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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山桐子的不同栽植模式进行了分析，并对造林技术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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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桐子( Idesia polycarpa Maxim． ) 的种

植、油料的开发等取得了重大进展，受到了省、市各

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近期，国家林业局已将山桐子

列为优先发展的木本油料树种，在广元、绵阳，山桐

子的种植已列为地震灾害重建和生态恢复的重大项

目，并受到当地广大农户的普遍欢迎，掀起了山桐子

的种植热潮，探讨山桐子栽植模式和造林技术很有

必要。

1 山桐子栽植模式调查与筛选

目前，山桐子仅由绵阳市林科所于上世纪 80 年

代在绵阳地区的三台县、游仙区、平武县、安县、北川

等地人工种植，现多呈零星分布，全省的山桐子多为

自然下种形成的林分。2013 年展开调查，采用群落

生态学典型模式调查方法，以广元市为重点，共调查

了 52 个样地，样地面积为 10 m × 10 m，对不同山桐

子模式下山桐子的长势、产量等进行调查，通过调查

资料分析分类，总结出主要模式有 6 种，其中，自然

生长模式有 4 种，人工种植模式有 2 种，自然生长模

式包括山桐子 + 杜仲、山桐子 + 青冈、山桐子 + 油

桐、山桐子 + 青冈 + 油桐等 4 种模式，受人为干扰较

少，生长势较好，从它们的冠幅和盖度就可以看出

来，特别前两种模式下山桐子生长势明显要好很多。
虽然山桐子 + 青冈 + 油桐模式下物种多样性较高，

但种群间的竞争不利于山桐子生长。人工种植模式

有山桐子 + 小麦和山桐子 + 油菜等两种模式，分布

在田埂边，种间竞争小，同时田间施肥、施农药、除

草、耕地等有利于山桐子生长，所以山桐子在农田生

态环境下生长较好，这与现状调查结果相吻合。现

对各个模式介绍如下。
1． 1 山桐子 + 杜仲模式

典型模式分析: 主要分布于阳坡，郁闭度 0. 25，

土壤类型为黄壤，土层厚度约 50 cm，土壤湿度较

小; 地表石砾含量高达 80%，磨圆度较差，粒径为
3. 5 cm ～ 20 cm 不等。群落主要伴生种为杜仲，零

散分布于阳坡，偶尔出现杨属、桑科等科属灌木植物

种。林下物种以莎草科、菊科、草莓属、荩草属等科

属植物为主，草本层平均高度为 10 cm 左右，草本层

盖度在 50% ～70%之间。

表 1 山桐子 + 杜仲模式

中文名
胸径
( cm)

高度
( m)

盖度
( % )

冠幅
( m) 株数

山桐子 7． 3 8 12 4 × 3 1
山桐子 10 4． 5 4 2 × 2 1
山桐子 5 3． 2 1 1 × 1 1

杜仲 27 5 4 2 × 2 1
杜仲 25 5 4 2 × 2 2

杏 10 4． 5 4 2 × 2 1

对群落乔木层种进行每木分析( 表 1) ，10 m ×
10 m 的样方中，有 3 株山桐子、两株杜仲、1 株杏树，

均为喜阳植物。从每木胸径和高度可以看出，各乔

木种以中龄为主，高度在 5 m 左右，幼龄树少，乔木

最大冠幅为 4 m ×3 m。
由表 1 可知，乔木层郁闭度为 0. 25，总盖度为

29%，说明乔木层各株之间间距较大，盖度重叠性较

差，物种以阳生植物为主。
1． 2 山桐子 + 青冈模式

典型模式分析: 为天然次生林群落，土壤类型为
沙质壤土，较为湿润，石砾含量达 60%，粒径在 2 cm
～15 cm 之间。

群落优势种为山桐子，主要伴生种为青冈，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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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10 m × 10 m 的样方中，有山桐子 1 株。林下

灌木层主要有悬钩子、阔叶十大功劳、铁仔等物种，

盖度为 30% ; 草本层盖度为 25%，组成物种以荩草、
蛇莓、莎草等草本为主; 林下分布苔藓层，厚度小于
0. 5 cm，盖度在 5% ～8%之间( 表 2) 。

表 2 山桐子 + 青冈模式

种名
胸径
( cm)

高度
( m)

盖度
( % )

