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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造林模式及坡位对闽楠生长的影响

陈淑广
（南平市建阳区林业局 黄坑林业站，福建 建阳　３５４２００）

摘　要：通过对比主伐择伐林下套种、间伐林下套种、采伐迹地营造３种模式下不同坡位闽楠的苗高和地径值，结
果表明：在主伐择伐林下套种模式闽楠苗高及地径值都高于另外２种模式且差异显著，坡下位闽楠苗高和地径偏
大但差异不显著。由此可得出最适宜闽楠生长的造林模式为主伐择伐后林下套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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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楠（Ｐｈｏｅｂｅｂｏｕｒｎｅｉ（Ｈｅｍｓｌ．））又称楠木，为我
国特有，是国家二级珍稀渐危种。闽楠为樟科楠属

常绿大乔木，树干端直，树冠浓密，树皮淡黄色，呈片

状剥落。叶革质，披针形或倒披针形，长７ｃｍ～１３
ｃｍ，宽２ｃｍ～４ｃｍ，先端渐尖或长渐尖。圆锥花序
生于新枝中下部叶腋，紧缩不开展，被毛。果椭圆形

或长圆形，长１．１ｃｍ～１．５ｃｍ，径６ｍｍ～７ｍｍ。闽
楠分布于江西、福建、浙江南部、广东、广西北部及东

北部、湖南、湖北、贵州［１］。多生于海拔 １０００ｍ以
下的常绿阔叶林中。闽楠木材芳香耐久，淡黄色，有

香气，材质致密坚韧，不易反翘开裂，加工容易，削面

光滑，纹理美观，为上等建筑家具，见于古老的建筑

中，也是工艺雕刻和造船的优良用材。目前对闽楠

研究较多［２～８］，本文通过调查研究不同造林模式下闽

楠的树高、地径、冠幅的差异性，分析不同林分类型对

闽楠的影响，为闽楠的人工林速生丰产提供参考。

１　实验林分概况

闽楠乡土珍贵树种造林基地位于福建省南平市

建阳区小湖镇溪东国有林场经营区内。建阳区地处

我国南方中亚热带典型季风性湿润气候区，水热资

源充沛。气候宜人，四季分明，夏长秋短，秋冬多雾。

年平均温度１８．１℃，绝对最低气温为－８．７℃。建



阳区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资源总量位居福建省第四，

是我国江南地带的重点林区。有林地面积达２６万
ｈｍ２，，森林覆盖率超过 ７７％。林种类型种类多样，
林副产品也相当丰富，如香菇、松脂、笋等。植被类

型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是典型性常绿阔叶

林集中分布区。全区林木资源总蓄积量 １７８９．６万
ｍ３，其中，林分蓄积量 １７２３．３万 ｍ３，占总量
９６３％［９］。

２０１４年３月，分别在３种不同造林模式下进行
营造闽楠（表１），３种模式分别为：主伐择伐林下套
种模式、间伐林下套种模式、采伐迹地营造模式。３
种模式营造闽楠前分别为年龄为３０ａ的杉木纯林
和２１ａ的中龄林及杉木采伐迹地，具体立地因子见
表１。造林前均采用林下全面除草和带状整地，种
苗为本地１ａ生闽楠容器苗，种植间距为２ｍ×２ｍ，
种植后统一进行管理。

表１ 不同模式的坡度、坡向、土壤厚度、海拔

Ｔａｂ．１　 Ｓｌｏｐ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ｉ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培育模式
林分密度

（株·００６７ｈｍ－２）
平均胸径
（ｃｍ）

平均树高
（ｍ） 郁闭度

坡度
（°） 坡向

土壤厚度
（ｃｍ）

海拔
（ｍ）

主伐择伐林下套种模式 ５１ ２８．０ １８．０ ０．５ ２５ 西北 ８５ ３１０
间伐林下套种模式 ９３ １６．５ １４．５ ０．６５ ２６ 北 １００ ２００
采伐迹地营造模式 ０ ２７ 西南 １００ １９０

２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７年３月，在全面踏查的基础上，在３种造
林模式下分上坡、中坡、下坡分别随机设置３个２０
ｍ×２０ｍ的样地，共２７个样地。在每个样地内对所
种闽楠进行每株检量，分别量测每株的树高、地径、

