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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龄
、

采伐方式对大叶相思萌芽

更 新 的 影 响
‘

黄世能 郑海水 翁启杰

摘要 在海南省琼海县进行了不同林龄
、

不同采伐方式对大叶相思萌芽更新影响的研究
,

同时

比较了保留不同萌条数量的萌芽林生长表现
,

结果表明 林龄对伐桩萌芽率没有显著影响
,

但对

伐桩存活率及萌条的径
、

高生长影响显著或极显著
。

林龄越大
,

萌芽更新效果越差 皆伐和隔行

采伐对大叶相思伐桩的萌芽率
、

萌条数量和存 活率均无显 著影响
,

但对萌条的径
、

高生长影响极 显

著
。

试验证明对大叶相 思林分施 以隔行采伐通过萌芽更新建立复层林分是可行的 保留不同数

量萌条对萌芽林早期 年生 的径
、

高生长有极显著影响
,

但对后期 年生 的生长影响不 显

著
。

每棵植株伐桩保留 根萌条的萌芽林生物产量最高
,

更新效果最好

关键词 大叶相思
、

林龄
、

采伐方式
、

萌芽更新

树木的年龄是制约萌芽更新的主要因子之一
,

同一树种在不同的年龄采伐
,

其萌芽更新效

果有差异
’一 ‘ 。

然而
,

不同林龄采伐对大 叶相思 八  、 的

萌芽更新是否有影响
,

未见报道
。

从林分生长和生物产量的角度看
,

大叶相思薪材林第一次采

收的最佳年龄为 〔 一‘〕
。

但对萌芽更新效果是否最佳 同时
,

大叶相思作为一种热带强阳

性树种
〔〕,

对其林分进行间伐以建立复层林 的可能性如何 以及萌芽更新每个树桩保留多少萌

条效果最好等方面都缺乏研究
。

为此
,

作者于  ! 年在海南省琼海县开展了不同林龄
、

不同采伐方式对大叶相思萌芽更新影响的研究
,

同时比较了保留不同数量萌条的萌芽林生长

表现
,

现将结果总结如下
。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海南省琼海县的阳江镇林 场
“ ‘ ,

以 和上蛹 乡林场
‘ ,

‘ ,

两地区的 自然概况 已有报道
仁, 。

试验内容
、

材料与方法

林龄与萌芽更新

供试林分位于上捅乡林场
,

年 月营造
。

年 月开始第一次采伐
,

以后分别于

 !
、

  
、 、

年的 月份进行采伐
,

伐桩高度
。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

次重

一 一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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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承 蒙本所李善淇副研究员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

谨 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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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

每小区砍伐约 棵植株
,

调查小区中间 棵植株的伐桩 每植株有伐桩数 根
,

多数

为 根
。

调查 内容有 伐桩萌芽率
、

萌条数量
、

伐桩存 活率以及最高大一根萌芽的径 距地面

处
、

高 长度 和萌芽林分的长势
。

调查方法与文献 〕所述相同
。

采伐方式与萌芽更新

在阳江镇林场对 个月生
、

株行距 采伐 和 采伐 的

大叶相思林分进行隔行采伐
,

皆伐在 林分中进行
,

伐桩高度
。 。

随机区组设

计
,

次重复
。

每小区调查 个树桩
,

调查内容有 伐桩萌芽率
、

萌条数量及萌芽林 个月生

时的伐桩存活率
、

直立萌条的数量及其径 距萌芽点
。 处

、

高生长
。

调查方法与 节同
。

保留不同数量萌条的萌芽林生长比较

供试林分位于上捅乡林场
,

年 月营造
,

为大叶相思和木麻黄的行间 单行 混交林
,

株行距
,

林分 年生时木麻黄已全部死亡
。

年 月采伐
,

伐桩高度
。

月定株
,

试验处理为每树桩保留萌条 根 根
, 、

根 根
,

和全部保留
。

随机区组设计
,

次重复
。

定株后 和
,

即萌芽林龄 和 年生时分别调查保存萌条

的数量
、

萌条径 年生时为距萌芽点
。 处

,

年生时为 处
、

高和萌芽林分生物

量 鲜重
。

第一次生物量调查采用样方收获法
,

每小区砍伐 棵植株伐桩上的萌条
,

实测其鲜

重
。

第二次采用相关测定法图进行测算
。

结果与分析

林龄对萌芽更新的影响

伐桩 萌芽率 调查结果见表
。

林龄 个月和 年生时采伐
,

伐桩萌芽率达
,

以

后随林龄的增大
,

萌芽率逐渐下降
。

方差分析 经反正弦转换后 表明
,

林龄对伐桩萌芽率没有

显著影响
。

萌条数量 采伐后 个月调查
,

林龄对伐桩的萌条数量有极显著影响
。

林龄 个月

至 年生时
,

萌条数量随林龄增大而增大
,

年生以后随林龄增大而减少
。

伐桩的萌条数量有

在一定年龄段内 一般为幼龄的速生期 随林龄增大而增大
,

之后便减少的趋势
,

 

