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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山地马尾松幼龄林的绿色

生物�和叶面积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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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浙江江山
、

衙 县 的 马 尾松幼龄林为试材
，
测 定 了马尾松

、

阔叶下木
、

草本层的绿 色生物量�即鲜叶量�和叶 面积
，
并建立 了乔木层

、

灌木层和草本层 的绿

色生物量同郁闭度或盖度的回 归方程
，
总结 出浙西 山地马尾松幼龄林林分的叶面 积

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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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资源不断减少
、
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的当今

，
森林资源质量的监测受到了许多国家

的重视
，
也为航天遥感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新的领域和方向

。

在农作物和牧草场的绿色生物量

遥感监测方面
，
已做过不少有益探索 〔 ’�， 而森林植物群落的绿色生物量及叶面积指数的遥感

监测在国内还不多见
。

遥感探测植被主要是利用植物叶片的叶绿素
、

胡萝 卜素及其叶片水分

信息
。

在地面一定单元内
，
主要是通过绿色生物量和叶面积指数这两个参数来综合反映这些

信息的变化
。

为了更加深入探讨利用航天遥感资料监测森林资源质量动态变化的可行性
，
我

们首先在浙江西部的马尾松���洲
�

彻
��。耐溯��林分中开展了地面绿色生物量及叶 面 积指数

的试验研究
，
以便为建立遥感模型提供依据

。

� 研究地概况

研究地位于浙江省西部
，
钱塘江上游

，
浙

、

赣
、

闽 �省交界处的江山
、

衡县两市�县�
。

地形南北高
，
中部低

，
呈阶梯式层状地貌

，
走廊式构造盆地

。

在海拔����以下
，
多 为 马尾

松林
、
毛竹������������夕� �动。 ���” ��林

、

杉木��“ ���作���二‘� ��月��������林
、

经济林
、

次生

灌丛及其他植被类型
。

其中马尾松林是植被类型中所占面积最大的类型
，
这些低山丘陵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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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松林尤以幼龄林为主
，
且受人为干扰极为强烈

，
致使松毛 虫 ���耐��肚，�� �训�������危

害严重
。

� 研究方法

我们于����年 �月分别在江山和衡县展开了下木及马尾松针叶量的外业调查
。

实地工作

要求在�。
，
�����

，
��

，
且空气湿度在���以下才能进行

。

�
。
� 马尾松针叶量

根据对针叶量影响较大的树高
、

胸径
、

冠幅
、

枝盘数 �大因子的正交设计
，
确定了实地

存在的��种组合类型
。

以每种重复两次进行伐木或立木摘叶称重
，
计数调查

，
共计获取了��株样树的鲜针叶量

数据
。

�
。
� 下木绿色生物量

本试验在江山完成
。

据浙江林学院调查
，
江山市马尾松群系根据其林下植被种类的不同

划分为椎木���
，
������哪 ���称���。 �映山红�琳

。而��耐
，伽 �加����马尾松林

、

铁芒其����
����‘

������ ����������马尾松林和早熟禾��
�� �月” “ �狗牙根 �伪

����� ���盆�����马尾松林 �个群

丛
。

因而首先按下木的种类分成以灌木为主和以草本为主两大类型
。

在不同优势种中
，
分别

按照盖度和高度的差异
，
随机设置 �� � ��的小样方

，
摘取全部叶片并计数

，
然后称其鲜

重
，
即得样方的绿色生物量值

。

�
。
� 叶面积的浦定

在下木各样方的叶片中
，
随机抽取若干叶片�至少���片以上�并投影到白纸上

，
然后运用

��������地理信息系统进行求积统计
，
即可得出下木�全部是阔叶�各样方的叶面积

。

用游标卡尺测量了该地区马尾松针叶的平均长度是���
�

�� �以��， 平均宽度为�
�

�� ��
。

因松针近似半圆柱体
，
其表面积用公式

� �二 �派�� � ����� 石计算��为松针平均中央直径
，

�为针叶平均长度�
，
再乘以每束针叶数 � ，

即得每束针叶的表面积�
�

������丫束
。

然后根

据针叶数就可获得单株的针叶面积
，
再乘以每公倾株数即得林分的针叶面积���

。

��� 叶面积指数

叶面积指数�����是单位土地面积上叶面积总值
。

它是反映群落生产力高低的一个重要

标志
，
也是遥感监测植被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参数�勺

。

� 结果分析

�
�

� 以草本为主的下木缘色生物最

按盖度
、

高度的差异分别设置了 �个样方
。

经回归分析
，
拟合出 奋� ��

�

��� �� ��
�

��� ��

的回归方程
。

其中
， �为绿色生物量���

， �为盖度���
，
相关系数为�

�

����
。

分析表明
，

绿色生物量与高度的相关性甚微
。

�
�

� 以瀚木为主的下木缘色生物里

当下木以灌木为主时
，
根据盖度

、

高度和种类的差异
，
随机布置了��个 �� � ��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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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
进行摘叶称重试验

