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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巨尾按是最速生高产的按树
,

在相同的条件下造林
,

单位面积株数相等 ( 1 6 6 5 株h/ m “ )
,

采取四种株行配置

造林方式
,

生长差异非常明显
,

株行距 1 m x 6 m 的
,

定植后 3 年 5 个月
,

平均树高 1 3
.

72 m
,

平均胸径 10
.

14
c m

,

蓄积量 68
.

76 m ,

h/ m , ,

长势名列前茅
。

关链词 巨尾按 株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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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尾按是 80 年代澳大利亚专家从 巴西引进的
,

是当前世界上最速生高产的按树
。

经钦州地 区林科所

筛选其优良无性系
,

用芽器官离体培养块速繁殖获得

新的重大突破
,

直接 以芽繁芽
,

达到保持原母株优良

性状
,

巨尾按组培苗是培育速生高产林分的优化种

苗
,

在栽培措施上要满足它的造林学特性
,

才能充分

发挥其优 良性能
。

本项试验探讨巨尾按速生高产最适

宜的株行配置造林方式
。

试验方法

.1 1 立地条件

试验林地位于广西灵山县三隆 乡
,

年平均气温

2 1
.

7皿
,

年降雨量 1 6 4 9
.

1 m m
,

年无霜期 3 5 6
.

5 日
。

19 9 4
一

1 2
一

28 收稿
。

, “

营造 良种按速生丰产示范样板林
”
是林业部于 1 9 9。 年 3 月 12 日

林计字 ( 1 9 9 0) 53 号文批准立项的
,

在广西灵 山县营造 1 万 亩

( 6 6 6
.

7h m , )
, 一9 90一 19 9 2 年 3 年已完成造林

,

1 9 9 3 年 12 月林业部

组织专家到现场验收合格
,

推荐为重大成果
。

几年来区 内
、

外到现

场参观考察有 1 000 多人 (次 ) ,

广东
、

广西
、

海南推广良种校造林

有 10 0 万亩 (6 6 6 67 h m “ ) 以上
,

其中仅广西
“

宽行窄株
”
配置造林

就有 10 多万亩 (6 6 67 多 h m Z )
。

宽行窄株配置造林的新技术先 后在

全国按树第十一届 ( 1 9 9 2 年 )
、

第十二届 〔 1 9 9 4 年 ) 学术交流会上

作了典型发言
。

本文为上述项 目的部份试验成果
。

地表石砾裸露
,

植被稀疏
,

土质贫膺
,

p H 值 5
.

0
,

有

机质 0
.

5 9 %
,

全氮 0
.

0 6 7 6 %
,

全磷 0
.

0 2 6 3 %
,

全钾

1
·

3 0 0 8 %
。

砂岩薄土质侵蚀赤红壤
,

地形平缓
,

坡度

8
0 。

L Z 整地方式

定植前 2 个月拖拉机全犁
,

深度 25 ~ 30
c m

,

犁

后在定植行开沟深 40
。 m

,

再在定植点碎土培土 l m

见方
。

L 3 杯苗定植

采用钦州地 区林科所繁殖的巨尾按优良无性系

组培苗
,

塑料杯容器培育
,

选用整齐一致 的壮苗
,

苗

龄 2 ~ 3 个月生
,

苗高 1 5 c m
。

1 9 9 0 年 5 月 2 0 日定植
。

L 4 施肥量

基肥用钙镁磷肥每株 1 50 9 (含磷 14 % )
。

追 肥

每 株 用 复合肥 5 。 。 g ( 含氮
、

磷
、

钾 各 10 % )
,

碳

钱 3 0 0 9 (含氮 17 % )
,

其中定植一个 月后每株施复合

肥 2 0 0 9
,

碳钱 1 0 0 9 ;
第二年 4 月份每株施复合肥

3 0 0 9
,

碳按 2 0 0 9
。

L S 试验设计

4 个 处理
,

3 个 重 复
,

共 1 2 个 小 区
,

每 个

小 区 6 6 7 m
, ,

总共 0
.

8 h m
, ,

随机区组排列
。

每个小

区固定 10 株
,

每年测高
、

径一次
。

4 个处理是
:

l
、

株行距 2 m x 3 m
,

每穴 l 株
,

1 6 6 5 株 / h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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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株行距 3m X 4 m
,

每小区定植穴 56 个
,

每穴

植 2 株
,

穴内相距 3 0 。 m
,

一6 6 5 株 / h m , 。

3
、

株行距 3 m X 6 m
,

每小区定植穴 37 个
,

每穴

植 3 株
,

穴内三角形排列等距 30
。 m

,

1 6 6 5 株 h/ m
Z 。

4
、

株行距 1 m X 6 m
,

每穴植 1 株
,

1 6 6 5 株 / h m
Z 。

2 试验结果

2
.

