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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标准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相关分析方法，分别对黄栀子、金银花和黄连的地上部分鲜重、地下部分鲜

重等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8 a 黄栀子每亩干花产量达 71 kg，8 a 生金银花每亩干花产量达 38 kg，6 a 黄连每亩

地下部分鲜重13 300 kg; 黄栀子和金银花的地下部分生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上部分的生长，为黄栀子和金银

花提供良好的立地条件可以大大提高干花产量; 黄连地下部分和地上部分生长情况可能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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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mary Report of Experiments on Understorey Economic
Forest in Day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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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ng sample plots，in this paper，analyis and studies were made of the
fresh weight of aboveground and underground parts of Gardenia jasminoides、Lonicera japonica and Rhizo-
ma Coptidis by using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8 years old Gardenia jasminoides could yield
71 kg dried flowers per 0. 067 hectare，8 years old Lonicera japonica could yield 38 kg dried flowers per
0. 067 hectare，and 13 300 kg underground fresh weight could be output from 6 years old Rhizoma Copti-
dis per 0. 067 hectare; for Gardenia jasminoides and Lonicera japonica ，the growth of the underground
part had some effect on the aboveground part，good site conditions could greatly improve their dried flower
production． There might be no inevitabl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growth of the underground part and the
aboveground part for Rhizoma Copti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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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邑县是四川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县，是

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进典型县。该县在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中，依托其林业资源优势，发展以“林、
竹、药”为主的产业基地建设，积极发展林下种植、
林下养殖、森林旅游的林下经济，努力打造西南中药

材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示范区。自 2003 年起，大邑县

出江镇发展林下药材黄栀子、金银花、黄连等面积

200 余 hm2。黄栀子、金银花、黄连均是我国传统且

重要的药用植物，大邑县采用林药产业发展模式，在

“三木”药材林下进行种植，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兼具。

1 调查区自然概况

调查区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出江镇，大邑

县地处于成都平原西部，境内自东向西分别形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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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丘陵、低山、中高山、高山、极高山阶梯状。属亚

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年均气温 16. 0℃，1
月份平均气温 5. 5℃，7 月份平均气温 26. 1℃，极端

最低气温 － 4. 8℃，极端最高气温 35. 1℃，年均降雨

量为1 098. 2 mm，年均无霜期 284 d。

2 材料与方法

采用标准地调查法分别对林下经济作物黄栀

子、金银花和黄连的地上部分鲜重和地下部分鲜重，

以及黄栀子和金银花的鲜花重和干花重进行调查

( 每种作物设 3 个标准地，每个标准地重复 3 次，每

次测 20 株) ，其中黄栀子和金银花的标准地设为 4
m ×5 m，黄连的标准地为 1 m ×1 m。各标准地的海

拔、土壤、坡向、坡位等立地因子见表 1。

表 1 3 种林下经济植物立地条件调查表

植物
栽植时间

( 年)
栽植密度

( 株·0. 067 hm －2)
立地因子

海拔( m) 坡向 坡位 土壤

黄栀子 2004 600 780 西南 下 紫色土

金银花 2004 230 780 西南 下 紫色土

黄连 2006 40 000 1 700 西 上 山地黄壤

数据 采 用 EXCEL 和 SPSS 18． 0 软 件 进 行 分

析
［1，2］。

3 结果与分析

3． 1 黄栀子生长量分析及相关分析

由表 2 可以看出，黄栀子地上部分平均鲜重为

87 752 g，地下部分平均鲜重为15 173 g，鲜花重和

干花重平均值分别为4 704 g 和2 138 g，即 8 a 黄栀

子每 0. 067 hm2
大约可产鲜花和干花分别是 157 kg

和 71 kg。对黄栀子地上部分鲜重、地下部分鲜重和

干花重进行相关分析( 表 3) ，从表可以看出，地上部

分鲜重与地下部分鲜重在 0. 01 水平下显著相关，相

关系数为 0. 926，地上部分鲜重、地下部分鲜重与干

花重均在 0. 01 水平下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 915 和 0. 843。

