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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纯林、混交林的生长差异 

从表5可以看出，福建柏纯林与混交林的胸径、树高生长在各个调查地点表现不一样。这主要是受不 

同地方、不同立地条件等级、不同的混交树种的影响造成的。调查还发现，在泉州福建柏混交林主要为福 

建柏与马尾松、福建柏与杉木、福建柏与楠木混交，少量有福建柏与木荷混交林。混交后，受种间竞争的影 

响，各混交树种都表现出树干较通直、圆满、冠幅小等特点。 

表5 纯林、混交林的生长差异 

4 小结与讨论 

4．1 福建柏作为珍贵的用材树种，其木材目前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有很大的市场开发潜力。福建柏在泉 

州即使在立地条件较差的条件下仍生长表现良好，因此，可作为泉州贫瘠山地的更新造林主要树种加以推 

广，扩大造林面积。尤其是荒山荒地的绿化造林，可选用福建柏与其他树种混交造林 ，效果更好。 

4．2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福建柏胸径和树高的生长受海拔影响差异显著，海拔越高，胸径和树高生长越缓 

慢，所以泉州福建柏种植应主要考虑在海拔 lO00m以下。同时可以适当采取福建柏 +杉木、福建柏 +马 

尾松或福建柏 +阔叶树等混交模式，以利于福建柏干形的通直、圆满。 

4．3 目前福建柏的良种繁育研究已取得较大的成果，但就其速生丰产培育技术，尤其是福建柏大径材的 

培育技术，还有待进一步的试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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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金线莲组培苗移栽技术研究 

王光华 

(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 

摘要 影响台湾金线莲组培苗移栽生长的因素有栽培基质、种植密度(株行距)、种植深度、 

肥料等。研究结果表明：栽培基质、种植密度、种植深度对移栽成活率、株高的影响极显著，种植 

密度和肥料对叶数的影响极显著。栽培基质以70％泥炭土+25％树皮 +5％其他原料效果最 

好。种植密度5cm×5cm，种植深度 lcm最佳。种植后的肥水管理采用2号~I~：h"116料更能促进台 

湾金线莲健康生长。 

关键词 台湾金线莲 组培苗 移栽技术 

台湾金线莲(A加ectochilusform,osanu,$)是兰科，开唇兰属植物，为传统名贵中药，具有清热、祛风利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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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肾平肝以及降血压等功效，被称为“药中之王”̈ l2】，目前野生资源已濒临枯竭 。由于其 自然条件下 

繁殖率极低，用组培快繁和移栽技术大量培育台湾金线莲就成为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其野生资源的有效 

途径，其中关键是解决规模化种植中组培生根苗移栽成活的问题。近年来，台湾金线莲组培生根苗移栽试 

验虽有少量报道 _7】，但几乎未见在生产实践中实现推广的移栽研究报道。为此，本研究在前期摸索试验 

的基础上，结合本单位产业化生产台湾金线莲的现实需要，针对影响台湾莲组培生根苗移栽成活的关键因 

素进行了技术研究 ，研究成果已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l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材料为台湾金线莲组培生根苗，试验地点为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五板桥基地。 

1．2 试验设计 

将炼苗后的台湾金线莲合格苗移栽至大棚的苗床上，栽培基质是以本课题前期试验优选的泥炭土为 

基本原料，另加树皮及其他原料进行配比，设0380％泥炭土 +15％树皮 +5％其他原料、②70％泥炭土 + 

25％树皮 +5％其他原料、③6o％泥炭土 +35％树皮 +5％其他原料三种。种植密度设①lOom X lOcm、② 

5cm×10cm、③5cm×5cm，种植深度设①1cm、②1．5cm、③2cm。肥料设：①移栽 lO天后每隔20d喷一次 

1000倍高乐、30d后追施400倍 N：P：K(1：2：1)一次、60d后追施 300倍 N：P：K(2：1：1)一次(注：施肥后用 

清水洗株)，②移栽 10d后每隔15d喷一次 1000倍氨基酸、30d后喷1000倍高乐(氮)三次、60d后喷高乐 

(钾)三次，③移栽10d后每隔 15d喷一次1000倍叶面宝。本试验采用4因素3水平的正交设计 L9(34) 

