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桂中地区不同造林密度下桉树无性系生长

及经济效益研究


李付伸　　吕曼芳　　彭雪迪　　苏维剑　　卢　亮
（广西国有维都林场，广西 来宾 ５４６１００）

摘要　桂中地区不同造林密度下５ａ生桉树无性系生长及经济效益研究结果表明，各无性系径阶株数
多分布在１３、１４径阶，虽造林密度不同，各径阶株数分布基本趋向于正态分布；３个无性系的平均树高、平均
胸径差异不大，总体上随着密度的降低而略有增加，平均树高、平均胸径以２．０ｍ×４．０ｍ造林密度下的
ＤＨ３２２９无性系最大，分别为２０．２ｍ、１４．９ｃｍ；蓄积量以２．０ｍ×３．０ｍ造林密度下的 ＤＨ３２２９无性系最
高，达２１３．９ｍ３／ｈｍ２；ＤＨ３２２９无性系在２．０ｍ×３．０ｍ造林密度下获得的财务净现值最大，相对盈利能力最
强；内部收益率、投资利润率、投资利税率和投入产出比则以２．０ｍ×３．５ｍ造林密度获得最大值，分别达
６３．３２％、４１．８９％、４６．５４％、１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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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树（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ｓｐｐ．）作为华南地区主要速生丰产用材树种，肩负木材战略储备的重要任务［１］。探索

桉树人工林高产栽培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最大程度提高林地生产力，对指导桉树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本研究对桂中地区栽培较多的３个桉树无性系进行造林密度研究，以期筛选出造林效益最好的造林密

６５ 广 东 林 业 科 技　２０１５年第３１卷第１期

 第一作者：李付伸（１９７９），男，工程师，主要从事森林培育研究，Ｅｍａｉｌ：７７００７１１４＠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吕曼芳（１９８８），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经济研究，Ｅｍａｉｌ：５２５４５７５８６＠ｑｑ．ｃｏｍ。



度及桉树无性系，为桂中地区桉树营造林工作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广西国有维都林场维都分场，北纬２３°１６′～２６°２９′，东经１０８°２４′～１１０°２８′，属亚热带季风气

候区，年均气温１８．１～２１．２℃，年均日照１３２５～１７３４ｈ，年均降水量１２２５～１９４２ｍｍ，４—８月下旬为雨
季；试验地平均海拔１０５ｍ，土壤为砂页岩发育的红壤，平均厚度９０ｃｍ以上。
１．２　试验材料

以广林９号（广９）、广林１２号（广１２）、东门林场ＤＨ３２２９尾巨桉组培苗为造林材料，苗高１５～２０ｃｍ。
１．３　试验方法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设置３个造林密度，即２．０ｍ×３．０ｍ、２．０ｍ×３．５ｍ、２．０ｍ×４．０ｍ，每小区面积
３５０ｍ２，３次重复，共２７个小区。于２００９年５月造林，造林前３年各追肥１次，每次施桉树专用肥５００ｇ／株，
各小区抚育管理措施保持一致。２０１４年５月对试验林进行每木检尺，测量树高、胸径值后采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造林密度下桉树无性系径阶分布
由表１可知，３个造林密度下，３个桉树无性系的径阶分布范围在１０～２１，多集中在１３～１４径阶；在２．０

ｍ×３．０ｍ的造林密度下，广９无性系多分布在１２～１５径阶，广１２无性系多分布在１２～１４径阶，ＤＨ３２２９
无性系较集中在１３～１４径阶；在２．０ｍ×３．５ｍ和２ｍ×４ｍ的造林密度下，各无性系多集中在１４径阶，以
２．０ｍ×３．５ｍ造林密度的最为集中，株树比例均在３０．０％以上。由图１可知，虽然造林无性系和造林密度
不同，但各径阶内的株数比例分布都趋于正态分布，略呈左偏分布，该结果与秦武明等［２］在广西高峰林场研

