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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种阔叶树在从化生态景观林带中的早期生长表现

詹子权
（广东省从化市林业局，广东 从化 ５１０９２５）

摘要　２００５年在广东省广从公路从化温泉段两侧营建生态景观林带，种植山杜英（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ｓｙｌｖｅｓ
ｔｒｉｓ）、黎蒴（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ｆｉｓｓａ）、枫香（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和凤凰木（Ｄｅｌｏｎｉｘｒｅｇｉａ）４种阔叶树。造林后调查
树种保存率、高生长、胸径生长和树冠生长。结果表明：２ａ生时，枫香、山杜英、凤凰木的造林保存率均超过
９６％，黎蒴相对较低，为９４．４％；３ａ生时，３个生长性状在树种间与种植坡位间均存在显著差异。树种生长
快慢次序为黎蒴＞山杜英＞枫香＞凤凰木，生长最快的在山坡下部，其次是山坡中部，最慢是山坡上部。黎
蒴、山杜英和枫香主干清晰，树形和叶色美观，是适宜的景观树种；凤凰木丛生现象突出，树形不佳，不宜种植

在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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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乡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需求越来越多。生态景观林带通

过植物固有的色彩、姿态、风韵等特性和群体景观效应，来满足人们视觉、行为、生态需要［１］。２００５年，在广
东省广从公路从化温泉段营造生态景观林面积１１．４ｈｍ２，选择适应性强、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耐干旱瘠薄、
具有较高欣赏价值的山杜英（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黎蒴（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ｆｉｓｓａ）、枫香（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凤
凰木（Ｄｅｌｏｎｉｘｒｅｇｉａ）４个树种造林，本研究比较分析了这４个优良生态景观阔叶树种３ａ的林木生长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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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景观林选择适合的阔叶树种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从化市位于广东省中部，地理位置为１１３°１７′Ｅ～１１４°０４′Ｅ，２３°２２′Ｎ～２３°５６′Ｎ，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

均气温１９．５～２１．４℃，降雨量１８００～２２００ｍｍ，霜期５～１０ｄ。试验点位于从化中部，为广从公路从化市温
泉镇冲口段公路边丘陵山地，坡向为东北，海拔 ４０．５～７４．６ｍ，地势平坦。林地植被有芒草（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芒萁（Ｐｉｃｒａｎｏｐｔｅｒｉｓ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鹧鸪草（Ｅｒｉａｃｈｎｅｐａｌｌｅｓｃｅｎｓ）等草本植物。土壤以赤红壤、山地红壤
为主，石砾多，较贫瘠，成土母质为花岗岩。

１．２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树种由从化市林业局提供，为１ａ生１．５ｋｇ营养袋苗，苗高约５０～６０ｃｍ。

１．３　试验设置
采用行间混交方法造林，排列顺序为枫香、凤凰木、黎蒴、山杜英；在相似立地条件下设置下部、中部、上

部３个样方；各样方面积均为０．１８ｈｍ２，每树种６０株，每行２０株，４个树种按单行混交方式排成３行４列。
１．４　营林措施

２００５年３月造林；全面整地，种植株行距２．５ｍ×３．０ｍ（１３３３株／ｈｍ２），穴规格６０ｃｍ×６０ｃｍ×５０ｃｍ，
回１／３表土后每穴施２５０ｇ芭田复合肥＋２５０ｇ磷肥做基肥，均匀混合后回土高出地面１０ｃｍ，开１ｍ×１ｍ
反倾斜小平台［２４］。

２００６年３月对缺株补植。植后３ａ施肥抚育５次，每次抚育时全面割草并施肥，第１年５—６月施尿素
１００ｇ；８—９月施复合肥２００ｇ；第２年４—５月施尿素２００ｇ；８—９月施复合肥２００ｇ；第３年４—５月施复合肥
２００ｇ［５］。
１．５　调查方法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２月调查３个样方各树种的保存率与树高；２００７年１２月，每木测树高、胸径与冠幅；对有
２条或２条以上明显主干的植株调查树干最高、胸径最大的主木；植株高小于１．４ｍ的不测胸径。
１．６　数据分析

