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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地塘教学试验林场几种落叶松引种

阶 段 总 结

西 北 农 学 院 林 学 系

西北农学院火地塘教学试验林场

西北农学院火地塘教学试验林场的落叶松引种于一九六一年
,

所用种子由原陕西省

林业厅发给
,

均来 自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
,

当时统称朝鲜落叶松
。

一九六四年以后
,

又

增加了华北落叶松引种试验
。

十七年来
,

林场在育苗
、

造林方面
,

每年都做了不少工

作
,

落叶松已由小面积引种试验
,

进入较大面积的造林
。

现在
,

少数树木已开花结实
,

一般生长发育良好
,

初步显示 出在秦岭林区一定范围内
,

颇有发展前途
。

本项研究 尚未

最后结束
,

现仅作一阶段总结
。

一
、

引种的落叶松种类

一九六一年引种的落叶松
,

当时统称为朝鲜落叶松
。

一九七二年调查时
,

尚未开花

结实
,

未作精细鉴定
,

仍沿用朝鲜落叶松这一名称
。

一九七七年我系树木良种繁育教研

组 对已开花结实树木进行鉴定
,

森林利用教研组对解析木作了木材解剖学上的观察和鉴

定
,

初步确定出多数为长白落叶松和 日本落叶松
,

朝鲜落叶松则占少数
。

因多数树木尚

未开花结实
,

是否还混有别的种类
,

有待今后进一步鉴定
。

一九六四年以后引种的落叶

松主要是华北落叶松
。

因所用种子均系一般生产中采收的种子调拨来的
,

是否还混有其

他种 类
,

也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确定
。

因此
,

目前火地塘教学试验林场引种的落叶松
,

可以确定的种有以下四种
:

1
.

华北落叶松 L a r i x p r i n e i p i s 一 r u p p r e e h l i i M
a y r

2
.

长白落叶松 L a r玉x o 、g e n s i s A
.

H e n r y v a r .

hC
a n g p a飞e n o i s Y a n g o t n i

e

3
.

朝鲜落叶松 L a r i x o l g e n s is A
.

H e n r y V a r .

k o r e a n a
( N

a k a i ) N a k a i

4
.

日本落叶松 L a r i X k a e m p f e r i ( L a m b
.

) C a r r .

在以上四种落叶松中
,

华北落叶松造林数量最多
,

其余三种的栽植数量甚少
。

有关

华北落叶松的引种将另有专文报导
,

本文仅就
一

长白落叶松等三种落叶松的引种工作
,

进

行阶段总结于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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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育 苗

春季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为本地播种时期
。

因生长期间降水较多
,

空气比较湿润
、

凉爽
,

采用全光
、

高床
、

条播育苗
,

条距 15 厘米
、

播幅 5 厘米
,

覆土约 0
.

5 厘米
。

播前

用温水 ( 约 50 ℃ ) 浸种
,

每天换水一次
, 4 天后捞出

,

放箩筐内
,

每天用清水冲洗一次
,

连续 4 一 5 天
,

阴干后播种
。

播种量每亩 7
.

5 公斤
,

一般播后 5 天左右即可发芽
。

幼苗

全部脱壳约需 30 一 45 天
,

在此期间需加强防鸟鼠害
。

落叶松播种育苗与一般针叶树大致相似
,

但必注意以下问题
:

1
.

落叶松对土壤物理性状要求较高
。

对土壤的通气性尤为敏感
,

故选择苗圃要注

意土壤质地
,

以轻壤或砂壤土为宜
,

并应避开排水不良的低凹地
。

育苗先一年秋末
,

要

深翻整地
,

增施有机肥料
。

本场近几年来施用有机肥料较少
,

土壤板结较前严重
,

苗木

质量有所下降
,

今后应注意这一问题
。

2
.

