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９卷　第２期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Ｖｏ１．３９，　Ｎｏ．２
２０１８年 ４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ｐｒ．，　２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２０
　　作者简介：黄建红（１９７１），女，工程师，本科，主要从事森林培育与林业管理工作。

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７９／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３－５５０８．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９

川南地区引种降香黄檀造林试验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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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降香黄檀不同种苗类型及不同季节造林与林分生长关系，对宜宾地区的降香黄檀林分生长性状调
查分析，结果表明：扦插苗造林的林分在幼林期生长速度要快于实生苗造林林分，扦插苗造林表现出更好的适应能

力；春季造林和秋季造林的成活率都在９０％以上，但春季造林（９７．８７％）的效果明显好于秋季造林（９４．３３％）；实
生苗木在春季或秋季造林对林分的树高、胸径、冠幅等性状生长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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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香黄檀（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ｏｄｏｒｉｆｅｒａ）半落叶乔木，别
名黄花梨、花梨木等，是我国二级保护植物，耐干旱

瘠薄，适应性广，抗逆性和萌芽力强，砍伐后能萌芽

更新。其中心天然分布区在海南省的西部及西南部

海拔４００ｍ以下的平原或丘陵地区［１］。其木材色泽

美丽，材质优良、硬重、强度大，是高级红木家具用

材。其根系发达，枝叶繁茂，有较强的抗风、遮荫、吸

尘和降噪能力，也是城市园林绿化的优良备选树种。

广东、福建等地区对降香黄檀进行引种栽培

试验研究表明降香黄檀具有较强的适应

性［２～４］。为探索出降香黄檀种苗类型、造林季节与

其林分生长关系，分别在宜宾县、江安县开展造林试

验，通过对其成活率、林分生长性状调查，以期为宜

宾市引种栽培降香黄檀树种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宜宾市位于四川盆地南部，是川、滇、黔３省交
会地，全市地跨东经１０３°３６′～１０５°２０′，北纬２７°５０′
～２９°１６′。宜宾市地形整体呈西南高、东北低态势。
最高海拔为 ２００８．７ｍ，最低海拔为２３６ｍ，地貌以
中低山地和丘陵为主，岭谷相间。



不同种苗类型造林试验地位于宜宾市江安县，

江安县位于宜宾市之东，地跨北纬２８°２２′２０″～２８°
５６′４５″，东经１０４°５７′４０″～１０５°１４′３３″。气候属中亚
热带四川盆地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为１８１℃，
年平均降水量为 １１３２ｍｍ，年平均日照时数
１１９９３ｈ，全年无霜期３４７ｄ。

不同季节造林试验地位于宜宾市宜宾县，宜宾

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气候温和、热量丰足、

雨量充沛、光照适宜、无霜期长、冬暖春早、四季分明

的特点。年平均气温为１８４℃，年降雨量 １０１１５
ｍｍ左右。年日照时数 １０６９９ｈ，无霜期３５０ｄ左
右。

２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２．１　试验材料
不同种苗类型的造林试验材料为１ａ生实生苗

和１年生扦插苗，苗木质量均达到造林要求，地径≥
０４ｃｍ，苗高 ＞３０ｃｍ。试验林于２０１２年３月份营
建在宜宾市江安县，造林地海拔３２０ｍ，土壤类型为
紫色土，造林穴规格为４０ｃｍ×４０ｃｍ×３０ｃｍ，行间
距为３ｍ×３ｍ，造林后进行了除草、浇水等常规管
理。

不同季节造林的试验材料为１ａ生实生苗，苗
木规格为地径≥０４ｃｍ，苗高＞３０ｃｍ。秋季造林试
验林于２０１３年８月份营建在宜宾县柳嘉镇，造林地
海拔３３６ｍ，造林株行距３ｍ×３ｍ；春季造林试验林
于２０１４年３月份营建在宜宾县横江镇，造林地海拔
３２０ｍ，造林密度为１１０株·００６６７ｈｍ－２。造林后，
主要开展了浇水和除草等经营管理，未施肥。

２．２　试验方法
２０１６年３月，对扦插苗造林林分和实生苗造林

林分分别设置两个２０ｍ×２０ｍ的标准地，在每个标
准地随机调查５０个单株，每个种苗类型林分共调查
１００个单株，调查主要生长性状包括树高、胸径与冠
幅。

２０１５年４月份对两个不同季节造林的林分进
行造林成活率调查，在各林分中设置３个２０ｍ×２０
ｍ的样地，对样地内造林成活数植株进行调查。
２０１６年３月份，在春季造林和秋季造林林分中各选
择１个２５ｍ×２５ｍ的标准地，在标准地内随机调查
６０个单株的树高、胸径与冠幅的生长情况。

