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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间伐强度杉木林下植被

发育及生物量研究
‘

熊有强 盛炜彤 曾满生

摘要 对江西分宜县山下林场 1 4
、

16 地位指数级杉木林不同间伐强度固定样地林下植被作了

研究
。

结果表明
,

植物种组成
、

重要值
、

结构
、

盖度及生物量均随间伐强度而不同
。

对 照与弱度间伐的

盖度与生物量均小于中度与强度间伐的
,

前者分别为 35 % ~ 60 % 与 1 500 一 3 o 00 k g / hm
, ,

后者分

别为 7 0 % 一80 %与 5 00 0 一 7 00 0 k g /h m , 。

中度和强度间伐都可以促进林下植被良好发育
.

关键词 杉木人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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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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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 (C u n n in g h a m ia la n c e o la ta (L a m b
.

)H o o k
.

)人工林地力衰退严重 [ ,
,

, ]
,

寻找解决这一

问题的途径 已成为当务之急
。

过去已有的报道表明
,

当林下植被达到一定的生物量时(如 5 0 00

k g / hm
,
)

,

对土壤的微生物区系
,

土壤酶活性及养分含量产生 明显作用
,

即发展林下植被对杉

木人工林保持地力有利〔, 一 ‘〕
。

但如何发展林下植被
,

采取什么方法促进杉木人工林林下植被的

发育呢 ? 1 9 9 3 年在江西分宜县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实验 中心的山下林场
,

对 10 a
前设立的

不同立地
、

不同间伐强度的林下植被进行了样方调查
,

研究了不同立地
、

不同间伐强度杉木人

工林林下植被发育状况
,

以此提供一个发展林下植被的途径和方法
。

1 研究地概况和研究方法

1
.

1 研究地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江西分宜县山下林场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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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类型
,

年

均温 1 7
.

9
‘

C
,

降水量达 1 6 00 m m
。

地貌为丘陵
,

土壤为红壤
,

成土母岩以页岩和沙页岩为主
。

植被属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类 型
,

现有林木以杉木
、

马尾松 (Pi nu
: m as son ia na L a m b

.

)人工林

为主
。

试验地位于山下林场田背
。

林分为 1 9 7 4 年营造的杉木人工林
,

1 9 8 2 年 (10 年生 )进行 4 种

间伐处理
,

即强度
、

中度
、

弱度间伐与对照
,

1 4
、

16 两个地位指数级均为 3 次重复
,

标准地按 50 0

m
,

(2 5 m x Zo m )进行设置
。

样地进行了 3 次间伐
,

1 9 8 6 年间伐结束
,

1 9 9 1 年复查为 19 年生
,

1 9 9 3 年底调查时为 21 年生
。

试验地因远离村庄
,

林下植被的生长发育很少受人为干扰
。

间伐

试验前后林分情况见表 1
。

1
.

2 研究方法

在每块固定样地内
,

机械均匀设置 l m 又 l m 植被调查小样方 10 个
,

按常规记载种类
、

株

数
、

盖度
,

以及生物量等内容
;
并按调查材料

,

分别按主要植物种类统计重要值
。

林分共设固定

19 94一 0 2一1 8 收稿
。

熊有强工程师
,

曾满生 (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 江西分宜 3 36 6 0 0) ;盛炜彤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研究所 )

。

,

本研究系 1 9 8 9 ~ 1 9 9 3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
“

杉木林下植被群落对土坡肥力影响研 究
”

的一部分
。

张效林同志

参加部分外业调查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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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查地间伐前后杉木林分基本情况

鱼315324247232
地位指数 处 理 伐前株数 留存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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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 17 块
,

记载各项测树因子
。

2
.

1

结果分析

不同立地不同间伐强度林下植被发育状况

2
.

1
.

1 林下 植被 类型及 密度与盖度 调查

的林下植被分两种立地条件
。

一是分布于山

坡中部
、

中上 部
,

湿度 中偏干
,

地位指数 14
,

林下植被 以狗脊 (w OO d w a rd ia ] aP on ica ( L
.

F
.

)
s
m ) 和 铁 芒其 ( D i c ra

, :

OP t e r i s J ic 人o t o m a

( T h u n b
.

) Be r n h
.

) 为主 ;二是分布于山坡中

下部
,

比较湿润
,

地位指数 16
,

林下植被以 狗

脊 等 多 种 蔗 类 及 淡 竹 叶 (肠户han th e ru m

g ra ci le B r o n g n
.

