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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期抗病资源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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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枝强度对樟子松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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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不同修枝强度对樟子松胸径和树高的影响，结果表明：胸径生长量从大到小依次为：修枝 1/3、
修枝 1/2、修枝 1/5、不修枝、修枝 2/3，说明合理修枝能促进胸径生长，并达到显著水平；各修枝强度下树高生长
量不大。

关键词：樟子松；修枝；胸径；树高
中图分类号：S791.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63（2015）08-0035-02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5.08.012

樟子松（Pinus sylvestris var.）为常绿乔木，耐

寒性强，喜光性强、深根性树种，能忍受 -50～-40

℃低温，旱生，不苛求土壤水分。喜酸性或微酸

性土壤，抗逆性强。能适应土壤水分较少的山脊

及向阳山坡，以及较干旱的砂地及石砾砂土地区，

多成纯林或与落叶松混生。树冠椭圆形或圆锥形，

树干通直，3～4 m以下的树皮黑褐色，鳞状深裂，

是东北地区主要速生用材、防护绿化、水土保持

优良树种。林木生长较快，材质好，材质较强，

纹理直，可供建筑、家具等用材［ 1］。樟子松树体

高大，侧枝异常发达，如果在经营过程中不能及

时有效的清除下层较粗消耗枝，就会造成生长缓

慢、材质较差的现象。研究不同修枝强度对樟子

松生长的影响，旨在为樟子松修枝措施提供参考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试验区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围场县木兰林管局

龙头山种苗场樟子松人工纯林，地处北纬 41毅 35耀

42毅 40忆，东经 116毅 32忆 耀117毅 14忆，海拔高度 1 340

m左右，属于大陆性季风型山地气候。具有水热

同季、冬长夏短、春季偏旱、四季分明、昼夜温

差大的特征。年降水量 380～560 mm，年蒸发量

1 462～1 556 mm，平均相对湿度 63%。

1.2 样地设置与调查方法

单位时间内的生长量是反应林木生长速率的

重要指标，在其它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修

枝强度样地中的林木生长量能真实反应修枝对樟

子松生长的影响。2011年 12月在 28年生人工樟

子松林内进行样地设置，所有样地立地条件基本

相似（表1）。设置 5个不同的修枝强度处理，处理

①不修枝，处理②从树体基部起（下同），去除全

树高度 1/5的侧枝，处理③去除 1/3，处理④去除

1/2，处理⑤去除 2/3，每个处理 600 m2，随机重复

3次。2011年 12月、2014年 12月进行数据调查，

每木检尺，测量胸径和树高。数据整理计算采用

excel 2003软件，数据分析采用 spss19.0软件。

胸径生长量 =修枝后胸径 -修枝前胸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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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高生长量 =修枝后树高 -修枝前树高。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樟子松胸径生长量的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出，不同处理对樟子松胸径生

长量影响差异显著（P＜0.05）。不同修枝强度下，

胸径生长量从大到小依次为：修枝 1/3、修枝 1/2、

修枝 1/5、不修枝、修枝 2/3，修枝 1/3、1/2之间

差异不显著，与不修枝差异达显著水平，与修枝

2/3达极显著水平，因此修枝强度在 1/3～1/2时，

胸径生长量明显增加，与不修枝相比达到显著水

平。

2.2 对树高的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出知，不同处理对樟子松树高生

长的影响不大，处理间差异不显著（P＞0.05），处

理④树高增长量最多，为 1.0 m，处理③增长最少，

为 0.7 m；处理①、处理②、处理⑤树高增长均为

0.9 m。

3 小结与讨论

1）不同修枝强度下，胸径生长量从大到小依次

为：修枝 1/3、修枝 1/2、修枝 1/5、不修枝、修枝

2/3，说明合理修枝能促进胸径生长。修枝强度为

1/3～1/2时，胸径生长量明显增加，并达到显著水

平。而修枝强度对树高生长量影响不大。

2）本试验中，樟子松林龄为 28 a，密度为 1 130

株 /hm2左右，树体高大，下层侧枝粗大。林木下

部侧枝叶量较少，光合效率很低，不能生产营养

物质，甚至已经成为消耗枝［ 2 - 3］。由于林木生长过

程中不能很好的自然整枝，造成侧枝长期，消耗

营养，即使现在能通过人工整枝，由于侧枝的粗

大，造成伤口节疤很大，材质也会受到严重影

响［ 4 - 5］。因此只有通过合理人工修枝才能降低下层

消耗枝数量，避免侧枝过度生长，促进主干生长，

形成良好树形。樟子松为喜光树种，合理修枝增

加林内透光，促进生长。此外，通过清理下层消

耗枝，也能有效增加林内温度和通透性，提高光

合速率。但如果修枝强度过大，过度剔除营养枝，

会造成营养供给不足，反而影响生长［ 6 - 7］。

3）修枝强度对树高生长没有影响不大。一般处于

幼龄阶段，通过密度控制能很好的实现高生长和良

好的干形。而当林木达到中龄阶段后，高生长减

慢，胸径生长加快，此阶段主要是通过疏伐，降低

密度，促进林木胸径生长［8］。本试验对象处于中龄

林阶段，所以树高快速生长期已经结束，主要表现

为胸径生长。其次，本试验中林分密度比较适中，

个体间竞争并不激烈，因此通过修枝降低竞争的可

能性很小，想通过降低竞争促进高生长并不理想。

所以对于密度较小的樟子松中龄林来说，修枝措施

不能促进林木的高生长。甚至在修枝强度过大时，

由于去除营养枝过度，将抑制林木的高生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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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样地立地条件
处理 面积

（m2）
修枝
强度

林龄
（a）

密度
（株/hm2）

海拔
（m）

土壤
类型

土层
厚度
（cm）

重复数

① 600 0 28 1 130 1 340 砂壤 40 3
② 600 1/5 28 1 135 1 341 砂壤 40 3
③ 600 1/3 28 1 134 1 340 砂壤 40 3
④ 600 1/2 28 1 132 1 345 砂壤 40 3
⑤ 600 2/3 28 1 128 1 336 砂壤 40 3

处理
胸径（cm） 树高（m）

修枝前
平均

修枝后
平均 生长量 修枝前

平均
修枝后
平均 生长量

① 20.6 21.7 1.1 a AB 10.4 11.3 0.9
② 20.4 21.9 1.5 ab AB 10.4 11.3 0.9
③ 20.9 22.9 2.0 b A 10.5 11.2 0.7
④ 20.3 22.2 1.9 b A 10.2 11.2 1.0
⑤ 21.1 22.0 0.9 a B 10.3 11.2 0.9

表 2 不同修枝强度樟子松的生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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