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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揭示南亚热带不同密度和立地条件下杉木人工林蓄积量发育规律。［方法］以广西大青山３６ａ生

杉木密度试验林为研究对象，分析Ａ（１６６７株·ｈｍ－２）、Ｂ（３３３３株·ｈｍ－２）、Ｃ（５０００株·ｈｍ－２）、Ｄ（６６６７株·

ｈｍ－２）、Ｅ（１００００株·ｈｍ－２）５种初植密度杉木人工林总蓄积、活立木蓄积动态变化。［结果］初植密度与立地对
林分活立木蓄积生长的影响与总蓄积一致。中幼龄阶段林分总蓄积与初植密度和立地正相关，初植密度愈高，

立地指数愈大，林分蓄积生长量愈大；但１５ａ后中等密度林分总蓄积最大。林分蓄积连年生长高峰随密度增大
而愈早；平均生长达高峰后下降，密度越大下降越早、下降趋势越明显；林分蓄积连年生长量、平均生长量大多分

别在１０、１４ａ达到高峰，林分蓄积生长率降到３％时林龄为１９ ２５ａ。［结论］随初植密度增大，立地指数对林分
总蓄积的影响程度减弱。若以蓄积生长量最大为培育目标，１６指数级以 Ｃ密度为最适宜造林密度。南亚热带
杉木林首次间伐、最后间伐、主伐时间分别为１０、１４、２５ａ；主伐林龄不宜早于１９ａ，且初植密度愈低主伐林龄更
晚，Ａ、Ｂ密度林分的主伐林龄可推迟到２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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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树种或林型的木材生产潜能取决于立地质
量和林分密度。目前，针对许多针叶树种、阔叶树种

开展了林分密度或立地效应研究［１－９］。杉木（Ｃｕｎ
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Ｌａｍｂ）．Ｈｏｏｋ．）是我国南方亚
热带重要乡土速生针叶用材树种［１０］。杉木人工林

密度与立地效应研究开展较早，重点集中在密度或

立地控制下林分树高、胸径、材积生长量、直径分布、

自然稀疏规律、生长模拟预测等响应研究［１１－１８］。刘

景芳和童书振等对杉木中带、南带、北带林分生长的

密度与立地早期作用规律进行了系统分析［１３］，发现

造林密度、间伐保留密度及立地指数显著作用于杉

木林生长过程。已有研究大多是基于临时样地或林

分生长发育中幼龄阶段，且研究区域主要为中亚热

带，而在同样为杉木主产区的南亚热带，杉木林分生

长的密度与立地效应的长期定位研究尚为空白。鉴

于此，本研究基于广西凭祥３６ａ生杉木密度试验林
定位观测数据，对杉木人工林林分蓄积生长量的长

期密度与立地作用规律进行了研究，以期揭示南亚

热带杉木林长期密度与立地效应，为区域杉木林高

效培育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区位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实验

中心伏波林场，位于广西凭祥市境内（１０６°４３′Ｅ，
２２°０６′Ｎ），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湿润半湿润气
候。海拔５００ｍ，低山，坡度２５° ３０°；母岩为花岗
岩，土壤为红壤；光照条件极好，降水充沛，但夏湿冬

干，１０月至次年３月为干季，４—９月为湿季；年平均
气温１９９℃，年均降水量 １４００ｍｍ，年均蒸发量
１２００ｍｍ。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样地设置　大青山杉木密度试验林由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设置于国家“六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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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攻关期间，在１９８２年春采用１ａ生杉木裸根苗营
造，５种初植密度，分别为１６６７、３３３３、５０００、６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株·ｈｍ－２（株行距分别为２ｍ×３ｍ、２ｍ×
１５ｍ、２ｍ×１ｍ、１ｍ×１．５ｍ、１ｍ×１ｍ，分别记为
Ａ、Ｂ、Ｃ、Ｄ、Ｅ）。采用随机区组排列，每个密度设置３
块样地（Ａ１、Ａ２、Ａ３，Ｂ１、Ｂ２、Ｂ３，Ｃ１、Ｃ２、Ｃ３，Ｄ１、Ｄ２、Ｄ３，
Ｅ１、Ｅ２、Ｅ３），共１５块样地，每块样地面积为６００ｍ

