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5 卷第
1 9 9 5 年 1 2

水 土保持通 报 V o l
.

1 5 阅 0
.

6

鬓

皆伐萌孽更新是改造刺槐林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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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刺槐是我国中西部重要的水土保持林树种
。

由于滥伐和管理问题致使大面积的刺槐

人工林虽有生态效益
,

但经济效益很低
。

经我们在长武王东沟试验区多年试验研究表明
:

皆伐

萌粟更新是改造低产值刺槐林的有效途径
。

关锐词 刺槐林 皆伐 萌菜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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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槐
,

又名洋槐
,

是黄土高原的森林带和森林草原带南部重要的水土保持造林树种
。

刺槐

原产南美
,

20 世纪初引入我国后
,

由于它适应性强
,

生长快
,

繁殖容易等特点
,

很适宜作为荒山

绿化的先锋树种
,

目前在我国中西部的山西
、

陕西
、

河南
、

甘肃等省均有大面积栽培
.

刺槐的用

途很广
,

除了材质坚硬
,

水土保持效益高
,

可作为用材林和防护林栽种外
,

还是很好的薪炭林
、

饲料林和蜜源林
。

萌雍力强是刺槐生态生物学特性中的另一重要特征一株成年的刺槐树伐倒后
,

不管是否

将其主根挖出
,

伐桩周围的萌萦苗多达 10 ~ 30 株以上
,

当将大部分萌菜苗清除后
,

按一定株行

距选留下来的壮苗
,

生长快速
,

当年苗高可达 2~ 4 m
.

我们利用刺槐的这一生长特性
,

1 9 8 8年以

来
,

在长武县洪家乡王东村陆续更新改造刺槐林 17h m , ,

取得 了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

其中

部分 6~ 7年生萌戴植株树高> 7 m
,

胸径> sc m
,

已长成椽材可以间伐利用
。

收稿 日期
:
1 9 9 5一 0 9一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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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伐萌萦更新是改造刺槐林的有效途径

1 皆伐萌孽更新的主要技术措施

皆伐萌萦更新的技术措施较为简单
,

因而便于广大农民接受并推广实施
。

所谓皆伐即是将

林地上的刺槐不分大小全部伐倒
,

清理完迹地后立即封育起来
,

然后依靠萌萦苗更新
。

皆伐萌

孽更新技术成败的关键之一是保护好采伐迹地
,

1一 3年内严禁放牧
,

特别应注意防止羊只的啃

食
;
我们有一片试验地不慎遭羊只啃食

,

当年的平均株高仅 0
.

78 m
,

为周边少数幸免羊啃萌萦

表 l 刺槐萌粟幼林密度表

摊摊以
,

份
\
}}} 间苗次数数 株行距 (m ))) 密度(株 / h m

Z )))
例例 附 L

干 少少少少少

11111 222 l又 111 9 1 0 0~ 1 0 0 0 000

22222 lll 1
.

5 X 1
.

555 4 2 5 0~ 4 6 5 000

33333 lll 2
.

0 X 2
.

000 1 1 5 0 ~ 2 5 5 000

44444 lll 2
.

5 X 2
.

555 1 5 0 0 ~ 1 8 0 000

苗平均株高 3
.

o m 的 1 /4
。

关键之二是及时

清除多余萌萦苗
,

并按一定株行距选留培

育壮苗
。

如上所述
,

刺槐的根萦力很强
,

若

不及时将大量消耗营养物质的无效萌粟苗

清除
,

必将影响保存萌粟苗的快速生长
。

试

验资料表明
,

同一沟坡经过除萌的萌靡苗

较未处理 者
,

平均株高相差 lm 以上
。

萌萦

苗的长势与密度及伐桩的距离有一定联系
,

一般 以伐桩附近长出的萌萦苗最为健壮
,

但如果能

控制好密度
,

即使远离伐桩的萌桑苗也能培育成壮苗
。

由于密度直接影响到萌孽苗的生长量
,

及时清除无用的萌孽苗
,

按年限调整密度 已成为刺槐萌桑幼林抚育的关键
。

一般要求皆伐当年

间伐抚育 2次
,

第一次在 7月
,

第 2次在 10 月
,

以后每年抚育 1次
,

直至第4年幼林完全郁闭
。

刺槐萌

粟幼林前 4年时平均株高 已达 5 ~ 6 m
,

密度是按成林的要求提出的
。

表 2 刺槐皆伐迹地伐桩的不 同处理方式对幼苗生长量的影响

年年度度 挖 根根 没挖根根 断 根根

(((年 ))))))))))))))))))))))))))))))))))))))))))))))))))))))))))))))))) 树树树高(m ))) 胸径 (e m ))) 树高 (m ))) 胸径 (e m ))) 树高 (m ))) 胸径 (cYn )))

111 9 8 888 2
.

