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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落叶松过伐林林木分类管理技术

玉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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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兴安落叶松
6&$-7 .8+'-%--

林分整体出发! 围绕优化林分结构! 调控演替! 促进林分生长! 提高林分生产

力和自然更新能力为目的! 根据林木个体大小% 年龄% 位置% 作用% 用途和其他重要程度! 提出了林木分类管理

方法与技术&

!

目前林木分类方法应为一般性的指导! 针对现实林分! 要注重考虑林木格局% 更新% 演替% 空间

利用等因素! 以符合结构优化经营要求&

"

将林木分为用材树% 用材后备树% 伴生树% 演替树% 母树% 更新幼树

和间伐树等
"

类! 从而明确了结构优化目的性! 有效分解了结构优化途径! 方便抚育经营操作! 可为确定合理的

间伐强度及方式提供依据&

#

不同结构的林分各类林木株数比例不同! 相应的间伐强度% 间伐树组成也不同& 伐

除一定比例的被压木以外! 选定间伐树时应考虑主林层% 演替层和更新层等各个层次&

$

依据林分结构现状% 各

类林木株数比例及构成! 从林分整体上考虑优化问题! 确定了较低间伐强度 "

(./67/&.(6

'& 这将更有利于减少干

扰! 促进更新! 调整树种组成! 优化林分结构& 表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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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林分林木进行分类! 确定其定位" 功能和地位是提出科学的林分经营技术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

作# 目前! 林分林木分类常见的方法有
!

种$ 一种方法是林木分化形成分级木后! 按照林木个体大小%

生长状况! 分为
89:

级木&

8

'

# 另一种方法是森林抚育间伐中采用的林木分类方法# 如近自然森林经营理

论中! 提出了林木的空间竞争关系而进行林木分类&

!

'

# 第
!

种方法是与森林抚育经营技术密切相关的技

术措施# 目前! 研究较广泛! 但方法不够具体! 模糊不清! 存在操作性差的问题# 如择伐调查设计时!

将林木分为目标树% 辅助树% 干扰树和其他树等
%

类&

;

'

# 近自然森林经营林分施业体系把所有林木分类

为目标树% 干扰树% 生态保护树和其他树木等
%

类&

%

'

# 在森林抚育规程的国家标准中! 将林木分类为目

标树% 辅助树% 有害树等
;

类&

:

'

# 在森林采伐作业规程的林业行业标准中规定防护林抚育采伐时! 将林

木分为优良木% 有益木和有害木等
;

类&

<

'

# 在目标树作业体系中将林木分为目标树% 干扰树% 特别目标

树和一般林木等在生态学和林学中作用和意义各不相同的
%

类&

$

'

# 在森林抚育经营中施行上层疏伐时!

将林木分成优良木% 有益木和有害木等
;

类&

=

'等# 在过去的森林抚育技术中! 围绕抚育目的主要依据林

木生长状况! 个体大小% 生长势等情况来划分林木! 缺乏考虑林木位置% 格局% 用途% 作用和其他功能

等# 过去将林木划分为
:

级木是主要考虑收获量和木材生产# 对于结构优化经营和以突出生态效益的经

营来讲! 目前的划分方法和标准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进一步细化划分依据和方法! 便于森林抚育经营#

本研究在传统目标树经营技术基础上! 围绕优化林分结构! 调控演替! 促进林分生长! 提高林分自然更

新能力等目标! 依据林木个体大小% 年龄% 空间位置和用途等! 提出了林木分类管理技术! 旨在为过伐

林结构优化和抚育经营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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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概况

研究地点选择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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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拔为
=&&98 8&&-

# 属寒温带湿润气候区! 年平均气温为
#:A% $

! 最低气温为
#:"A" $

!

!8" $

积温为
8 %";A" $

* 年降水量为
%:"9::" --

!