２

（表１）。每个小区周围各栽植２行相同密度的杉木
作为保护带。

表１　试验样地基本情况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ｐｌｏｔｓ

样地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ｓ

初植密度

Ｉｎｉｔｉ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
（ｔｒｅｅｓ·ｈｍ－２）

年龄

Ａｇｅ／ａ

调查次数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ｉｍｅｓ

立地指数级

Ｓｉｔｅｉｎｄｅｘ
ｃｌａｓｓ／ｍ

Ａ１ １６６７ １ ３６ ２０ １４
Ａ２ １６６７ １ ３６ ２０ １８
Ａ３ １６６７ １ ３６ ２０ １６
Ｂ１ ３３３３ １ ３６ ２０ １６
Ｂ２ ３３３３ １ ３６ ２０ １４
Ｂ３ ３３３３ １ ３６ ２０ １６
Ｃ１ ５０００ １ ３６ ２０ １６
Ｃ２ ５０００ １ ３６ ２０ １０
Ｃ３ ５０００ １ ３６ ２０ １６
Ｄ１ ６６６７ １ ３６ ２０ １８
Ｄ２ ６６６７ １ ３６ ２０ １６
Ｄ３ ６６６７ １ ３６ ２０ １４
Ｅ１ １００００ １ ３６ ２０ １６
Ｅ２ １００００ １ ３６ ２０ １０
Ｅ３ １００００ １ ３６ ２０ １８

１．２．２　测树因子调查　在杉木固定样地内，对每株
杉木进行挂牌记号，每年停止生长后进行调查。林

分１９８２—１９９１年 １０ａ间逐年调查，１９９１年（１２ａ
生）后分别于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１９９７、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进行了调查。３ ４ａ生
时，每年测定每木树高；５ ６ａ生时，每年测定每木
树高、冠径及树高达１．３ｍ以上的胸径；７ａ生开始，
每年测量每木树高、胸径、冠径及枝下高；林分达１０
ａ生开始，除检尺每木胸径外，每个小区改测５０株
的树高，冠径和枝下高。在每个小区的上、中、下坡

位各选２株优势木，将这６株优势木的平均高作为
该林分优势木平均高（上层高），如上一观测年度选

定的优树枯死或其它原因缺失，则在原选定优势木

附近选择一株上层木作为替补；林龄２０ａ时，以６株
优势木平均高作为小区立地指数级值。截至 ２０１５
年，连续定位测定至林龄３６ａ，期间未进行间伐。
１．２．３　数据分析处理　用 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１９等软件

进行数据处理，用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１０．０等软件制作图形。
胸径以２ｃｍ为１个径级，林分平均胸径采用林分内
测得单株胸径的均方值，林分平均树高采用林分内

测得树高的算术平均高。采用部颁杉木二元立木材

积表经验式，先求出平均单株材积，再乘以小区株

数，即为小区材积，然后换算为每公顷总蓄积。总蓄

积含活立木蓄积和枯损木材积。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林分密度对林分总蓄积影响
２．１．１　初植密度对林分总蓄积及活立木蓄积的影
响　从图１及表２可以看出，不同初植密度林分总
蓄积及活立木蓄积总体上随林龄增加呈增长趋势，

且前期增长迅速，后期Ｄ、Ｅ两种高密度林分蓄积量
增长趋缓，而相对低的Ａ、Ｂ、Ｃ等３种低中密度林分
蓄积量后期仍表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初植密度对