调查数据利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及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
行处理。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不同种苗类型造林对比
通过对４ａ生的降香黄檀扦插苗造林和实生苗

造林林分生长性状的调查分析（见表１），结果表明
扦插苗造林试验林树高变异幅度为５０ｍ～７５ｍ，
平均树高为６２７ｍ；胸径变异幅度为４２ｃｍ～８８
ｃｍ，平均胸径为６１２ｃｍ；冠幅变异幅度为２０ｍ～
５０ｍ，平均冠幅为３７ｍ。实生苗造林试验林树高
变幅为４７ｍ～７２ｍ，平均树高为７２ｍ；胸径变幅
为３７８ｃｍ～８３８ｃｍ，平均胸径为５７０ｃｍ；冠幅变
异幅度为１７ｍ～４７ｍ，平均冠幅为３４ｍ。

扦插苗试验林分的树高、胸径及冠幅的生长量

与实生苗试验林分的生长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扦

插苗造林的林分生长表现好于实生苗的林分，而对

不同种苗类型造林生长性状进行方差分析表明（见

表２），两者各生长性状的差异在００５水平上达到
显著水平。这说明在宜宾地区造林该树种时，扦插

苗木造林的林分在幼林期生长速度要快于实生苗造

林林分，选择不同种苗类型造林对林分生长的影响

达到显著水平，扦插苗木造林表现出更好的适应能

力。

表１ 不同种苗类型造林成效表

性状 种苗类型 株数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树高
（ｍ）

扦插苗 １００ ６．２７ａ ０．７３ ５．０ ７．５
实生苗 １００ ５．９７ｂ ０．７３ ４．７ ７．２
总数 ２００ ６．１２１ ０．７４ ４．７ ７．５

胸径
（ｃｍ）

扦插苗 １００ ６．１２ａ ０．９６ ４．２０ ８．８０
实生苗 １００ ５．７０ｂ ０．９６ ３．７８ ８．３８
总数 ２００ ５．９１４ ０．９８ ３．７８ ８．８０

冠幅
（ｍ）

扦插苗 １００ ３．７ａ ０．５８ ２．０ ５．０
实生苗 １００ ３．４ｂ ０．５８ １．７ ４．７
总数 ２００ ３．５ ０．６０ １．７ ５．０

注：表中小写字母为００５水平上的显著性差异。

表２不同种苗类型造林生长性状方差分析表
性状 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值 显著性

树高

组间 ４．５ １ ４．５ ８．５６ ０．００４
组内 １０４．０９２ １９８ ０．５２６
总数 １０８．５９２ １９９

胸径

组间 ８．８２ １ ８．８２ ９．５７６ ０．００２
组内 １８２．３６５ １９８ ０．９２１
总数 １９１．１８５ １９９

冠幅

组间 ４．５ １ ４．５ １３．４１１ ０．０００
组内 ６６．４４ １９８ ０．３３６
总数 ７０．９４ １９９

３．２　不同季节造林对比
不同季节造林成活率的调查结果见表３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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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季节造林对其成活率有一定的影响，春季造林

的成活率在 ９７６％ ～９８２％，平均成活率为
９７８７％；秋季造林的成活率在９３４％ ～９５１％，平
均成活率为９４３３％。春季造林和秋季造林的成活
率都在９０％以上，造林效果都较好，但春季造林的
效果明显好于秋季造林，这应该与其树种生长特性

有关，因该树种是自海南引种，属半落叶树种，全年

均是生长期，而秋季造林由于当年降雨量减少，土壤

含水量降低，导致其成活率偏低。因此，该树种造林

时间尽量选择在春季造林。

表３ 不同栽植季节造林成活率统计表

样地
成活率（％）

春季造林 秋季造林 平均

１ ９７．８ ９４．５ ９６．１５
２ ９８．２ ９３．４ ９５．８
３ ９７．６ ９５．１ ９６．３５

平均值 ９７．８７ ９４．３３ ９６．１０

不同季节造林的林分生长性状调查结果见表

４。由表４可知，春季造林的林分平均树高为４２６
ｍ，胸径为４１４ｃｍ，冠幅为２１１ｍ；秋季造林的林分
平均树高４５５ｍ，胸径为４３５ｃｍ，平均冠幅为２１６
ｍ。说明用同龄的实生苗木在春季和秋季造林，两
年后的林分生长量相差不大，且两个季节造林的林