1 生长且比较

巨尾按造林从开始至 3 年 5 个月生
,

树高和胸径

生长量始终表现
:

l( m x 6 m ) > (3 m X 4 m ) >

( 3 m X 6 m ) > ( 2 m x 3 m ) (详见表 l )
。

至 3 年 5 个

衰 1 平均生长 t 比较

aT U e I C恤
p ar is i o . of ht

e m
~ gr

。坪ht in cer m eu t

月生
,

l m 义 6 m 的平均树高 13
.

7 2 m
,

平均胸径

1 0
·

1 4 e m
.

3 m X 4 二 的平均树高 1 1
.

8 8 m
,

平均脚径

.8 6 7 c m
。

2 m X 3 m 和 3 m x 6 m 的生长量相差不大
,

但都比不上前两种设计
。

.2 2 方差分析

巨尾按 3 年 5个月生
,

树高和胸径方差分析均极

显著
.

树高和胸径 Q 检验
:

1 m x 6 m 与其他 3 种株

行距比较差异极显著
; 3 m x 4 m 以及 3 m x 6 m 的与

2 m X 3 m 的树高 Q 检验亦差异极显著
。

其他 Q 检验

差异不显著 (详见表 2一 3 )
。

处理方法

T
r

ea t m e n t

m e t h团

1年 l y ea
r

Z年 3 个月 Z y e
ar

s 3

mon
t h 3年 5个月 3 y ea

r s s m on t h

树高
T

r e e
h

e
论h

( m )

胸径
D ia m e t er

( e m )

树高
T

r
ee h e

ig h

( m )

胸径
D认m e t e r

( e m )

树高

rT ee h e i g h

( m )

胸径
肠

a m e t e r

( e m )

比 较 oC m aP ir s
io n

树高

T r e e h e
ig h

胸径
D ia m e t er

1 m X 6 m 6
.

7 0

3 m X 4 m 5
.

0 4

5
.

8 7

4
.

8 3

1 2
.

5 8

1 0
.

6 2

9
.

2 6

8
.

1 8

1 3
.

7 2

1 1
.

8 8

1 0
.

1 4

8
.

6 7

1 3 5
.

5 7 1 2 3
.

3 6

1 1 7
.

3 9 1 0 5
.

4 7

3 m X 6 m 4
.

3 5 4
.

0 7 9
.

7 8 7
.

2 2 1 0
.

6 7 8
.

1 7 1 0 5
.

4 3 9 9
.

3 9

Z m X 3 m 4
.

3 2 4
.

5 0 8
.

9 0 7
.

7 3 1 0
.

1 2 8
.

2 2

表 2 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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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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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cr e s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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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e h e ig h 胸 径 P ia m e t e r

离差平方和
1〕 e

vi
a t io n s u m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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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g eer
o f

f er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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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a n

, 王U a 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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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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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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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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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via
t i

o n s u m

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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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度

块 g r
ee o f

f r e e
d o m

均方
M ae n

F 值
F

v a l u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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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间 T r e a t m e n t s

重复间 eR lP ica it on
“

总差异 T o t al v a
ir t io n

7 6
.

4 8

1 0
.

4 6

8 7
.

7 2 2
’

二 2 5
.

4 2 8
.

4 7 3 1 1
.

9 5…
2 5

.

5 3

5 0
.

9 5

0
。

7 0 9

8 6
.

9 4

3 6

3 9

3 6

3 9

F
o o ; ( 3

.

3 6 ) = 4
.

3 8

丧 3 Q 检验

T . lb e 3 0 一 T se t

差异来源

S心 u 比 se of

树 高 T
r
ee h ie沙 胸 径 场

a m et er

x s一 1 0
.

1 2 x i一 1 0
.

6 7 x i一 1 1
.

8 8 x ;

一 8
.

1 7 x `一 8
.

2 2 x i一 8
.

6 7

1 m X 6 m

3 m X 4 m

1 3
.

2 2

1 1
.

8 8

3
.

6 0二
’

3
.

0 5…
1

.

7 6
…

1
.

2 1…

1
.

8 4… 1 0
.

1 4 1
.

9 2
甘 , ,

1
.

4 7 ”
’

8
.

6 7 0
.

4 5

3 m X 6 m

2 m X 3 m

1 0
.

6 7

1 0
.

1 2

0
.

5 5 8
.

2 2

8扩1 7

1
.

9 7
’ . `

0
.

5 0

0 0 5

D
o

.

0 1
= 0

.

7 5 1 8 D
o

.

。 s一 0
.

5 9 0 7 D o
_

0 1 = 1
.

1 7 4 4 D
o

_

0 5 = 0
.