采用ＳＡＳ软件程序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和Ｄｕｎｃａｎ多重比较［６］，结果以平均值±标准偏差表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造林保存率分析
在相同立地环境、营林技术措施、苗木质量条件下，树种生物学特性是影响保存率的主要因素之一。从

表１可知，造林１ａ后，枫香、山杜英、黎蒴的造林保存率很高，均超过９８％；凤凰木的保存率稍差，为８２．８％。
对比分析２ａ生结果发现，经过补植后，４种阔叶树的造林保存率均超过９４％，其中山杜英的保存率达到
１００％，凤凰木保存率提高到９６．１％，表明补植能显著提高造林保存率，满足生态景观林带的造林要求。

表１　４个树种不同坡位１～２ａ生造林保存率比较　　　　　　　　　　％

林龄／ａ 树种 山坡下部 山坡中部 山坡上部 总体平均值

枫香 １００ ９６．７ １００ ９８．９

１ 凤凰木 ８８．３ ７８．３ ８１．７ ８２．８

黎蒴 ９８．３ ９８．３ ９８．３ ９８．３

山杜英 ９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８．３

枫香 １００ ９８．３ ９８．３ ９８．９

２ 凤凰木 １００ ９１．７ ９６．７ ９６．１

黎蒴 ９５．０ ９６．７ ９１．７ ９４．５

山杜英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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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林木高生长分析
各树种高生长状况见表２。在造林前３ａ，黎蒴树高极显著大于其他３个树种，３ａ生平均高达３５２．５

ｃｍ，其次是山杜英，平均高为２８１．３ｃｍ，再次是枫香，平均高为２６１．５ｃｍ，凤凰木平均树高仅１９０．７ｃｍ。树种
间１～３ａ生高生长均存在极显著差异（Ｐ＜０．０１）（表３），这种差异可能是树种特性造成的。进一步分析发
现，枫香、凤凰木和黎蒴在造林地３个坡位间的高生长亦存在极显著差异（表２，３）。枫香和凤凰木在山坡下
部与中部的高生长显著大于山坡上部；黎蒴２～３ａ生时在山坡下部的树高生长显著优于山坡中部和上部；
山杜英１ａ生在山坡不同方位的树高生长无显著差异。这些结果说明在营建生态景观林带时，还应根据不
同坡位选择适宜的树种。