我场地处秦岭南坡中山地带
,

气候凉爽
、

湿润
,

降水较多
,

苗圃地不进行灌

水
。

但是
,

夏季 6 一 7 月间
,

有 时也持续多 日不雨
,

落叶松幼苗对水分亏缺甚为敏感
,

高温季节如遇干旱不雨
,

顶芽常提前形成
,

高生长遂告停止
,

因而影响苗木的质量
。

所

以
,

在秦岭林区培育落叶松苗木
,

有时也应及时灌水
。

3
.

落叶松苗木分化显著
。

当年播种 的华北落叶松在同一苗床内
,

高者达 15 厘米以

上
,

低者仅 2
、

3 厘米
,

二年生苗木高者达 64 厘米
,

低者还不足 8 厘米
。

目前
,

落叶松

种子甚缺
,

生产 中应充分注意弱苗的培育
。

我场在起苗后
,

通常将苗木分为三级
:
一级

苗 20 一 30 厘米
,

二级苗高 10 一 20 厘米
,

三级苗 10 厘米以下
。

凡不足 10 厘米的弱苗
,

均须

移植一次
,

供以后栽植用
。

嫁接育苗

为了建立落叶松种子园
,

一九七六年曾进行过落叶松优树嫁接
。

砧木为华北落叶松

播种苗
。

一九七五年秋
,

以苗木的平均高加上三个标准差为标准
,

在苗圃选择超级苗
,

作为嫁接优树的砧木
。

中选的苗木留在床内
。

一九七六年 四月 中旬进行嫁接
。

接穗采 自

一九七四年选出的优树
,

并按优树树号分别单采
、

扎捆
,

用湿沙埋于阴坡
。

砧木的芽苞

开始萌动时将接穗取出
,

放入河水中浸泡两天
。

嫁接时采用髓心形成层对接法
。

接后用

塑料带绑紧
,

并进行了以下工作
:

1
.

剪砧
:

嫁接成活后及时对活的植株进行剪砧
,

未接活者及时解绑
,

准备二次嫁

接
。

2
.

施追肥
:
对接活的苗木

,

每株施尿素一两
,

撒于距苗木 20 厘米的周围
。

七月以

后停止施肥
。

3
.

控制侧枝
:

为防止萌发大量侧枝和徒长枝
,

适当疏去部分侧枝
,

打掉侧枝的直

立梢头
,

使之不要发旺
,

以促进接穗新梢旺盛生长
。

4
.

松绑和解绑
:

六月中旬前后开始松绑
。

解绑可在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进行
。

吞
.

扶助新梢
:
落叶松接活以后

,

新梢生长甚快
,

到七月下旬有的可达 40 厘米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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梢甚为嫩弱
,

常出现偏歪现象
。

为此
,

在苗木周围插一小竹秆
,

将嫁接苗捆在竹秆上
,

使新梢得以端直生长
。

6
.

及时除草松土
:

秦岭林区
,

水热条件适宜植物生长
,

杂草繁茂
,

故定期除草松

土
,

保证苗木健壮生长
。

一九七六年春共嫁接落叶松优树 4 05 株
,

经过上述措施
,

成活率达 7 4
.

5%
,

当年新

梢平均达 24 厘米
,

最高者 92 厘米
。

一九七七年复查
,

保存率为 5 3
,

5 %
,

平均高生长 60 厘

米
,

其中最大者达 1 48 厘米
,

生长健壮
。

嫁接成活以后
,

当年又有部分死亡
,

说明嫁接

成活以后
,

仍须加强抚育管理
。

扦插育苗

一九七七年曾进行落叶松扦插试验
,

均未获成功
。

在种子供应不足的情况下
,

有必

要进一步研究这种育苗方法
。

三
、

落叶松引种后的表现

落叶松为速生针叶树种
,

引种到火地塘以后
,

仍表现出这一特性
。

本场曾对六年生

的落叶松
、

油松和华山松进行过对比测定
,

结果如下
:

落叶松
、

油松和华山松幼树生长比较

谕一雇}州澎蔚子
一

耀黔下子
一

: : : …: …}{:) …
`

:: …:…) … :}:
落叶松高生长超过油松与华山松

,

直径生长相似
,

或较弱于华山松
。

一九七二年曾对一九六一年引种的落叶松抽取部分林木进行测定
。

测定结果是
:

各

试验地平均高度 6
.