。

得出 百 � 一 ���
�

�������
�

����� 的回归 方 程
， ，为绿色生物量

���
， �为盖度���

，
相关系数为 �

�

����
。

方差分析表明�’�差异显著�表 ��
。

�
�

� 针叶量

单株树试验主要在简县航埠镇进行
。

在江山市完成了���块马尾松林小班的林 分 因子调

查
。

根据分析
，
单株树针叶量同冠幅 � 枝盘数极为相关

，
相关系数为�

�

����
，
得出方程 万 �

一 ���
�

����� ���
�

�����
。

其中
， ，为针叶量���

， 二为冠幅 � 枝盘效
。

在生产上 通 常把

冠幅 � 枝盘数转换为定性数据—树冠级
。

经对树冠级和针叶量的方差分析表明
，
差异显著

�表 ��
。

根据林分郁闭度和胸径的差异
，
我们把马尾松林分成以下 �种类型�表 ��

。

由针叶量回归

方程
，
我们求得各种类型下的针叶量 值 《表 表 � 马尾松林分类型表

��
。

����� � ��“ ���� ��� ” ���� ����

表 � 盖度绿色生物量方整分析农

����� � �������� �������� ���
����

吕���� �� ��������� ����

����� ��� ����� ������ ������� 脚径���
类 列二王二

�‘ ���������目���� —

一一
郁闭度��

�

� �
�

���
�

�� � �
�

�

误差来似 自由度 均 方 � 值 ��
�
�， ���

》 ��
�

��

�������

������

��
�

��间内组组

合 计 ��
表 � 不同马尾松林分的鲜针叶量

� ��� � ��� ����� ������ ������， ��

������ ����� ������

针叶纽

��
·

��
一 ，

均龄

�
产�

树平均径平胸

表 � 树冠级针叶量方差分析表

����� � �������� �������� �� �����

�������� ������ �������

林分 小班个数 平 均

类型 �个 郁闭度

误差来滚 自由度 均 方 � 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艺

��

��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间内组组

�
�

� 叶面积指致

�
。
�

。
� 下木的叶面积指数

����� � ���� ����

表 �列出了两种下木类型下
，
林下植被叶面积指数的计算方法

。

表 � 林下植被的叶面积指数
������日 �� �����，���� ���������� ������ ����� ��� ����� 】�����

盖 度 �� 样 方 数 �个 ��� 回 归 方 程

���
�

�

����

�
�

����

���� �
�

���� � �
�

���� 大 盖度

���二 一 �
�

���� � �
�

���� � 盖度

灌草 本木

灌

草

木

木

��

�

�
�

����

�
�

��� 翻

灌 木 �� �
�

����

草 本 � �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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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马尾松林叶 面积指数 �个马尾松林分类型��
，
�

， �， �， �
，
��的针叶叶面积

指数分别为 �
�

����， �
�

����， �
�

����， �
�

����， �
�

����和�
�

����
。

因此
，
马尾松林的叶

面积指数与林分类型有关
。

� 结论与讨论

�
�

� 在一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内
，
林下植被或灌木或草本的内部类型差异

，
对群落绿色生物量

或叶面积指数的影响不大
。

�
�

� 林下植被的高度与群落绿色生物量或叶面积指数的相关性甚微
。

�
�

� 马尾松林的针叶量同树冠级极为相关
。

�
�

� 在马尾松林生态系统较少受人为干扰的情况下
，
即松树能保留 �盘枝以上时

，
马尾松幼

龄林林分的叶面积指数同林分郁闭度有关
。

当下木以灌木为主时
，
稀疏林 分 �郁闭度小于等

于�
�

��的叶面积指数约在 �� �之间
，
中等郁闭林分�郁闭度为�

�

���
�

��在 �� �之间， 当

下木以草本层为主时
，
稀疏林分的叶面积指数为 �� � ，

中等郁闭林分在 �一 �之间， 但无

论下木为何种类型
，
郁闭林分�郁闭度大于等于�

�

��的叶面积指数均在 �以上
。

当达到一定程

度时就趋于稳定
。

鉴于本文中胸径大于 ���� 的样木数太少
，
更详尽的规律仍有待继续深入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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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幼林套种大豆良种选育的研究通过省级技术鉴定

由我院孙鸿有教授等承担完成的浙江省科委
“
八五

”
科研计划项 目

“
杉木幼林 套种 大豆 良

种选育的研究
”
通过课题组 �华的试验研究

，
己超额完成预定研究任务

，
于����年 �月�� 日通

过了浙江省科委组织的成果鉴定
，

��余位专家在对大豆产量验收的基础上
，

仔细审查有关鉴定资料
，
认真听取课题组详细

汇报后
，

进行了充分的评议
，
一致认为杉木幼林套种大豆模式不仅能提高杉木幼林地经济效

益
，
而且对培肥地力

、

幼林抚育和林地水土保持等极为有利
，
是达到林茂粮丰的较佳途径

，

值得有关部门大力推广
。

此项成果居国内同类研究领先水平
。

�光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