)为主
。

但两个指数级在不同

间伐强度下植物种类
、

密度与盖度又有不同
。

表 2 杉木林不同间伐强度下林下植被发育状况

指数级 间伐强度 植物种类
密 度

( 株 / m Z )

盖 度

( % )

3 5
.

3

4 4
.

1

::

0Cg自月了Q乙,一,�,曰

亡Jg翻山弓0non6CJOU
j任rJ冉b�b9101112

O�八J
J江‘�b11,自,曰9自

对照

弱度

中度

强度

对照

弱度

中度

强度

1 3

1 4

1 4

1 5

对照和弱度间伐的种类
、

密度及盖度相对较少
,

而中度与强度间伐的种类
、

密度及盖度相对较

多
,

盖度最大的可以达到 80 %以上 (见表 2 )
。

2
.

1
.

2 林下植被组成与结构变化 表 3 表明不同间伐强度下优势种是不同的
,

而同一优势种

的重要值等特征值也是不同的
。

14 指数级的林分
,

对 照和强度间伐的优势种 为狗脊
、

乌韭 (St en ol
o m a 。h us a n “ m ( L

.

)

C hi n g )
、

芒其
,

重要值以狗脊为最大
,

。
.

“~ 0
.

98
,

其次为乌韭
,

重要值 0
.

41 ~ 0
.

6 1
,

芒其的重

要值较低
,

0
.

33 ~ 0
.

38
,

作用与地位不如狗脊和乌韭
。

中度和强度间伐的林分
,

以芒其为最主

要
,

重要值达 0
.

88
,

而狗脊变为次要地位
,

重要值 0
.

30 一 0
.

36
,

同时增加了灌木优势种
,

如榷木

( 乙哪妒 e ta lu m c h i n e n s is ( R
.

B r ) O liv
.

) 和 毛药红 淡 (A d i n a n d ra m ille t ti i (H o o k
.

e t A m
.

)

B e nt h
.

)
,

而且灌木的生物量占 50 %以上的比重
。

1 6 指数级的林分
,

对照与弱度间伐的优势种主要为蔗类
,

除狗脊重要值达到 0
.

92 ~ 0
.

94
,

占绝对优势
,

其他蔗类重要值在 0
.

15 一 0
.

44 之间
,

有凸轴蔗 (Me
tat he 柳

te 八: s p
.

)
,

复叶耳蔗

(A ra ch ni od es sP p
.

) 及鳞毛蔗 (。, oP ter is sP p
.

) ;
此外

,

还有淡竹叶和毛药红淡
,

重要值不高
。

中度和强度间伐林下
,

狗脊的地位 有所下降
,

如中度间伐的以淡竹叶为主
,

重要值达 。
.

68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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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 脊重要值只 0
.

46
; 同时灌木 已成为主要 成分

,

如 山僵 (Lt’
n d era

r efl ex
a H e n sl

.

)
,

杜茎 山

(何
口e s a ja Pon ic a (T h u n b

.

) M o r it z i)
,

其生物量比重达 5 5 % ~ 4 6 % (见表 3 )
。

不同间伐强度除了对林下植被种类成分有较明显的影响外
,

对于植被结构也有较大影响
,

在两个指数级的林分中
,

对照和弱度间伐
,

无明显垂直分化
,

基本是单层的 ;而中度和强度间伐

的是复层的
,

有明显垂直分化
,

包括灌木层和草本层
,

草本层还可以划分出亚层
。

如 16 指数级

强度间伐样地
,

第一层为灌木层
,

主要有摧木
、

拎木 (E u 长y a s p p
.

)
、

毛药红淡
、

杜茎 山等
,

高度

1 0。 。m 以上
,

盖度 2 0 % ~ 2 5% ;第二层为草本层
,

以狗脊为主的蔗类植物
,

高度 60 ~ 70 。m
,

盖

度 50 % 一 60 % ; 在草本层 中还可划 出一个亚 层即淡 竹叶层
,

高度 40 ~ 50 。m
,

盖度 10 %一

15 %
。

即间伐强度大的林下植被层次结构分化较为明显
。

表 3 林下植被优势种及其特征统计

样地号 指数级 间伐强度
相

密

相 对

优势度
重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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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竹叶

狗 脊
复 叶耳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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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 脊

鳞毛蔗
杜茎 山

淡竹叶

2
.

2 不 同立地不同间伐强度下林下植被生物量的变化

2
.

2
.