在对红枝皑木 。占阳 进行萌芽更新研究时也曾观测到
。

表 不同林龄采伐对大叶相思萌芽更新效果的影响

林龄 伐桩萌芽率 萌条数量 伐桩存活率 萌条胸径 萌条长度 萌芽林长势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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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伐桩存活率 萌芽林 1 年生时的调查结果表明
,

伐桩存活率随林龄的增大而降低
,

林

龄对伐桩的存活率有显著影响 (表 1)
。

均数差异检验结果
,

6 年生采伐存活率显著低于 20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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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采伐的存活率
。

其余年龄采伐
,

伐桩存活率两两之间无显著差异
。

从表 1看 出
,

尽管林龄 5~

6 年生时采伐的存活率与 3~ 4 年生时采伐的存活率之 间在统计学上不显著
,

但 5一 6 年生时

采伐
,

存活率的绝对数仅为 69
.
8% 一76

.
3 %

,

这对于经营第二代萌芽林来讲
,

其效果是不理想

的
。

3

.

1

.

4 萌条径
、

高生长及 萌芽林的长势 不同林龄采伐对 1 年生萌条的径
、

高生长有极显著

影响
。

林龄为 20 个月至 4年生时采伐
,

萌条平均径
、

高分别在 2
.
3 cm 和 3

.
3 m 以上

,

明显优于

5一6 年生时采伐的萌条 ;林龄 6 年生时采伐
,

萌条生长最差
,

平均径
、

高仅为 0
.
59
cm 和 1

.
51

m
,

显著低于 5 年生采伐萌条的径
、

高生长
,

见表 1
。

萌芽林的长势以林龄为 3
、

4 年生时采伐为好
,

中等以上萌条占全林分 96 % 以上
。

林龄为

20 个 月时采伐
,

由于此时恰是原林分的速生期
,

萌条高生长快
、

干形较直
,

因而长势好的萌条

所占的比例最高(79
.
2% ) ;同时

,

由于此时伐桩较年幼
,

萌发的细弱弯曲的萌条也较多 (12 % )
。

林龄 5
、

6 年生时采伐
,

萌芽林长势差
。

3

.

2 采伐方式对萌芽更新的影响

3
.
2
.
1 伐桩萌芽率和萌条数童 采用 皆伐和隔行采伐对大叶相思伐桩的萌芽没有影响

,

萌芽

率均达 100 %
,

见表 2
。

表 2 不同采伐方式对大叶相思萌芽更新效果的影响

伐 桩 萌 芽 条 (林 ) 保 留 木

萌芽率

(% )

萌条数

(根)

存 活率

(% )

直立 萌条数

(条/h m Z)

胸 径 长 度 胸 径 树 高

(em ) (em )

枝 下高

(m )

伐式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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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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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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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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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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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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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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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

采伐后 3 个月调查
,

采伐方式对伐桩的萌芽数量没有显著影响
,

但以皆伐的萌条数量为最

多 (表 2)
。

采伐 I与采伐 l萌条数量之间的微小差异
,

除与林分密度有关系外闭
,

蔽荫程度不

同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

3

.

2

.

2 林分的生长表现 伐后 26 个月调查
,

皆伐与隔行采伐对 萌芽林的生长有极显著影响
。

皆伐后形成的萌芽林其平均径
、

高生长分别为间伐后形成的萌芽林平均径
、

高生长的 1
.
”一

2
.
36 倍和 1

.
65 ~ 1

.
77 倍

,

采伐 I与采伐 l之间的萌条生长没有显著差异
。

由表 2看 出
,

采伐 I与采伐 l 萌条高度分别在各自保留木的枝下高以下
。

而且
,

隔行采伐

林分各伐桩所形成 (或保留)的直立萌条也 明显多于 皆伐林分
,

采伐 I 与采伐 I 分别 为 3
.
6 、

3

.

0 根/桩
,

而皆伐林分仅为 1
.
5 根 /桩

。

由此说明
,

以隔行采伐方式建立大叶相思复层林分是可

行的
。

3

.

