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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荚相思组培苗造林的生长状况和效益分析 

秦武明 ， 韦建晓 ， 余浩光 ， 刘运华 ， 王凌晖 

(1．广西大学 林学院，广西 南宁530005；2．广西国营高峰林场，广西 南宁 530001) 

摘 要：对厚荚相思组培苗和实生苗两种繁殖育苗方式造林林分的生长状况以及经济效益进 

行了对比试验，结果表明：组培苗造林的平均通直率比实生苗造林高31．4％；实生苗造林早期 

分枝较多的问题，在经过选优培育的基础上，利用组培苗造林，分枝较多问题得到了改善；从树 

高年生长量、材积的年平均生长量和经济效益来看，组培苗造林明显优于实生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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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Growth Status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Tissue 

Cultured Acacia crassicarpa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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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comparative study was corried out on the growth status and economic benefi~ between tissue cultured 

and seed seedlings．The resul~ were as follows：the unbent rate of tissue cultured seedling was higher than seed 

seedlings．Th e problem of branching in early stage of ground of seed seedling was solved by plan ting tissue cultured 

seedlings through optimal selection．From the tree height growth，average growth of volume an d economic benefits， 

forestation effect of tissue cultured seedlings was obvious super than seed seedlings．However，the annual DBH 

growth of tissue cultured seedlings was not SO obvious as tree height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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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荚相 思 (Acacia crassicarpa A．Cunn．ex 

Benth．)是豆科含羞草亚科金合欢属的一种常绿固 

氮速生丰产乔木，原产澳大利亚，属喜阳树种，适应 

性强，耐干旱瘠薄和盐渍⋯，喜生于深厚、湿润、排 

水良好的酸性土壤、不耐寒 I3 J，但较马占相思(A． 

mangium Willd)耐寒，且病虫害较少。根系发达，具 

根瘤 ，极耐瘠薄，有改良土壤的作用，萌生力强，砍伐 

后能萌蘖。厚荚相思生长迅速，树高和胸径年平均 

生长分别达2 m和1．3 am，6 a即可主伐 J。中国 

于20世纪 80年代引种厚荚相思 ，泰国也于 1985 

年开始引种 ．6]。利用组培苗造林是无性系林业的 
一 个主要途径，巴西从 1975年开始发展桉树人工 

林 ，由于成功地突破了无性系造林技术，现已从一个 

纸浆进口国变成纸浆出口国，成为全球无性系林业 

的典范 。为了研究厚荚相思组培苗和实生苗两 

种繁殖育苗方式造林林分的生长状况以及经济效 

益，本研究对厚荚相思组培苗与实生苗造林进行对 

比试验，为厚荚相思组培苗的造林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在南宁市广西现代林业科技示范园(以下简称 

科技示范园)、钦州市钦 一冠黎合江林业科技与生 

态休闲旅游综合试验园(以下简称综合试验园)、陆 

川I基地3个不同的区域设立固定的样地。试验地气 

候属南亚热带湿润季风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1— 

22℃，土壤为砖红壤性红壤，pH为4．0～5．5，有机 

质含量低。 

1．2 试验设计 

采用随机区组试验，不同区域的3个基地设立 

固定的样地为3个重复 ，2003年开始造林(其中陆 

川基地实生苗于2002年造林)，2006年3月对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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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测定。 