冠幅
( m) 株数

山桐子 32 13 16 4 × 4 1
青冈 4． 5 6 3 1． 5 × 1． 6 3
青冈 7 7 4 2 × 2 4

由表 2 可知，青冈数量远多于山桐子，但树龄

小，而山桐子为中龄树，盖度远大于青冈。从年龄结

构、盖度、数量上对比分析，此群落优势种可能会被

青冈所代替。
1． 3 山桐子 + 油桐模式

典型模式分析: 在农耕地边缘地带，土壤类型为

沙质性黄壤。石砾含量小于 50%，粒径一般在 2 cm
～15 cm，但也偶尔出现粒径大于 20 cm 的石块。群

落主要伴生种以油桐为主，偶尔出现马尾松混生的

情况，盖度一般小于 10%，而山桐子分布的数量和

盖度群落均占有绝对的优势。10 m × 10 m 的样方

中，乔木层山桐子 5 株，油桐 2 株，灌木层主要有悬

钩子、马桑及一些豆科植物，盖度小于 6%，高度为
15 cm ～ 60 cm。草本层植物以莎草科和禾本科植

物、油麻藤及蕨类植物为主，但盖度小于 15%。苔

藓层盖度相对较大，为 10% ～15% ( 表 3) 。

表 3 山桐子 + 油桐模式

中文名
胸径
( cm)

高度
( m)

盖度
( % )

冠幅
( m) 株数

山桐子 10 8 6 3 × 2 1
山桐子 23 15 10 5 × 6 1
山桐子 10 7 20 4 × 5 1
山桐子 30 12 35 6 × 6 1
山桐子 10 5 4 2 × 2 1
油 桐 8 3 20 4 × 5 1
油 桐 7 3 16 4 × 4 1

乔木层山桐子数量较多，且以中龄为主，群落伴

生种油桐的数量较少，且高度上远小于山桐子，为幼

龄树种。从高度上分析，群落垂直结构明显、完整，

年龄组成均匀，群落稳定。
1． 4 山桐子 + 油桐 + 青冈模式

典型模式分析: 土壤类型为黄壤，一般石砾含量

小于 70%，粒径为 5 cm ～17 cm，偶尔分布着粒径大

于 20 cm 的石块。从群落组成结构看，10 m × 10 m
的样方中，以山桐子、油桐和青冈组成为主，各 3 株，

从优势度来看，山桐子的径级和盖度最大，其次是油

桐，青冈最小( 表 4) ，表明该群落为典型的山桐子为

优势的群落。

表 4 山桐子 + 青杠 + 油桐模式

中文名
胸径
( cm)

高度
( m)

盖度
( % )

冠幅
( m) 株数

山桐子 10 6 16 4 × 4 1
山桐子 12 8 20 5 × 4 1
山桐子 13 8 25 5 × 5 1

青冈 4 3 5 3 × 2 1
青冈 5 4． 5 4 2 × 2 1
青冈 7 6 4 2 × 2 1
油桐 7 4 15 3． 5 × 4 1
油桐 6 4 10 3． 5 × 3 1
油桐 14 6． 5 30 6 × 5 1

典型样地分布在林分边缘近麦地的附近，林下

灌木层以马桑和一些豆科灌木为主，盖度为 25%，

高度为 1 m ～ 2 m。草本层主要分布着巴茅和一些
蕨类，盖度为 40%，平均高度为 20 cm。该群落属于
较年轻群落，除存在 1 株中龄的油桐之外，其余均属

于幼树( 青冈) ，群落正向着稳定型发展。
1． 5 山桐子 + 小麦模式

典型模式分析: 土壤类型以沙质黄壤为主，土层
厚度约 30 cm，石砾含量少于 60%，粒径一般小于 10
cm。山桐子多呈散生分布于小麦坡耕地，几无灌
木，多在半山腰的梯田田坎周围，偶也分布在坡度小
于 5 度的田坎上，为人工种植模式。

本次调查对该模式共调查了 5 个样地。典型样

地面积为 10 m × 10 m，位于田埂上，仅发现一株山
桐子，高 4. 5 m，胸径 6 cm，冠幅 4 m ×2. 5 m，属小龄
树。草本层盖度 90%，高 20 cm，以小麦为绝对优势
种。田间与小麦伴生的杂草有: 白酒草( 高 12 cm，

盖度 1% ) 、麻( 高 30 cm，盖度 1% ) 、铁线莲( 高 60
cm ，盖度 3% ) 、蕨类( 高 18 cm，盖度 1% ) 。
1． 6 山桐子 + 油菜模式

典型模式分析: 土壤类型为沙质壤土，土质疏
松，土层厚度为 30 cm 左右，石砾含量在 65% 左右，

对该模式的 7 个样地调查发现，同山桐子 + 小麦模
式一样，为人工种植模式。

典型样地分布在梯田状油菜地，样地面积为 10
m × 10 m，仅生长 1 株山桐子，生于田坎边缘，高
5m，胸径 13 cm，盖度 30%，冠幅 5 m，在其附近 3 m
处生一幼树，冠幅为 2 m ×3 m。群落草本层以油菜
为主要优势种，密集分布，盖度为 95%。田间生长