95 一 7
.

64 米
,

平均胸径 6
.

31 一 7
.

74 厘米
。

一九七四年进行复测
,

逐木编号进行每木测定
,

测定结果见表二
。

一九七七年七月
,

每块试验地上进行了复测
,

由于自然稀疏及人为的破坏
,

总株数

由一九七四 年的 1 0 6 1株减少为 1 0 4 2株
,

共减少了 19 株
。

其他生长指标见表三
。

将表二
、

表三对比后
,

将可看出三年中发生了如下变化
,

林木密度无大变化
,

平均

胸径 由 7
。

6一 10
.

9 厘米
,

提高到 1 1
.

1一 1 5
.

0厘米
,

平均树高由 6
.

77 一 1 0
.

2 0 米增大到

1 0
.

1 6一 1 3
.

7 2米
,

每亩材积 由1
.

4 1 1 7 4一 7
.

8 8 9 6 0立方米增加到 4
。

8 9 1 1 0一 1 7
.

8 5 9 8 0 立方

米
。

1 7年生林木最高者 1 7 ,“ “米
,

最大胸径达 “ 2 , “ 厘米
。

同时各试验鸽上林木生 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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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地塘教学试验林场落叶松林生长状况一览表 ( 1 97 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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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火地塘教学试验林场落叶松生长状 况一览表 ( 1 9 7 7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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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较大
,

如以单位 面积上的蓄积量为准
,

各块落叶松由高到低可排列成如下次序
:

1 9 7 4年为 W> I > 矶 > l > V > I

1 9 7 7年为 万 砚 1 V 1 1

由于 I
、

万
、

V
、

砚等四块落 仆卜松面积都很小
,

林木生长受边际效应的影响较大
,

因此
,

在比校各块落叶松的生长状况时
,

只选择了 亚
、

l 两块落叶松
,

对其余四块试验

地
,

暂不分析探讨
。

一九
一

匕七年夏
,

在 I
、

l 两块落叶松中 各选一株树木做树干解析
。

解析木的树号为

3 26 和巧 8
。

经过鉴定
,

前者为长白落叶松
,

后者为 日本落叶松
。

其特点如下表所示
。

胸径 材 积

附 注

( 立米 )

ǎ厘米è

叹跨、
J

何来
叶鲜重ǎ公斤è一

米一

冠
·

周均离树的幼一补豺弓诵ǔ纬米一
、

离围木平距0
年长 龄点一地生一

种

一
树一

树号一

慢速缓迅较较长长生生时时

.

比网|匕网
l

1
。

6 0 X 1
.

8

1
。

7 3 x 2
.

3

0
。

0 6 4 3 2

0
。

0 7 6 1 3:

1
.

厄
.

1
.

厦uI|
-
勺no

|侧|
1
.

园
八山件̀

!
,

2一
.̀

队匕1
.

竹了曰廿J.上诵1
坡沟沟坡地南地火东西火白松本松

叶叶

落长日落
八bo曰勺山已」八j j任

这两种落叶松的高
、

胸径和材积的平均生长和连年生长变化见图 l 、 2
、

3

厂ù
引
抓书

商
沪气

朱
, . 创

/
.

,

、了
八

一 万一布一节一了爪 华

年 峨

图 1 长白落叶松
、

日本落叶松树高

平均生
一

长
,

连年生长进程

1
.

—
32 6平均生长 ( 长 白落叶松 )

2
. · 1 ·

… 32 6连年生长 ( 长白落叶松 )

3
. -

一 45 8平均生长 ( 日本落叶松 )

今
, ·

一一 4 5冬连年生长 ( 日本落叶松 )

图 2 长白落叶松
、

日本落叶松胸径

平均生长
,

连年生长进程

1
.

