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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云杉落叶松混交栽培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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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落叶松是我国东北林区的主要树种。冷杉、云杉是我国西南高海拔地区的主要原

生树种。根据对美姑县采用冷杉与落叶松混交林调查表明：混交林高生长、直径生长、生物总量其

各项生长指标均优于冷杉纯林或冷、云杉混交林。冷杉、落叶松混交林林区内物种的多样性和生物

多样性也比冷杉纯林或冷杉、云杉混交林好。

%&’() 冷云杉；落叶松；混交林；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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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3是我国北方和西南高海拔地区的主要用材林栽

培 树 种 。 冷 杉 都 是 纯 林 栽 植 或 冷 杉 与 云 杉D1:>1)

17C3181> 6178混交。四川省美姑县洪溪林场从’&/&
年开始，利用冷杉与落叶松混交栽植取得了成功。通

过’*年的调查表明：冷杉与落叶松混交林木生长的

各项指标均优于冷杉纯林和冷杉云杉混交林。冷杉

与落叶松混交林下的生物多样性也比冷杉纯林和冷

云杉混交林增加。

’ *+,-./01234

’)’ 试验地位于美姑县城区北方，东经’"*E+F!"G，

北纬!/E*+F+#G，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最高海

拔!/""米，最低海拔!%""米，年平均气温’’)+H，极

端最高温度*"H，极端最低温度$’"H，年降水量

/!"==，相对湿度/"I，试验地土壤属于山地暗棕

壤，土壤平均厚度/"J’"":=，石砾含量为!"I。

’)! 试验地原地类属采伐迹地，伐前优势种主要是

冷杉、云杉、桦木等。

’)* 主要植被种类：高山箭竹、野核桃、杜鹃、高山

绣线菊、八仙花、桦木、槭树、八角枫、蕨类及禾本科

植物。

’)+ 造林时间和方法：试验地造林时间为’&/&年#
月。选用*年生!$"级实生苗，采用行间混交造林

方法，造林密度!K’)#=，***"株 L M1。

! 56789:;

!)’ 5678
造林后第%年即’&&#年’"月进行第一次调查，造

林后第’*年即!""!年#月进行第二次调查。

!)! <156
样地设置采用典型取样法即在试验地选择生长

均匀，管理程度较低的地段设置样地，共设+个样地；

设对照组!组，冷杉纯林组（!），日本落叶松纯林组

（"），冷杉 云杉混交组（#），冷杉、落叶松混交组

（$），每个样地面积’""K’""=，总设样地面积")+M1，

样地调查内容分第一次调查和第二次调查，第一次

调查内容按每木调查法记录树木树高、胸径、优势树

高、优势树胸径、郁闭度、蓄积量，林下主要植被种类

数量的变化调查。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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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杉、云杉和落叶松各树种在幼林前期，即平均

高度在!=以下时，虽然混交方式不同；但幼树生长

的各项指标差异尚不显著，见表一。在所调查的

")+M1 样地中，幼树死亡’+株，均为鼠害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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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 目

区 组

冷杉纯林组! !#$ %#& !#" %#’ ’#%
落叶松纯林组" !#( %#) %#’ %#" ’#%
冷杉云杉混交组# !#& %#& !#( %#( ’#%
冷杉落叶松混交组$ !#") %#& %#’ %#& ’#*

*% ""+,-./01234
项 目

区 组

冷杉纯林组! !#$ %#& !#" %#’
落叶松纯林组" !#( %#) %#’ %#" ’#%
冷杉云杉混交组# !#& %#& !#( %#( ’#%
冷杉落叶松混交组$ !#") %#& %#’ %#& ’#*

区 组 林下主要植被情况

冷杉纯林组!

落叶松纯林组"

冷杉云杉混交组#

冷杉落叶松混交组$

箭竹类（+,-../0123,-0） 杜娟（映山红）4,/5/56758/7#9:;0::# +.273,
八角枫<.27=:>;# ?,:76706（./>8#）,28;0
桦木（光皮桦）@61>:2 A>;:7:B682#C#D:7E.
八仙花C-5827=62#;238/F,-..2
蕨类；铁线蕨<5:271>; 32F:..>0G>6768:0
燕尾蕨（阔叶蕨）?,6:8F.6>8:2#H:320F:0
杂草类；牛筋草I.620:76 :75:62（A）J26817
白茅（白柴）K;F68212 3-.:758:32. @62>LGL28G;2M/8#（N600#）?#I#C>HH#
蒲公英O242P23>;#;/7=/.:3>;#C275GQ2RR#

