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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南速生工业原料林阔叶树种评价与选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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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分析浙西南地区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基础上 ,针对营造工业原料林的需求 ,制订阔叶造林树种选择标

准。以生长量、适应性、造林特性和经济特性为树种选择的主要依据 ,确定了 11个评价指标 ,采用 5分制提出了每

一个指标的分级标准 ,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个指标的权重。根据各指标分值和权重 ,对实地调查和资料检索

确定的 20个参选树种 (无性系 )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 :毛红椿 ( Toona cilia te var. pubescens)、杨树 ( Populus del2
toides)、邓恩桉 ( Eucalyptus dunnii)、南酸枣 (Choerospond ias axillaris)、香椿 ( Toona sinensis)、苦楝 (M elia azedarach)、翅

荚木 ( Zen ia insignis)、桤木 (A lnus crem astogyne)等综合评价表现较好。根据综合评价结果 ,结合树种特性和浙西南

立地实际 ,建议选择毛红椿、南酸枣、香椿、桤木、杨树作为当前浙西南速生工业原料林主要阔叶造林树种 ,因地制宜

进行推广 ,翅荚木可选耐寒种源进行试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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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ndard was established for selecting broad leaved tree species for p lantation in this research, based

on analyzing the natural condition and the social economy in southwest Zhejiang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of industri2
al p lantation of this area. The increment, adap tability, p lan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econom ic characteristics were the

main basis for tree species selection, 11 evaluation indexes were determ ined, The 52grade marking system was used

to set the grading standard for each index, Analytic H ierarchy Process was also used to determ ine the weight of each

index. According to the score and weight of each index, 20 selected trees ( clones ) chosen by site investigation and

information search were integrative evaluated. The result showed, Toona cilia te var. pubescens, Popu lus deltoides,

Euca lyptus dunn ii, Choerospond ias axillaris, Toona sinensis, M elia azedarach, Zen ia insign is and A lnus crem asto2
gyne etc. had good rep resentation for integrative evaluation. According to the tree species characteristics and site

condition of southwest Zhejiang, itwas suggested that Toona cilia te var. pubescenes, Choerospond ias axillaris , Toona

sinensis, A lnus crem astogyne and Populus deltoides could be used as the main broad leaved tree species for the p res2
ent fast2growing industrial p lantation in southwest Zhejiang and first extended with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2
tions, Zen ia insign is could be tested and developed selecting cold resistance seed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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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west Zhejiang

速生工业原料林名称来源于我国“林业六大工

程 ”之一 ———“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

工程 ”,是速生丰产用材林的同义词 ,是指在高生产

力的立地条件下 ,通过良种壮苗和集约化经营措施 ,

定向为制浆、造纸、人造板等林产工业和建筑、家具、

装修等行业培育原料或大径级用材的林分 [ 1 ]。

工业原料林发展始于人工林集约栽培。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世界性工业化的大发展 ,出现了