—
32 6平均生长 ( 长 自落叶松 )

2
.

… … 32 6连年生长 ( 长白落叶松 )

3
. -

一
4 5 8平均生

一

长 ( 日本落叶松
’

)

4
,

·

一
4鸽连年生长 ( 日本落叶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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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长白落叶松
、

日本落叶松材积连年生长
、

平均生长进程

从图中可以看出
:

1
.

落叶松高生长的速生性甚为明显
。

17 年中
,

日本落叶松有 n 年每年高生长超过

1 米以上
,

有一年接近 1 米 ( 0
.

9 4米 )
,

有两年都略高于半米
,

仅在三年生以前
,

生长

缓慢
,

每年生长 0
.

05 一 0
.

25 米
。

长白落叶松 17 年中
,

有六年每年高生长超过 1 米
,

其中

第九年生时
,

生长最高
,

达 1
.

80 米 , 有三年每年生长都接近 l 米 ( 0
.

91 一 0
.

98 米 )
,

但

七年生以前生长缓慢
,

年生长量在 0
.

05 一 0
.

20 米
。

这两种落叶松的高生长
,

目前仍处于

旺盛生长时期
,

日本落叶松则略有下降趋势
。

解析木伐倒时间是在七月 中旬
,

当年生新

梢长 0
.

58 米
,

七一九月正是落叶松高生长旺盛的时期
,

故这时新梢长度不能代表 当年高

生长
。

这一年的高生长有可能接近或超过上一年的高生长量 ( 0
.

94 米 )
。

与日本落叶松相比
,

长 白落叶松幼年时期生长比较缓慢
。

八年生时树木总高仅 1
.

30

米
,

而日本落叶松这时已高达 4
.

98 米
。

但随着树龄增大
,

高生长增快的速度甚为显著
。

例如
,

九年生时
,

一年生长了 1
.

80 米
,

连续三年每年都超过 1
.

50 米
,

现在仍维持比较高

的生长水平
。

一九七七年七月中旬伐倒解析木时
,

当年新梢已达 0
.

92 米
,

如继续生长下

去
,

无疑将超过先一年的生长量 ( 0
.

98 米 )
。

其平均高生长曲线仍呈现上升趋势
,

这与

连年高生长持续保持较高水平有密切关系
。

2
.

长白落叶松和 日本落叶松在直径生长方面的共同特点是生长速度不如其高生长

表现的突出
。

这可能是落叶松这类树种的共同特点
。

日本落叶松的直径连年生长量最大

值出现在九年生时
,

为 1
.

2厘米
。

过此以后
,

逐年下降
,

到 17 年生时
,

年生长量仅 0
。

5

厘米
。

这一特点与费廷瑞的报导相 “ 致
。

长白落叶松的连年生长量最大值在十年生时
,

但过此以后
,

起伏交错
,

而总的趋势是随年龄而递降
。

17 年生时
,

直径年生长量为 0
.

8

厘米
,

略低于上一年 ( 1
.

0厘米 )
,

但伐树进行树干解析的时间是在七月中旬
,

故倘若继

续生长
,

仍有可能达到上一年的生长量
。

根据费廷瑞的材料
,

长白落叶松胸径生长到 22

年生时仍未下降
。

我们弓!种的长白落叶松最大年龄17 年
,

以后生长养现如何
,

尚难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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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断
,

但总的生长趋势还是一致的
。

例如
,

从吉林土门岭林场谷地潮湿厚层草甸土上的

长白落叶松林总生长
、

连年生长和平均生长过程可以看出
,

九年生 以后
,

直径平均生长

量呈稳定状态
,

最大生长量在 17 年生时
。

火地塘 引种的长 白落叶松
,

直径平均生长量曲

线
,

现在仍呈现上升趋势
,

17 年生时仍处于最高点
,

这都说明长白落叶松在火地塘林

区
,

今后还将持续比较迅速地生长一段时期
。

:::

3
.

