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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向和海拔对福建寿宁锥栗产量的影响


李式镜
（福建省寿宁县林业局，福建 宁德 ３５５５００）

摘要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法在福建寿宁县对锥栗（Ｃａｓｔａｎｅａｈｅｎｒｙｉ）与不同坡向、海拔之间的关系进行研
究，结果如下：锥栗在不同坡向、海拔之间的地径、单位面积的栗苞数和栗果质量均存在极显著差异，而坡向

和海拔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栗苞数和质量有显著影响。锥栗的地径、单位面积的栗苞数和栗果质量在不同坡

向间的排序均为阳坡＞半阳坡＞阴坡；随海拔的升高，地径逐渐减小，单位面积的栗苞数和栗果质量先增大
再减小，前者最大值出现在海拔７００ｍ，后者最大值出现在海拔６００ｍ。综合来看，在寿宁种植锥栗以阳坡、
海拔６００～８００ｍ为宜，产量较高，应避免选择阴坡，海拔不宜低于５００ｍ或高于９０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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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栗（Ｃａｓｔａｎｅａｈｅｎｒｙｉ）为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栗属（Ｃａｓｔａｎｅａ）高大乔木，除海南和台湾以外，在我国秦岭南
坡以南、五岭以北的地区广泛分布。锥栗树高可达３０ｍ，胸径１．５ｍ，花期５—７月，果期９—１０月［１］。锥栗

适应性强、生长快、寿命长、产量高，这些与光照、温度等条件相关，而坡向、海拔与光照、温度有着密切关

系［２４］。合适的海拔能有效地提高栗林的光能和水肥利用率，促进锥栗达到稳产高产［５］。不同坡向的光照

强度也不同，将影响锥栗的生长发育，导致产量产生差异。开展锥栗与不同坡向、不同海拔之间的关系研究，

通过不同坡向、海拔对锥栗产量效益的影响分析，确定锥栗栽培较合理的坡向和海拔，为提高锥栗的产量和

效益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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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域概况

福建省寿宁县位于２７°１６′Ｎ～２７°４１′Ｎ，１１９°１２′Ｅ～１１９°４４′Ｅ，地处福建东北部鹫峰山东麓。属北亚热带
季风气候类型，年平均气温１２．７～１８．９℃，年平均降水１８００～２３００ｍｍ，无霜期２００～３１０ｄ，平均相对湿度
为８２％；海拔６０～１６４９ｍ，土壤类型为红壤、黄红壤、黄壤和紫色土。

２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为福建锥栗主产区优良品种油榛［６］，用嫁接苗人工挖大穴进行种植，密度为每公顷６００株，林
龄８ａ，平均地径１２．２ｃｍ，平均树高５．１ｍ。所有样地的管理水平相同，锥栗林均已基本郁闭、生长状况良
好，已进入盛产稳产期。２０１３年秋季在寿宁县斜滩镇、平溪乡和下党乡３个乡选择试验地，除海拔和坡向两
个因素不同外，试验地其余立地条件（即土层厚度、土壤水肥等）基本相同，林地立地类型为Ⅱ级。按随机区
组试验设计方法［７１０］，以坡向和海拔为主要因素，坡向处理有３个水平：南向的阳坡 Ａ１、东（西）向的半阳坡
Ａ２和北向的阴坡Ａ３；海拔处理有７个水平：Ｂ１（３００ｍ）、Ｂ２（４００ｍ）、Ｂ３（５００ｍ）、Ｂ４（６００ｍ）、Ｂ５（７００ｍ）、Ｂ６
（８００ｍ）、Ｂ７（９００ｍ）。试验共２１个处理（ＡｊＢｊ，ｉ＝１，２，３，ｊ＝１，２，…，７），每个处理４个重复，共设置２０ｍ×
２０ｍ的标准地８４个。锥栗果实成熟时，调查并记录每一个标准地锥栗的地径、栗苞数、果实质量。采用Ｅｘ
ｃｅｌ２００３中的可重复双因素方差分析和显著性差异检验法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方差分析
由表１可知，锥栗的地径、单位面积栗苞数、单位面积果实质量在不同的坡向和海拔之间存在极显著差

异（Ｐ＜０．０１），坡向和海拔的交互作用对后两者也存在极显著影响（Ｐ＜０．０１），但对地径的影响不显著（Ｐ＞
０．０１）。

表１　双因素可重复方差分析

差异源 自由度
地径

ＭＳ Ｆ Ｐ
单位面积栗苞数

ＭＳ Ｆ Ｐ
单位面积果实质量

ＭＳ Ｆ Ｐ
坡向 ２ １１．６０ ９．７４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７８×１０１０ ６４．１２ ＜０．０００１ ８．６２ １０３．７２ ＜０．０００１