木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 ,工业原料林才有了真正

的发展 ,如意大利的杨树栽培业 ,巴西、刚果等国营

造的杂交桉树无性系工业原料林。从 20世纪 70年

代后期开始 ,许多国家又在研究速生短轮伐期人工

矮林 ,企图以此方式产生的物质 ,用作木材化工、能

源、饲料及制浆造纸业原料 ,并出现了以工业人工原

料林及相应的加工业为主要讨论对象的木质原料培

育理论 [ 2 ]。

由于不同树种甚至不同无性系之间的产量相差

极大 ,各国把良种选择 (选育 )作为提高速生工业原

料林产量和质量的重要措施。良种选择主要以树种

的生长特性、抗逆性能、对环境适应性及其重要材性

等指标为依据。如美国和加拿大通过良种选育从

100个候选树种中筛选出了 25个适宜短轮伐期栽

培的优良树种 ;法国通过试验已选出 10个适宜短轮

伐期栽培的杨树优良无性系等等 [ 3 ]。我国早在 20

世纪 70年代提出在我国南方建设以杉木为主的速

生丰产用材林基地 ,近年以培育纸浆材为目的的用

材林基地也得到迅速发展 ,海南、广东、湖北等地已

经选出和引进了适于速生工业原料林栽培的柠檬桉

( Euca ly tus citridora Hook. f. )、雷林 1号 ( E. leizhou

No. 1)及窿缘桉 ( E. excreta F. Muell. )等桉树优良

品种和 I269杨 ( Populus deltoides Bartr. cv. ‘Lux’( I2
69255) )、I263杨 ( P. deltoides cv. ‘Harvard’( I2632
51) )、I272杨 ( P. ×eu ram ericana (Dode) Guineir cv.

‘San Martino’( I272258) )、I2214杨 ( P. ×euram erica2
na cv. ‘ I2214’)等杨树优良无性系 ,以及杉木 (Cun2
n ingham ia lanceola ta (Lamb. ) Hook. )、马尾松 ( P i2
nus m asson iana Lamb. )、湿地松 ( P. elliottii En2
gelm. )、火炬松 ( P. taeda L inn. )、落叶松 ( L a rix

spp. )等优良种源 [ 3～6 ]。但除松、杉外 ,这些良种造

林都有一定的区域限制 ,在浙西南地区尚没有进行

系统的速生工业原料林阔叶树种选择研究。

地处浙西南山区的丽水市 ,木材加工和食用菌

两大资源型产业是该市重要的支柱产业 ,在全省乃

至全国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 2003年统计资

料 ,丽水市木材加工产业产值约占该市工业总产值

的 20% ,中密度纤维板产量约占全国的 1 /5;食用菌

为该市农业第一大产业 ,占农民人均收入的 1 /3,香

菇产量约占全国的 40%。然而 ,每年仅这两大产业

就消耗森林蓄积量 250多万 m3 ,阔叶林被大面积采

伐 ,森林蓄积量显著下降 ,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现有

资源已不堪重负。大力发展速生高产、短轮伐期的

阔叶原料林 ,已成了确保山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途径。为给浙西南地区发展工业原料林提供优良

造林树种 ,近几年来 ,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筛选

出了部分适宜浙西南发展的速生阔叶林树种。现将

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1 研究地点、材料和方法

1. 1 浙西南地区自然条件

丽水市位于浙江省西南浙闽两省结合处 ,地处

中亚热带 ,生态环境优越。温暖湿润 ,雨量充沛 ,四

季分明 ,无霜期长。同时由于境内多山 ,造成全市气

候具有较明显的水平地域性差异和垂直差异。常年

平均气温 1619～1815 ℃, ≥10 ℃期间年积温 5 301

～5 889 ℃,极端最高温度 3716～4117 ℃,极端最低

温 - 513～ - 1311 ℃。年日照时数 1 700～1 900 h,

无霜期 260 d左右 ,最长 274 d,高海拔山区 210～

235 d。年平均降水量 1 400～1 750 mm。全市土地

总面积 17 298 km2 ,占浙江省的 1 /6。全市山地面积

15 473 km2 ,占土地总面积 8915%。这就为该地区

发展速生工业原料林提供了有利条件。

112 参选树种及特性调查

研究通过文献检索和专家咨询 ,对丽水市及临

近地区的速生阔叶树种进行分析 [ 7～30 ]。从现有的

阔叶树人工林中选择生长较快的树种进行生长情况

调查 ,同时调查树种在浙西南的适应性。树种林分

调查标准地 20 m ×20 m,每木检尺 ,测量其胸径和

树高 ,计算蓄积量和年生长量。最后根据树种的生

长量和适应性确定毛红椿、杨树、南酸枣等 20个树

种 (无性系 )为参选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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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综合评价层次结构设计

速生工业原料林树种的选择采用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 ierarchy Process,简称 AHP法 )进行综

