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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松病情指数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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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落叶松病情指数与林分及立地因子的相关及回归关系。结果表明，病情指数与落叶松的密度呈极
显著正相关，与胸径、多样性指数呈显著负相关;回归分析表明，密度对病情指数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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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fluence Factors of Larix principis-rupprechtii Disease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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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enan Technology Vocational College，Zhengzhou 450046，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researches were conducted on influence factors of Larix principis-rupprechtii dis-
ease index，and their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reiationship with stand and sit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sease index and the density of Larix principis-rupprechtii displayed an extremely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and yet the disease index had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and diversity index．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density on the disease index was
the grea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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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松( Larix spp． ) 为松科落叶松属的落叶乔

木，是我国东北、内蒙古林区以及华北、西南的高山

针叶林的主要森林组成树种，是东北地区主要三大

针叶用材林树种之一。落叶松病害的发生与环境条

件及林分关系密切，文章研究了落叶松病情指数与

密度、海拔等因子的关系，为落叶松病害的防治提供

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 1 研究地概况

研究样地设在东北林业大学帽儿山实验林场，

位于黑龙江省尚志市帽儿山镇境内，属长白山系张

广才岭西 坡 小 岭 余 脉。位 于 东 经 127°30' ～ 127°
34'、北纬 45°20' ～ 45°25'之间，平均海拔 300 m，属

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2. 8 ℃，年平均湿度 70%，

年降水量 723. 8 mm，≥10 ℃ 年积温2 526 ℃，年均

蒸发量1 094 mm，全年无霜期 120 d ～ 140 d，年日照

时数2 471 h。地带性土壤为暗棕壤。
1． 2 林分及立地因子调查方法

野外调查在 2012 年 7 月进行。调查时根据病

虫害发生情况、林分因子、立地条件，选取标准地 15
块，每块面积为 20m × 20m。详细记录各标准地的

地理位置、海拔高度等环境因子。采用固定标准地

法和相邻格子法调查乔灌木和草本，测量树木的胸

径、树高、冠幅等指标［1，2］。
1． 3 调查指标的测定方法

落叶松密度: 采用每 m2 落叶松株数［3］; 多样性

指数: 乔木在 20 m ×20 m、灌木在 2 m ×2 m、草本在

1 m × 1 m 的样方内，统计植物的种类、数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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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son 指数［4］; 平均树高( m) : 由测高仪测得标准

地每木树高取其平均值; 平均胸径( m) ; 测得每木胸

径值求其平方平均胸径［5］; 平均冠幅( m) ; 每木冠幅

估测 值 的 平 均 值; 病 情 指 数 计 算 方 法 见 参 考 文

献［6，7］。

2 结果与分析

2． 1 各指标调查结果

各指标调查结果见表 1。

表 1 标准地调查结果汇总表

标准
地号

病情
指数
X1

密度
( 株·m －2 )

X2

平均树高
( m)
X3

胸径
( cm)
X4

冠幅
( m)
X5

多样性
指数
X6

海拔
( m)
X7

1 63． 5 0． 15 15． 3 12． 4 3． 2 0． 06 499． 00
2 36． 0 0． 07 19． 0 20． 2 5． 3 0． 49 555． 00
3 47． 0 0． 08 18． 0 16． 8 4． 8 0． 23 536． 00
4 73． 5 0． 18 18． 2 17． 2 4． 2 0． 30 612． 00
5 46． 3 0． 10 18． 1 15． 6 3． 7 0． 31 605． 00
6 61． 0 0． 17 15． 8 14． 7 4． 2 0． 32 547． 00
7 52． 5 0． 05 17． 9 17． 1 5． 1 0． 33 510． 00
8 52． 8 0． 17 10． 4 10． 8 3． 7 0． 26 567． 00
9 42． 3 0． 09 17． 4 17． 5 3． 6 0． 25 467． 00
10 68． 4 0． 17 10． 1 9． 4 3． 1 0． 16 519． 00
11 39． 3 0． 10 19． 0 16． 2 4． 2 0． 15 508． 00
12 70． 1 0． 16 19． 5 16． 3 4． 7 0． 06 423． 00
13 75． 2 0． 18 15． 4 9． 2 3． 8 0． 12 368． 00
14 78． 4 0． 28 9． 8 7． 1 3． 4 0． 03 498． 00
15 59． 7 0． 11 13． 7 13． 2 4． 1 0． 33 432． 00

2． 2 相关分析

2． 2． 1 典型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病情指数与落叶松

的密度呈极显著正相关( 表 2 ) ，说明病情指数的变

化受密度影响较大，随着落叶松密度的增加病害发

生趋于严重，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密度对林内的光

照、温度、湿度、林木长势、生物多样性等因子影响较

大; 第二，密度增大，，对病原菌的积累、传播和侵染

产生了便利，有利于病害发生和传播; 第三，林木密

度增大，林木之间争夺生存空间，树木长势弱，抗病

性弱。第四，随着落叶松密度的增大，林内物种多样

性小，对病害的抵御能力小，病害容易发生。
2． 2． 2 病情指数与胸径呈极显著负相关( 表 2 ) 。
说明随着胸径的增大，病情指数减小，主要原因在于

胸径大的树木抗性强，树木代谢旺盛，抗病虫及感病

后自我恢复能力较好

2． 2． 3 病情指数与多样性指数呈显著负相关( 表

2) 。从生态学的观点分析，这主要因为林内物种丰

富，为天敌的生存创造了良好条件，对病害有一定抑

制作用; 林内地被物、土壤腐殖质含量高，林木长势

好，对病害有较强的抵抗能力，而且有些树种或灌草

可以放出特定的化学气体，使病虫害产生忌避反应。

表 2 病情指数与密度等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密度
( 株·m －2 )

平均树高
( m)

胸径
( cm)

冠幅
( m)

多样性
指数

海拔
( m)

病情指数 0． 820＊＊ － 0． 515 － 0． 672＊＊ － 0． 409 － 0． 587* － 0． 320

2． 3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病情指数与密度等因子的关

系，将病情指数作为因变量，密 度( X2 ) 、平均树高

( X3) 、
胸径( X4) 、冠幅( X5) 、多样性指数( X6) 、海拔

( X7) 等 6 个因子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

归分析方程: X1 =34. 73 + 168. 51x2。方程复相关系

数 R =0. 895，判定系数 R2 = 0. 792，线性回归显著，

模型有一定的可靠性，回归方差分析见表 3。从回

归方程可以看出，密度对病情指数影响最大。

表 3 回归方差分析

误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Sig．
回归 1212． 221 1 1212． 221 18． 851 0． 001a

残差 707． 368 11 64． 306
合计 1919． 589 12

3 结论与讨论

通过病情指数与林分及立地因子相关分析，病

情指数与落叶松的密度呈极显著正相关，与胸径、多
样性指数呈显著负相关; 将病情指数作为因变量进

行回归分析，得到病情指数与各因子的回归方程，表

明密度对病情指数影响最大。主要原因在于密度对

落叶松林的光照、温度、湿度、多样性指数及长势有

显著影响，进而影响到病情指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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