杂草以白酒草、鬼针草、野棉花、车前等为主，平均高
度为 20 cm，盖度小于 5%。

2 山桐子配置模式设计

借鉴山桐子野外自然生长的模式，结合经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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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研究设计了如下经营种植模式:

2． 1 果用林模式设计

配置树种: 山桐子; 林下配置草本: 黑麦草、紫花

苜蓿。
整地: 夏季穴状整地，窝穴规格: 0. 4 m × 0. 4 m

×0. 4 m。
种植密度: 5 m ×5 m
该模式是直接把山桐子作为经济林来建设，形

成规模化种植。这种模式的好处是便于统一管理，

可以规模性的收获油果，把山桐子作为生物能源树

种，进行产业研发，开辟新的产业途径，同时也拉动

了相关工业的发展，能为地方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

经济价值。
经营方式: 早期种植牧草，增加收益。对乔木山

桐子不断平茬，形成高度不超过 3 m 的果用林，不断

调整密度，以冠幅不重叠为经营原则，追求最大产果

量。
2． 2 果材兼用林模式设计

配置树种: 山桐子; 林下配置草本: 黑麦草、紫花

苜蓿。
整地: 夏季穴状整地，窝穴规格: 0. 4 m × 0. 4 m

×0. 4 m。
种植密度: 4 m ×4 m
该模式是直接把山桐子作为用材林来建设，形

成规模化种植。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在油脂市场前景

低迷的阶段可以及时转向，以经营木材为主，仍能保

障经营者的利润。
经营方式: 不断修枝整形，保证干形通直圆满，

10 m 以上散开冠幅，有利于结实。
2． 3 林药模式设计

配置树种: 山桐子、辛夷、杜仲、厚朴、黄檗; 林下

可视情况配置黄连。
整地: 秋季穴状或水平带状整地，窝穴规格 0. 6

m ×0. 6 m ×0. 6 m，水平带宽 0. 8 m、间距 2 m。
造林: 春季植苗造林，随起苗随造林，要求苗正

根伸，并浇定根水。
幼林抚育: 连续 3 a 穴内( 坑内) 松土除草，封山

育林，保护株行间的灌草和树木的枯落物，培育黄连

作为草本层以提高林地抗蚀抗冲性能，培育形成乔

木层与草本层、枯落层配置的复层林。
此模式适于荒地、坡地等地段。山桐子为速生

树种，大苗移栽后一般 5 a ～ 10 a 便可长成大树，种

植 3 a ～ 5 a 后，便可结果，效益显著。同时山桐子冠

幅较大，遮阴效果好，这为道地药材的生长创造了良

好的条件，所以可以在其林下种植道地药材，增加生

物多样性的同时，也提高了土地的利用价值，使产业

多元化。该模式不仅有利于开荒造林，保持水土流

失，改良土壤，改善小气候环境，同时也给当地政府

和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收入，值得提倡。
2． 4 林果模式设计

配置树种: 山桐子、山杏、山桃、猕猴桃。
种植密度: 4 m ×4 m
整地: 秋冬季穴状整地，窝穴规格 0. 4 m × 0. 4

m ×0. 4 m，山桃、山杏直播穴规格为 0. 2 m × 0. 2 m
×0. 2 m。

造林: 山桐子裸根苗造林，山杏、山桃种子直播

布造林，山桃、每穴 3 粒 ～ 4 粒，覆土 3 cm ～ 5 cm。
其余扦插苗造林;

造林季节: 为春季造林，随起随栽，细土壅根、踩
实。

幼林抚育: 连续 3 a 穴内松土，培土，每年 8 月
～ 9 月进行，及时补植，封育管理，促进灌草生长，保

护林地内枯枝落叶物。
此模式是将山桐子和适应于山桐子生长环境、

经济价值高等的果树混种，成一定比例行距和列距

栽植。山桐子速生、抗性强，可以局部改良土壤，为

果树提供“保护伞”，从而加快果树对环境的适应，

加大果实的产量。
或将山桐子列植在果树林的边上做防护林。由

于山桐子只需粗放管理，在果林周围种植山桐子可

以改善生态环境，改善土壤质量，对果树生长有利的

同时，也增加了果园中山桐子这一经济价值。该模

式最大的优点是既改善了林地环境，又能增加果实

产量，增收油果，经济效益显著，值得推广。
2． 5 林草模式设计

配置树种: 山桐子; 林下配置草本: 黑麦草、紫花

苜蓿。
种植密度: 4 m ×4 m
整地: 夏季穴状整地，规格: 0. 4 m ×0. 4 m ×0. 4

m。
造林: 山桐子营养袋苗造林。适当深栽，浇透定

根水。黑麦草、紫花苜蓿等草种通过洒播。
幼林抚育: 连续 3 a 松土、培土，每年 4 月 ～ 5 月

进行; 封山育林，促进林下植被生长; 保护枯落物层。
林分结构调控: 山桐子林龄 10 a 隔株间伐一

次，林龄 15 a ～ 20 a 时隔行新间伐一行，每公顷保留
500 株左右。以短养长和持续获取一定的经济。

该模式是把山桐子直接作为主要经济物种进行

种植，同时在林下种植牧草。山桐子枝叶茂盛，林下

的荫地适合牧草的生长。这种模式改变了原有的群

落结构和物种多样性，减少了人工管理量。这种模

式的最大好处在于，林下牧草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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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了裸土过多引起的水分大量蒸发，又提高土壤