林分蓄积量具有明显的影响。１５ａ前，林分蓄积量
总体上随着林分初植密度的增大而增加，Ｄ、Ｅ两种
高密度林分蓄积量始终高于其它３种密度；林分达
１５ａ后，中密度的 Ｃ密度林分蓄积量表现为最高。
当林分达到３６ａ时，１６立地指数级林分总蓄积表现
为Ｅ１＜Ｄ２＜Ａ３＜Ｂ３＜Ｃ３，分别达 ２８３．６４０９、３３１．
４５６１、３６１．３１３２、４１６．９４９１、５０４．５８１１ｍ３·ｈｍ－２，
Ａ、Ｂ、Ｃ３种中低密度林分蓄积量要明显高于 Ｄ、Ｅ２
种高密度林分。

从林分蓄积量年平均生长量动态变化可知（图

１），１５ａ前，林分初植密度越大，林分蓄积量年平均
生长量随林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愈明显，且年平均

生长量最大值越大，而林分蓄积量年平均生长量维

持较大值的时间随初植密度的增大而降低，即初植

密度越低的林分能维持一个较长时间段的快速

生长。

图２、图３、图４分别描述了立地指数１０、１４、１８
ｍ时不同初植密度林分蓄积动态变化情况。从图２
可知，１０指数级时Ｃ、Ｅ两种初植密度林分均在２０ａ
生时林分蓄积达最高值，但最高密度的 Ｅ林分最大
蓄积量要高于 Ｃ密度。当立地指数为１４ｍ时，与
１６指数级相似，Ａ、Ｂ、Ｄ等３种不同初植密度林分蓄
积量在１５ａ前增长较快，１５ａ后增长趋缓；相对高
的Ｄ密度林分总蓄积及活立木蓄积量要明显高于相
对低的Ａ、Ｂ两种密度，且３６ａ生时，Ｄ密度林分枯
损木材积明显高于 Ａ、Ｂ两种密度。当立地质量达
１８指数级时，Ａ、Ｄ、Ｅ３种密度林分在后期能达到的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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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蓄积量十分接近，初植密度越高的林分蓄积量

越早达到最高值。显然，随着立地指数级的提高，林

分总蓄积量与活立木蓄积量越高。

图１　１６立地指数级不同初植密度林分总蓄积（Ａ）及平均生长量（Ｂ）动态变化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ｗｏｏｄｖｏｌｕｍｅ（Ａ）ａｎｄｍｅａｎ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Ｂ）ｏｆｓｔａｎｄｓ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ａｔ１６ｓｉｔｅｉｎｄｅｘｃｌａｓｓ

图２　１０立地指数级不同初植密度林分总蓄积的动态变化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ｗｏｏｄｖｏｌｕｍ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ｓｔａｎｄ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ａｔ１０ｓｉｔｅｉｎｄｅｘｃｌａｓｓ

图３　１４立地指数级不同初植密度林分总蓄积的动态变化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ｗｏｏｄｖｏｌｕｍ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ｓｔａｎｄ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ａｔ１４ｓｉｔｅｉｎｄｅｘｃｌａｓｓ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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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８立地指数级不同初植密度林分总蓄积的动态变化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ｗｏｏｄｖｏｌｕｍ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ｓｔａｎｄ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ａｔ１８ｓｉｔｅｉｎｄｅｘｃｌａｓｓ

　　从表２可知，１６立地指数级时，初植密度最大
的Ｅ密度与其它林分活立木蓄积的差异随着林龄增
长逐渐变小。在幼龄时（５ａ生），初植密度对林分
活立木蓄积影响最明显；１５ａ后，初植密度对林分间

活立木蓄积相对差异的影响减小，但在成熟龄３６ａ
生时，初植密度对林分活立木蓄积的最大影响程度

能达３７％。

表２　１６立地指数级不同初植密度林分活立木蓄积比较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ｔｒｅｅｓｗｏｏｄｖｏｌｕ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ａｎｄ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ａｔ１６ｓｉｔｅｉｎｄｅｘｃｌａｓｓ