究不同桉树无性系生长得出的胸径样本正态偏右分布的结论相反，说明桉树在不同地区生长表现不同。测

定的试验样木中，ＤＨ３２２９无性系在２ｍ×３ｍ造林密度下出现最大胸径，达到２１径阶。

表１　不同造林密度下桉树无性系径阶分布情况表　　　　　　　　　　　　％

径阶
２ｍ×３ｍ

广９ 广１２ ＤＨ３２２９

２．０ｍ×３．５ｍ

广９ 广１２ ＤＨ３２２９

２ｍ×４ｍ

广９ 广１２ ＤＨ３２２９

１０ １．３ ０．６ ０．８ １．０ １．４ ０ ２．１ ０ ０

１１ ８．３ １０．７ ４．１ ２．０ ６．５ １．３ ２．８ １．６ ２．３

１２ １６．７ ２０．１ １２．２ ５．９ １２．２ ８．７ ４．８ ４．８ ３．９

１３ １７．９ ２７．０ ２４．４ ２０．６ １２．９ １２．７ １３．８ １６．０ １４．０

１４ １９．２ １５．７ ２１．１ ３６．３ ３１．７ ３０．０ ３５．９ ３２．０ ２３．３

１５ １７．３ ９．４ １３．８ １４．７ １６．５ ２０．７ ２０．０ １６．８ ２３．３

１６ ９．６ ８．８ １１．４ １３．７ ７．９ １４．０ ９．７ １５．２ １９．４

１７ ７．１ ５．０ １０．６ ２．９ ６．５ ６．７ ７．６ ４．８ １０．９

１８ １．９ １．９ ０．８ ２．０ ３．６ ４．７ ２．１ ６．４ １．６

１９ ０ ０．６ ０ １．０ ０．７ ０．７ ０．７ １．６ １．６

２０ ０．６ ０ ０ ０ ０ ０．７ ０．７ ０．８ ０

２１ ０ ０ ０．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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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ｍ×３．０ｍ（Ａ）、２．０ｍ×３．５ｍ（Ｂ）、２．０ｍ×４．０ｍ（Ｃ）造林密度各径阶内株数分布图

２．２　不同造林密度下桉树无性系生长量
由表２可知，３种造林密度下，３个桉树无性系平均树高差异不大，这与唐庆兰等［３］研究得出的不同造林

密度下，不同桉树无性系前６年的树高生长差异较小的结论一致。由表２还可知，广１２和ＤＨ３２２９无性系
的树高随着造林密度的降低而有所增高，造林密度低，能使林木有充分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林木的

高生长。广１２和ＤＨ３２２９无性系平均胸径有随造林密度的降低而增大的趋势，广９无性系平均胸径在２．０
ｍ×３．５ｍ造林密度下高于其他２种造林密度。因造林密度不同，单位面积上的林木保存株数各有差异，其
中２．０ｍ×３．０ｍ造林密度在测定时保存株数为１４８０株／ｈｍ２，而２．０ｍ×３．５ｍ和２ｍ×４．０ｍ造林密度下
保存株数分别为１３１０和１１６０株／ｈｍ２，在树高、胸径差异不大的情况下，２．０ｍ×３．０ｍ造林密度可获得最
大的单位面积蓄积量，其中又以ＤＨ３２２９无性系的单位面积蓄积量最大，为２１３．９ｍ３／ｈｍ２，蓄积量随造林密
度的降低呈减少的趋势。表明人工纯林中桉树占有空间优势，而造林密度小，空间利用不够充分，空间结构