表 2 黄栀子各标准地平均生长量统计表

标准地号
地上部分鲜重

( g)
地下部分鲜重

( g)
鲜花重

( g)
干花重

( g)

1 90738 16996 4920 2236
2 87561 14989 4729 2150
3 84958 13534 4462 2028

平均 87752 15173 4704 2138

表 3 黄栀子地上部分鲜重、地下部分鲜重和干花重相

关性分析

项目 地上部分鲜重( g) 地下部分鲜重( g)

地下部分鲜重( g) 0． 926＊＊ 1
干花重 0． 915＊＊ 0． 843＊＊

注:＊＊表示在 0． 01 水平下显著相关。

3． 2 金银花生长量分析及相关分析

由表 4 可以看出，金银花地上部分平均鲜重是

38 803 g，地下部分平均鲜重是5 397 g，平均鲜花重

是5 114 g，平均干花重是1 136 g，即 8a 金银花每

0. 067 hm2
产鲜花 170 kg，干花 38 kg。表 5 为金银

花地上部分鲜重、地下部分鲜重和干花重相关性分

析结果，结果显示在 0. 01 水平下，地上部分鲜重、地
下部分鲜重与干花重均呈显著相关，地上部分鲜重

与地下部分鲜重呈极显著相关。

表 4 金银花各标准地平均生长量统计表

标准地号
地上部分鲜重

( g)
地下部分鲜重

( g)
鲜花重

( g)
干花重

( g)

1 38947 5417 5236 1163
2 37409 5222 4900 1089
3 40053 5554 5207 1157

平均 38803 5397 5114 1136

表 5 金银花地上部分鲜重、地下部分鲜重和干花重相

关性分析

项目 地上部分鲜重( g) 地下部分鲜重( g)

地下部分鲜重( g) 0． 973＊＊ 1
干花重 0． 847＊＊ 0． 878＊＊

注:＊＊表示在 0． 01 水平下显著相关。

3． 3 黄连生长量分析

通过对黄连进行生长量数调查据，结果见表 6，

地上部分平均鲜重是6 067 g，地下部分平均鲜重是

19 950 g，即 6 a 黄连每 0. 067 hm2
地下部分鲜重

13 300 kg，进而对地上部分鲜重和地下部分鲜重进

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不存在显著性相关，说

明黄连地下部分生长情况和地上部分生长情况间可

能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表 6 黄连各标准地平均生长量统计表

标准地号 地上部分鲜重( g) 地下部分鲜重( g)

1 6050 24200
2 6300 22050
3 5850 13600

平均 6067 19950

表 7 黄连地上部分鲜重、地下部分鲜重和干花重相关

性分析

项目 地上部分鲜重( g)

地下部分鲜重( g) 0． 710

47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34 卷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 标 准 地 调 查 及 数 据 统 计，8 a 黄 栀 子 每

0. 067 hm2
干花产量达 71 kg，8a 金银花每 0. 067

hm2
干花产量达 38 kg，6 a 黄连每 0. 067 hm2

地下

部分鲜重13 300 kg。从黄栀子和金银花地上部分

鲜重、地下部分鲜重和干花重间的相关分析结果显

示，三者间均呈现极显著相关，即黄栀子和金银花地

下部分生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上部分的生长，

从而影响其鲜花的产量，因此对黄栀子和金银花提

供良好的立地条件可以大大提高干花产量，从而提

高经济效益。通过对黄连地上部分鲜重和地下部分

鲜重进行显著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两者间不存在

显著性相关，即黄连地下部分和地上部分生长情况

间可能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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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川西北高原区的甘孜州和阿坝州的区域竞争

力均处于劣势外，在不同市( 州) 竞争力优势各不相

同。各市( 州) 应根据分析结果，明晰自身产业资源

禀赋、产业结构和区位条件，挖掘优势产业空间，推

动前景产业发展，针对性整合资源，完成产业劣势扭

转，实现林下产业结构合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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