(表 1)，共9个处理，每处理试验 300株，每处理重复3次，90d后调查并统计成活率、株高、叶数及叶的长 

势。 

表 1 不同基质、密度、深度、肥料试验正交 

1．3 统计分析方法 本试验的数据采用DPS数据处理系统进行分析统计，其中移栽成活率数据经反正 

弦变换后进行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栽培基质、种植密度、种植深度及肥料对台湾金线莲生长的影响 

栽培基质、种植密度、种植深度及肥料对台湾金线莲移栽成活率、株高、叶数及叶势的影响见表 2，从 

各处理的移栽成活率、株高及叶数的平均值可看出，第 6个处理的移栽成活率、株高、叶数均最高，分别达 

98．1％、9．9em、5．5片，即组合 A2B3C1D2；最低的是处理 1，移栽成活率、株高分别仅 48．3％、4．9era。分别 

为处理6的49．2％、49．5％；从叶片的长势来看，处理 6的叶片长势亦最好，其叶片大生长均匀且色泽浓 

绿，生长健壮；而处理3的长势最差，生长的叶片不仅小而且分化大色泽黄，生长发育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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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栽培基质、密度、深度、肥料对台湾金线莲生长的影响 

2．2 试验结果的直观分析 

将各因素各水平的移栽成活率、株高、叶数整理如表 3。从表 3可以看出，对移栽成活率和株高的影 

响为：栽培基质>种植密度 >种植深度 >肥料；对叶数的影响：种植密度 >栽培基质 >种植深度 >肥料。 

从栽培基质来看，采用70％泥炭土 +25％树皮+5％其他原料为栽培基质时，移栽成活率、株高、叶数均最 

高，用80％泥炭土+15％树皮 +5％其他原料为栽培基质时．移栽成活率、株高、叶数均最低。从种植密度 

来看，密度为5cm×5cm时，移栽成活率、株高、叶数均最高。从种植深度来看，深度为 1cm时，移栽成活 

率、株高、叶数均最高，深度为2cm时，则最低。从肥料来看，采用 2号配方肥料时，移栽成活率、株高、叶 

数均最高，即移栽 lOd后每隔 15d喷一次 10130倍氨基酸、30d后喷 10013倍高乐(氮)三次、60d后喷高乐 

(钾)三次。 

表 3 直观分析 

2．3 试验结果的方差分析 

试验结果的方差分析表明(表4)，栽培基质、种植密度、种植深度对移栽成活率、株高的影响极显著， 

影响力为：栽培基质>种植密度>种植深度，肥料对移栽成活率和株高的影响不显著；4因素中．种植密度 

和肥料xCn-t数的影响极显著，而栽培基质、种植深度对叶数的影响不显著。 

2．4 试验结果的多重比较 

采用邓肯新复极差法对各因素各水平有显著差异的指标进行多重比较(表5)。从台湾金线莲生根苗 

的移栽成活率和株高来看，基质①、②、③之间差异极显著，基质②优于基质①和基质③；种植密度 lOom× 

lOem(水平 1)、5cm x lOcm(水平 2)、5cm x5cm(水平 3)之间差异显著．5cm×lOcm、5cm×5cm与 lOcm× 

lOcm差异极显著，且密度5cm x5cm好于密度 lOcm×lOcm与密度5cm×lOcm；种植深度 lcm(水平 1)与 

2cm(水平 3)差异不显著，1cm、2cm与1．5cm(水平 2)的差异极显著，种植深度 1cm优于 1．5cm；肥料①、 

②、③之间差异不显著。 

从叶数来看，基质①与基质②、基质③三者之间差异不显著；种植密度5cm x 5cm与5cm x lOcm、lOcm 

×lOcm差异极显著，种植密度 5cm×lOem与 lOcm×lOcm差异不显著；种植深度 1cm与2．Ocm差异显 

著，种植深度lcm优于2．Ocxn，1cm与1．5em差异不显著，1．5cm与2cm差异不显著；肥料②与肥料①、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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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差异极显著，而肥料①与肥料③之间差异不显著。 