分各性状的生长量差异均不显著（见表５）。综上所
述，不同季节造林主要对降香黄檀的成活率有显著

影响，而对其生长影响不明显。

表４　造林季节对降香黄檀林分生长影响统计表

性状 造林季节 株数（Ｎ）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树高
（ｍ）

春季造林 ６０ ４．２６ａ ０．４５ ３．１ ５．４
秋季造林 ６０ ４．５５ａ ０．４８ ３．３ ５．５
总数 １２０ ４．４２ ０．４６ ３．１ ５．５

胸径
（ｃｍ）

春季造林 ６０ ４．１４ａ ０．５２ ３．２ ５．３
秋季造林 ６０ ４．３５ａ ０．４８ ３．３ ５．７
总数 １２０ ４．２２ ０．４９ ３．２ ５．７

冠幅
（ｍ）

春季造林 ６０ ２．１１ａ ０．５７ １．２ ２．９
秋季造林 ６０ ２．１６ａ ０．４２ １．７ ３．２
总数 １２０ ２．１４ ０．５３ １．２ ３．２

注：表中小写字母为０．０５水平上的显著差异。

４　结论

降香黄檀属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是国家著名珍

贵用材树种，因其木纹独特、性能优良、极其耐腐而

闻名于世，是历代重要的家具用材林树种。目前，降

香黄檀天然林木基本滥伐殆尽，林木用材短缺。为

表５　不同造林季节的降香黄檀林分生长性状方差分
析表

性状 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值 显著性

树高

组间 ５．５３９ １ ５．５３９ １２．２６６ ０．５６１
组内 ５３．２８７ １１８ ０．４５２
总数 ５８．８２６ １１９

胸径

组间 ７０．４５３ １ ７０．４５３ １３１．８３５０．７２４
组内 ６３．０６ １１８ ０．５３４
总数 １３３．５１３ １１９

冠幅

组间 ３．８７６ １ ３．８７６ １５．０９３ ０．６３３
组内 ３０．３０７ １１８ ０．２５７
总数 ３４．１８３ １１９

了弥补用材，实现可持续利用，增加木材产量，我国

多个省市均对其开展了引种栽培试验，以提高其种

植范围与面积。四川宜宾市属亚热带气候，与降香

黄檀原产地气候有一定相似性，有引种栽培成功的

可行性。

利用降香黄檀实生苗与扦插苗进行造林试验，

扦插苗试验林分的树高、胸径及冠幅的生长量与实

生苗试验林分的生长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扦插苗

造林的林分生长表现好于实生苗的林分，且差异性

达到显著水平。在幼林期，降香黄檀扦插苗造林效

果要好于实生苗造林效果，在推广造林时苗木可选

用扦插苗。苗木类型与与栽植时间对造林成活率及

林木生长有一定影响。与其他树种研究情况类

似［５～８］。

降香黄檀在春季、秋季造林成活率均在９０％以
上，但春季的成活率要高于秋季的，这跟佘萍研究的

樟子松造林季节选择的结果相似［６］，主要原因应是

秋季造林时，降雨量减少，根部供水量降低，植株成

活率降低。引种栽培降香黄檀时，也应考虑其造林

地海拔情况，海拔能明显影响造林成活率。叶水西

研究表明，在闽南丘陵地区海拔高度超过５００ｍ，降
香黄檀保存率和生长量均较大幅度下降且受冻害加

剧，其适宜的海拔高度在５００ｍ以下［９］。研究地的

海拔均低于５００ｍ，造林成活率均在９０％以上，与叶
水西研究结果一致。春季造林的两年生林分平均树

高为４２６ｍ，胸径为４１４ｃｍ，秋季造林的两年生林
分的平均树高４５５ｍ，胸径为４３５ｃｍ，同龄的实生
苗木在春季和秋季造林，林分生长量差异不大，说明

不同季节造林对林分的生长影响不明显。造林季节

能影响林分生长，是气候因子对其影响的结果，而苏

建华认为降香黄檀造林时，坡向是制约林分生长的

主导立地因子，坡位对幼林生长影响不大［１０］。

（下转第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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