林龄

Ｓｔａｎｄａｇｅ
／ａ

活立木蓄积

Ｌｉｖｉｎｇｔｒｅｅｓｗｏｏｄｖｏｌｕｍｅ／（ｍ３·ｈｍ－２）
Ａ３ Ｂ３ Ｃ３ Ｄ２ Ｅ１

活立木蓄积比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ｔｒｅｅｓｗｏｏｄｖｏｌｕ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ａｍｐｌｅｐｌｏｔｓ
Ｅ１／Ａ３ Ｅ１／Ｂ３ Ｅ１／Ｃ３ Ｅ１／Ｄ２

５ ２．８１ ２．５４ ４．１９ １１．０４ １１．８１ ４．２０ ４．６５ ２．８２ １．０７
１５ １５３．１７ ２１１．２３ ２５９．２２ ２４８．９３ ２０８．４５ １．３６ ０．９９ ０．８ ０．８４
２０ ２０６．７４ ２７５．０９ ３２１．８６ ３１３．２５ ２７９．５８ １．３５ １．０２ ０．８７ ０．８９
２６ ２６１．８９ ３２５．６ ３８６．３６ ３１１．９５ ２３７．６ ０．９１ ０．７３ ０．６１ ０．７６
３６ ３２８．０９ ３７９．７２ ４５２．５２ ２７３．９６ ２８３．６４ ０．８６ ０．７５ ０．６３ １．０４

２．１．２　初植密度对林分总蓄积连年生长量的影响
　从表３可看出，林分总蓄积连年生长量多在１０ａ
时达到高峰，最早７ａ，最晚１１ａ，由此判断第一次间
伐应在１０ａ前完成，最晚不超过１１ａ；Ａ、Ｂ、Ｃ等３
种初植密度林分蓄积连年生长量高峰出现时间基本

相近，而Ｄ密度，尤其是 Ｅ密度林分连年生长量高
峰出现时间更早，这表明林分连年生长量高峰出现

的林龄随密度的增大出现得愈早，密度越大第一次

间伐时间越早。总蓄积平均生长量达到高峰（即数

量成熟）的年龄多为１４ａ，最早１２ａ，最晚１５ａ，指示
最后一次间伐应在１４ａ前完成；如以总蓄积生长率
下降到３％作为评判蓄积生长量增幅实质性减缓的
依据［１３］，各试验小区达到的林龄为 １９ ２５ａ（表
３），且相对低密度的Ａ密度和Ｂ密度林分在总蓄积
生长率下降到３％时林龄要明显高于Ｃ、Ｄ、Ｅ等３种
密度林分。

表３　各小区总蓄积连年生长量、平均生长量达到高峰与生长率降到３％的林龄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ａｇｅｗｈｅｎＣＡＩａｎｄＭＡＩｏｆｔｏｔａｌｗｏｏｄｖｏｌｕｍｅｐｅａｋ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ｄｒｏｐｐｅｄｔｏ３％

样地 Ｐｌｏｔｓ Ａ１ Ａ２ Ａ３ Ｂ１ Ｂ２ Ｂ３ Ｃ１ Ｃ２ Ｃ３ Ｄ１ Ｄ２ Ｄ３ Ｅ１ Ｅ２ Ｅ３
连年生长高峰林龄ＴｉｍｅｗｈｅｎＣＡＩｐｅａｋｅｄ／ａ １０ １０ １１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１ １０ １０ １０ ８ １０ １０ ７ ７
平均生长量高峰林龄ＴｉｍｅｗｈｅｎＭＡＩＰｅａｋｅｄ／ａ １４ １２ １５ １４ １４ １５ １４ １４ １５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生长率下降到３％的林龄Ｔｉｍｅｗｈｅｎ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ｄｒｏｐｐｅｄｔｏ３％ ／ａ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３ ２２ ２５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２ ２２ １９