冠幅。

３　数据分析

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和ＳＰＳＳ软件进行分析处
理。

４　结果与分析

４．１　相同坡位不同造林模式对苗高的影响
分别取３种造林模式下相同坡位样地内闽楠的

苗高平均值，从图１可以看出，在上坡中，主伐择伐
林下套种模式、间伐林下套种和采伐迹地营造模式

的苗高平均值分别为 ２．８４ｍ、１．３１ｍ和 １．９５ｍ。
中坡３种造林模式苗高平均值分别为２．２４ｍ、１．０１
ｍ和１．８９ｍ。下坡３种造林模式苗高平均值分别
为２．４６ｍ、１．４４ｍ和２．６８ｍ。可以看出，３种模式
下在上坡和中坡的苗高都是主伐择伐林下套种＞采
伐迹地营造＞间伐林下套种，在下坡苗高是采伐迹
地营造＞主伐择伐林下套种 ＞间伐林下套种，根据
方差分析结果，差异显著（Ｆ＝１１４４＞Ｆ００５＝
５１４）。

图１　相同坡位不同造林模式苗高值
Ｆｉｇ．１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ｈｅｉｇｈｔ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

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ｌｏｐｅ

４．２　相同造林模式不同坡位对地径的影响
分别取相同造林模式不同坡位样地内闽楠的苗

高平均值，从图２可以看出，在主伐择伐林下套种模
式下，上、中、下坡苗高分别为２８４ｍ、２２４ｍ、２４６
ｍ；在间伐林下套种模式下，上、中、下坡苗高分别为
１３１ｍ、１０１ｍ、１４４ｍ；在采伐迹地营造模式下，
上、中、下坡苗高分别为 １９５ｍ、１８９ｍ、２６８ｍ。
在主伐择伐林下套种模式下，苗高是上坡 ＞下坡 ＞
中坡，在间伐林下套种和采伐迹地营造模式下，苗高

是下坡＞上坡＞中坡，但是根据方差分析结果，差异
并不显著（Ｆ＜Ｆ００５）。
４．３　相同坡位不同造林模式对地径的影响

分别取３种造林模式下相同坡位样地内闽楠的
地径平均值，从图３可以看出，在上坡３种造林模式
的地径平均值分别为２６ｃｍ、１４ｃｍ、２０ｃｍ；在中
坡３种造林模式地径平均值分别为２３ｃｍ、１０ｃｍ、
２３ｃｍ；在下坡 ３种造林模式地径平均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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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相同造林模式不同坡位苗高值
Ｆｉｇ．２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ｈｅｉｇｈｔ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ｌｏｐ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

２２ｃｍ、１４ｃｍ、２７ｃｍ。除下坡外，上坡和中坡主
伐择伐林下套种模式下的地径平均值高于其他２种
模式，且经过方差分析后差异显著（Ｆ＝１６０２＞
Ｆ００５＝５１４）。

图３　相同造林模式不同坡位地径值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ｌｏｐ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

４．４　相同造林模式不同坡位对地径的影响
分别取相同造林模式不同坡位样地内闽楠的地

径平均值，由图 ４可知，在主伐择伐林下套种模式
下，上、中、下坡地径平均值分别为２６ｃｍ、２３ｃｍ、
２２ｃｍ；在间伐林下套种模式下，上、中、下坡地径均
值分别为１４ｃｍ、１０ｃｍ、１４ｃｍ；在采伐迹地营造
模式下，上、中、下坡地径均值分别为 ２０ｃｍ、２３
ｃｍ、２７ｃｍ。主伐择伐造林模式下，地径分布为上
坡＞中坡＞下坡，采伐迹地营造模式下地径分布为
下坡＞中坡＞上坡，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差异不显著
（Ｆ＜Ｆ００５）。

５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比不同造林模式及不同坡位对闽楠生长

图４　相同造林模式不同坡位地径值
Ｆｉｇ．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ｌｏｐ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

ｓａｍｅ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

的影响，由结果可以看出，在主伐择伐林下套种模式

下，闽楠的苗高和地径都高于其他两种模式且差异

显著，这说明闽楠在主伐择伐林下套种模式下生长

量更高，这是因为主伐择伐后，林分郁闭度降低，有

一定阳光，利于闽楠生长；而在皆伐后的采伐迹地，

由于林分缺失导致光照过于强烈，不利于闽楠生长；

在间伐林下套种模式下，由于林分郁闭度较大，缺乏

闽楠生长所需必要的光照，所以闽楠生长情况较差。

从坡位分上看，３种模式都表现出下坡闽楠的苗高
和地径偏大，上坡次之，中坡最小，但是方差分析后

差异不显著，说明坡位对闽楠生长影响不明显。

综上所述，在主伐择伐后进行套种是最适合闽

楠生长的模式。但是由于目前闽楠仅生长４ａ，后续
是否会按照这个规律生长还无法下结论，所以对这

３种模式下闽楠生长进行长期追踪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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