的不合理利用导致了资源的浪费［４］。

表２　不同造林密度下桉树无性系的生长量

造林密度 无性系 平均树高／ｍ 平均胸径／ｃｍ 蓄积量／（ｍ３·ｈｍ－２）

广９ １９．７ １３．８ ２０８．２

２．０ｍ×３．０ｍ 广１２ １９．７ １３．６ ２０３．０

ＤＨ３２２９ １９．７ １４．０ ２１３．９

广９ １９．６ １４．７ ２０４．７

２．０ｍ×３．５ｍ 广１２ １９．９ １４．２ １９６．３

ＤＨ３２２９ ２０．０ １４．７ ２０９．３

广９ １９．７ １４．４ １７５．９

２．０ｍ×４．０ｍ 广１２ ２０．０ １４．９ １８９．９

ＤＨ３２２９ ２０．２ １４．９ １９１．８

２．３　不同桉树无性系经济效益分析
据调查，桉树林分出材率约为７５％，目前销售价格为７１０元／ｍ３。由表３可知，营林投资随着造林密度

的降低从１７６７０元／ｈｍ２减少到１５８７０元／ｈｍ２，主要原因是挖穴、苗木、肥料及人工等成本方面产生的差异。
该投资成本与张健军等［５］研究广西地区桉树最佳投资在１５０００～１９５００元／ｈｍ２的结论相一致。目前桉树
木材市场较好，３个桉树无性系造林均能盈利，其中ＤＨ３２２９无性系在２．０ｍ×３．０ｍ造林密度下财务净现
值最大，达到４３４００．２元／ｈｍ２，相对盈利能力最强。经对比发现，财务净现值总体随着造林密度的降低而减
少；内部收益率、投资利润率和利税率则以ＤＨ３２２９无性系在２．０ｍ×３．５ｍ造林密度时获得最大值，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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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６３．３２％、４１．８９％、４６．５４％，说明ＤＨ３２２９无性系在２．０ｍ×３．５ｍ造林密度时对贷款利率的承受能力较
强，市场抗风险能力较强，对社会的贡献能力也较大。营林项目的投入产出比越小，说明造林效益越高，

ＤＨ３２２９无性系在２．０ｍ×３．５ｍ造林密度下比值最小，为１４．９４％，说明该造林密度的造林效果最好。

表３　桉树出材量及木材销售收入情况表

密度 无性系
营林投资

／（元·ｈｍ－２）

财务净现值

／（元·ｈｍ－２）
内部收益率

／％
投资利润率

／％
利税率

／％
投入／产出
／％

广９ ４１８５３．８ ６０．５３ ４０．２２ ４４．６８ １５．９３

２．０ｍ×３．０ｍ 广１２ １７６７０ ４０４１３．４ ５９．４３ ３９．５５ ４３．９４ １６．３５

ＤＨ３２２９ ４３４００．２ ６１．７０ ４０．９０ １４５．４５ １５．５１

广９ ４１７５１．７ ６２．３３ ４１．３１ ４５．９０ １５．２８

２．０ｍ×３．５ｍ 广１２ １６６５０ ３９４５１．８ ６０．５０ ４０．２２ ４４．６９ １５．９３

ＤＨ３２２９ ４３０３２．４ ６３．３２ ４１．８９ ４６．５４ １４．９４

广９ ３４５３６．４ ５７．８１ ３８．６２ ４２．９０ １１６．９４

２．０ｍ×４．０ｍ 广１２ １５８７０ ３８３６３．９ ６１．１１ ４０．６１ ４５．１２ １５．７０

ＤＨ３２２９ ３８８９０．８ ６１．５５ ４０．８７ ４５．４１ １５．５４

３　讨论

径阶统计结果表明，３个参试无性系的株数分布比例最多的径阶较为相近，为１３～１４径阶，不同造林密
度对各无性系径阶株数比例分布影响较大，各径阶内的株数比例分布基本趋于正态分布，略呈左偏分布。

试验结果表明，在３个造林密度的树高、胸径差异不大的情况下，以２．０ｍ×３．０ｍ造林密度获得的单位
面积蓄积量最大，即以材积总量为衡量标准时可获得最大效益。但在量方造材销售情况下，２．０ｍ×３．５ｍ
和２．０ｍ×４．０ｍ造林密度下的林木胸径整体大于２．０ｍ×３．０ｍ造林密度的林木，因此，在造林时可通过适
当降低造林密度、提高林木径阶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实际生产中造林密度的选择需根据培育材种目标

及当前木材售价来进行综合考虑。

经与伍荣善等［６］的研究进行比对发现，同为２．０ｍ×３．０ｍ造林密度，５ａ生时，广９桉树无性系在桂中
地区的树高为１９．７ｍ，胸径为１３．８ｃｍ，优于在桂南地区的生长表现（树高１８．８ｍ、胸径１３．３ｃｍ），而桂南地
区栽培广林韦赤桉３号较为适宜，说明桉树无性系生长受种植区域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７］。选择合适的无

性系，在适宜的立地条件下造林可以充分发挥林木生长潜力，获得最大效益［８］。

桉树人工林提质增效是目前广西桉树经营面临的重要任务，桉树造林投资主要集中在前３年，第５年进
行采伐获取收入，需要考虑时间成本和贷款利率变动，长期投入一次性回收的模式存在较大风险。因此，选

择抗风险能力强、对贷款利率承受能力较强的营林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的经济效益分析结果表明，桂

中地区ＤＨ３２２９桉树无性系在２．０ｍ×３．５ｍ造林密度下造林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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