材积生长方面
,

这两种落叶松都

处于生长旺期
,

连年生长
、

平均生长都仍

在上升
,

但两树种之间有着不同表现
。

费

廷瑞在一九七三年曾指出
,

长白落叶松材

积生长稳定
,

随林龄而递增
,

20 年后有超

过 日本落叶松的冠势
,

有些树木 ( 29 年生

和 36 年生 )
,

材积生长尚未出现 下 降 趋

势
。

在我们这里
,

长 白落叶松的材积平均

生长量始终低于日本落叶松
,

但差距愈来

愈小
。

二者 由六年生时材积相差 40 倍
,

到

17 年生时仅差 1 7
.

2 % ( 见表五 ) 两树种材

积差距随年龄增长而减缩的过程
,

如果用

曲线表示
,

则将更为醒 目 ( 图 4 )
。

咖
1
1..

se材权发.拐对住内,以

表五 长 白落叶松和 日本落叶松总材积生长进程的比较

于分当百相的积积材材松松叶叶)落落%本白̀日长数材 积 ( 立方来 )

年 龄

日本 落 叶 松 长 白 落叶 松

0 0 0 0 1

7

8 O
_

0 0 2 7 5 0
。

0 0 0 1 3

000
。

0 0 0 1 22222

66666 0
.

0 0 0 4 111 0
。

0 0 0 0 111 4 1 0 0
。

000

000
.

0 0 1 2 333 0
。

0 0 0 0 333 4 1 0 0
。

000

JJJ l 口、 矛、 口、 日, 尸尸 户、 ` 、 `、 J、 4 000 2 1 1 5

99999 0
.

0 0 5 8 444 0
。

0 0 0 7 222 8 1 1
.

000

111 OOO 0
.

0 1 0 2 6 ! 0
.

0 0 2 4 555 4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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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0 2 2 5 6 0
。

0 0 9 6 1 2 3 4
。

7

0
.

0 3 0 5 5 0
.

0 1 7 4 9 1 7 4
。

6

0
。

0 3 8 5 4 0
。

0 2 5 0 2 1 5 4
。

0

0
。

0 4 7 1 5 0
。

0 3 3 2 7 1 4 1
。

7

0
。

0 4 4 1 6 1 2 8
。

9

一…一…一…

0
。

0 5 6 9 1

0
。

0 6 6 5 2 0
。

0 5 5 9 2 1 1 7
。

2

3 2 6号解析木 (长白落叶松 )采于 亚号试验地
,

45 8 号解析木 ( 日本落叶松 ) 采于

I 号试验地
。

这两块落叶松的立地条件基木相似
,

在有些方面
,

后者较前者尚且优越一

些
。

l 号落叶松林单位面积上的蓄积量较 ! 号落叶松林为高 ( 见表二
、

表三 )
,

但是二者

在材积生长方面的差距正在显著缩小
。

例如
, 1 9 7 4年 l 号落叶松林的每亩材积为 I 号落

叶松林的 2拓
.

4写
,

到了 1 9了了 年复测时
,

前者仅比后者大 40
.

7 ;百
。

从另一方 面 来 对

比
,

从 1 9了4 到 1 9了7 年
,

三年中 I 号落叶松林的材积增长了 2 4 6
.

4%
,

而 l 号落叶松

林在此同时期内只增长了 12 6
.

4写
。

这说明了在最近几年内
,

1号落叶松林 的相对
一

生长

速度已超过了 I 号落叶松林
。

这两块落叶松林的材积生长变化的特点与上述两解析木表

现出的变化规律非常相 似
。

既然立地条件在这里不是构成这种变化特点的主要因素
,

其

原因是否与落叶松种类组成有联系
,

或者是与林分的密度有关
,

目前调查材料不足
,

还

不足以说明问题 的本质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四
、

结 论 和 建 议

1
.