合分析 [ 31 ] 。根据层次分析法的要求和速生工业原

料林树种选择的特点 ,以专家座谈和个别咨询结合

的方法 ,确定了以树种的木材产量 (生长量 )、适应

性 (抗逆性 )、造林和经济特性为评价主要特性 ,相

应地提出生长量、立地要求、抗寒性等 11个指标作

为综合评价的依据 ,构建了评价体系。采用 5级评

分制对 11个树种评价指标实行量化分级 ,确定每

一指标 ( R i )相应的评分标准。采用 1～9的比例

标度 ,对每一准则层下诸要素客观存在的相对重要

性定量化 ,得出各指标的权重 W j。层次结构详见

图 1。

图 1　速生工业原料林树种综合评价层次结构模型图

114　树种综合评价方法

根据树种调查情况 ,对照评价指标分级标准 ,得

出各参选树种的各指标得分 (R ij ) ,计算出各参选树

种综合评价值 N = ∑
m

j =1
W j ×R ij ,然后根据选择指标

综合评价值对参选树种进行排序 ,结合浙西南的实

际情况提出适宜发展的树种。

2 结果与分析

211 树种生长与特性调查

根据调查 ,浙西南地区适生的 20种参选速生阔

叶树种 (无性系 )的生长情况和树种特性如表 1:

212 指标分级与评分标准

通过咨询专家 ,采用 5级评分制对 11个树种

评价指标实行量化分级 ,每一个指标确定相应的评

分标准。其中产量指标根据杨树、桉树等速生树种

的生长情况提出 ;抗寒性根据浙西南的立地条件和

树种要求提出 ; 其它性状采用定性分析。详见

表 2。　

213 指标权重

根据层次结构 ,构造判断矩阵。经过咨询专家

确定每一准则层下诸要素客观存在的相对重要性 ,

采用 1～9的比例标度一一赋予相应的权重 ,对重要

程度定量化 ,然后依据递阶层次结构和评价要素设

置 ,计算各判断矩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 ,得出各指

标的权重 ,进行一致性检验 ,最后逐层自上而下计算

组合权重。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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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浙西南地区适生的 20种参选速生阔叶树种 (无性系 )生长与特性调查

树种
树龄 /

a

胸径 /

cm

树高 /

m

蓄积量 /

(m3 ·hm - 2 )