3 111 1
.

0 222 2
.

8 777 1
.

9 555 2
.

4 777 1
.

2 111

111 9 9 111 4
.

2 000 3
.

1 111 4
.

3 000 3
.

4 999 4
.

3 666 3
.

2 888

111 9 9 444 5
.

1 999 4
.

5 666 5
.

0 777 4
.

5 888 5
.

6 555 4
.

8 000

2 刺槐萌票植株幼林期的生长特性及立地条件的影响

沟坡刺槐萌孽林早期的快速生长为该技术的全面推广
,

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

首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刺槐人工林采伐迹地伐桩的不同处理对择优选留萌集植株生长量

的影响
。

我们在王东沟小流域杏牛沟中下部阳坡分别设置了皆伐后挖出主根
,

没挖根和切断主

侧根等3种处理
,

经过连续 7年的观测
,

不同处理萌萦植株的生长量如表 2所示
,

各处理间由于生

境的基本一致
,

故生长量的差异并不明显
,

前两年以不挖根处理的生长量最大
,

径生长量较 另

两种处理高出38 %一 48 %
。

随着树龄的增长
,

各处理间的差异逐步缩小
,

而且在顺序上有所变

动
,

到第 7年以断根处理的生长量最高
,

树高生长高出8 % ~ 10 %
,

径生长高出5 %
,

而挖根与没

挖根处理间的生长量相差甚微
。

在大面积实施该项技术措施时
,

为减少劳务开支
,

不用将伐桩

挖出
,

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
。

1 9 9 3年我们对 皆伐迹地预先选 留的萌桑植株第一年的季节生长动态进行了连续观测
,

其

结果如图1
、

图 2所示
。

根据图上的生长 曲线我们可以看 出
,

位于沟谷内的萌集苗 6月下旬至 7月

下旬为萌萦植株高生长的旺盛期
,

月均生长量高达 1
.

3 m
,

而径生长的旺盛期迟于高生长
,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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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萌雍植株 皆伐当年树高生长的动态曲线 图 2 萌萦植株皆伐当年径生长的动态曲线

在8月上旬至9月上旬 (其中阴坡至8月下旬 )
,

月

生长量亦达 0
.

9一 1
.

sc m
。

7月初至8月初径生长

出现一停滞期
,

月均生长量仅 0
.

3 ~ 0. 4c m
,

其

中阳坡更为明显
。

径生长在不同坡向上的差异

明显 大于高 生长
,

其 总 生长量 阴坡 较 阳坡 低

1 6 %
。

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刺槐 为一阳

性树种
,

萌萦初期在水分条件基本得到满足的

条件下
,

阳坡的光照和热量条件对其生长有利
,

到了第 3年后水分条件逐渐成为主要限制因子
,

阳坡萌孽植株的生长量明显不如阴坡和半阴坡

(表 3 )
,

到第 6年时阳坡萌萦植株的高度和胸径

仅为阴坡 的75 %一 78 %
。

土壤湿度的季节变化

使上述分析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

如图3所示
,

3年

生阳坡萌萦林和 2年生阴坡萌萦林的土壤湿度

平均相差 7
.

3 %
,

雨季前的差异更为明显 (8 %一

1 2 % )
。

广、、

l 尹、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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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坡向Zm 土层萌粟林的平均含水量

表 3 不同坡向刺槐萌粟植株生长量的比较

坡坡向向 平均树高 (m ))) 平均胸径 (c m )))

第第第2年年 第4年年 第6年年 第2年年 第4年年 第6年年

阳阳坡坡 3
.

8 333 4
.

3 000 4
.

9 888 3
.

2 222 3
.

4 999 4
.

4 888

半半阴坡坡 2
.

5 444 4
.

8 777 6
.

4 333 2
。

5 222 3
.

8 333 5
。

5 888

阴阴坡坡 3
.

7 888 5
.

7 111 6
.

6 777 2
.

2 888 4
.

9 777 5
.

7 444

刺槐萌萦植株 由于生理树龄高于同龄实生苗
,

故生长第 2年即普遍开花结实
,

但据我们多

年连续观测
,

提前开花结实基本不影响萌萦植株早期的快速生长
,

尤其在 阴坡更不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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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刺槐萌菜植株生长量的预测模型

为了进一步 比较萌萦植株与同一小流域移苗造林植株在 生长量上的差异
,

我们采用 由控

制论发展而来的灰色 系统理论
,

用 G M (1
,

l) 模型作了预测 比较
,

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

表 4

所列的刺槐萌孽植株实测值与预测值的后验差检验结果
,

q %和 尸
,

C 值均在允许误差范围内
,

预测精度达最高级 (G。〕D )
。

表 4 刺槐萌萦植株 G M (1
,
l )模型后验差检验

坡坡向向 树龄龄 树 高 (m ))) 胸 径 (cIn )))

(((((年 ))))))))))))))))))))))))))))))))))))))))))))))))))))))))))))))))))))))))) 实实实实测值值 预测值值 q %%% 实测值值 预测值值 q %%%

阴阴坡坡 222 3
.