1 9 6 1年引种落叶松时所用 的种子是几种落叶松的混合
,

当时统称朝鲜落叶松
,

经以后不完全的调查和鉴定
,

至少有长白落叶松
、

朝鲜落叶松和 日本落叶松三种
。

在火

地塘条件下
,

这些落叶松生长发育良好
,

表现出显著的速生特性
,

有些树木已开花结实
,

目前未发现严重的病虫害
,

可以认为是秦岭林区颇有发展前途的速生针叶用材树种
。

2
。

1 9 6 4年以后 引种的华北落叶松
,

生长发育也甚为良好
,

是 目前林场栽植面积最

大的一种
。

关于华北落叶松的引种
,

将另文进行总结
。

3
。

种子育苗是当前落叶松的主要育苗方式
,

其育苗技术与一般针叶树相似
,

但须

注意防治立枯病等病害
,

增施有机肥料
,

改善苗圃土壤的物理性状
,

在夏季干旱期间
,

还应及时灌水
,

以防苗木早期
“
封顶

” ,

影响苗木高生长
。

4
.

以华北落叶松为砧木
,

采用髓心形成层对接法嫁接落叶松优树
,

取得了较满意

的效果
,

当年成活率达到 7 4
.

5%
,

翌年秋后保存率 5 3
.

5纬
。

提高嫁接成活率促进新梢

生长的技术措施主要是
: 及时剪砧

,

适时松绑
、

解绑
,

追施速效肥料
,

控制侧枝
,

扶助

新梢以及及时中耕除草
。

今后须加强和改进抚育管理工作
,

以提高成活后 的保存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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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扦插育苗未获成功
。

根据文献资料
,

落叶松扦插生根率可达 80 %
,

今后应进一

步加 以研究
,

从采取插穗的季节
、

扦插时间
、

扦穗 的类型和处理
、

插壤的选配以及扦插

后的田 间管理等方面
,

进行试验
,

探讨落叶松营养繁殖的方法和技术
。

6
.

1 9 6 1年引种的长白落叶松
、

日本落叶松
、

朝鲜落叶松 已达 17 年生 ( 1 9了了年调

查 )
,

各试验地的平均树高为 1 0
,

1 6一 1 3
.

7 2 米
,

平均胸径 1 1
.

0一 1 5
.

0 厘来
,

最大树

高 1 7
.

8 6 米
,

最大胸径 2 2
.

6 厘米
,

目前正处 于生
一

长旺盛时期
。

7
.

长白落叶松与 日本落叶松在本林区所表现 的生长上的特点
,

与其在我国东北地

区的表现相似
。

前者在 7 年生以前生长较慢
, 8 年生以后生长增快

, 日本 落叶松则从 4

年生以后生长加速
。

现在
,

长白落叶松的平均直径生长仍在上升
,

日本落叶松 的 高 生

长
,

直径生长均 已开始下降
。

这两种树种的材积生 长均处于上升阶段
,

但长白落叶松开

始生
一

长慢
,

现在正在赶上并有可能超过 日本落叶松
。

8
.

1 9 6 1 年引种的六块落叶松
,

面积不大
,

株数不多 ( 现还 保 存 1 0 4 2 株 ) 但至

少包括三种落叶松
。

在研究引种
、

育种以及生长特性等方面都很有意义
,

是很好的试验

材料
。

因此
,

在今后的经营中
,

不要轻易进行改造措施
。

如改造为母树林或别的什么林

种
。

事实上
,

这些落叶松由于栽植密度大
,

过去未进行过间伐
,

林木
一

长得较高
; 但树冠

发育较弱
,

不适宜作母树林经营
。

如将其改造为母树林
,

势将伐去大量树木
,

这将会引

起不 良后果
,

而且将使林木培育方面一些研究无法迸行
。

因此
,

这六 块落叶松林今后仍

宜按用材林的方向进行培育
,

但其中有几块面积较小
,

林缘木较多
,

可充分用来采收种

子
。

有些林木密度过大
,

需要间伐
,

建议按照 1 9 7 7 年制定的间伐方案进行
。

在间伐过

程中
,

可将有培育前途 的林木
,

尽可能移至林外附近地方
,

作为母树来经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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