年生长量 /

(m3 ·hm - 2 ·a - 1 )
适应性 用　　途

银荆 8 14170 8145 179136 22142 海拔 < 500 m,山地 可用于造纸、人造板、香菇栽培基质

南酸枣 12 15120 13100 298110 24184 海拔 < 1 000 m,山地 可用于造纸、人造板、家具、香菇栽培基质

秃瓣杜英 8 14150 7150 147104 18138 海拔 < 1 200 m,山地 可用于造纸、人造板、香菇栽培基质

马褂木 11 14130 12120 238123 21166 海拔 < 1 200 m,山地 可用于造纸、人造板、家具、香菇栽培基质

桤木 7 12160 12100 168184 24112 海拔 < 1 200 m,山地 可用于造纸、人造板、香菇栽培基质

香椿 7 11110 12140 161107 23101 海拔 < 1 200 m,山地 可用于造纸、人造板、香菇栽培基质

102 /74杨 8 29182 19140 384160 48108 海拔 < 500 m,河滩地 可用于造纸、人造板、家具、香菇栽培基质

35 /66杨 8 28184 19120 368140 46105 海拔 < 500 m,河滩地 可用于造纸、人造板、家具、香菇栽培基质

S371杨 8 28166 19110 324150 40156 海拔 < 500 m,河滩地 可用于造纸、人造板、家具、香菇栽培基质

T120杨 8 28171 19120 336100 42100 海拔 < 500 m,河滩地 可用于造纸、人造板、家具、香菇栽培基质

邓恩桉 14 19100 12140 453141 32139 海拔 < 500 m,肥沃山地 可用于造纸、人造板

赤桉 14 17160 12110 378126 27102 海拔 < 500 m,肥沃山地 可用于造纸、人造板

翅荚木 12 17100 12120 357170 29181 海拔 < 500 m,山地 可用于造纸、人造板、香菇栽培基质

闽粤栲 10 15110 8150 198157 19186 海拔 < 500 m,山地 可用于造纸、人造板、香菇栽培基质

毛红椿 8 14120 10140 194101 24125 海拔 < 800 m,肥沃山地 材质好 ,多用途

红椿 8 12190 11160 167184 20198 海拔 < 500 m,肥沃山地 材质好 ,多用途

东京野茉莉 12 14190 11100 230146 19121 海拔 < 1 000 m,山地 可用于造纸、人造板

台湾桤木 15 15160 13190 332110 22114 海拔 < 500 m,山地 可用于造纸、人造板、香菇栽培基质

苦楝 8 15139 7111 192189 24111 海拔 < 500 m,平原 可用于造纸、人造板、家具

川楝 8 9135 15165 238123 29178 海拔 < 500 m,平原 可用于造纸、人造板、家具

　　　　注 :银荆 Acacia dealbata L ink. ,南酸枣 Choerospondias axillaris (Roxb. ) Burtt et H ill,秃瓣杜英 Elaeocarpus glabripetalusMerr. ,马褂木 L irio2

dendron chinense (Hem sl. ) Sarg. ,桤木 A lnus crem astogyne Burkill,香椿 Toona sinensis (A. Juss. ) Roem, 102 /74杨 Populus deltoides Bartr. cl.‘102 /

74’, 35 /66杨 P. deltoides cl.‘35 /66’, S371杨 P. deltoides cl.‘S371’, T120杨 P. deltoides cl.‘T120’,邓恩桉 Eucalyptus dunnii Maiden,赤桉 E. ca2

m aldulensis Dehnhardt,翅荚木 Zenia insign is Chun, 闽粤栲 Castanopsis fissa Rehd. etW ils. ,红椿 Toona sureni (B l. ) Merr. , 毛红椿 Toona sureni var.

pubescens ( Franch. ) Chun, 东京野茉莉 S tyrax tonkinensis Craib ex Hartwichk, 台湾桤木 A lnus form osana Makino, 苦楝 M elia azedarach L. ,川楝 M e2

lia toosendan Sieb. et Zucc. 。

表 2 参选树种主要评价指标及其分级标准

指　　标
等 级 标 准

1 2 3 4 5

生长量 C1 /

(m3 ·hm - 2 )

≤1015

　

1015～15

　

15～2215

　

2215～30

　

≥30

　

立地要求 C2

　

可在Ⅰ类立地或滩涂

四旁造林

可在Ⅱ类立地造林

　

可在Ⅲ类立地造林

　

可在Ⅳ类立地造林

　

可 在 Ⅴ类 立 地

造林

抗寒性 C3 (冻害

温度 /℃)

≥ - 5

　

- 5～ - 7

　

- 7～ - 9

　

- 9～ - 11

　

≤ - 11

　

抗旱性 C4
对水分要求较高 ,适

应河滩地、谷地造林

适应水分条件较好的立

地造林

对水分要求不严格 ,

可在山地造林

耐旱性较好 ,可在山坡

上部及阳坡造林

抗旱性好 ,适应干

旱坡地造林

抗病虫性 C5 病虫害危害严重 病虫害危害较严重
有病虫害发生 ,对林

木生长影响较小
病虫害发生少 ,危害轻 病虫害个别发生

种苗来源 C6 采种困难 ,不易繁殖 采种不易 ,繁殖较困难 可采到种 ,繁殖较易 可采到种 ,繁殖易 采种容易 ,繁殖易

造林技术要求 C7 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低

萌芽更新能力 C8

　

无萌芽更新能力

　

萌芽更新能力差

　

萌芽更新能力较强

　

萌芽力强 ,可连续更新

2～3次

萌芽力强 ,可连续

更新 3次以上

纤维特性 C9 不适宜制浆 制浆效果不佳 适宜制浆 制浆特性较好 制浆特性好

木材多功能性 C10

　

只用于纤维板

　

可用于纤维板 ,香菇栽

培基质

可用于造纸、人造板、

香菇栽培基质

可用于造纸、人造板、家

具、香菇栽培基质

材质好 ,多用途

　