表２　４个树种不同坡位１～３ａ生树高生长　　　　　　　　　　　ｃｍ

林龄／ａ 树种 山坡下部 山坡中部 山坡上部 总体平均值

枫香 １０１．１±３０．３ａ １０３．４±３１．３ａ ８２．５±２９．０ｂ ９５．７±３１．７Ｂ

１ 凤凰木 １０２．５±５０．８ａ １０１．４±４５．５ａ ５４．３±２８．４ｂ ８６．１±４５．３Ｃ

黎蒴 １０３．７±３０．８ｂ １００．０±３１．１ｂ １２０．９±３４．９ａ １０８．２±３３．６Ａ

山杜英 １０５．６±２３．３ａ １０４．９±２３．０ａ １０５．３±２７．２ａ １０５．３±２４．６Ａ

枫香 ２０７．８±４５．７ａ １５３．６±３４．４ｂ １２９．７±３７．０ｃ １６３．７±５１．１Ｂ

２ 凤凰木 ２１０．１±６４．８ａ １４９．７±５３．５ｂ ９４．２±５５．２ｃ １５１．３±７１．１Ｃ

黎蒴 ２１６．４±５８．０ａ ２０７．８±３７．７ｂ １９８．７±５４．０ｂ ２０７．６±５１．４Ａ

山杜英 ２７１．１±１１９．０ａ １７３．７±５１．５ｂ １６３．８±５２．４ｃ ２０２．９±９４．１Ａ

枫香 ２８５．８±９３．９ａ ２６３．０±６７．９ｂ ２３５．７±６８．１ｃ ２６１．５±８０．１Ｃ

３ 凤凰木 ２３０．０±８１．１ａ ２１１．２±６９．１ｂ １３１．０±５０．７ｃ １９０．７±８０．６Ｄ

黎蒴 ３８２．５±９９．９ａ ３５７．７±６８．２ｂ ３１７．２±１００．４ｃ ３５２．５±９４．７Ａ

山杜英 ３１１．５±１２５．６ａ ２９１．１±８９．５ｂ ２４１．４±８１．６ｃ ２８１．３±１０４．９Ｂ

　　注：表中数值为平均值±标准差。每行数据后相同小写字母表示树种不同坡位的树高在α＝０．０１水平差异不显著；相同
大写字母表示４个树种的树高在α＝０．０１水平差异不显著。

表３　不同坡位、不同树种间１～３ａ生树高方差分析

林龄／ａ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Ｆ值 Ｐ值

树种 ３ ４８０１１．６ １６００３．９ １５．６５ ＜０．０００１

１ 坡位 ２ １６８４８．３ ８４２４．２ ８．２４ ０．０００３

树种×坡位 ６ ８９６５３．８ １４９４２．３ １４．６１ ＜０．０００１

树种 ３ ４６０６１６．１ １５３５３８．７ ４３．７４ ＜０．０００１

２ 坡位 ２ ７５１６１５．８ ３７５８０７．９ １０７．０６ ＜０．０００１

树种×坡位 ６ ２１３７２６．４ ３５６２１．１ １０．１５ ＜０．０００１

树种 ３ ２３８６０２４．０ ７９５３４１．３ １０７．６８ ＜０．０００１

３ 坡位 ２ ６２９２９７．３ ３１４６４８．７ ４２．６０ ＜０．０００１

树种×坡位 ６ ５９２６６．３ ９８７７．７ １．３４ ０．２３８０

树干数量是影响景观效果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各树种３ａ生时的树干数调查结果表明（表４），枫香、黎
蒴、山杜英的许多单株有２条或２条以上明显主干，分别占总株数的９．４％、１５．６％、６．６％，这些分枝大部分
分布于树干基部；相较而言，大部分凤凰木单株树干分叉较严重，植株无明显主干，多树干单株所占比例达

２４．４％，此外，凤凰木在植株下部和上部较易有丛生现象，上、下部位有丛生现象的单株分别有１８和２３株。
２．３　林木胸径生长比较分析

从表５可知，３ａ生黎蒴的胸径最大，达３．９０ｃｍ，其次是山杜英，为２．６１ｃｍ，随后是凤凰木与枫香，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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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２２和２．１５ｃｍ。由表６可知，树种间和坡位间的胸径生长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多重比
较结果显示，黎蒴、山杜英胸径生长显著大于其它树种，但枫香与凤凰木间的胸径生长无显著差异。４个树
种在山坡下部的胸径生长最好，其次是山坡中部，最差的是山坡上部，就胸径生长而言，４个树种均适宜种植
在山坡下部。