1．3 生长量及叶片营养状况的测定 

生长量以树木的树高和胸径表示，分别精确到 

0．1 in和0．1 cm；树高的测定采用3．0 in铝合金测 

试标杆，胸径的测定采用围尺。测定时，数据记录与 

重复号、小区号、树号相对应。 

2 结果与分析 

2．1 组培苗与实生苗造林树木干形的对比 

树木的干形，一般有通直、弯曲和主干是否明显 

之分。由于厚荚相思实生苗与组培苗造林的林木的 

主干都比较明显，因此，本研究是将厚荚相思干形情 

况划分为两个等级即通直和弯曲。在随机调查的基 

础上，对南宁市广西现代林业科技示范园、钦州市钦 
一 冠黎合江林业科技与生态休闲旅游综合试验园、 

陆川基地3个不同区域的厚荚相思组培苗和实生苗 

造林的林木，进行树木干形的评定。从表 1中看出， 

在树木的干形上，厚荚相思组培苗造林 比实生苗造 

林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南宁科技示范园中，组培苗造 

林的通直率达到了78．7％，比实生苗造林多了35．1 

个百分点；在钦州综合试验园中，组培苗造林的通直 

率最高，达到86．7％，比实生苗造林多了26．7个百 

分点；在陆川基地，组培苗造林的通直率比实生苗造 

林高出了32．5个百分点。从整体的效果来看，组培 

苗造林的通直率的平均水平达到 83．2％，比实生苗 

造林的平均水平 51．8％高出31．4个百分点。 

表 1 不同区域组培苗与实生苗造林通直度 

Table 1 S~aighIness of tissue cultures seedling and seed seedling 

ofAcacia crassicapa p1anted in different area8 

2．2 组培苗与实生苗造林林木枝下高的对比 

厚荚相思实生苗造林早期分枝较多，较大程度 

上影响到了树木主干的生长。从表 2中显示：在三 

个不同的区域 ，厚荚相思组培苗造林的林木枝下高 

比实生苗造林的都要高些。虽然陆川基地的实生苗 

在 2002年造林 ，但是却比晚一年造林的组培苗的林 

木枝下高矮了0．3 in，说明组培苗在这一因子上具 

有较大的优势。在总体上，厚荚相思组培苗平均枝 

下高超过实生苗造林的平均枝下高的 16．7％。对 

组培苗与实生苗造林的林木枝下高作方差分析， 

=7．14>Fo_01=6．82，说明厚荚相思组培苗造林的 

枝下高与实生苗造林的枝下高差异达到极显著水 

平。实生苗造林早期分枝较多的问题 ，在经过选优 

培育的基础上，利用组培苗造林，分枝较多这～问题 

在较大的程度上得到了改善。 

表2 不同区域组培苗与实生苗造林林木平均枝下高 

Table 2 The avenge BH of Acacia cra,~icapa tissue 

cultured seedlings and seed seedlings m 

2．3 组培苗与实生苗造林林木生长量的对比 

2．3．1 树高生长量的对比 从表 3可看到树高生 

长较快的是组培苗，年平均高生长量在3．15—3．66 

in之间，实生苗年平均高生长量在 2．91—3．11 in之 

间。两种高生长之差在8．2％ 一17．7％之间，组培 

苗造林树高生长量达到速生丰产林树高年生长量的 

要求。对组培苗与实生苗造林的树高生长量作方差 

分析，F统=6．23>Fo．05=3．94，差异显著。因此，从 

树高年生长量来看，组培苗造林明显优于实生苗。 

2．3．2 胸径生长量的对比 从表3中可看到，在相 

同的立地条件下，胸径生长较快的还是组培苗，年平 

均胸径生长量在 3．32—3．94 cm之间，变动的幅度 

不大；实生苗造林年平均胸径生长量在 2．50—3．57 

cm之间浮动，变动的幅度比较大。对组培苗与实生 

苗造林 的胸径生长量作方差分析，F!壹=45．26> 

Fo
．
。 ：6．87，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从年平均生长 

量和变动的幅度来看，组培苗优于实生苗。 

表3 厚荚相思不同苗木类型造林树高和胸径生长情况(2006年3月调查) 
Table 3 The tree helight and DBH of two types of Acacia crassicapa seedlings(2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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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材积生长量的对比 从表 4中可看到，在同 
一 区域相同的立地条件下，组培苗的年平均单株材 

积生长量较大，年平均单株材积生长量在0．012 6～ 

0．019 9 m 之间；而实生苗的相对较小些，在 0．006 

单株材积生长量是 0．013 1 m ／株 ·a，而组培苗的 

是0．015 9 m。／株 ·a～，后者是实生苗造林的 121． 

4％。对材积生长量作方差分析，F统=40．81>Fo o 

= 6．87，说明厚荚相思组培苗造林与实生苗造林的 

7～0．018 9 m 之间，变动幅度较大。将3个不同区 材积生长量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很明显，从材积 

域的年平均单株材积生长量平均，实生苗的年平均 的年平均生长量来看，组培苗造林优于实生苗。 

表4 厚荚相思不同苗木类型造林材积生长情况 

Table 4 Fhe tree volume of two type8 of Acacia crasslcapa seedlings 

2．4 组培苗与实生苗造林的经济效益对比 

从实生苗与组培苗材积生长量的对比中得出， 

实生苗的年平均单株材积生长量是 0．013 1 m ／株 
· a ～

，而组培苗的是 0．015 9 m ／株 ·a～，两者相 

差0．002 8 m ／株 ·a～。根据《高峰林业相思树短 

期工业用材基地高产林试验与推广》项 目的造林密 

度的要求，不同类型的苗木造林的密度为 1 140彬  

hm ，那么年平均材积生长量之差为3．192 m ／hm 。 

按照 8～14 cm的市场价格 320 m 来计算，苗木 

费按造林时的价格计算：实生苗0．25 株，组培苗 

0．55 株，组培苗造林年平均经济收入 比实生苗 

造林多679．5 Yr_,／hm 。从造林到2006年，按林龄为 

3 a来计算，用组培苗造林每公顷收入要比实生苗多 

了2 038．5元。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考虑，组培苗 

造林比实生苗造林能够创造更多的经济利润。 

(4)组培苗造林 比实生苗造林能够创造更多的 

经济利润。 

综上所述，从厚荚相思组培苗和实生苗两种繁 

殖育苗方式造林林分的生长状况以及经济效益分析 

对比来看，利用厚荚相思组培苗造林具有比较大的 

优势，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应该大力的推广 

厚荚相思组培苗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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