ 。
.

s m
,

而剔骨皮接的植株
,

当年生长量可达 1 ~ 1
.

2 m
,

枝条生长粗壮有力
。

这一嫁接方法在桐庐县推广后
,

现已广泛被群众所接受
,

成为进行板栗嫁接的主要方法
,

板

栗嫁接面积已达万亩以上
。

我所采用剔骨皮接法嫁接的一片 4 年生板栗林 (面积5 0
.

5 1亩)
,

亩

均产量高的达32 k g
,

株产平均 1
.

13 k g
。 “

剔骨皮接
”
的具体方法如下

。

本文于 1 99 0年1 0月 2 7 日收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