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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长白山红松阔叶混交林森林天然更新的变化规律及其条件@红松阔叶混交林是长白山主要的森林类型3保存

不多3对于研究以前森林经营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红松天然更新规律及其与森林组成结构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3红松阔叶混交林天然更新与森林群落类型3海拔3森林植物条件及人类活动等干扰有极大关系@一般在陡

坡或山脊上胡枝子柞树红松林中3那里林冠郁闭度达到 <$A?#$A或更大3林分中红松组成也更大3红松天然更新良好@
每公顷有红松幼苗和小幼树万株以上@但是在郁闭的红松林冠下3很少能长大@在大部分的阔叶红松混交林中3除了林冠

比较郁闭的地方外3针叶树包括红松在内的天然更新通常稀少3每公顷仅有幼苗幼树数千株3其中大部是阔叶树@随着海

拔上升到一定范围3在更新中云冷杉的成分增加@老择伐迹地由于林下植被密3常常缺乏更新@BC2!A耐荫树种的幼苗幼

树是在林冠下观查到3它们 B$A以上分布于离立木 !28D以内3这正好等于林木平均冠幅的半径@所以3红松和耐荫树种

幼苗的更新最好是在郁闭的林分下@
关键词:森林天然更新=红松=红松阔叶混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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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天然更新是森林生态系统自我繁衍恢复的手段4因此研究森林天然更新的条件及其与森林群落

结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a这无论对于了解森林生态系统的动态规律4还是采取合理的经营措施都是非常必

要的a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4以红松的天然更新开展较多4国内外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4揭示了红松天然更

新对森林动物的依赖关系bWcYda在长白山红松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的工作中4关于森林天然更新的研究4涉

及了更新的一般状况4红松幼树的生长条件4世代更替4林隙与更新等问题b\c]da至于红松阔叶混交林中各

组成树种的天然更新条件4则研究不多a利用 ;7世纪 ]7年代以来对长白山北坡己有未经整理的有关调查

资料加以研究总结4试图寻找红松阔叶混交林中红松及其伴生针阔叶树的天然更新条件及其与森林群落

结构的关系4为合理经营阔叶红松林提供科学依据a

e 研究地区的自然地理概况

调查地区是在长白山北坡4位于吉林省的东南部4为阔叶红松林的生态分布区a主要的工作是在长白

山自然保护区的白山4头道4白河等保护站及其毗邻的白河林业局的和平4红石等林场内开展的a海拔从

f77cWY<75a气候冬季漫长凛冽4夏季短暂多雨4春季风大干燥4秋季凉爽多雾a年平均气温 70XcY0Xga
大于或等于 7g的积温为 ;7W7c;X<;ga无霜期长 W7\cWY7,4年降水量 fY;0]c6];0\55a物种丰富a主

要树 种 有 红 松ZKLMNOPQRSLTMOLO4h[4紫 椴ZiLjLSSkNRTMOLO4?[4糠 椴Zi0kSMlOmNRLnS4?5[4色 木ZonTR

kQMQ4‘[4白牛子Zo0kSMlOmNRLnNk4‘5[4拧劲槭 Zo0pRLqjQRNk4‘#[4水曲柳ZrRSsLMNOkSMlOmNRLnS4t[4
蒙 古 柞ZuNTRnNOkQMvQjLnS4w[4裂 叶 榆ZxjkNOjSnLMLSpS4y[4大 青 杨ZKQzNjNONOONRLTMOLO4h+[4山 杨ZK0

lS{LlLSMS4h,[4枫 桦Z|TpNjSnQOpSpS4}[4黄 波 萝ZKmTjjQlTMlRQMSkNRTMOT4h.[4核 桃 楸Z~NvjSMOkSMlA

OmNRLnS4![及红皮云杉ZKLnTSPQRSLTMOLO4h’[4鱼鳞云杉ZK0"T#QTMOLO4h>[4臭冷杉Zo$LTOMTzmRQjTzLO4‘@[4沙