9 2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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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高径分布

巨尾按 3年 5 个月生
,

l m 又 6 m 的树高 12 m 以

上达 10 0肠
,

胸径 1 0 c m 以上达 6 0 % ; 3 m x 4 m 的

树 高 12 m 以上 占 55
.

17 %
,

胸 径 10 e m 以上 占

1 3
.

3 % ; 3 m x 6 m 的树高 一Z m 以上 占 2 3
.

3 %
,

胸径

1 0 。 m 以上 占 1 0 % ; Z m x 3 m 的树高均未达到 1 2

m
,

胸径也未达 10 c m
,

可见 1 m x 6 m 的有早成材
、

成大材的效果
。

.2 4 蓄积里比较

巨 尾 按 3 年 5 个 月生
,

l m 又 6 m 的 蓄 积量

6 8
.

7 6 m
3

/ h m
, ,

年平均生长量 2 0
.

1 1 m
3

/ h m
, ; 3 m X

4 m 的蓄积 量 4 5
.

2 2 m
3

/ h m
, ,

年 平 均 生 长 量

1 3
.

3 4 m
3

/ h m
Z ; 3 m X 6 m 的蓄积量 3 7

.

8 6 m
,

/ h m
, ,

年平均 生长量 n
.

07 m
3

/ h m
Z ; 2 m X 3 m 的蓄积量

3 6
.

6 3 m
3

/ h m
Z ,

年平均生长量 1 0
.

7 1 m
3

/ h m
, 。

3 讨论

巨尾按造林在相 同的条件
,

仅采取不同的株行配

置方式
,

具有不 同的造林学 意 义和经济效果
。

l m

x 6 m 的配置方式通称
“

宽行窄株
” ,

这种配置方式充

分利用林地空间
,

相对空间集中
,

阳光较多
,

适合巨

尾按的生理特性
,

该树种叶片结构属两面叶
,

栅状层

较厚
,

分布于近轴面
,

海绵层分布于远轴面
,

为强阳

性树种
,

光合速率较一般树种高
,

超过 5一 10 m g

c O
Z

/ ( 1 00
c m

, ·

h )
, “

宽行窄株
”

配置提高了林木的

光合速率
,

创造了林木速生的小环境
,

因此增加了林

分的生物量和产量
。

这种配置组成林带式
,

有利于抗

风
,

同时便于间种作物开展立体经营
,

也便于机械化

造林和抚育管理
。

过去采用 间伐调整林分的适宜密

度
,

本项试验从定植时选用适宜的配置方式
,

可省去

部分间伐工作量
。

由此可见
,

1 m x 6 m 的配置是巨尾

按造林的最好方式
,

从造林开始一贯表现优势
。

近年

来
,

广西推广用宽行窄株配置方式营造 5 0 00 多 h m
,

尾叶按
、

巨按
、

巨尾按
、

柠檬按等均获得了良好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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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港
,

钦州港
,

防城港等
,

原设计都没有考虑未来

海平面上升
。

据计算
,

到 2 0 5 0 年
,

只要海平面上升

0
.

s m
,

广西沿海港 口工程设计潮位
,

原 50 年一遇的

变为 5 年一遇
,

10 0 年一遇 的变为 10 年一遇
。

到时
,

这些重要的经济设施将受到影响
。

4 几点建议

( 1) 重视海平面上升的预测和可能影响的研究

一切对策
,

应建立在对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有正确认识

的基础上
,

应加强潮位观测和地壳形变的长期观测
,

科学地预测海平面相对上升速度
,

以便分析海平面上

升的具体影响
。

(2 ) 有必要重新考虑濒海地区的经济布局
。

( 3) 重新制订沿海环境建设的各项标准
。

(4 ) 加高加固海堤 海堤是沿海防潮的第一道

防线
。

目前
,

海 (河 ) 堤加固整治工程都是以现行 50

年
、

2 0 年
、

10 年
、

5 年一遇的防御标准进行设计的
,

没有充分考虑到未来海平 面上升 的严峻形势和经济

发展前景
,

无论从高度或强度均远不足以抗御大 的台

风暴潮
。

据推算
,

年平均温度升高 1
·

5
`

C
,

在中国登

陆的台风频率将增加 1
.

76 倍
。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

会 1 9 9 2 年的报告预测
,

下世纪中叶
,

全球气温将升

高 1
·

2 ~ 1
.

7℃
。

按此推算
,

那时的台风暴潮发生频率

将增加 1
、

2 ~ 2 倍
,

即广西沿海平均每年将受到 5一 7

次台风暴潮影响
。

因此
,

建议把未来海平面上升的计

算值列入海 (河 ) 堤工程加固整治计划
,

对海 (河 )

堤进行加高加固
。

同时
,

应充分利用广西海岸的特点
,

大力提倡营造红树林
,

建成防浪绿色长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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