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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中幼龄林立地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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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杉木生长截段与地位指数相关性的回 归分析
，
证明生长截段法作 为浙

江省衫木人工中幼林的立地质量评价手段是 切实可行的
。

生长截段法有助于解决浙

江省 大面积彩木中幼龄林的立地评价难题
。

研 完结果表明
，
采用起刚高度为胸高上

方第 �抢枝 以 上的 �个完整节间长度作为衫木立地质量评价指标
，
精度最高

。

为实

际应用
，
文中还编制 了用这种生长截段间接或直接进行立地质量评价的数表

，
建立

了数量化生长截段回 归模型及得分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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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指数是评定立地质量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

与其他国家一样
，
我国各主要造林树种地

位指数表的研制和应用
，
大大地提高了用材林的经营水平

，
推动了我国营林事业的发展

。

以

往多采用龄级较大林分的平均优势木树干解析资料进行编表
，
使得这些数表就很难适用于当

前集约经营的中幼龄林立地质量评价
。

杉木����耐����拢�’� �����己���。 �更 是 如此
。

一方面
，

由于经营技术水平的不断改善和提高
，
杉木中幼林的早期高生长规律已截 然 不同 于以 往

，

另一方面
，
由于地位指数表的编制不能排除林分郁闭前诸如苗木质量

、

造林技术及病虫危害

等非立地因素差异所造成的对树高生长的干扰
，
极大地影响了当前杉木中幼林的立地质量评

价精度
。

为了解决这类矛盾
，

国内外对树高有年生长节间的针叶树种常采用生长截段法来评价其

林分的立地质量
。

生长截段是指树木主干某一高度以上若干年生长节间的总长度�‘
，‘ �

。

用它

评定立地质量
，

不仅可以克服林分郁闭前树木高生长过程中非立地因素的影响
，
而且由于它

是以林木早期高生长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生长量为立地质量的度量指标
，
因此可避免年龄

测定误差给地位指数评价带来的间题
。

采用这个指标
，

不需考虑林分总树高以及标准年龄等

的确定
，
因而可大大简化内外业工作

。

本文试图用林分平均优势木生长截段这个变量作为杉木林分立地质量的评价指标
，

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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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位指数的直接评定
，
并且用数量化方法计算了各立地因子与生长截段的回归模型及得分