<"B

集中在
$C=

月! 无霜期为
=& 7

+ 林下土壤为

棕色针叶林土! 土层厚度为
!&9%& 2-

! 基岩以花岗岩与玄武岩为主+ 森林以兴安落叶松
!"#$% &'()$*$$

为建群种的寒温带针叶林! 伴生树种有白桦
+(,-)" .)",/.0/))"

! 山杨
12.-)-3 4"5$4$"*"

等+ 林下主要有

杜鹃
602424(*4#2* 4"0-#$7-'

等灌木和红花鹿蹄草
1/#2)" $*7"#*",(

! 舞鹤草
8"$"*,0('-' 9$:2)$-'

等草

本植物+

研究区过伐林为在
!&

世纪
=&

年代初主伐利用后形成的+

8>=!#8>=<

年当地林业部门对调查地林分

进行了采伐作业! 作业方式为
8&& -

等带间隔皆伐! 间隔期为
8& .

! 作业面积为
8:& 5-

!左右+ 伐前林

龄为
8!&98=& .

! 蓄积量
=&98!& -

;

,

5-

#!

! 郁闭度
&A!9&A%

! 上层母树群团状分布! 更新密度为
8 :&&9

! %&&

株,
5-

#!

! 幼树年龄
:98: .

! 幼树组成
:

落
:

桦+

!&

世纪
>&

年代初开始转为抚育经营+

!

研究方法

*+,

标准地调查

设置
<

块方形标准地(表
8

)! 面积有
!& - % ;& -

!

%& -% %& -

等
!

种+ 进行每木检尺! 量测其胸

表
,

标准地基本情况

D.E3* 8 F(/74,4(/ (' +.-G3* G3(,+

标准地号 林型
面积

H

-%-

林分密度
H

(株,
5-

#!

) 树种组成 平均胸径
H2-

平均树高
H-

蓄积量
H

(

-

;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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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树高! 冠幅和枝下高等指标" 调查更新树种#胸径＜$%& '(

$ 种类% 地径! 树高等& 分别应用
)*'+,

软件和
-.-- /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

林木分类方法

将落叶松作为目的树种' 白桦作为伴生树种' 山杨作为非目的树种来处理& 将林分林木根据经营目

的% 用途和功能等划分为用材树% 用材后备树% 伴生树% 演替树% 母树% 更新幼树% 间伐树等共
0

类&

分类标准(

!

用材树) 指林分优势木中的
/

级木& 指生长良好' 无病虫害' 树冠最大且占据林冠上层'

在标准地内同龄级林木中' 胸径和树高较大' 相对胸径
!/%&#

& 属于可采伐利用的林木&

"

用材后备树&

指
#

级木' 具有培育前途的用材后备树& 经抚育经营和培育后可采伐利用' 与用材树形成阶梯关系' 当

用材树采伐利用后可替补用材树&

#

伴生树& 主要指白桦& 为林分更新% 快速郁闭% 林分演替% 起到重

要作用&

$

演替树& 主要指目的树种和伴生树的平均木' 为
!

级木& 处于更新层到主林层的林分垂直高

度范围内的林木' 生长尚好' 无病虫害' 树冠较窄' 胸径和树高较优势木差' 位于林冠中层' 树干圆满

度较好' 在标准地内同龄级林木中' 胸径和树高与林分平均胸径和平均高比较接近'

&%0&"

相对胸径＜

/%&#

& 对林分演替和垂直分布' 具有重要作用' 也是调控林分演替的切入点& 随着林分生长' 由演替树

逐渐转移为用材后备树&

%

母树& 为林分更新起到种源作用' 将影响未来林木分布格局以及龄级结构&

&

更新幼树& 指天然更新的幼树*胸径＜$%& '(

$) 更新情况将直接影响林分树种组成+ 林木格局% 林木垂

直结构以及龄级组成&

'

间伐树& 指被压木'

"1$

级木' 白桦丛生木' 非目的树种' 以及为调整林木水

平格局% 垂直结构和调控林分演替的需要必须伐除的林木& 其中' 被压木指生长不良' 无病虫害' 树高

和胸径生长均落后' 树冠受挤压严重' 处于明显被压状态'

&%!$"

相对胸径＜&%0&

,

/23

-

&

!