7 888 4
.

3666
lll

2
.

2 888 2
.

7 999 一 2 2
.

4 666
3333333 5

.

3 666 4
.

9 000 一 1 5
.

3 666 3
.

0 777 3
.

4 111 一 1 1
.

2 222

4444444 5
.

7 111 5
.

5 000 8
.

6 111 4
.

9 777 4
.

1 888 1 5
.

3 666

5555555 6
.

3 666 6
.

1 888 3
.

6 222 5
.

5 111 5
.

1 000 7
。

3 333

6666666 6
.

6 777 6
.

9 444 2
.

8 000 5
.

7 444 6
.

2 444 一 8
.

7 888

一一一一一一 4
.

1 222222222

阳阳坡坡 222 3
。

8 222 3
.

8 333 一 8
.

1 888 2
.

2 888 2
.

5 777 一 1 2
.

6 444

3333333 4
.

0 111 4
.

0 777 一 1
.

3 888 2
.

9 888 2
.

9 111 2
.

3 111

4444444 4
.

3 000 4
.

3 222 一 0
.

4 444 3
.

4 999 3
.

3 000 5
.

4 444

5555555 4
.

6 888 4
.

5 999 1
.

9 666 3
.

7 444 3
.

7 444 一 0
,

0 222

6666666 4
.

9 888 4
.

8 777 2
.

1 222 4
.

4 888 4
.

2 444 5
.

3 555

7777777 5
.

0 777 5
.

1 888 2
.

1 444 4
.

5 888 4
.

8 111 一 4
.

9 555

二
一 一 一

一

lO

树阶吸年 )

! 2 ! 4 1 6

品{
年

.

图4 阳坡萌桑林与实生林总生产量 图5 阴坡萌雍林与实生林总生长量

预测模型的比较 预测模型的比较

图4与图5为刺槐萌粟植株与移苗造林植株总生长量预测模型的比较
,

两者的生长 曲线在

前 16 年差距甚大
,

尤其在阴坡
,

8年生树高8
.

76 m
,

胸径 9
.

3 4c m
,

均已达到小径材成材标准
,

而实

生林仅为萌孽林树高与胸径的78 %与44 %
。

预计后者的成材年限较前者晚4 一 8年
。

阳坡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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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预 测模型与 阴坡略有差异
,

主要是 萌萦植株的高生长量低于 移栽造林植株
,

平均差额为

2。写
,

然而 其径生长 量
,

萌雍林仍远 大于 实生林
,

平均差额达 38 %
,

16 龄时萌萦林 的胸径

(1 4
.

8 6 em )为实生林 6
.

7 7e m 的2
.

2倍
.

4 推广效益预测和结论

综上所述
,

皆伐萌雍更新技术确实为改造低产值刺槐防护林的有效途径
,

通过对皆伐后萌

萦植株有 目的的选苗
,

使林分始终保持合理的密度
,

而利用原有林木庞大的根系
,

为萌菜林提

供了远较实生林为优的物质基础
,

从而大大提高了萌粟林的生长速率
,

缩短了成材年限
,

另外
,

幼林期的多次抚育间伐
,

淘汰了不少长势弱或生长不 良的病弱木
,

使成材率也相应提高
。

据我们估算
,

萌萦林若按小径材利用
,

平均 10 年成材
,

约较实生林提前 6年
。

出材率按 1 6 50

株 /h m
Z

计算
,

总产值达 7 4 25 元 /h m
,
(当前 的椽价平均每根 4

.

5元 )
,

年均产值为 74 2
.

5元 /h m
, 。

而实生刺槐林的出材率 1 0 00 株 /h m
, ,

总产值 4 5 00 元 /h m
, ,

年均产值仅 28 0元
,

前者为后者的

2
.

“倍
。

黄土高原刺槐人工林的面积很大
,

仅 渭北旱源就有 7万 hm
Z ,

如果将其中35 % (2
.

5万

hm
Z
)的刺槐林地用皆伐萌萦更新的技术措施进行改造

,

则将创造出年均 1 85 6 万元的产值
,

使

林业成为不但有生态效益
,

而且有可观经济收入的产业
,

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必将被人们越

来越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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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了更好地提高刺槐林的经济效益
,

我们建议在成林的刺槐林地 内
,

种植一些有经济

价值的耐荫灌木和药材
,

这样既可以增加经济收入
,

又可以以种代抚
,

节省一部分抚育费用
。

另

外还可以通过 皆伐
,

引进一部分经济价值高
、

适生的用材树种
,

改变渭北林种单一的缺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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