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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低山丘陵地区小红拷生长过程分析

陈义刚
’
谢正生

’
张祥生

’

陈荣卫
’

( 1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
,

51 仅抖2
,

广州 ; 2 始兴县龙斗条伐木场 )

摘要 本文根据粤北低山丘陵地区收集小红拷 (c 叱众州旧 p泌 。 犷触范 H用闷 at ) 解析木 12 株和标

准 木 31 株的资料
,

通过建立生长模型
,

分析其生长规律
,

并用最优分割法将小红拷生长发育过

程分为 5 个阶段
,

据此进一步划分其龄级和组织龄组
.

结果表明
,

小红拷早期的树高和 直径生长

迅速
,

继而进人材积速生期和数量成熟期
,

从而提供该树种的营林理论依据
.

关键词 小红拷 ; 生长过程 ; 生长模型

中图分类号 5 758
.

1

小红拷
,

又名米锥
、

米椽
,

为壳斗科常绿乔木
,

具有生长快
,

萌芽力强
,

更新容易
,

适应性

强的特性
。

小红拷树干通直
,

木材优良
,

加工容易
,

为墙壁和地板装饰的优良材 料
.

民 间也

常用原木放养香菇
,

果实可做糕点和酿酒等多种用途
,

为华南和东南地区常绿阔叶林的主要

树种之一
,

是阔叶混交林和针阔混交林的理想树种
.

根据调查
,

在 自然分布区内
,

小红拷多为天然混交林
,

常与大叶新木姜子 (N
e o l iset

a
vle ien i

M err
.

)
、

罗浮柿 ( D i o SP vor
s m o rr 诬 a n a

aH
n优 )

、

中华楠 (M a动 il u s hc in en s臼 H e tT ` 1
.

)
、

荷木 ( S c h in : a

su p ebr
a

aG dr n
.

ct C ha mP ) 以及拟赤杨 ( lA
n iP勺 luI m fo

r ut en i P ekr )等混生在一起
,

人工纯林

甚少
.

据记载
,

它分布于广东
、

广西
、

湖南
、

福建
、

浙江
、

江苏
、

江西
、

安徽以及台湾等省区
,

日

本及南朝鲜南部亦有分布 (成俊卿
,

19 92 )
.

目前对小红拷生长规律的研究 尚无报导
.

本文

旨在通过对小红拷解析木生长过程的分析
,

探讨其生长发育阶段的规律
,

为生产实践提供科

学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L l 资料收集

根据小红拷 自然分布特点和林分结构特征
,

在粤北的始兴
、

翁源
、

乳源
、

河源等地阔叶林

标准地中收集生长正常的解析木 12 株和标准木 31 株
.

解析木按 Z m 区分段截取圆盘
,

用

常规方法判别年轮和量测数据
,

用电子计算机计算树高
、

直径
、

材积的生
一

长量
。

L Z 数据处理

将每 株解析木 的各龄 阶数据按龄阶归类
,

根据林木生长特点
,

选择下列生长方程 (吴富

祯
,

1990 ; 郎奎健等
,

19 89) 作回归运算
,

拟合不同年龄阶段的树高
、

直径和材积生长过程
.

(l ) R ihc a

dsr 生长曲线 夕= A ( l 一
e 一 人x

)
B

(2) 指数函数生长曲线 y 一 。
川六

,

式中 : 犷为树高
、

直径或材积的估计值 ;x 为年龄 ; A
、

B
、

K 均为待定参数
, e 为 自然对数之底

.

1卯 3一 11一 30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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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和分析

.2 1 小红拷生长模型

根据解析木的原始数据
,

采用最小二乘法原理和黄金迭代法在 电子计算机上运算
,

求解

各参数
,

拟合树高
、

直径
、

材积生长曲线模型如表 1
。

表 1 小红拷生长曲线模型

因 子

树 高

模 型

直 径

夕= 20
·

8 8 2 2 4 ( l 一
e 一 “朋

x

)
,

水 65 `

夕= e “
川

` , ` 一 旦旦提橇二七
)

相关系数

0
.

9 7 4 * * *

0
.

9 8 6 * * *

材 积
夕= 2

·

13 2 9 4 3 ( l 一
e 一 “ o ` ’

)
, 日’ 4 ” 0

.

9 9 5 * * *

* * *
经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

,

各模型均在 : = U oo l 水平上显著

为检验模型 的适用性
,

用 31 株标准木的数据进行 F 检验
.

检验结果
,

树 高
、

直径
、

材 积

的 F值分别为 2
.

7 5
,

1
.

5 6 和 3
.

0 3
,

均小于 F
。

.

0 5 ( 2
,

2 9 ) = 3
.

3 2
。

说明模型拟合适用
。

此外
,

为说明模型 的预 估精度
,

同时计算 了系统误差
,

3 个 因子 的系 统误 差分别 为

一 .0 55 %
,

一 .2 28 % 和 一 1
.