结果与分析

#"$

各类林木比例

在各标准地林木株数比例中' 更新幼树比例最高' 演替树*或理论间伐树$次之& 用材树比例小于

"%45

" 用材后备树比例小于
0%&5

" 演替树比例
/&%051/4%45

" 母树比例
#%&51/#%$5

" 更新幼树比例

"#%3510&%65

" 理论间伐树比例
0%"51/3%65

*表
#

$& 由于林分结构不同' 标准地间各类林木株数占林分

总株数的比例差异较大& 如标准地
6

林分平均胸径
/#%4 '(

' 胸径
!/& '(

的林木株数较多' 选出的母

树数量也多' 因此' 母树比例较高& 根据林木分布格局' 由胸径
!/& '(

的用材树% 用材后备树和演替

树中选定母树' 以尽可能全覆盖标准地的原则' 潜在更新区域' 确定母树的数量&

在选择间伐对象时' 除了看林木生长指标以外' 还应考虑空间结构因素' 有利于提高林木空间利用

率' 优化树种组成' 能够促进林分天然更新& 因此划入间伐树时应考虑的因素( 对标准地内丛生白桦进

行间伐' 保留
/

株.丛!/

' 其余白桦与萌生枝条*白桦幼树$+ 山杨等非目的树种一并伐除" 被压木*

"

'

$

级木$有转换成平均木的可能性' 因此不应间伐所有被压木,

3

-

' 而伐除无转换的被压木" 按照经营目标'

结合林分演替趋势' 从林分主林层和演替层中' 适当进行间伐' 调整树种组成' 调控林分演替' 优化林

分结构) 综上所述' 理论间伐树显然不能完全适合林分结构优化的要求) 有必要对间伐树的范围+ 对象

进行调整) 间伐强度大小主要由林分中被压木的株数比例+ 丛生白桦株数比例+ 林分演替状况等决定)

#%!

林木分类调整

根据优化结构' 促进林分生长' 提高更新能力' 调控林分演替的目的' 按照综合抚育法' 采用了以

表
!

各标准地各类林木株数比例

789,+ # :;(9+< =<>=><?@>A >B C@BB+<+A? ?<++D @A D8(=,+ =,>?D

标准地号
各类林木株数比例

E5

用材树 用材后备树 伴生树 演替树 母树 更新幼树 理论间伐树

/ /%4 "%! /!%3 #%& 0&%6 0%"

# "%4 $%& /&%0 $%! $6%0 /0%6

! #%3 /%6 //%& !%3 6/%" /3%#

" !%$ 6%6 /#%! "%# $0%# /6%/

$ !%0 0%& /"%3 3%/ "$%0 /3%6

6 !%! 0%& /4%4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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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技术措施! 根据林分垂直结构特征" 林分未来演替趋势# 通过抚育间伐技术$ 从林分垂直分布中控制

白桦演替趋势$ 从主林层% 演替层和更新层中控制白桦优势$ 间伐白桦和山杨$ 减弱垂直各层中白桦成

数$ 提高落叶松比例$ 在未来林分演替趋势中使落叶松占优势$ 逐渐形成落叶松白桦混交林& 调控林木

分布格局$ 减小林木聚集系数$ 提高林分空间利用率& 基于以上目标和方法$ 对间伐树株数和构成进行

了调整'表
'

() 实际间伐树株数比例达
#!(&)*%$($)

'表
'

($ 远远大于理论间伐株数比例'表
!

(& 其中$

更新幼树占
$$(+)*,&(&)

& 调整间伐树组成后$

+

块标准地蓄积采伐强度将变为
-(.)*#,(-)

'表
'

(&

+

块标准地间伐树株数及其分配比例有较大差异& 这与林分树种组成% 林分密度% 垂直结构% 林木格局%

林分演替% 林分更新密度等诸多因素有关& 大体上$ 间伐树株数分配从大到小的排序为更新幼树＞间伐

树＞演替树＞用材后备树＞用材树'表
'

(& 但标准地
!

$ 标准地
-

和标准地
+

的排序较特殊& 标准地
!

