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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确定湿地松、火炬松工业用材林的适宜初植密度, 在中、北亚热带地区 5 个地点营建了试

验林。依据 6～7 a 的调查结果,分析了初植密度对林分个体生长、群体发育、形质和材性等因子的

影响, 和不同密度下由于林分发育进程的不同所产生的生长因子的变化。综合分析生长和经济因

素, 提出了我国中、北亚热带地区两个工业用材林树种的初植密度模式。6～7 年生时林分平均胸径

和单株材积各试点不同密度间大多差异显著,单位面积蓄积随密度加大而增加, 小径材实际出材量

以中密度为大。高密度林分个体分化加剧,现时间伐则属非商业性作业, 且高密度林分造林成本较

高。由于树种习性差异, 相同条件下湿地松林分密度应大于火炬松。建议湿地松中小径建筑材和纸

浆材的造林密度为 1 667～2 000 株·hm- 2,火炬松为 1 111～1 667 株·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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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松( Pinus el liottii Engelm、火炬松( P inus taeda L. )作为我国南方引种造林最成功的

树种,至 80年代末,造林面积已近 120万 hm
2
。中、北亚热带地区普遍采用 2 500株·hm

- 2
甚

至 3 330株·hm
- 2的高密度造林,两广地区倾向于1 100～1 600株·hm

2的低密度造林 [ 1]。过

去也有一些地区布设过一些试验,但林分造林密度尤其是经营目标明确的集约经营工业用材

林的造林密度尚无系统的结论。在世界银行贷款中国国家造林项目( NAP)和森林资源发展与

保护项目( FRDPP)中, 湿地松、火炬松规划造林约 25万 hm
2, 以培育建筑材、矿柱材、纸浆材

为目标,设计的造林经营模型为选择 14～18立地指数,初植密度 1 666～2 500 株·hm
- 2, 中

期间伐 1～2次, 18～30 a 主伐
2, 3
。这个模型也尚待验证。

植密度确定尚缺乏充分的研究基础, 在NA P 和 FRDPP 中几个主要造林省区布置了初植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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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林,以求提出适于不同自然条件背景的合理密度。本文是对此项研究的阶段总结。

公式或材积表查算。试验结果作方差统计,以分析密度对各因子的效应。分宜点并进行了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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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每小区锥取 10株平均木木芯进行材性指标测定和统计分析。

的木材产量。各试点不同密度的树冠指标如表 3-1、3-2。在 3～5年生之前,不同密度间树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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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尚无明显差异, 之后由于不同密度林分开始郁闭的年份和郁闭的程度不同,树冠因子表现出

湿地松 6～7年生时,各点间多以( 2. 0 m×3. 0 m )～( 2. 0 m×2. 5 m)处理值最大,反映出

170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第 13卷



高密度处理随着较早形成的有利林分环境逐渐转向不利的个体间激烈竞争, 生长受到抑制,而

的个体间竞争,使生长受抑制,已需要进行间伐来调整林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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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密度对林木材积生长的影响

2. 5 m )～( 2. 0 m×3. 0 m)为最高,火炬松以( 2. 0 m×2. 5 m )～( 3. 0 m×3. 0 m)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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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密度对林分径阶株数分布的影响

10) ,主要表现为 3 m×3 m 以上处理整枝程度较低,不利于利用自然整枝形成无节干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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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干的高径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树干的尖削度,由表 11可知,高径比表现出随密度增加

亦有高低之分。依据上述分析, 6～7年生时, 2 000株·hm- 2以上湿地松、1 667株·hm - 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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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松即进入个体竞争阶段,林分分化加剧。林分平均胸径及单株材积湿地松以 1 667～2 000

( 5)为实现上述经营目标, 中带地区造林可视立地条件采取带垦或穴垦整地方式,施基肥

造林并适度抚育,而在北带或较低立地条件下应采取全垦或带垦整地方式, 施基肥造林,并加

强抚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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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st stands w ere established at five sites in the central and no rth subtropical

region of China in o rder to determ ine the suitable init ial plant ing densit ies of indust rial

t imber plantat ion o f slash pine and loblolly pine. According to 6～7 years’field survey

results the ef fects of init ial density on the stand factors of individual tr ee g row th, population

development , tr ee fo rm and w ood property , and the changes of g row th factors due to the

dif ference of stand development pr ocess w 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bio logical and economic factor s, the init ial plant ing density pat ter ns is

suggested as follow s: w ith the site index o f 14～18, the densities are 2 000～1 333·hm
- 2
for

slash pine, 1 667～1 111·hm
- 2
fo r loblolly pine. T he densit ies of 2 000～1 667·hm

- 2
are

adopted fo r unthinning pulping t imber stands, or compound targ et of pulping t imber and

middle dimension t imber w ith thinning ; 1 667～1 111·hm - 2 and thinning are adopted for

cult ivat ion of middle and large dimension timber. Meanwhile, the necessar y cul tural

measures ar e put forw ard for the realizat ion of above management goals.

Key words: slash pine; loblol ly pine; indust rial t imber plantat ion; init ial plant ing density;

stand development ; econom 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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