２．２　立地指数对林分总蓄积生长量的影响
从１６与１４指数级的 Ｂ１与 Ｂ２、Ｄ２与 Ｄ３小区

林分总蓄积随林龄的变化可知（图 ５），相同林龄

时，立地指数级越高，林分总蓄积越大。仅发现在

林龄３６ａ时，１４指数级的 Ｄ３的总蓄积超过１６指
数级的 Ｄ２，这可能与 Ｄ２样地在试验地边缘地带，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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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试验样地遭受部分人为破坏所导致。１５ａ前，
无论初植密度为３３３３株·ｈｍ－２还是 ６６６７株·
ｈｍ－２，１６指数级林分总蓄积随林龄增加而增大的
趋势较１４指数级林分更明显，即立地指数越高的
林分，其总蓄积在中幼龄时期的增长速率越大。此

外，可以发现，同样相差一个立地指数级，Ｂ密度林
分总蓄积受立地的影响程度较 Ｄ密度更深，这表
明，立地指数对相对低初植密度林分总蓄积的影响

程度更大，而随着初植密度的增大，立地指数对林

分总蓄积的影响程度减弱。

图５　不同立地指数级Ｂ密度小区（Ｂ１、Ｂ２）、Ｄ密度小区（Ｄ２、Ｄ３）林分总蓄积的动态变化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ｐｌｏｔｓｗｉｔｈ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Ｂ１、Ｂ２）ａｎｄＤ（Ｄ２、Ｄ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ｔｅｉｎｄｉｃｅｓ

２．３　活立木蓄积年平均生长量与单株平均材积达
到峰值的年龄

　　通过比较单株平均材积、林分活立木蓄积年平
均生长量动态变化情况（表４），发现除 Ｃ３外，绝大
多数林分的单株材积平均生长量达到最大值的年龄

均为３６ａ，说明在南亚热带，杉木单株材积平均生长
量在成熟龄前仍具有良好的生长潜力。林分活立木

蓄积年平均生长量达到最高峰的年龄最早为 １１ａ
（Ｄ２），最晚为２４ａ（Ａ３、Ｂ３、Ｃ３），８０％的林分活立木
数量成熟龄在１８ａ前达到，且提示主伐的时间节点
最晚为２４ａ，且在同一造林密度时，立地指数高的林
分活立木蓄积平均生长量高峰的林龄大多高于立地

指数低的林分。

表４　单株材积及林分活立木蓄积年平均生长量达到高峰的林龄
Ｔａｂｌｅ４　Ｓｔａｎｄａｇ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ｏｔｓｗｈｅ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ｍｅａｎ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ｔｒｅｅｓｗｏｏｄ

ｖｏｌｕｍｅｒｅａｃｈｅｄｍａｘｉｍｕｍｖａｌｕｅ

林分因子Ｓｔａｎｄｆａｃｔｏｒｓ
平均生长量高峰林龄 Ｓｔａｎｄａｇｅｗｈｅｎｍｅａｎ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ａｃｈｅｄｍａｘｉｍｕｍｖａｌｕｅ／ａ

Ａ１ Ａ２ Ａ３ Ｂ１ Ｂ２ Ｂ３ Ｃ１ Ｃ２ Ｃ３ Ｄ１ Ｄ２ Ｄ３ Ｅ１ Ｅ２ Ｅ３
单株平均材积 Ｍｅａｎｓｔｅｍｖｏｌｕｍｅ ３６ ３６ ３６ ３６ ３６ ３６ ３６ ３６ ３０ ３６ ３６ ３６ ３６ ３６ ３６
活立木蓄积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ｒｅｅｓｖｏｌｕｍｅ １４ １８ ２４ １４ １４ ２４ １８ １４ ２４ １４ １１ １８ １４ １４ １８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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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人工林生产力的提高有赖于其合理的林分结

