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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整地方式对绿化树种球花石楠生长量的影响

张快富，徐玉梅，罗　娅，钟　萍，刘际梅
（云南省林业科学院热带林业研究所，云南 普文　６６６１０２）

摘　要：开展３种不同整地方式对球花石楠幼树成活率、保存率、树高和地径生长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成活率
是处理Ａ＞Ｂ＞Ｃ，保存率是Ｂ＞Ａ＞Ｃ，树高和地径的生长量均是Ａ＞Ｂ＞Ｃ。从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分析看，树高生
长处理Ａ和处理Ｂ、Ｃ间存在极显著差异，处理Ｂ与处理Ｃ间差异不显著。地径生长，３个处理间均存在极显著差
异。从整地方式、造林成本对幼树的成活率、保存率、树高、地径的生长来看，较适合球花石楠的成活率、保存率、树

高和地径生长的处理是处理Ｂ，即人工打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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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居
住环境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对具有美化环境作用的

园林绿化树种的选择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

对特色景观绿化大苗的需求较大。云南气候类型多

样，本地加上外地引入的植物物种资源十分丰富，具

有生产发展景观绿化苗木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故

景观绿化苗木的生产，已成为云南省八大林业产业

建设中的非木材森林资源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因

此，无论从开发、绿化、利用还是从科研的角度，开展

球花石楠规模化生产，探索不同整地方式对球花石

楠培育具有重要意义［１～２］。

球花石楠（Ｐｈｏｔｉｎｉａ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ａ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是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分布于中国云南和四川，海拔

１５００ｍ～２３００ｍ的杂木林中。喜温暖湿润，抗寒
力不强，喜光也耐荫，对土壤要求不严，以肥沃湿润

的砂质土壤最为适宜，适应性广，生长中速，萌芽力

强，耐整形，病虫害少。对烟尘和有毒气体有一定的

抗性。石楠枝繁叶茂，枝条能自然发展成圆形树冠，

终年常绿。其叶片翠绿色，具光泽，早春幼枝嫩叶为

紫红色，枝叶浓密，老叶经过秋季后部分出现赤红

色，夏季密生白色花朵，秋后鲜红果实缀满枝头，鲜

艳夺目，是一个观赏价值极高的常绿阔叶乔木，作为

庭荫树或进行绿篱栽植效果更佳。根据园林绿化布

局需要，可修剪成球形或圆锥形等不同的造型。在

园林中孤植或基础栽植均可，丛栽使其形成低矮的

灌木丛，可与金叶女贞、红叶小檗、扶芳藤、俏黄芦等

组成美丽的图案，获得赏心悦目的效果［３］。

造林地的整地是人为地改善环境条件，使其适

合林木生长的一种特殊手段，它不仅可以改善土壤

的理化性能，而且是蓄水保墒、保持水土的重要措

施。为了提高球花石楠的成活率和保存率，促进球

花石楠的树高和地径生长，采用３种不同的整地方



式，分别是带状整地、人工打塘整地和不整地３种方
式。以期得到较适合球花石楠树高和地径生长的整

地方式。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云南省林业科学院普文热带林业研

究所内，地处东经１０１°６′，北纬２２°２５′，海拔８３０ｍ，
属热带北缘湿润季风气候类型。干湿季分明，１１月
至翌年４月为干季，５月 ～１０月为雨季。年均温为
２０１℃，≥１０℃积温７４５９℃，最热月（７月）均温
２３９℃，最冷月（１月）均温１３９℃，极端最高气温
３８３℃，极端最低温 －０７℃，全年无霜。年降水量
１６５５３ｍｍ。年相对湿度８３％，干燥度为０７１。土
壤类型为赤红壤，呈酸性，ｐＨ值４３～６３。试验地
地势平坦，排水良好。

１．２　试验材料
供试苗木为普文热带林业研究所苗圃培育的一

年生苗，其苗高ｈ＝２８ｃｍ；ｄ＝０３０ｃｍ。
１．３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单因素完全随机区组设计，整地方式

共分为３种，带状整地，记为Ａ、人工打塘整地，记为
Ｂ和不整地，记为 Ｃ（种植时随便挖个塘就种植）。
带状整地沿等高水平线整地，行距是２ｍ，水平带整
地整好后，按株行距２ｍ×２ｍ打塘。人工打塘整地
跟着地形走，株行距是２ｍ×２ｍ，塘的规格为４０ｃｍ
×４０ｃｍ×４０ｃｍ。以上两种整地方式是塘打好后给
太阳暴晒一段时间回塘（回塘周围的表土１／３、施底
肥并拌匀，然后回满塘至稍微隆起点为止。不整地

就是事先不整地，到种植时现挖塘、施肥、种植，株行

距也是２ｍ×２ｍ。每个处理设３个重复，每个重复
设３０株（除去边缘效应）。

２　数据分析

（１）试验实施两个月后调查成活率，１ａ后，统
计每个处理的幼树保存率，同时每个重复随机测定

幼树的树高和地径。相关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ｄｐｓｖ７０５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用 ＬＳＤ法进行多重比较［４］（表

１）。

表１ ３种不同整地方式的成活率和保存率

处理号 成活率（％） 保存率（％）
Ａ ９９．３ ８８．５
Ｂ ９９ ８９．２
Ｃ ８８．７ ８５．６

　　（２）种植１ａ后３种不同整地方式的幼树树高
和地径生长量分析

从表１和表２可以看出：成活率是处理Ａ＞Ｂ＞
Ｃ，保存率是Ｂ＞Ａ＞Ｃ。

树高：处理Ａ与处理Ｂ和处理Ｃ间存在极显著
差异，处理 Ｂ与处理 Ｃ间差异不显著；地径：处理
Ａ、Ｂ、Ｃ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

表２　整地方式对幼树树高和地径生长量的影响
处理 树高 地径

Ａ ９９．９ａＡ １．７２ａＡ
Ｂ ９２．１ｂＢ １．５１ｂＢ
Ｃ ８９．８ｂＢ １．２７ｃＣ

注：小写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大写字母表示在０．０１水平
差异显著。

３　结果与分析

从试验结果看，整地改变了土壤水分、温度和通

气状况，有利于土壤微生物活动，加速营养物质的分

解，促进可溶性盐类的释放和各种营养元素有效化。

从试验统计分析、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分析看

出：

（１）３种整地方式的成活率是处理 Ａ＞Ｂ＞Ｃ，
保存率是Ｂ＞Ａ＞Ｃ。成活率是Ａ＞Ｂ，而１ａ后的保
存率是Ｂ＞Ａ，这可能是带状整地把周围的杂草全部
清理出，而人工打塘整地只清理幼树周围４０ｃｍ的
杂草，在气候干旱的１１月～第２年的４月带状整地
没有杂草的遮荫，保水效果较差，导致保存率降低。

（２）３种整地方式的树高处理 Ａ与其它两种处
理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处理Ｂ与处理 Ｃ间差异不
显著；地径：３种处理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

（３）从生产成本看，带状整地的生产成本高于
人工挖塘整地和不整地。

（４）从整地方式对幼树的成活率、保存率、树
高、地径的生长来看，较适合球花石楠的成活率、保

存率、树高和地径生长的处理是处理Ａ，但处理Ａ的
造林成本远远高于处理Ｂ和处理Ｃ，因此，从幼树的
成活率、保存率、树高、地径和造林生产成本来看，较

适合球花石楠的成活率、保存率、树高和地径生长的

处理是处理Ｂ，即人工打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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