海拔 ６ ９．１２ ７．６６ ＜０．０００１ ４．４６８×１０１０ ２６５．６９ ＜０．０００１ ３．９１ ４７．０４ ＜０．０００１

交互（坡向×海拔） １２ ０．１３ ０．１１ ０．９９９９ ０．０６３×１０１０ ３．７７ ０．０００３ ０．３９ ４．６４ ＜０．０００１

３．２　不同处理的锥栗地径
锥栗的地径在不同坡向间从大至小的顺序为：Ａ１（１２．８ｃｍ）＞Ａ２（１２．２ｃｍ）＞Ａ３（１１．５ｃｍ），可见光照有

利于锥栗地径的生长；地径随海拔升高而逐渐减小，大小顺序为：Ｂ１（１３．５ｃｍ）＞Ｂ２（１２．９ｃｍ）＞Ｂ３（１２．４
ｃｍ）＞Ｂ４（１２．２ｃｍ）＞Ｂ５（１１．７ｃｍ）＞Ｂ６（１１．４ｃｍ）＞Ｂ７（１１．０ｃｍ），这可能是因为有效积温随着海拔的升高
而减少，有效积温越多越有利于锥栗树的生长。在全部处理中，平均地径以Ａ１Ｂ１处理最大，Ａ３Ｂ７最小，各处
理间具体差异如表２所示。
３．３　不同处理的单位面积栗苞数

与地径类似，单位面积栗苞数在不同坡向处理之间从大至小的顺序为：Ａ１（３０５１３８个·ｈｍ
－２）＞Ａ２

（２８５１５８个·ｈｍ－２）＞Ａ３（２６３７１５个·ｈｍ
－２），这是因为强光照有利于锥栗养分的积累，较多的养分能够蕴育

较多的花芽并结出较多的栗苞。而随海拔增高，单位面积栗苞数先逐渐增大，并在海拔７００ｍ达到最大值，
然后逐渐减小，不同海拔间从大至小的顺序为：Ｂ５（３２７２２７个·ｈｍ

－２）＞Ｂ６（３２７１２９个·ｈｍ
－２）＞Ｂ４（３２４９７５

个·ｈｍ－２）＞Ｂ７（３１５５５６个·ｈｍ
－２）＞Ｂ３（２７５８５０个·ｈｍ

－２）＞Ｂ２（２３５２７９个·ｈｍ
－２）＞Ｂ１（１６７７０２

个·ｈｍ－２），因为低海拔的锥栗营养生长比高海拔的旺盛，营养生长过于旺盛会影响花芽分化，进而导致栗苞
数减少。单位面积栗苞数以Ａ１Ｂ５处理最大，Ａ３Ｂ１处理最小，各处理间具体差异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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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处理的锥栗地径　　　　　　　　　　　　　　ｃｍ

处理 地径 处理 地径 处理 地径

Ａ１Ｂ１ １４．２Ａａ Ａ２Ｂ１ １３．６ＡＢａｂ Ａ３Ｂ１ １２．８ＡＢａｂ
Ａ１Ｂ２ １３．７ＡＢａｂ Ａ２Ｂ２ １２．８ＡＢａｂ Ａ３Ｂ２ １２．１ＡＢｂｃ
Ａ１Ｂ３ １２．９ＡＢａｂ Ａ２Ｂ３ １２．３ＡＢｂ Ａ３Ｂ３ １１．９ＡＢｂｃ
Ａ１Ｂ４ １３．０ＡＢａｂ Ａ２Ｂ４ １２．１ＡＢｂｃ Ａ３Ｂ４ １１．４Ｂｂｃ
Ａ１Ｂ５ １２．４ＡＢｂ Ａ２Ｂ５ １１．６Ｂｂｃ Ａ３Ｂ５ １１．１Ｂｂｃ
Ａ１Ｂ６ １１．９ＡＢｂｃ Ａ２Ｂ６ １１．７Ｂｂｃ Ａ３Ｂ６ １０．７Ｂｂｃ
Ａ１Ｂ７ １１．３Ｂｂｃ Ａ２Ｂ７ １１．１Ｂｂｃ Ａ３Ｂ７ １０．５Ｂｃ