木材价格 C11 低于均价 20% 低于均价 5% ～20% 市场平均价格 高于均价 5% ～20% 高于均价 20%

　　注 :根据浙西南地区实际 , Ⅰ类立地坡度 < 26°,阳坡半阳坡 ,土层中层 (30～80 cm)以上 ; Ⅱ类立地坡度 < 36°,中下坡 ,土层中层 ; Ⅲ类立地

坡度 < 36°,土层中层的上坡 ; Ⅳ类立地坡度 < 45°,土层中层至薄层 ; Ⅴ类立地坡度 > 45°,土层薄层的岗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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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树种综合评价层次总排序及权重

树种特性
产量特性 B1 适应性 B2 造林更新特性 B3 经济特性 B4

01425 7 01342 0 01138 2 01094 0
权重 W j

生长量 C1 11000 0 01425 7

立地要求 C2 01483 2 01165 3

抗寒性 C3 01271 7 01092 9

抗旱性 C4 01156 9 01053 7

抗病虫性 C5 01088 2 01030 2

种苗来源 C6 01087 9 01012 2

造林要求 C7 01242 6 01033 5

萌芽更新能力 C8 01669 4 01092 5

纤维特性 C9 01122 0 01011 5

木材多功能性 C10 01229 7 01021 6

木材价格 C11 01648 3 01061 0

　　注 : C I = 01428 2 R I = 01813 7 CR = 01003 4

从表 3中可以看出 , CR 小于 011,可以接受。

各指标的权重为 :

W = { 01425 7, 01165 3, 01092 9, 01053 7,

01030 2, 01012 2, 01033 5, 01092 5, 01011 5,

01021 6, 01061 0}。其中年平均单位面积蓄积生长

量、立地要求、抗寒性、萌芽更新能力等因子为影响

目标选择的主要因子。

214 树种综合评价

21411　参选树种各指标得分情况 根据树种调查

情况 ,对照评价指标分级标准和评价方法 ,得出各参

选树种的各指标得分 (R ij )。详见表 4。

表 4 参选树种 (无性系 )主要性状指标得分 ( R ij )

树种
生长量

C1

立地要求

C2

抗寒性

C3

抗旱性

C4

抗病虫性

C5

种苗来源

C6

造林要求

C7

萌芽更新

能力 C8

纤维特性

C9

木材多功

能性 C10

木材价格

C11

银荆 3 3 2 3 3 3 2 3 3 3 3

南酸枣 4 3 5 4 3 4 4 3 3 4 4

秃瓣杜英 3 4 5 5 4 4 3 2 3 3 3

马褂木 3 3 5 3 4 3 3 4 3 4 4

桤木 4 3 5 2 3 4 4 3 3 3 3

香椿 4 3 5 3 3 4 3 3 3 3 4

102 /74杨 5 1 5 1 1 4 4 5 4 4 4

35 /66杨 5 1 5 1 1 5 4 5 4 4 4

S371杨 5 1 5 1 1 4 4 5 4 4 4

T120杨 5 1 5 1 1 4 4 5 4 4 4

邓恩桉 5 3 1 4 3 2 4 4 4 3 3

赤桉 4 3 1 4 4 2 4 4 4 3 3

翅荚木 4 3 2 4 4 4 4 5 4 3 3

闽粤栲 3 4 3 4 4 4 4 5 4 3 3

毛红椿 4 3 5 3 4 3 3 4 4 5 5

红椿 3 3 2 3 4 2 3 4 4 5 5

东京野茉莉 3 3 4 3 3 2 3 4 4 3 3

台湾桤木 3 3 4 3 3 2 4 3 3 3 3

川楝 4 1 4 3 4 4 5 5 3 4 4

苦楝 4 1 5 3 4 5 5 5 3 4 4

21412 参选树种排序 计算出各参选树种综合评

价值 N = ∑
m

j =1
W j ×R ij ,然后根据选择指标综合评价

值对参选树种进行排序 ,结果 (见表 5)看出 ,毛红

椿、杨树、邓恩桉、南酸枣、香椿、苦楝、翅荚木、桤木

等综合分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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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参选树种 (无性系 )的综合评价排序结果