松Zo0mQjQzm%jjS4‘.[等a有时还可以遇到长白赤松ZKLMNOO%j{TOpRLqQRkLO[与长白落叶松Z&SRLsQjvTMOLO4

’[a很少见到红松纯林4常常形成以红松为优势的针阔混交林或以阔叶树为主的红松阔叶混交林a在其分

布的上限常与云冷杉形成红松云冷杉混交林a在陡坡的地形上4可遇到较纯的红松林a

( 研究方法

通过线路调查4根据森林植被类型4共建立标准地 WW块4进行立木4植被4更新调查a标准地大小4一般

为 <75)<754大者可达 ;.5;a立木测定按一般方法4分别树种测量各项立木因子4计算单位面积蓄量4林

木组成等a植被分下木4草本层和苔藓层4记载各种类的盖度a更新是通过样方调查进行的a样方的大小是

;5);54按机械排列4样方间相隔 ;5a数量依标地面积和更新状况而定4一般为 <7cW77个a更新调查的

树种是红松阔叶林的主要组成树种4其中特别是红松4云杉和水曲柳等珍贵的针阔叶树种a不包括灌木和

亚乔木a为了更好了解更新与植被的关系4根据高度把更新对象分为幼苗4幼树等a对于针叶树其高度*W7

’5为幼苗4相当于 WcY年生4+WW’5的为幼树a对于阔叶树其高度*Y7’5为幼苗4高于 Y7’5为幼树a调

查时 记 载 更 新 幼 苗 幼 树 出 现 的 频 度4相 应 高 度4所 在 样 方 的 主 要 植 物 及 盖 度4上 方 林 木 的 郁 闭 度4更 新 数

量4与其和最近立木的距离等a在典型的林分中还进行了大量幼苗幼树年龄与高度调查a

, 研究结果

,_e 森林天然更新与森林群落类型

,_e_e 草类灌木红松阔叶混交林的森林天然更新 主要分布于海拔 f<7c]<75的山坡下部4靠近小溪附

近 地形平缓的地方a建立 Y块标准地即 ?cW4?cY与 ?cf等a立木主要是以红松为主4组成达 fcX成4
有时大青杨和香杨占较大比重a其他混交树种为水曲柳4椴树和色木等a优势木的最大胸径达 <7cW7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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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树 可 达 !"#$%&每 公 顷 株 数 为 !’#(")#株*每 公 顷 蓄 积 量 一 般 !’#%+*大 青 杨 树 占 优 势 的 林 分*可 达

’"#%+,由于 "#世纪 -#年代以来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择伐*林冠稀疏*郁闭度较小*一般为 #&.(#&/,这为杂

草灌木的生长繁殖创造了条件,这些林分本来植物种类繁多*根据研究*长白山北坡约有 /’0的高等植物

种类集中在阔叶红松混交林带,这里记载到种类有 .’种*占各标准地植物种类总数约 //0,所以伐后各种

植物竞相生长*形成茂密的林下植被*严严实实地覆盖着林地,其中灌木的盖度一般为 +#0(.#0*优势的

种 类 为 毛 榛 123456789:;<8=74>?:@*黄 花 忍 冬 1A3;>8B4:?=458:;C=5@*东 北 山 梅 花 1D=>6:<B6E=78

8?=4B;F>>@*乌苏里绣线菊1GE>4:B:78874>B;8>8@*盖度可达 !#0("’0,草本层盖度为 -#0(H#0*有时可达

)#0*高度一般可达 -#(’#$%,优势种类为山茄子1I4:?=5J3C458E:4><>K349>8@*木贼1LM7>8BC79=>B9:6B@*
黄瓜香1N:CCB7??>:8C47C=>3ECB4>8@*盖度一般从 ’0(!’0*山茄子和黄瓜香有时可达到 -#0,这些茂盛的

林下植被*其落叶常常阻隔了林木种子与土壤接触*使种子困难发芽,即使发了芽*也因活地物严实的遮

盖*得不到阳光难以成长,所以这里更新通常很差1表 !@,幼苗幼树很少*更新频度均不到 !#0,说明这里

不仅现在*而且过去都缺乏更新条件,

O&P&Q 榛子水曲柳红松林的森林天然更新 分布于海拔 .-#(!###%*向阳缓坡或斜坡排水良好的地方,
林下植被的盖度比较大*根据两块 R(!与 S(+标准地*其盖度均达到 H#0,也是受择伐影响*与林冠稀