　　注：不同小写和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在α＝５％和α＝１％水平上差异显著。

表３　不同处理的锥栗单位面积栗苞数　　　　　　　　　个·ｈｍ－２

处理 栗苞数 处理 栗苞数 处理 栗苞数

Ａ１Ｂ１ １７７２００Ｆｇ Ａ２Ｂ１ １６５６９４Ｆｇ Ａ３Ｂ１ １６０２１３Ｆｇ
Ａ１Ｂ２ ２４３６００Ｅｆ Ａ２Ｂ２ ２３８０６９Ｅｆ Ａ３Ｂ２ ２２４１６９Ｅｆ
Ａ１Ｂ３ ２８７８３８Ｄｄｅ Ａ２Ｂ３ ２７６８４４Ｄｅ Ａ３Ｂ３ ２６２８６９ＤＥｅｆ
Ａ１Ｂ４ ３４４３６３ＢＣｂｃ Ａ２Ｂ４ ３２５８６９ＢＣｃ Ａ３Ｂ４ ３０４６９４ＣＤｃｄｅ
Ａ１Ｂ５ ３８５３３１Ａａ Ａ２Ｂ５ ３４５７８１ＢＣｂｃ Ａ３Ｂ５ ３０３０６９ＣＤｄｅ
Ａ１Ｂ６ ３５０８８１Ｂｂ Ａ２Ｂ６ ３２３５６３ＢＣｃｄ Ａ３Ｂ６ ３０６９４４ＣＤｃｄ
Ａ１Ｂ７ ３４２３３８ＢＣｂｃ Ａ２Ｂ７ ３２０２８１Ｃｃｄ Ａ３Ｂ７ ２８４０５０Ｄｄｅ

　　注：不同小写和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在α＝５％和α＝１％水平上差异显著。

３．４　不同处理的单位面积栗果质量
不同坡向处理的单位面积栗果质量从大至小的顺序为：Ａ１（３．５７ｔ·ｈｍ

－２）＞Ａ２（３．１７ｔ·ｈｍ
－２）＞Ａ３（２．

４８ｔ·ｈｍ－２），因为光照越强越有利于锥栗养分的积累，较多营养积累不仅有利于结较多的栗苞，还有利于形
成颗粒较大、饱满的栗果。而随海拔增高，栗果质量先逐渐增大，并在海拔６００ｍ达到最大值，然后逐渐减
小，不同海拔间从大至小的顺序为：Ｂ４（３．６４ｔ·ｈｍ

－２）＞Ｂ５（３．６０ｔ·ｈｍ
－２）＞Ｂ６（３．４５ｔ·ｈｍ

－２）＞Ｂ３（３．２４
ｔ·ｈｍ－２）＞Ｂ７（３．１１ｔ·ｈｍ

－２）＞Ｂ２（２．６２ｔ·ｈｍ
－２）＞Ｂ１（２．０２ｔ·ｈｍ

－２），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

低海拔的锥栗营养生长比高海拔的旺盛，不利于生殖生长，即减少开花结果；二是因为海拔过高，有效积温不

足，锥栗生长减弱，营养积累少而少开花，并结出较小颗粒和不饱满的栗果。与栗苞数一致的是，单位面积栗

果质量以Ａ１Ｂ５处理最大，Ａ３Ｂ１处理最小，各处理间具体差异如表４所示。

表４　不同处理的锥栗单位面积果实质量　　　　　　　　　ｔ·ｈｍ－２

处理 果实质量 处理 果实质量 处理 果实质量

Ａ１Ｂ１ ２．１３Ｄｅ Ａ２Ｂ１ ２．０４Ｄｅ Ａ３Ｂ１ １．８８Ｄｅ
Ａ１Ｂ２ ２．８７Ｃｃｄ Ａ２Ｂ２ ２．５８ＣＤｄｅ Ａ３Ｂ２ ２．４０ＣＤｄｅ
Ａ１Ｂ３ ３．６６Ｂｂ Ａ２Ｂ３ ３．１９ＢＣｃ Ａ３Ｂ３ ２．７８Ｃｄ
Ａ１Ｂ４ ４．１８ＡＢａｂ Ａ２Ｂ４ ３．６６Ｂｂ Ａ３Ｂ４ ２．７０ＣＤｄ
Ａ１Ｂ５ ４．３２Ａａ Ａ２Ｂ５ ３．８３ＡＢｂ Ａ３Ｂ５ ２．６５ＣＤｄ
Ａ１Ｂ６ ４．１２ＡＢａｂ Ａ２Ｂ６ ３．７７ＡＢｂ Ａ３Ｂ６ ２．４７ＣＤｄｅ
Ａ１Ｂ７ ３．７２Ｂｂ Ａ２Ｂ７ ３．１５ＢＣｃｄ Ａ３Ｂ７ ２．４５ＣＤｄｅ

４　结论与讨论

在寿宁县山地种植锥栗，不同坡向、海拔之间锥栗的地径、单位面积栗苞数和栗果质量均存在极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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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坡向和海拔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栗苞数和粟果质量有显著影响。锥栗果实质量在不同坡向的顺序为：阳坡

（Ａ１）＞半阳坡（Ａ２）＞阴坡（Ａ３）；阳坡海拔６００～８００ｍ的单位面积栗果质量（４．１２～４．３２ｔ·ｈｍ
－２）较大。选

择合适的坡向、海拔是锥栗高产高效培育的重要因素之一，合适的坡向、海拔能有效地提高锥栗的光能和水

肥利用率，是促进锥栗林稳产高产的必要条件，所以为提高锥栗产量，寿宁县境内锥栗种植地宜选择阳坡、海

拔６００～８００ｍ，坡向不宜选择阴坡，海拔不宜选择低于５００ｍ或高于９００ｍ，否则会影响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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