树种
综合

分值

综合排

序结果
树种

综合

分值

综合排

序结果

毛红椿 31910 9 1 桤木 31603 6 11

35 /66杨 31876 0 2 川楝 31565 1 12

102 /74杨 31863 9 3 闽粤栲 31491 3 13

S371杨 31863 9 3 赤桉 31449 1 14

T120杨 31863 9 3 秃瓣杜英 31408 3 15

邓恩桉 31844 6 6 马褂木 31391 1 16

南酸枣 31793 5 7 红椿 31194 2 17

香椿 31684 7 8 东京野茉莉 31184 8 18

苦楝 31670 2 9 台湾桤木 31114 3 19

翅荚木 31658 8 10 银荆 21873 5 20

215 树种选定

根据层次分析综合评价结果 ,同时鉴于邓恩桉

耐寒性相对较差 ,难以实现规模化造林 ;苦楝不适于

营造大面积纯林 ,难以实现生产性造林 ;而杨树虽然

存在适生面积有限和病虫害严重等问题 ,但有些优

良无性系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超群的速生性 ,在

浙西南的河滩地、四旁地有较大的推广价值。因此 ,

建议选择毛红椿、南酸枣、香椿、桤木、杨树作为当前

浙西南速生工业原料林主要阔叶造林树种进行首批

推广 ,翅荚木可选择耐寒种源进行试验发展。这些

树种的主要习性和造林要求简要介绍如下 [ 24～30 ] :

21511 毛红椿 落叶大乔木 ,萌芽更新能力强 ,早

期速生性好。在浙西南有少量野生分布 ,阳性喜光

树种 ,喜温暖湿润气候 ,但适应性强 ,耐寒性好 ,能耐

- 15 ℃的低温 ,适宜海拔 800 m以下山地造林。在

浙西南龙泉市栽培 , 1年生苗木造林 ,株行距 115 m

×2 m,挖大穴 60 cm ×60 cm ×60 cm,施入基肥 ,加

强抚育管理 ,投入 112万元 ·hm - 2 ,两年后毛红椿高

达 6 m,胸径达 710 cm。毛红椿春季播种育苗 ,上山

造林的苗木要控制苗高或采用截干造林 ,以提高造

林成活率。

21512 南酸枣 落叶乔木 ,喜光 ,喜湿润 ,适生于

多种土壤 (酸性土、钙质土 ) ,在土层深厚、肥沃、疏

松的山地黄壤上生长迅速 ,生长量大 ;伐桩萌芽率

高 ,萌芽条生长快 ;适宜浙西南海拔 1 000 m以下的

山谷地造林。南酸枣作为速生工业原料林造林 ,密

度可选 115 m ×2 m,挖大穴 ,造林时截干 ,造林后及

时修枝 ,防止过早开杈 ;选择中等以上立地造林 ,前

4 a树高年生长量为 114～212 m ,胸径年生长量为

112～212 cm。

21513 香椿 珍贵的速生用材树种 ,喜光 ,喜温暖

湿润之气候 ,喜深厚肥沃的沙质壤土 ,可耐低温、水

湿、干热 ,不耐荫 ,适宜浙西南海拔 1 200 m以下山

地造林。香椿生长迅速 ,作为速生工业原料林造林 ,

选择速生的种源 ,造林密度 115 m ×2 m,每公顷

3 300株 ; 5～6 年生直径 8 cm 以上时首次间伐

30% ,到 10年生时全部采伐 ,然后进行萌芽更新 ,重

新培育工业原料林。香椿也可萌芽培育成菜用林 ,

生产春芽 ,也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21514 桤木 落叶乔木 ,原产四川全省、贵州北