疏 有关,林木密度每公顷 "!#("H#株*立木以红松为主*组成达 ’#0(/#0,每公顷蓄积量在 !’#%+以下,
平均胸径为 +#(+.$%*最大达 -#(’#$%,林分郁闭度为 #&.(#&/*所以林下植物也比较发达,高等植物种

类占该植被带高等植物种类总数 +/&"’0,灌木较密*总覆盖达 .#0(/#0,常常以毛榛占优势*盖度可达

+#0(-#0,此外主要的还有花楷槭1T?B47F747;<7B;8B@*黄 花 忍 冬 和 东 北 山 梅 花 等,草 本 植 物 盖 度 为

"#0(’#0*主 要 是 山 茄 子 和 毛 缘 苔 草12:4BU?39E5634>;:@*其 盖 度 为 !’0,此 外 较 常 遇 见 的 为 小 叶 芹

1TBV3E3<>79:6EB8C4B@*东 北 猪 殃 殃1W:6>79<:=74>?79@*猴 腿 蹄 盖 蕨1TC=54>79976C><B;C:C79@*羊 胡 子

苔草12:4BU?:66>C4>?=38@及木贼等,因林下植物不如前述林分茂盛*所以更新稍好*每公顷遇到幼树 !###至

!’##株*其中部分为红松*落叶松等针叶树,红松幼树的高度从 "#(/’$%不等,落叶松*水曲柳和色木高

!"’(!’#$%*可见这些幼树均不是近期出现的*而是在相当长时期以前逐渐积累而成的1见表 !@,最近更

新起来的幼苗极少*这显然是与择伐后形成茂盛的林下植被有关,

O&P&O 灌木阔叶红松林的森林天然更新 此森林群落类型出现于长白山台地 .’#(!###%的缓坡或阴坡

上,共调查了 S(’*X!*X"*YZ&!*XZ!和 XZ"等 .个林分的立木因子和植被特征,另外灌木红松杨树林

1S(’@乃阔叶红松林干扰后派生林分*所以也列在此处,这些林分大部分未采伐过*所以林分的密度较大*
为 -##(’/#株[\%"*蓄 积 量 均 达 到 -##(’’#%+[\%",只 有 个 别 新 近 择 伐 的 林 分*密 度 较 小*近 +##株[

\%"*蓄 积 量 近 "##%+[\%"*但 这 对 现 有 的 更 新 状 况 无 大 影 响,林 分 平 均 胸 径 +"(-"$%*最 大 可 达 H#(

)"$%,杨树林木平均胸径达 H#$%*最大到 !##$%以上,林分郁闭度也比较大*一般均达到 #&H,由于林冠

密*林下植被受到限制*一般总盖度为 +#0(-#0*主要灌木为毛榛*暖木条荚迷1]>J74;79J74B̂:C>?79@*
五加1T?3;C=3E:;:U8B88>6>K63478@*东北山梅花*东北溲疏等*盖度不大*多数不超过 ’0*很少达到 !#0,但

部分杨树林因树龄大*林冠透光性强*植被盖度达 )#0,由于林下植被较稀*减少了对生长条件的竞争*为

幼苗幼树的生长创造条件*森林天然更新通常较好*!\%"有幼苗幼树数千株到一两万余株,红松更新也不

错*除了 S(’标地更新的是清一色色木外*其余的都有不少红松更新*!\%"约有 !###余株至 -###多株

幼苗幼树,此外*还有数百至上千株的云杉*冷杉或沙松幼苗幼树,在更新组成中*如表 !所示*红松组成达

+(’成*云冷杉达 "(’成,阔叶树更新的树种主要是水曲柳*色木和糠椴*紫椴,同时*还有榆树*柞树和白

牛子等,

O&P&_ 胡枝子柞树红松林的森林天然更新 该类型出现于陡坡向阳的地方或靠近山脊的两侧*在线路上

遇 见两块*但仅作一块调查*即标地XZ+*海拔.##%,这里红松组成较大*可达到)(!#成*混交树种主要是

蒙古栎*此外有云冷杉及椴树等,通常林分密度高*蓄积量大*蓄积为 ’’#%+[\%",因林冠郁闭度大*达 #&H
以 上*坡度陡*土壤比较干燥*林下植被种类稀少*盖度不大*为 +#0(-#0,灌木优势种类有胡枝子1AB8‘