1 林下植被生物量 从表 4 可以看出
,

林下植被生物量
,

不管是那一种立地
,

均随间伐强

度而增加
。

而林下植被生物量大的林分维护地力的能力也强
,

根据姚茂和等人的研究 [a. 们证明

了林下植被生物量达到 s t /h m
Z
以上时

,

就有土壤改良作用
。

本项调查表明
,

弱度间伐的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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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地增加林下植被生物量
,

只有中度
、

强度间伐经过 10 a 以后林下植被生物量有可能达到 5

~ 7 t / hm
Z 。

如只从加强林地 自肥能力说
,

杉木林间伐强度应该提高
,

至少达到中度
,

中龄林时
,

每公顷保留株数
,

14 指数的应在 2 9 00 株以下
,

16 指数的应在 2 100 株以下
。

2
.

2
.

2 林 下植被 生物童 与履 盖度 的 关 系 表 4 杉木不同间伐强度下林下植被生物最

生物量随盖度增长而增加
,

其线性关系式的

相关系数达到 0
.

8
。

具体两个指数级林下植

被生物量与盖度关系见表 5
。

利用这个关 系

式
,

估算生物量
,

可获得较好效果
。

2
.

2
.

3 林下 植被生 物量与林分特征因子 的

关系 表 6 表明林下植被的生物量与间伐强

度呈正相关 ; 优势高与生物量也呈正相关 ; 冠

幅与生物量呈负相关
;
平均胸径与生物量也

呈负相关
。

从上述 4 个 因素可以看出生物量

与 间伐强度 相关最 密切
,

偏相关 系数达 到

0
.

9 ; 其次优势高与冠幅偏相关系数也较高
,

为 0
.

4
。

4 个因子联合起来
,

几乎能包括全部

影响生物量的变量
,

复相关 系数达到 0
.

98
。

(单位
:
k g / hm Z )

指数级 间伐强度 生物量

1 5 0 5

2 9 1 7

4 9 9 0

6 36 4

平均值

对照

弱度
中度
强度

3 9 9 4

再」只只 乙 U U 乙

弱度

中度

强度

3 4 6 8

5 2 3 2

7 16 4

4 4 6 7

表 5 林下植被生物量与覆盖度的关系式

指数级 关系式

::
W = 一 2 510 + 13 0X

W 一 一 2 839 + 13 lX

相关系数

R = 0
.

81 9 6

R = 0
.

82 1 5

备注

W 为生物量([ )

X 为覆盖度(% )

表 6 林下植被生物量同林分特征的关系式

林分特征 关 系 式 复相关系数 偏相关 系数

l司伐浊度 入 1

优势高 X Z

平均胸径 X 3

冠幅 X
-

生物量 甲

W = 5 3 8 6
.

4 + 1 2 0 4 3
.

6 X
I

+ 2 5 2
.

IX Z 一 3 8 9
.

7 X 3

一 1 2 12
.

2 X
-

P复 ~ 0
.

9 8 3 0

R
一
= 0

.

9 15 5

R Z一 0
.

4 0 0 1

R
3
= 一 0

.

3 8 3 2

R ;
一 一 0

.

4 15 7

3 结语与讨论

(l) 间伐强度不同
、

立地质量优劣都影响林下植被的生长发育
。

(2 )林下植被的植物种数
、

种的组成
、

密度
、

盖度
、

层次
、

生物量都随间伐强度的增大而增

加 ;
与对照相比弱度间伐的上述因素增加不明显

,

中度与强度间伐增加十分明显
。

其覆盖度可
、

达 6 0 % 一 7 0 %
,

而生物量可达 5 一 7 t / h m
Z 。

(3) 较大强度的间伐是促进杉木人工林林下植被生长发育的重要途径
,

其间伐强度应达到

4 0 %以上
,

才能有较好效果
。

(4) 林下植被的生物量可以通过植被的覆盖度
,

或林分的特征因子 (如间伐强度
、

优势高
、

平均胸径
、

冠幅等 )测定值进行估计
。

(5) 根据中国林科院童书振
、

刘景芳的研究
, ’ ,

加大间伐强度
,

如以中度和强度的计算
,

主

l) 童书振
,

刘景芳
.

杉木林抚育间伐强度试验 (鉴定材料 )
.

杉木速生丰产林优化密度控制技术 (总报告)
.

1 9 91
.

49 ~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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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材与间伐材两者相加后的损失约为 7 % 一 10 %
,

但净现值基本不损失
,

或稍有增加(因中
、

大

径木增加 )
。

但促进林下植被发育
,

保持地力
,

可使下一代杉木人工林的生长量不下降
,

或少下

降
。

因此加大杉木人工林的间伐强度是可行的
,

应予提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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