24 %
,

均符合精度要求
,

说明拟合的生长模型可使用
.

.2 2 小红拷生长过程

根据生长模型
,

按 5 年一个龄阶
,

分别模型运算
,

拟合小红拷不同年龄阶段的树高
、

直径

和材积的总生长量
、

连年生长量和平均生长量 (如表 2)
.

表 2 小红拷生长过程表

总生

长量

4
.

0 5

9
.

2 7

1 3
.

55

1 5
.

9 0

1 7
.

5 1

树高m/

平均

生长量

连年

生长量

总生

长量

2
.

6 1

直径脚n

平均 连年

生长量 生长量

总生

长量

材积 / m
3

平均

生长量

0
.

0 0 0 6

0
.

0 0 3 0

0
.

0 0 6 6

0
.

0 10 7

0
.

0 14 6

0
.

0 17 9

0
.

0 2 0 5

0
.

0 2 2 3

0
.

0 2 3 6

0
.

0 24 3

0
.

0 24 7

0
.

0 2 4 6

0
.

0 2 4 4

0
.

0 2 3 9

连年

生长量

龄阶

0
.

8 1

0
.

9 3

0
.

9 0

0
.

8 0

0
.

7 0

0
.

6 2

0
.

5 5

0
.

50

0
.

4 5

0
.

4 1

0
.

3 7

0
.

3 4

0
.

3 2

0
.

3 0

7
.

9 0

2 8
.

0 1

3 1
.

5 3

3 4
.

5 8

3 7
.

2 3

3 9
.

5 5

4 1
.

5 9

4 3
.

4 0

4 5
.

0 1

4 6
.

4 6

0
.

5 2

0
.

7 9

0
.

9 2

0
.

9 6

0
.

9 6

0
.

9 3

0
.

9 0

0
.

8 6

0
.

8 3

0
.

7 9

0
.

7 6

0
.

7 2

0
.

6 9

0
.

6 6

1
.

0 6

1
.

17

1
.

0 8

0
.

9 5

0
.

8 2

0
.

7 2

0
.

6 1

0
.

5 3

0
.

4 6

0
.

4 0

0
.

3 6

0
.

3 2

0
.

2 9

0
.

0 0 3 0

0
.

0 2 9 6

0
.

0 9 9 2

0
.

2 13 9

0
.

3 6 4 0

0
.

5 3 5 8

0
.

7 16 1

0
.

8 94 2

1
.

0 6 2 9

1
.

2 17 7

1
.

3 5 6 4

1
.

4 7 8 3

1
.

5 8 4 1

1
.

6 7 4 8

0
.

0 0 5 3

0
.

0 13 9

0
.

0 2 2 9

0
.

0 30 0

0
.

0 34 4

0
.

0 3 6 1

0
.

0 3 5 6

0
.

0 3 3 7

0
,

0 3 1 0

0
.

0 2 7 7

0
.

0 2 4 4

0
.

0 2 1 2

0
.

0 1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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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小 红拷 生长规律分 析

. 2 3
.

1 小红拷树高生长规律 从表 2看 出
,

小红拷早期树高生 长迅速
,

最大 连 年生 长量

出现在 10 年前
,

这种高生长量的生长期
,

大约持续 10 年
,

这段期间
,

年高 生长 达 l m 左

右
。

15 年以后
,

高生长急剧下降
。

50 年后
,

树高生长趋于停止
。

小红拷树高生长早期旺盛
,

显示了小红拷的速生性
、

分化快的特点
。

.2 .3 2 小红拷直径生长规律 由表 2 可见
,

小红拷 直径生 长开始 较快
,

10 年 后进人速 生

期
,

这个速生期持续 15 年
,

35 年生以后开始缓慢下降
。

直径连年生长量高峰期出现在 巧 年
,

约达 1
.

2 cm
,

在 25 年左右与平均生长量曲线相交
。

25

年前连年生长量大于平均生长量
,

而后则小于平均生长量
。

.2 .3 3 小红拷材积生长规律 图 1表明
,

小红拷材 积 巧 年前 生长 比较缓慢
,

随后 逐年 加

快
,

渐次进人速生期
。

材积连年生长量 35 年生时达到最高峰
,

以后逐年下降
,

并于 55 一 60

以030201

一扮
·

。日/彩契

年生时与平均生长量相交
,

此时平均生长量达到最

大值
,

为 0
.