表
。

� 资料收集及研究方法

研究资料来自近几年在浙江省各地杉木林中所设置的���个典型标准地
。

每一个标准地代

表一种地域或立地类型
，
标准地面积一般为��������

“ ，
标准地内杉木株数不少于��株

，
郁

闭度大于�
�

��

调查过程中发现并确认
�
杉木生长也有明显的年生长节间

，
其树高年生长起始处的轮枝

具有明显的特征
。

其判别标准是
�

在树干同一高度的横截面上
，
一般有 �� � 个 以 上 轮生

枝
，
每枝着生距离相差不超过 �� �

��
，
且轮 生 枝基部密布变态小针叶

。

据此
，
调查中要

求每块标准地选取 �株优势木实测树高
，
伐取平均优势木

，
确定各轮枝位置

，
量出各轮枝离

树干基部的高度以及全树高
，
并进行树干解析

，
查数 。 号盘的年龄

。

每块标准地详细调查海

拔
、

母岩
、

坡位
、

坡向
、

坡度和坡形等立地因子
，
并挖取土壤剖面

，
测定土层厚度

、

土体结

构和质地等
，
取回母岩和土样进行母岩判别及土壤速测分析

。

根据每块标准地的实测树高和年龄
，
按毛志忠等编制的浙江省杉木实生林地位指数曲线

模型��，��计算各标准地的地位指数值
。

� � ��
一

����址� 一 �
一

���� ���

� � �
�

������� 一 �
。
��� � ���

式中
�
�为树高， �为标准差， �为年龄

。

对生长截段回归前
，
首先对材料选取的典型性进行检验

。
��� 个 标准地中有 �个标准地

由于其胸高上方第 �轮枝以上的生长截段不足 �个节间长度
，
故在回归前予以排除

。

对���个

标准地分别地位指数等级������统计标准地数
，
作样本总体的卡方分布 检 验

，
得 到 矛 �

�
�

��小于妒�
。��。�� �

�” ，
认为样本总体符合正态分布

。

将计算得出的���个标准地的地位指数

预估值
，
以及按毛志忠等编制的浙江省杉木实生林地位指数表查出的���个标准地的地位指数

值序列分别作为两个总体
，
检验两总体方差是否显著

，
逐株统计出胸高部位以上 ����个完整

节间长度�反�， 胸高上方第 �轮枝以上 �� �个完整节间长度����， 以及胸高上方第 �轮枝

以上 �� �个完整节间长度����
。

分别不同起测高度的各节间长度
，
求算它们与地位指数的

相关关系
。

根据数量化理论的要求
，
选择与生长截段密切相关且简便易测的立地因子海拔

、

母岩
、

坡位
、

土厚和黑土厚 �个项目作为自变量
，
共划分为��个类目�表 ��

。

根据以上划分原则编制���块标准地的各项目对生长截段的数量反应表�略�
。

� 结果与分析

�
·
� 生长截段对立地质最的间接评价

生产上常用地位指数来表达某树种所生长的立地优劣
。

为了便于实际应用
，

这里把生长

截段这个指标转换成立地指数值的形式
，
间接地反映立地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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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立地因子项目类目划分标准
����� � ������� ��������� �� ���� �������� ��� �����

类 目 等 级
项 目

————
� � � � �

海 拔 �
� ���� 以下 �������� ��������� ����� 以上

母 岩 �
�

酸性岩类 基中性岩类 凝灰岩类
·

沉积岩类 变质岩类

坡 位 �
� 下 中 上

土 厚 �
� �����以上 �������� 通������ ���� 以下

黑 土 厚 �
、 ��� 以上 ������� ������� ���� 以下

�
�

�
�

� 生长截段���与地位指数����的相关分析 为分析生长截 段与立地指数的相关性
，
本

文选择不同起测高度以上不同节间数的生长截段总长度
，
分别采用���式和���式拟合它们与

地位指数的关系
，
建立了��个回归方程

。

��� ������ ���

��� ����一���
���

���

通过比较���式和���式的回归离差平方和���
、

剩余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
，
结果

表明这两种模型拟合结果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别
，
与国外同类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 “�。 为了

力求实用上的简便
，
本文采用了���式回归结果�表 ��

。

表 � 不同起侧高度生长截段 �与地位指教 ��的回归结果

����� � ���������� ������� ������ ����� ��� ������ ����������

各 节 间 长 度 的 回 归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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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可见
，
对于同一起测高度

，
随着节间数的增大

，
相关系数有规律地递增

，
剩余标

准差有规律地递减� 而对于相同的节间数
，
随着起测高度上移

，

其相关性愈明显
，
剩余标准

差随之下降� 当起测高度到达胸高上方第 �� �轮枝处
，
相同节间数与地位指数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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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剩余标准差的最大变幅仅为 。 �

��和�
�

��
，
变化很小

。

从表中还可以看出
，
起测高度为胸高

上方第 �轮枝时
，
�与�的变化不随节间数的增加而发生明显改变

。

考虑到应用上的便利
，

可选取胸高上方第 �轮枝以上 �个完整节间长度作为评价立地质量的数量指标
。

即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计���个标准地用���式计算所得的 �� 预估值发现
，
预估误差小于�个地位指数级��

�

��

��的标准地数占��
�

��
，
预估精度完全可以满足立地评价技术的要求

。

�
�

�
�

� 生长截段与地位指数换算表的编制 根据���式得到的林分地位指数值
，

考虑到当前

我国杉木林区的经营水平和要求
，
所确定的指数级距

，
既要保证一定精度

，
又要切合实际

，

便于生产单位利用生长截段评定立地质量本文参照毛志忠等编制的浙江省地位指 数 表 的 原

则
，

仍确定指数级距为�
�

���
，
按���式展开得到生长截段对地位指数预测表�表 ��

。

衰 � 生长截段与地位指教的换算衰
����� � �������� ��������益�� �������� ���������� ��� ���� �����

地 位 指 致 级 ��
项 目

—
� �� �� �� ��

地位指致 区间��

生长很段区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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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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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生长截段对立地质�的直接评价