表 4 方差分析 

注：Fo ∞(2，16)：3．63，Fo ol(2，16)=6．23；}表示达0．05显著性水平，}+表示达0．01显著性水平。 

表5 4因素3水平间差异显著性 SSR检验 

注：小写字母表不 5％差异显著水平，大写字母衷不 1％差异显著水平．字母柑J 表尔差异不显著。 

3 结论 

(1)栽培基质、种植密度、种植深度对移栽成活率、株高的影响极显著，影响力为：栽培基质 >种植密 

度 >种植深度，肥料对移栽成活率和株高的影响不显著；4因素中，种植密度与肥料对叶数的影响极显著， 

而栽培基质、种植深度对叶数的影响不显著。 

(2)本试验中台湾金线莲较适宜栽培于70％泥炭土 +25％树皮 +5％其他原料基质上．种植密度和种 

植深度分别为5em x 5cm与1 cm为宜，种植后的肥水管理采用肥料②更能促进台湾金线莲生长。 

(3)台湾金线莲为名贵药材，分布窄，自然资源少，加上近年其市场价格好 ，人为肆意采挖，致使其天 

然资源近于枯竭。故开展台湾金线莲组培苗移栽技术研究对珍稀植物的迁地保护，扩大其产量。进一步开 

发利用都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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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林场木材检验员素质提高初探 

郑巧莲 

(福建省永安国有林场，福建 永安 366031) 

摘要 木材检验工作是林场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林场的经济利益。木材检验 

员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增强服务、安全、管理、廉洁等意识，掌握好工作技能。林场也要 

为木材检验 员加强培训提供 良好平台，制定木材检验管理 办法，严格奖惩措施 ，提高木材检验 员 

的积极性，预防违法违纪行为发生。 

关键词 国有林场 木材检验员 技术素质 个人素质 

木材检验工作是国有林场木材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工作效果的好坏，既关系到森林资源 

的合理利用，又关系到木材产品质量和企业经济效益的高低。木材检验员是指从事木材检验工作的具体 

人员，是原林业部规定的林业行业二十四种岗位中的关键岗位人员之一。福建省的国有林场大多经营模 

式单一，木材的销售收入是林场经济的主要来源，林场的木材检验员可以说是林场收入的第一手收款出 

纳，是林场重要的对外窗口，其个人素质直接影响到林场的形象。 

1 木材检验的特性和检验技术要求 

1．1 木材检验具有以下特性：①木材是笨重的物体，其检验大部分在野外(山场)、室外(货场)进行，目前 

检测工具也不够精细，检验工作容易出现差错，义不易复查和监督。偏远的积材点以及清晨或夜问操作更 

容易出现差错；②木材的价格是由树种、材种、等级、尺寸等因素决定的，其中，等级、尺寸等受检验水平的 

影响很大，极易产生人为误差，影响经济效益；③ 木材检验包含销售价、金费的收取，政策性较强，牵涉到 

林政、检疫、运、贮、销等部门，检验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企业的利益和声誉；④每名木材检验员的年工作 

量约为 1 O00m ～2 000 m 或更多，若产生工作失误则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大。 

1．2 木材检验员必须具备的检验技术 

①要掌握广泛的木材综合知识；②要了解不同木材的材性，能够在现场很快辨别出不同的树种；③要 

知道常见树种的最佳用途；④要正确掌握和熟练运用木材标准；⑤要熟记常见木材规格的材积；⑥要懂得 

木材的尺寸及木材缺陷的检量与计算，木材的材积计算和等级评定的问题。 

1．3 木材检验员的工作要求 

①按林政资源管理部门开具的《木材检验下山通知单》和销售部门开具的《木材调拨通知单》所规定 

的内容及场规定的工作程序检验木、竹及其制品；②必须参加行业主管部门的年检考试和其它业务培训； 

③一个检验小组为两人，检验工作必须在现场进行，做到逐根(片、个)检验装车，两人要配合默契，分清责 

任，相互监督；④数量误差不超过总材积的±1％；⑤按林政规定规范填写码单，做到填写项目齐全，数据计 

算准确无误，字迹清楚，加盖检验印章清晰，检验员、记码员签字负责，码单类别使用正确；⑥码单必须在现 

场填写；⑦要在承运员、客户在码单上签字后方能把有关手续和货物交其运输，野帐、码单等应及时上交有 

关人员。 

2 木材检验员必须具备的基本工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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