*#% 56789:;-.#<=>
此时幼树平均高度超过*;后，即幼树高开始超

过林内箭竹和杂灌等高度，落叶松纯林、冷杉、云杉

混交林与冷杉、落叶松混交林相比，林木各项生长指

标表现出明显差异。从表三。可以看出，!)年生混交

林与纯林相比，其平均树高生长量提高了!*$#"S，

胸径生长量提高了!$$S，蓄积生长量提高*’TS。

** !)"#/%&’(?
项目

区组

冷杉纯林组! $#) )#’ )#% &#$ ’#) !"#&$T
落叶松纯林组" )#$ )#& &#* !#’ ’#)) **#&**
冷杉云杉混交组# &#% )#$ "#% &#) ’#& %’#T"T 箭竹 杜鹃 桦木 槭树

冷杉落叶松混交组$ "#’ "#% T#" "#( ’#&) )$#&!%

箭竹 杜鹃 桦木

箭竹 杜鹃 八角枫

桦木 八仙花 蕨类

C（;） U（3;） C优（;） U优（3;） 郁闭度（Q）

C（;） U（3;） C优（;） U优（3;） 郁闭度（Q）

C（;） U!#*（3;） C优（;） U!#*优（3;） 郁闭度 蓄积量 林下主要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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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林前期植被群落特征 造林地原生植被主

要有高山箭竹、杜鹃、高山绣线菊、八仙花、丝粟、桦

木、槭树、八角枫、藤本植物及禾草。从调查情况看，

在幼林前期，也就是幼树高$米以下，目的树种尚末

占主要优势时，纯林栽植和混交林栽植，林下的植被

基本与原生植被一致，群落特征也没有发生大的变

化；都与原地类上的植被一致。此时尚属原生植被群

落占优势的阶段。

!"!"$ #!年生不同造林方式群落特征 从第二次调

查情况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纯林还是混交林，林下

植被都有显著变化。从表三可以看出，冷杉纯林或冷

杉混变林在幼林郁闭度达到%"&左右时，林下箭竹死

亡大半；箭竹盖度由栽植前的’&(，减致)%(左右。

幼林树冠以下几乎没有箭竹生长，剩余的)%(盖度

的箭竹基本睡长在树冠边缘下面。随着幼树的不断

生长，树冠的扩大，郁闭度的不断增大，原生植被箭

竹估计会全部被淘汰，失去生存空间。冷杉纯林或冷

云杉混交林郁闭度达到%"&后，不仅林下箭竹要逐渐

死亡，林下的其它植被也直剧锐减。而冷杉落叶松混

交，林下植被虽有变化，但变化没有冷杉纯林或冷

杉、云杉混交林显著。从调查情况看，栽后#&年的冷

杉落叶松混交林，林下箭竹盖度由造林前盖度’&(，

减致)%(，禾本科类杂草也已基本被淘汰，但林下其

它主要植物如桦木、杜鹃、槭树、丝粟、八角枫、八仙

桦等都还具有相当的竞争力，生存空间较大，如果采

用适当的管理措施，此种混交方式可能演替为针阔

叶混交林，生物多样性得以提高，其该种群落稳定性

可能增强〔$〕。

) )*

)"# 冷杉、云杉是我国西南高海拨$$%%米以上林区

的主要栽植树种，它是该地区的自然演替的顶级乔

木树种，而落叶松是我国东北地带性的森林生物地

埋群落，它同纬度带及冻土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

相关性。它是我国东北大小兴安岭林区的自然演潜

的顶级乔木树种；二者生物学特性和生态学特性相

近，对环境要求也基本一致，所以混交以后，对周围

环境气候影响不大，树木相互促进生长良好。

)"$ 天保工程已启动，各地公益林建设都在有条不

紊的开展，人们造林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由单纯的

追求经济、生态效益并重过渡；造林也从单一树种向

混交林方向发展，以便最大可能的发挥森林的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美姑县洪溪林场开展的冷杉落叶

松混交试点，通过十几年的观察研究，笔者认为无论

是树木的高生长，还是蓄积量的生长及生物总量都

要优于冷杉纯林或冷、云杉混交林，具有较大的推广

价值。

)"! 冷杉纯林或冷云杉混交林，林下灌木层，草层

不甚发育，生物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很低，同时纯林

还存在许多弊病，例如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效能

低，生长缓慢，病害严重等。因此应大力提倡栽植混

交林，且应该是不同种的混交。最理想的混交林应是

针阔混交，针阔混交林能较大程度地提高物种样性，

抗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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