3 保留不同数量萌条对萌芽林生长的影响

3
.
3
.
1 对 1

.
5 年生林分生长的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

,

保留不同数量萌条对萌芽林早期 的径
、

高生长有显著影响
。

每公顷保留 6 66 7 根萌条的林分
,

萌条最高大
,

其次是保留13 33 3根(实际

存活 13 038 根 )的林分
,

不定株的萌芽林分萌条生长最差
。

林分 的生物量 则以每公 顷保留

13 333 根的萌条为最高
,

每公 顷保留 6 “7 根萌条的林分生物量最低
,

但三种林分的生物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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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无显著差异
,

见表 3
。

表 3 保留不同数t 萌条对萌芽林生长的影响

每公顷 1. 5 年 生 4.5 年 生

保留萌 存活萌 萌条径 萌条高 林分生物量 存活萌 萌条径 萌条高 林分生物量
条 数 条 数 (em ) (m ) (t/hm Z) 条 数 (em ) (m ) (t/h m ,

)

6 6 6 7 6 6 6 6 3

.

8 3
a

5

.

1 0
a

8 3

.

3 0 3
a

6 1 5 9 6

.

5 4 a 9
.

4 5
a 1 6 1

.

1 1 4 a
b

1 3 3 3 3 1 3 0 3 8 3

.

2 9
a

b 4
.

8 6
a 1 1 4

.

8 9 1 a
8 5 0 6 6

.
2 9 a 9

.
4 1 a 2 1 4

.
8 7 4

a

全部 20 513 2
.
57 b 4. 24 b 103.640 a 10 665 5.10 a 7.80 a 141

.
94 7 b

F 值 13
.
18

“ ’

1
3

.

7 9

’ ‘

2

.

3
7

n .

6

.

1 6
. 7

.

3
2
仙 9

.
1 1

’

3

.

3

.

2 对4
.
5年生林分生长的影响 萌芽林从 1

.
5年生到 4

.
5年生时

,

由于 自然稀疏的原因
,

原

每公顷保留6 66 7根萌条和 13 333 根萌条的林分
,

已分 别有9
.
1% 和 36

.
2 % 的萌条死亡

,

而 1
.
5

年生时每公顷仍保留萌条 20 813 根的不定株林分
,

萌条死亡率高达 48
.
8 %

。

因此
,

4

.

5 年生时

三种林分萌条径
、

高生长虽与 1
.
5年生时的生长趋势相 同

,

但差异已不显著(表 3)
。

试 验求得 4~ 6 年生萌条鲜重与其径
、

高的相关方程为 W 一 0
.
138 708 (D

,

H )
“

·

‘73 “
(
r
-

0

.

99 3 6

,

极显著水平 )
,

以 4
.
5 年生时的调查资料所计算的三种林分生物量如表 3

。

分析检验结

果表明
,

不同处理林分的生物量有显著差异
。

每公顷保留 13 33 3根萌条 (实际存活 8 506 根)的

林分生物量最高
,

达 21 4
.
874 t/ hm

Z ,

其次是每公顷保留萌条 6 6 67 根(实际存活 6 1 59 根 )的林

分
,

不定株的林分生物量最低
。

由此可见
,

即使是经营薪材林
,

采伐后半年对萌条应进行定株
,

使萌芽林生长更好
,

生物量更高
。

4 结 语

(l )不同林龄采伐对大叶相思的萌芽更新效果有显著影响
。

林龄分别为 3
a 或 3 a 以下时

采伐
,

虽然伐桩存活率很高 (93 写一98 % )
,

萌条生长也好
,

但此时正值林木的速生期
,

若过早采

伐则第一轮伐期的产量太低
。

林龄为 5一 6年生时采伐
,

不仅伐桩存活率低
,

萌条生长也差
。

对

更新效果进行综合分析并考虑林木的生长规律
,

认为大叶相思实生林第一次采收的最佳年龄

为 4 年生
。

(2 ) 皆伐与间伐对大 叶相思伐桩的萌芽与存活均无显著影响
。

间伐后 萌发的萌条 由于处于

保留木的浓密林冠之下
,

径
、

高生长量仅为 皆伐林分的 42
.
4 % 一50

.
1% 和 56

.
5% ~ 60

.
7 %

,

但

林分生长表现 良好
。

试验证明
,

对大叶相思的密植林分施以间伐培育复层林分以减少热带地区

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抑制杂草生长是可行的
。

( 3) 保留不同数量萌条对萌芽林早期生长有显著影响
,

但对林分生物量影响不显著
;
相反

,

对萌条的后期生长影响不显著
,

但对 萌芽林生物量影响显著
。

试验表明
,

即使是经营薪材林
,

也

应定株
,

每树桩保留 2 根或 4 根萌条都可以获得较好的更新效果
,

但 以保留 4 根为最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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