EB<Ba:J>?3634@*兴安杜鹃1b=3<3<B;<43;<:74>?79@,草本植物层更稀*山菊12=458:;<B;79a: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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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红松阔叶混交林天然更新

"#$%&! ’#()*#%*&+&,&*#(-.,-,/-00&*&,($*.#/%&#1&/23456789:3;4636<-=&/0.*&>(>

标准

地号

?@AB
CAD

树种

EFGG
HIGJKGH

频度LMN
OFGPQGRJS

平均高

LJTN
UGVR
WKXWB

树高

范围

LJTN
YKXWB
FVRXG

株数ZWT[

CADA\
FGXGRGFVBKAR
ZWT[

小苗株

数ZWT[

CADA\
HTV@@
HGG]@KRX
ZWT[

样方植被盖度LMN
Q̂V]FVB_GXGBDJA_GFD

有苗‘TV@@
HGG]@DAF
FGXGRGFVBD

没更新

CAD
FGXGRGFVBD

优势植物

aATKRVRB
I@VRB

更新组成

bGXGRGFVBD
JATIAHKBKAR

Ecd e fegdh 山茄子

黄瓜香

Ech h 山茄子 dei
色本 h dee jegdje dee e kkgdhDl 忍冬

Eck f 山茄子 jijO
色本 h je dee e le fe 三梅花

水曲柳 h me dee e le fe 贝加尔草藤

ncd hj h?ho[O
红松 lj jegdee jee

落叶松 d[j deegdje jee
水曲柳 d[j deegdje dje

Ecm [f djee kmDmgd 毛榛 pid?
红松 h [e [e [ee fe jkDlghDl 山茄子

色本 [h dj[ meg[ee dmee jegdhDd
Ecj ke 毛榛 dei

色本 ke le kegmee heee e jkgdkD[jlDmgdhD[ 山茄子

e le jkDjgdjDh
Yd dedpe dlee h?hiqd?K

红松 jp jgdee mpje flj dEri
云杉 f[ jg[ee llj [j
冷杉 fk jgmee mk[j [lj
椴树 [[e djgmee pkj hlj
色本 hf djgdee flj je

Y[ dehee jhje h?miq[E
红松 dj jgdee hdee [dee d?Jri
云杉 hlj [j
冷杉 me[j [eee
椴树 [[je ddlj
色本 jje dje

YAd kf meee lje m?miq[i
红松 [f dmD[ jgje fje jje dsdnrE
冷杉 me [hDj jgje pje [ee
沙松

白牛子 de he djgje [je
色木 [[ hm hegje kje

裂叶榆 f hj hegje [ee
椴树 h je je dee

YA[ [mje kee j?mi[iqr
红松 mp dh jgje ddje kee ?Jtst?At̂ t
冷杉 dj [j jgje h[j iT
云杉 [ je je je
色木 [e je djgle jee

裂叶榆 m ke djgle lj
杨树 d le he [j
柞树 [ [l djghe je

白牛子 h[ djgle lj
CADd pl [ejee dhhpe kO[id?

红松 dele lfe dEr t̂s
水曲柳 dmeee dmeee
椴树 fke dhe
柞树 [de

榆 [pe le
色木 jele j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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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苍术!"#$%&#’()*&+),-,*)*./石 防 风!0-1&-2%,13#-$-4),#+%&-13./宽 叶 苔 草!5%$-6*)2-$7#)&%.等 是 这 里

的特有种/但盖度很少超过 89:森林天然更新通常很好/尤其红松的天然更新更令人满意:幼苗常常可到

;<<<<多株=>?@/更新频度达 A<9/此外还有沙松更新:但未见有大量幼树/这说明这里因上层林冠密/缺

乏良好的幼树生长条件:
表 B 云冷杉红松混交林天然更新

CDEFGB HDIJKDFKGLGMGKDINOMNMPQRSTUVWXQYRTQTZOMN[GK\N]Ĝ [OKG_I

标准

地号

‘abc
dbe

树种

fghh
ijhklhi

更新

频度!9.
mghne
!9.