部、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 , 20世纪 60年代引

种到浙西南地区 , 90年代开始大面积造林 ,适宜海

拔 1 200 m以下的山谷地和山垄田造林。在浙西南

庆元县造林 ,密度 115 m ×115 m,每公顷 4 400株 ,

每年抚育 2次 ,施肥 2次 ,连续进行 2 a, 3年生平均

树高 417 m、胸径 414 cm。

21515 杨树 早期速生 ,品种丰富 ,易无性繁殖 ,

但对立地要求较高 ,适宜在土层深厚、透水性好、肥

力中等以上的砂壤土栽植。据初步试验 , P1 del2
toides cl.‘A265 /27’、P. deltoides cl.‘A265 /31’等半

常绿杨在山垄田甚至缓坡山地也表现出了较强的适

应性。杨树在河滩地作为工业原料林造林 ,宜采用

1年生插扦苗造林 ,集约管理 ,株行距 2 m ×2～3 m ,

挖大穴 60 cm ×60 cm ×60 cm,施入基肥 ,每年施追

肥。丽水全市有河滩地近 2 000 hm
2

,退耕还林的山

垄田约 10 000 hm
2

,占全市发展工业原料林规划面

积的 1 /6,此外还有大量零星分布的四旁地 ,因此杨

树可以作为浙西南速生工业原料林的一个主要造林

树种。但造林时一定要注意立地和无性系选择 ,做

到适地适树 ,同时加强病虫害的测报和防治。

21516 翅荚木 我国南方新近发掘的一个特有珍

稀树种 ,适应性广、萌芽力极强、生长十分迅速 ,中南

林学院引种四旁造林的翅荚木 ,其生长速度甚至超

过 I263杨。由于其不同的种源抗寒性存在极显著差

异 ,通过选择耐寒种源 ,翅荚木可望成为浙西南极有

发展前景的速生工业原料林树种。翅荚木在浙西南

造林应该以培育短轮伐期工业原料林、菇木林为重

点 ,选择海拔 500 m以下的林地造林 ,减少低温冻害

造成的损失。

3 结语与讨论

(1)根据浙西南山区的气候、土壤、地形、交通

等条件和工业原料林建设的要求 ,速生工业原料林

的立地应以缓坡山地、退耕还林地、河滩圩地和四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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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为主。由于速生工业原料林轮伐期较短 ,往往采

用多轮萌芽更新 ,因此在这些立地条件下选择适宜

的优良树种 (种源或无性系 )是速生工业原料林培

育最经济、最有效 ,也是最重要的关键技术。

(2)根据工业用材的要求 ,以树种的木材产量

特性、适应性、造林特性和经济特性为速生工业原料

林阔叶树种选择的主要依据 ,确定年平均单位面积

蓄积生长量、抗寒性、抗旱性、抗病性、立地要求、种

苗来源、造林技术要求、萌芽更新能力、纤维特性、木

材多功能性、木材价格共 11个树种选择指标 ,以 5

分制作为分级标准 ,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个

指标权重。结果发现 ,年平均单位面积蓄积生长量、

立地要求、抗寒性、萌芽更新能力等因子是影响目标

选择的主要指标。

(3)根据选择指标的分值和权重 ,对实地调查

和资料检索确定的 20个参选树种 (无性系 )综合分

析表明 :毛红椿、杨树、邓恩桉、南酸枣、香椿、苦楝、

翅荚木、桤木等综合分值较高。结合这些树种特性

和目前在浙西南的推广应用情况 ,建议选择毛红椿、

南酸枣、香椿、桤木、杨树作为首批推广 ,翅荚木可选

择耐寒种源进行试验发展。

(4)浙西南山区树种资源非常丰富 ,本次研究

主要依据前人的资料和本地的初步试验结果 ,有许

多树种有待进一步研究开发 ,如光皮桦 (B etu la lum i2
n ifera H. W inkl. )、杂 交 马 褂 木 ( L. ch inense

(Hem sl. ) Sarg. ×L. tu lipifera L. )、响叶杨 ( P. ad2
enopoda Maxim )等。因此 ,要深入发掘当地乡土速

生树种 ,积极引进外地优良树种 ,把良种与良法科学

结合运用 ,使浙西南速生工业原料林建设上一新

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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