构。林分密度是合理林分结构的数量基础，而各时

期的林分密度本身又取决于造林时的初植密度、自

然稀疏或间伐等因素。林分总蓄积是林分生产力的

集中表现。已有研究表明，初植密度较大林分的连

年生长量，在较小年龄时大于较疏林分，但在较大年

龄时小于较疏林分［１７］。本研究发现，在同一立地指

数时，随着初植密度的增加，林分总蓄积随着林龄增

长总体呈先明显增加后增长减缓的变动趋势，中等

密度的Ｃ密度即５０００株·ｈｍ－２造林密度林分在３６
ａ生时表现出了最高的总蓄积和活立木蓄积生长
量，这可能是因为南亚热带中等密度更能适应杉木

林分发育规律，可使单株蓄积与保留株数逐步达到

最佳的组合效果；同时亦表明，在一定的林龄范围内

比较一组不同密度的林分，总是密度大的蓄积量高，

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这个最高密度会被相邻的

较低密度的林分替代，这与盛炜彤相关论述相

一致［１０］。

基于固定样地连续多年观测数据，本研究发现，

立地质量明显影响了林分蓄积中幼龄期生长速率及

近成熟与成熟期生长量，立地指数愈高的林分具有

更快的早期生长速率及后期总生长量，这与立地质

量促进林分形成并决定林分内林木径级大小的研究

相统一［１６，１８］，且立地效应大小受初植密度高低的影

响，立地质量对初植密度相对低的林分具有更大的

作用效果，表明林分生长存在明显的立地与初植密

度的交互作用。

本试验中位于南亚热带气候区的１５块不同密
度、立地的固定样地林分总蓄积平均生长量达到高

峰年龄多为１４ａ，此时，林分蓄积生长率为５．７％
１４．４％，还有较高生长潜力，这可能表明南亚热带杉
木人工林具有较好的后期生长潜力，因此单纯以数

量成熟龄确定主伐年龄不够科学。参照我国早期做

法［１３］，总蓄积生长率下降到３％时，１５块固定样地
的林龄为１９ ２５ａ，而活立木蓄积均在２４ａ前达到
数量成熟龄，且低密度的Ａ密度和 Ｂ密度在总蓄积
生长率下降到３％时林龄要明显高于Ｃ、Ｄ、Ｅ等３种
密度，这说明南亚热带杉木林主伐林龄不宜早于１９
ａ，且造林密度愈低的林分主伐林龄更晚，相对低造
林密度的每公顷１６６７株及每公顷３３３３株林分的
主伐林龄可推迟到２５ａ，与中亚热带杉木人工林相

比［１８］，南亚热带杉木林分主伐林龄相对更早。

４　结论
通过对位于广西凭祥市的３６ａ生杉木密度试

验林的长期定位观测，对南亚热带杉木人工林蓄积

生长量的密度与立地效应进行了研究，得到３点主
要结论：

（１）初植密度与立地对林分活立木蓄积生长的
影响与总蓄积一致，在１５ａ前近乎呈线性增长，１５ａ
后增长趋缓；初植密度愈高，林分蓄积尤其是早期蓄

积生长量愈高，立地指数愈大林分蓄积生长量愈大；

以蓄积生长量最大为培育目标，１６指数级时中等初
植密度的Ｃ密度（５０００株·ｈｍ－２）为最适宜造林密
度。立地指数越高的林分，其总蓄积在中幼龄时期

的增长速率越大，且其对林分总蓄积的影响程度而

随着初植密度的增大而减弱。

（２）林分连年生长量高峰出现时间随密度的增
大出现得愈早，第一次间伐应在１０ａ前完成，最晚
不超过１１ａ，而最后一次间伐应在１４ａ前完成。

（３）南亚热带杉木林主伐林龄不宜早于１９ａ，且
初植密度愈低的林分主伐林龄更晚，相对低造林密

度的每公顷１６６７株及每公顷３３３３株林分的主伐
林龄可推迟到２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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