的利用率。收获山桐子的同时，增收了牧草。
2． 6 四旁林模式设计

该模式就是利用居住点空闲地，在房前屋后种

植山桐子，其生境良好、土壤肥沃，山桐子枝叶茂生，

根系发达，适应性、抗性好，既可以保持水土，又改善

了居住环境，是遮荫避暑上好树种。鉴于这一点，认

为山桐子十分适合于山区的四旁林建设。大量调查

表明，目前分布数量最多，产量最高的单株均产自四

旁的模式。

3 造林技术

3． 1 造林地的选择

根据经营目标，选择造林模式，除了四旁造林

外，一般的立地条件选择基本一致。要求选择向阳

背风的立地，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深厚，切忌低洼积

水，土壤板结地段应大穴深挖。经野外调查表明，山

桐子种植在海拔 600 m ～ 1 800 m 的盆周山地是最

佳种植地带。四川盆地的山区、丘陵、河谷、平原也

能正常生长。
3． 2 整地

清林整地和其他树种造林方式大体一致，造林

穴大 60 cm ～ 80 cm，穴深 40 cm ～ 60 cm，株行距根

据经营目的，如果用林、果材兼用林或材用林采取不

同的株行距，有 3 m ×3 m，或 4 m ×4 m，甚至 5 m ×
5 m 等不同的规格。大穴整地时，深翻，拾出石砾、
杂草等，每穴施 150 g ～ 250 g 磷肥，并表土回穴。
3． 3 造林密度

造林密度可采用两种规格，即 3 m × 3 m( 1 100
株·hm －2 ) 、4 m ×4 m( 625 株·hm －2 ) 和 5 m × 5 m
( 400 株·hm －2 ) 。
3． 4 造林时间

在四川盆地部分，冬季很少有 0℃ 以下的低温

天气，因此，从秋季苗木进入休眠期开始，到次年春

季树液流动期前，均可以栽植，从 11 月 ～ 次年 2 月

造林，成活率达 90%以上。
营养袋苗可据情况随时种植，造林时间以雨后

或阴天为佳。
3． 5 造林方法与造林模式

大苗种植: 分截干和不截干两种方式。
全苗种植: 修剪苗木，剪除密侧枝，长枝除去 1 /

3，每叶剪去 1 /3 ～ 2 /3。大苗截枝时都应将主根截

去一部分，将伤根或多余根剪去，有条件的可用生根

粉浸泡 5 min ～ 10 min，栽植时应做到苗正根舒、表

土回穴，将根系埋直，铲细土覆盖根系，覆土至根颈

部，压紧踏实，成凹穴状，浇足定根水即可。在气候

或土壤较为干旱的地段，可在穴面覆盖塑料薄膜，薄

膜上层再复土壤，以保持根部土壤的湿度。
截干种植: 在距苗木根部起 30 cm ～40 cm 处截

去树干，适当深栽。
营养袋苗栽植: 栽植营养袋苗时应除去营养袋，

或将营养袋根部撕开，以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选覆

细土，覆土至营养袋苗颈处成凹穴状，压紧踏实，浇

足定根水。
造林模式:

山桐子造林模式有果材兼用林、果用林、林药、
林草、四旁造林等多种模式，可根据经营者的需求具

体确定。
3． 6 抚育管理

山桐子是阳性树种，生长较快，但第 1 年和第 2
年还是要加强抚育管理，清除林地的杂草灌木，尤其

是在栽植一年应加强抚育管理。做到除早、除小、除
了，保持苗木的正常的生长发育。

轮作: 采用林粮间作、林药间作，在可作物施肥

时，也可获得肥料，同时，作物的覆盖也可减少草灌

对养分的竞争。间作时应特别注意不要伤及林木的

根系。
3． 7 病虫害防治

山桐子是四川乡土树种，抗性强，目前还未发现

灾难性的病虫害，但仍需注意幼苗期的易发的立枯

病、褐斑病，以及金龟子幼虫，蟋蟀等虫害。防治病

虫害可与浇水除草同时进行。病害使用波尔多液喷

施，虫害可用 50%的菌特灵溶液或湿性粉 50% 稀释

水 300 倍杀虫剂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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