目前
，
国内外都以树高年均生长量作为评价林木是否速生的数量指标之一

，
普遍认为树

高年平均生长量的高低能直接反映立地质量的优劣
。

由于生长截段不仅可排除郁闭前非立地

素因的影响
，
而且便于测定应用

，
所以本文把胸径上方第 �轮枝以上 �个节间生长截段作为

立地质量直接衡量指标
，
以探求生长截段代替地位指数评价杉木人工幼林中立地的优越性和

可行性
。

���
�

� 生长截段时立地质量的直接评价标准 本研究所收集的材料
，
地位指数 变动 范围为

〔��

��， ��
�

���〕，
变幅为��

�

���
，
与其相应的生长截段年平均生长量变动区间则为〔��

���

�
�

���〕，
变幅为�

�

���
。

为了便于生产上的应用
，
把 �个节间生长截段直接评价 立地 等级

的距离定为年平均生长量。 �

���
，
以对应级距为�

�

���的地位指数等级�表 ��
。

表 � 立地质�直接评价标准表
����� � ��

������� ��������� ��岁���� �毗������ �������� �� ���� �������

立 地 质 � 等 级

项 目

一
� � � � � � � �

年均生长量�� �
�

� 以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上

生长截段长度 �
�

� 以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以上

地位指数 区间 �
�

��以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上

�� �
�

� 数量化生长截段得分表的编制 前面已经证明
，
生长截段可直接或间接地用于评价立

地的生产潜力
，

而生产潜力的高低又取决于各立地因子的综合效应
。

因此
，

根据大量的杉木

标准地立地因子和生长截段的调查数据
，
通过数量化的方法

，

不仅可直接得到各立地因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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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生长截段的综合作用效果
，
而且可定量地得出不同立地因子对杉木生长截 段 的 单 独贡

献
，
从而把无林地和有林地的立地质量评价有机地统一起来

。

根据浙江省杉木的生长规律
，
兼顾营林生产的适用性

，
本文用生长截段作应变量

，
并选

用数量化理论 工建立立地质量的直接评价模型
�

户 ��

�、 � �。 � 习 习 ���
， ‘�占。一，

，‘�

�一 � ‘ 一 �
���

式中
� �。

为常数项� �、
即胸高上方第 �轮枝以上 �个节间的生长截段长度的预估 值， �� ，， ‘�

第 �个立地项 目各第 �个类目的得分值，如
�，，，为第 �个标准地第 �个立地项目第 �个类目的

等级反映�或 �或 。 �
。

通过运算得到杉木人工林各立地项目类目所对应的数量化生长截段得分表�表 ��
。

一般

来说
，
得分范围大的立地项目对因变量的影响大

，
反之得分范围小的影响就小

，
常用得分范

围的百分比来表示这种关系
。

从表 �可看出
，
海拔的得分范围百分比为��

。
��

，
对生长截段

的影响最大
，
其次是母岩

、

坡位和土厚
，
分别为��

�

��
，
��

�

��和��
。
��

，
最小是黑土厚

，

表 � 衫木致量化生长截段褥分表
����� � ������������ ������� ����� �������� ���������� ��� ������� ���

因 子 数 将 分 值

项 目 类 口 � � � � � 得分范围

得 分 值 得 分 值 得 分 值 得 分 值 得 分 值 得分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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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郑勇平等
�
杉木中幼龄林立地质里的生长截段评价

仅为�
�

��
。

由表 �还可看出
，
用不同立地项目数所建立的模型

，
其剩余标准差均不超过�

�

���
，
估

计精度可满足生产要求
。

表 �复相关系数 �检验结果表明
，
复相关系数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

说明各预测模型的估

计效果是较好的
。

裹 � 复相关系数 �检脸表

����� � ��� �
一
���� ������� ����

一�������� ������������
�

项 目 数 复相关系致 自 由 度 ��
�

�� �二 ��

��
︸�几﹃��品�

丹��月�为
��

…
������一吕�����甘����

��甘
��

…
�止�且月�，上�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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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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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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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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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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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孟

︸吸月三，口生，幼������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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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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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

劣��劣�

�
�

����

�
�

����

�
�

����

�
�

����

�
。

����

计算各标准地生长截段预估值与实际值之间的绝对残差和相对残差
，
分别按�

�

���和��

的数按�
�

���间距统计它们按标准地的分布
，
结果列于表���

。

表 � 标准地残差绝对值分布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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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 标准地残差相值对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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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孟���占�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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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一 �中可以看出生长截段的估计误差不超过�
�

���的标准地数占���
，
残差相对

值小于���的标准地数占���
，

说明所编的数量化生
一

民截段得分表精度较高
，
可以直接用于

立地质量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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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讨论

生长截段法以树高的早期生长量为立地质量的评定基础
，
对于生活史不长

、

轮伐期短而

且具有较明显生长节间的杉木来说
，
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
尤其是对于采用集约经营措施的

基地林
。

它只与胸高上方某一生长时期的几个节间长度有关
，

与林分的优势高和年龄无关
，

而且排除了造林初期林分郁闭前苗木高生长的非立地因素影响
，
从而简化了外业工作

，

保证

了评价精度
。

但是生长截段法以一定高度以上几个节间的长度作为评定指标
，
即便对于同龄林来说也

可能是非同龄阶段的生长比较
，
因此有关短期气候影响及林木个体高生长规律的差异对节间

长度的作用效果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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