主林层中白桦占优势$ 需间伐白桦$ 控制白桦优势$ 提高兴安落叶松比例$ 因此$ 从用材树中间伐的白

桦和山杨较多$ 提高了用材树分配比例& 标准地
-

主林层中白桦占
%

成山杨占
#

成$ 须间伐山杨$ 提高

兴安落叶松比例$ 因此$ 也要从用材树中间伐山杨& 标准地
+

在主林层中白桦占
'

成并还有山杨$ 在演

替层中兴安落叶松占优势$ 但更新层白桦占优势& 未来林分演替趋势具有白桦占优势的可能性$ 因此$

需减弱更新层中白桦成数$ 提高兴安落叶松比例& 从用材树中伐除山杨$ 更新层中间伐白桦$ 而从用材

后备树中未进行间伐&

表
!

实际间伐树株数比例及其分配

/0123 ' 456702 87913: ;:<;<:6=<8 08> 022<506=<8 <? 6@=88=8A 6:33B

标准地号 实际间伐树比例
C)

实际间伐树株数分配
C)

蓄积采伐强度
C)

小计 用材树 用材后备树 演替树 间伐树 更新幼树

. %'(. .&&(& &(& .(- $(. $(' D%(! .,(-

! .!(& .&&(& ,(. !(& '(& -(. D&(D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D -(D D'($ $(D

+ .-(& .&&(& '(' &(& -(& .($ ,&(& -(.

%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林分整体出发$ 以恢复并优化过伐林林分结构$ 促进林分生长$ 提高林分生产力$ 提高自

然更新能力为目的$ 根据林木个体大小% 年龄% 位置% 作用% 用途和其他重要程度$ 提出了林木分类管

理技术& 进一步明确了结构优化的目的性$ 方便了抚育经营操作$ 对林分结构优化经营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将林木划分为用材树% 用材后备树% 伴生树% 演替树% 母树% 更新幼树和间伐树等
$

类& 这也是

林分结构优化途径的有效分解方式$ 明确了间伐树数量和间伐对象$ 能够确定合理间伐强度$ 为兴安落

叶松过伐林合理间伐强度的确定提供参考&

传统的目标树经营$ 更多考虑的是促进目标树生长$ 围绕目标树结构采取经营措施& 目标树经营技

术*

.&

+比较适合林分结构优化经营$ 国外已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

+

) 国内研究也表明$ 目标树经营较粗放经

营和无干扰模式经营具有诸多优点$ 有利于改善林分结构$ 提高林分生产力*

.!

+

) 但目标树经营对森林群

落结构和功能产生什么影响还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

.!

+

$ 而且实践探索主要以人工林为主*

.'

+

$ 现仍处在探

索阶段)

过去以采伐量小于蓄积生长量的原则先确定采伐强度) 选定间伐对象具有片面性$ 依据不充分$ 缺

乏考虑林木格局, 更新% 演替% 空间利用等问题& 这显然不适宜结构优化经营的要求$ 存在诸多不足&

应从林分整体上考虑优化问题$ 依据林分结构现状% 各类林木范围% 数量等分类情况来确定合理间伐强

度& 这
!

种方式确定的采伐强度$ 对林分生长% 结构和功能发挥必然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和效果& 陈辉

荣等*

.%

+认为! 弱度和中度择伐后林分空间结构正趋向优化- 马映栋等 *

.-

+认为! 采伐强度
!&)

或
'&)

有

利于调控林分空间结构- 齐麟等*

.+

+认为! 中等的采伐强度'

'&)

(既可以使阔叶红松
!"#$% &'()"*#%"%

林的

群落结构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较好的恢复$ 又可以促进主要乔木树种的更新- 周梦丽等*

.$

+认为! 采伐强

'-!



第
!"

卷第
#

期

度为
!$%

的森林经营措施更有利于天然云冷杉林的伐后恢复生长! 吴蒙蒙等"

&'

#认为$ 弱度%

&!%

&和中度

采伐%

#(%

&可以促进林分结构的调整'

不同结构的林分各类林木株数比例不同( 应采取不同的间伐强度( 避免出现一刀切的问题' 本研究

为过伐林结构优化( 促进目的树生长( 调控林分演替( 认为适合采用综合抚育法' 因此( 伐除一定比例

的被压木以外( 间伐树的选定方面兼顾考虑了主林层) 演替层和更新层等各个层次( 从而确定了较低强

度%

)*&+,&(-)%

&的采伐模式( 这样有利于最大程度减少干扰( 促进更新( 调整树种组成( 整体优化结

构( 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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