02 4 7 m
, ,

说明这个期 间为小红拷的数量

成熟龄
,

如图 l (北京林学院
,

19 8 3 )
。

.2 4 小红拷生长阶段划分及特点

为研究小红拷阶段性生长
、

发育情况
,

本文结合

生长模型分析
,

综合树高
、

直径
、

材积生长过程特点
,

用最优分割法 (朗奎健等
,

1 9 89)
,

将小红拷生长发育

过程划分为树高速生期
、

直径速生期
、

材积速生期
、

材积速生后期和成熟期 5个生长阶段 (表 3)
。

均 生 长量

年生 长 量

年龄 /年

图 1 材积平均
、

连年生长量曲线图

表 3 小红拷材积生长阶段划分表

生长阶段 树高速生期 直径速生期 材积速生期

2 1 一 50

0
.

15

0
.

6 8

0
.

0 3 3 5

材积速生后期

年 龄范围 /年

定 生 树高m/

塑
一

长 直径mr/
~

下
均 量 材积 /耐

l ~ 10

]
.

0 2

0
.

7 9

0
.

0 0 3 0

1 1 一 2 0

0
.

5 7

1
.

1 3

0
.

0 18 4

5 1 一 6 0

0
.

0 3

0
.

3 8

0
.

0 2 6 1

成熟期

6 1 一 8 0

0
.

0 2

0
.

2 8

0
.

0 16 9

由表 3 可见在 10 年前
,

小红拷 树 高 已通过 速生 高峰期
,

而直 径 连 年 生 长 量 未 达

高峰期
,

材积生长量甚小
。

此阶段主要特点是林木树高生长迅速
,

材积生长缓慢
,

属于树高

速生时期
。

第 2 阶段从树高平均生长量出现高峰期开始
,

到直径平均生长量高峰期 出现时结束
。

此阶段主要特点是直径旺盛生长
,

树高生长保持一定比例
,

而材积生长量仍较小
,

处于直径速

生阶段
,

也是干材速生前期
。

通过树高
、

直径速生期后
,

材积连年生长量明显加快
,

随之达到最大值
,

直径生长保持一

定 比例
。

其特点是材积生长最快
,

故为小红拷干材生长迅速时期
。

第 4 阶段是从材积连年生长量缓慢下降开始
,

到材积平均生长量高峰 出现时结束
.

此

阶段主要特点是树高和直径连年生长量 明显下降
,

尤其是树高生长
,

但材积生长仍保持较高

的速度
,

连年生长量高于树高和直径速生阶段
,

继而进人平均生长量达最大值时期
,

为小红拷

干材速生后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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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速生后期之后
,

树高
、

直径生长均处于较低水平
,

树高趋于停止生长
,

材积生长亦开

始下降
。

在此阶段
,

材积连年生长量落后于平均生长量
,

小红拷正处于数量成熟阶段 (北京

林学 院
,

19 8 3 )
。

.2 5 小红拷龄级划分和组织龄组

如前所述
,

小红拷的数量成熟龄为 55 一 60 年生
,

如果按表 2 的龄 阶情 况划分 龄级
,

则

数量成熟龄为 yII 龄级
,

这不但龄级数量太多
,

且在组织龄组时会出现不合理的情况
。

小红拷

的生长过程表明
,

以 10 年 为龄级期限是合理正确的
。

划分龄级后
,

即可根据数量成熟 龄进

一步组织龄组 (营林阶段 )
,

从而为营林过程提供科学依据
。

小红拷 的龄级划分 和龄组组 织

如下 (表 4 )
。

表 4 小红拷龄级和龄组分配表

龄级 年龄范围 龄 组

1 1一 10

11一 20

2 1 ~ 30

3 1一 4 0

4 ] 一 50

5 1 一 60

6 1 ~ 70

7 1 一 80

8 1 一 90

幼龄林

中龄林

近龄林

成熟林

过熟林

111WVVI姐姗xI

3 结论
小红拷的树高和直径生长较早通过速生期

,

约在 20 年生左右
。

表明小红拷具有早期生

长的优势
,

是早期产生生态效益的速生树种
.

根据小红拷生长模型拟合分析
,

用最优分割法
,

将小红拷生长发育过程划分为树高速 生

期 ( l 一 10 年 )
、

直径速生期 ( 1 1 一 2 0 年 )
、

材积速生期 ( 2 1 一 50年 )
、

材积速生后 期 ( 5 1 一 60

年 )
,

成熟期 ( 61 一 80 年 )五个生长阶段
,

符合林木生长生物学特性
。

研究数据表明
,

小红拷以 10 年为龄级期限是合理正确 的
。

研究结果表 明
,

小 红拷的数

量成熟龄为 VI 龄级 ( 51 一 60 年 )
,

据此可界定各龄组期 限
,

为不 同营林 阶段确 定营林 技 术

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

鉴于小红拷早期树高和直径生长迅速
,

材积速生期长的特点
,

选用小红拷既可作短轮伐期

经营
,

培育 中
、

小径材
,

也可作长轮伐期经营
,

培育大径材
。

致谢 本文承蒙古炎坤教授
、

梁标教授指导和审阅
,

并由陆显祥副教授修改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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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杰文同志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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