表４　４树种不同坡位３ａ生多主干及无主干单株情况　　　　　　　　　％

类型 树种 山坡下部 山坡中部 山坡上部 总体平均值

枫香 １０．０ １５．０ ３．３ ９．４

多主干 黎蒴 １６．７ １６．７ １３．３ １５．６

山杜英 ３．３ ８．３ ８．３ ６．６

无主干 凤凰木 ３０．０ ３８．３ ５．０ ２４．４

表５　４树种不同坡位３ａ生胸径和冠幅生长　　　　　　　　　　　　　　ｃｍ

指标 树种 山坡下部 山坡中部 山坡上部 总体平均值

枫香 ２．５０±１．２ａ ２．１１±１．０ｂ ２．０４±１．０ｂ ２．２２±１．１Ｃ

胸径 凤凰木 ２．５５±１．４ａ ２．０７±１．３ｂ １．５０±０．６ｃ ２．１５±１．３Ｃ

黎蒴 ４．４２±２．１ａ ４．２１±１．５ｂ ３．０９±１．６ｃ ３．９０±１．９Ａ

山杜英 ３．０３±１．４ａ ２．７７±１．１ｂ ２．０４±１．３ｃ ２．６１±１．３Ｂ

枫香 １９９．７±５９．６ａ １６８．８±４３．６ｂ １９９．６±４７．６ａ １８９．４±５２．７Ｂ

冠幅 凤凰木 １６８．０±９０．４ａ １３２．７±６７．３ｂ ９７．９±７０．６ｃ １３２．９±８１．９Ｄ

黎蒴 ２５８．７±６９．７ａ ２４０．６±５６．４ｂ ２４１．７±６８．５ｂ ２４７．０±６５．７Ａ

山杜英 １６０．２±６３．１ａ １４６．３±３８．３ｂ １５５．０±５１．０ａ １５３．８±５２．１Ｃ

　　注：表中数值为平均值±标准差。每行数据后相同小写字母表示树种不同坡位的胸径（冠幅）在 α＝０．０１水平差异不显
著；相同大写字母表示４个树种的胸径（冠幅）在α＝０．０１水平差异不显著。

表６　不同坡位、不同树种间３ａ生胸径和冠幅方差分析

指标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Ｆ值 Ｐ值

树种 ３ ３４０．９ １１３．６ ５９．３６ ＜０．０００１

胸径 坡位 ２ ８０．６１ ４０．３ ２１．０５ ＜０．０００１

树种×坡位 ６ ３６．７ ６．１ ３．１９ ０．００４３

树种 ３ １３４６６７７．９ ４４８８９２．６ １１４．７２ ＜０．０００１

冠幅 坡位 ２ ９０７３５．６ ４５３６７．８ １１．５９ ＜０．０００１

树种×坡位 ６ １１２７８９．１ １８７９８．２ ４．８ ＜０．０００１

２．４　林木冠幅生长与景观效果比较分析
林木树冠大小、疏密和形状直接影响到林带的绿化景观效果。从外观来看，３ａ生林分已郁闭成林，形成

一条绿色廊道。从表５和表６可知，４个造林树种的树冠生长存在着极显著差异，冠幅最大为黎蒴，达到
２４７．０ｃｍ，其次是枫香和山杜英，冠幅最小的是凤凰木，仅有１３２．９ｃｍ；多重比较发现，各树种在不同种植部
位的冠幅亦存在极显著差异。枫香和山杜英种植在上部和下部的冠幅显著大于中部，凤凰木的冠幅由下至

上显著减小，黎蒴在山坡下部的冠幅显著高于山坡中部和上部。进一步分析冠形与生长势发现，黎蒴长势较

好，枝叶较嫩绿，树形美观；山杜英树冠呈尖塔型，且常年树上挂有稀疏红叶，树形美，色彩佳；枫香叶色季相

８８
“广东省生态景观林带建设”专栏

詹子权：　４种阔叶树在从化生态景观林带中的早期生长表现



变化明显，初冬叶色变黄，次年春季落叶前变红［５］，为林带增添景色。

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４个树种３ａ生时的高生长、胸径生长、树冠生长在树种间与生长部位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生长表现
最好的是黎蒴，其次是枫香和山杜英，最差的是凤凰木。黎蒴可作为造林绿化的优良树种，但其造林保存率

较低，应强化营林措施提高造林成活率［７］。就种植部位而言，山坡下部的种植效果最好，山坡中部和上部的

效果相对稍差。

３．２　各树种适宜的生境条件因其生物学特性而异［８９］。本研究发现，凤凰木在本试验地造林保存率低，分枝

多，枯枝多，生长差，在试验地山坡中、上部林木的高生长和胸径生长明显劣于下部，表明凤凰木不适宜在该

区域造林。这可能是由于凤凰木喜疏松肥沃和排水良好的土壤［１０］，而试验地立地条件差，未能满足其生长

要求。

３．３　从４个树种的树形与长势来看，黎蒴、山杜英树形美观，枝叶常绿，观赏价值较高；枫香和凤凰木为落叶
树种，在林分郁闭成林前，带状种植会影响景观效果。因此，在建设景观林带时，落叶树种不宜成片成行种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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