平均高

!?.
ohpq
>lr>c

高变动

范围

!k?.
slr>c
gpqrh

更新

数量=>?@

dbebt
ghrhq=>?@

小苗

数量=>?@

dbebt
i?paaihhuae
=>?@

更新样方植

被盖度!9.
vhrhqe
nwpue
xhrhce
kbxhg

优势植物

yb?lqpqc
zjapqc

苔藓盖度!9.
obii
kbxhg

更新组成

vhrhqhgpce
kb?jbilce

{z| |}
红松 @~ ;< 8!|< ~<< "<< #8 ?bii A< }‘|$%;‘k

红皮云 ~ ;<< ;<!@8< @<<
杉

冷杉 ;@ |< "<<
{z" ;<< A}@8 @<|&8 ?bii A<

红松 }< ;~" |<!8<< ||&8 @8<<
红皮云 &< @<& |<!"<< |8<< ;<&8<

杉

冷杉 @< ;~; "<!@8< &8<
落叶松 |8 ";A ;8<!&<< ;|&8
白桦 ;8 &"< &<<!~<< }@8 &;@8

dbe@ A} A~|< @<}< ~<
红松 @""< ;8@< }$%|‘;

鱼鳞云 ;|<< A< ‘’(@<q’(/
杉 {

冷杉 8&@< A<
落叶松 |}< |}<
白桦 ;< <

)e*e+ 藓类云冷杉红松林的森林天然更新 分布于阔叶红松林带的上限/海拔 ;<<<!;|8<?的地带:调

查了 |片林分!{|/{"和 dbe@./林木中有云杉/冷杉/红松/长白赤松和长白落叶松:林分密度大/蓄积量

高/分别为 }<<!&<<株=>?@和 8<<?|=>?@:林木组成以红松或云冷杉占优势/红松可占 "<9!}<9:但受

采伐影响变化较大/强度择伐后保留的林分郁闭度/密度和蓄积量都很低/有的形成以落叶松为优势:林分

平均胸径 @<!|}k?/最大胸径 8@!}<k?:林下植被简单/种类少/盖度小/盖度一般小于#;<9:灌木主要

是 青楷槭!"&-$#%,3-3#7*73./花楷槭/兰靛果忍冬!-7,)*-$%&%-$1(-%xpgehuwali.等:草本层遇到多为耐阴

小草:主要有酢酱草!.6%()*%&-#7*-((%./舞鹤草!/%),#+-3134)07()13./七瓣莲!1$)-,#%()*-1$72%-%./鹿蹄

草!0’$7(%$7,#1,2)07()%./北悬钩!3141*%$&#)&1*.等:但藓类很发达/盖度达 8<9以上:主要是 4’(7&73%*z

#$13*2-,2-,*/3+’#)%2-(2+1*#$)51-#$1*等:由于林下植被稀少/为森林更新创造了很好条件:天然更新很

好/每公顷有幼苗幼树近万株至 |万株:主要是云冷杉和红松:有时在林窗大的地方/可见少量落叶松:但

其长势很弱/最后多因林下光照不足而被自然淘汰:由于林下天然更新好/森林采伐可以使幼树从被压状

态下得到解放/因此在择伐地上常常可见大量的云冷杉和红松等年龄较大的伐前更新的幼树:同时因林下

植物种类稀少/良好的更新条件可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林下小苗往往源源不断:

)eB 森林天然更新与海拔

由于森林植被类型分布是受海拔的影响/当然森林天然更新也免不了要受到海拔的制约:从图 ;可以

&;";A期 徐振邦等6长白山红松阔叶混交林森林天然更新条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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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的阔叶树种在增加!

"#$干扰特别是采伐常常可以改变针阔混交林森林天然更新的方向%造成林下植被迅速繁殖!

"&$森林天然更新幼苗出现的地方%主要是围绕在树冠半径的范围内!而且一般多在 ’(的范围内!

")$根据上述天然更新的特点%可以设计出开始大量森林天然更新的林分%其林木的密度应不小于林分单

位面积除以要求更新时立木树冠投影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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