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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以天童国家森林公园常绿阔叶林主要组成树种为研究对象 ,通过测定其各组分生物量 ,建立了实测生物量与材积之

间的回归模型 ,结果表明 :主要组成树种各组分生物量与其材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 ,各主要树种材积与生物量的

回归模型存在差异 ;回归方程精度较高 ,用于根据地区常绿阔叶林主要树种材积推算其生物量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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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very organ biomass and volume measurement of main tree species in evergreen broad2leaved forest ,

Tiantong National Forest Park , Zhejiang province , the regressive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volume and biomas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close correlation among each biomass and its corresponding volume , but variable in the regressive

models between the volume and biomass of each main tree species. The regressive equations had remarkable precision available for

using biomass to predict biomass of main tree species in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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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是中国东部区域内最大的一个植被带[1 ]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是中国重要的森林

类型之一。在林业中 ,材积在生产实践和木材交易中是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指标 ,现行的森林资源清查主体

是材积资源清查[2 - 5 ] 。而生物量是准确反映森林生产力状况的重要指标 ,1994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国

际森林资源监测大纲”中就明确规定森林生物量是森林资源监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因而在我国现行的森

林资源监测体系中应及时增加生物量监测项目[6 ] 。但直接森林生物量测定不切实际 ,间接的生物量估测

方法更为实用。本文以该地区常绿阔叶林群落主要组成树种为研究对象 ,对其各组分实测生物量和材积

的相关关系进行探讨 ,探索以材积测算生物量的方法 ,丰富和促进地区森林资源的监测。

1 　材料与方法

111 　研究地区概况

天童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浙江宁波鄞州区东南部 ,距宁波市区 28 km ,地处北纬 29°48′、东经 121°47′,面

积 349 hm2 。该地区森林植被保存良好 ,是浙江省东部丘陵地区地带性植被类型的代表性地段。气候为

温暖潮湿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1612 ℃,最热月为 7 月 ,平均温度为 2811 ℃;最冷月为 1 月 ,

平均气温为 412 ℃;大于 10 ℃的年积温为 5 16612 ℃, Kira 的温暖指数 ( Kira ,1945) 是 135 ℃·月 - 1 ,寒冷指

数是 - 018 ℃·月 - 1 。年降水量为 1 37417 mm ,多集中在夏季。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82 % ,变率不大。年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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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量为 1 32011 mm ,小于降水量。森林公园内土壤主要为山地黄红壤 ,成土母质主要是中生代的沉积岩

及部分酸性火成岩和花岗岩残积风化物[7 ] 。

112 　研究方法

11211 　群落调查和优势度分析 　于天童放羊山东南坡 ,海拔高度 260 m 处 ,沿坡的中上部平行设置 3 个

20 m ×20 m 永久样方 ,总面积 1 200 m2 ,样地坡度 25°～30°。将每个样方分为 16 个 5 m ×5 m 小样格 ,对

每个样格内所有高度超过 115 m 的木本植物进行每木调查。首先鉴别植物种类 ,测定记录每株植物的胸

径 (DBH ,cm) 、高度 ( H ,m) 、枝下高 ( HB ,m) 、叶下高 ( HL ,m) ,并记录其坐标位置。通过优势度分析法 ,确

定该群落优势种为米槠 ( Castanopsis carlesii ) 、木荷 ( Schi m a superba) ,其与石栎 ( L ithocarpus glaber) 、栲

树 ( Castanopsis f argesii) 、细叶青冈 ( Cyclobalanopsis m yrsinaef olia) 共同构成了该群落的主要树种[8 ] 。

11212 　标准木选择 　根据群落高度级分析 ,在 115～810 m 和大于 810 m 2 个高度级范围内分别选取米

槠、木荷、栲树、石栎、细叶青冈各主要组成树种的标准木 ,标准木以树形挺拔、冠形较完整、长势良好的健

康个体为主。由于此次实验面积较小 ,在高度级内植株个体不多 ,因此在考虑立木径阶的同时 ,参照平均

胸径 (大于、小于或接近平均胸径)选择 5 株标准木 ,这样 2 个高度级内标准木可达到 10 株。

11213 　标准木生物量及材积测定 　每株标准木从基部伐倒后先测量树高 ,接着分种收集每株标准木叶、

枝、干迅速测量鲜重 ,所有鲜重样品均取其总质量的 5 %(总质量不足 500 g 则全取) 左右 ,带回实验室 ,于

80 ℃恒温干燥箱中烘干至衡重后速测干重 ,根据干鲜重比值测算每株标准木各组分生物量。对标准木树

干进行解析 ,分段实测每株标准木材积。

2 　结果与分析

211 　相关关系的建立

根据主要组成树种标准木各组分实测生物量 ( W ,kg) 及树干解析所得立木的材积 (V ,m3) ,选择方程

W = b0 + b1 X、W = b0 + b1lnX、W = b0eb1X、W = b0 Xb1 ,经 SPSS 对标准木实测各组分生物量与其材积进行

回归分析。根据回归分析 r 值和组

分生物量与材积散点分布图对方

程进行择优 ,以 r 值最大和最佳拟

合散点分布的曲线方程为最优方

程。群落主要组成树种各组分生

物量与其材积回归方程见表 1。表

中各主要种各组分生物量与其材

积回归方程存在一定差异。米槠、

栲树、石栎木荷各组分生物量与各

自材积相关关系为乘幂方程 ,细叶

青冈叶与枝生物量与其材积之间

呈指数关系 ,而其干和地上部分总

生物量与其材积回归模型为乘幂

方程 ,方程相关系数均较高 ( r >

019) ,这表明在同一地区的主要常

绿阔叶树种的材积与生物量之间

具有类似的相关关系。

212 　回归方程精度检验

经 F 值对所选回归方程进行

检验 ,由表 1 可知 ,无论哪一组均

是 F 较大于 F0105 (1 ,8)或 F0101 (1 ,

表 1 　主要组成树种器官生物量与材积回归模型及其检验

树种 回归模型 r 值 F 值 P 值

米槠 WL = 1612668V017348 019905 41416171 < 010001

WB = 17012549V110555 019809 20311997 < 010001

WS = 40919313V110271 019960 988107914 < 010001

WT = 61314159V110224 019963 107810364 < 010001

栲树 WL = 1212975V017252 019892 13711478 010013

WB = 14818539V110109 019945 27116526 010005

WS = 35217045V019236 019937 23512306 010006

WT = 51115184V019280 019975 59615095 010002

石栎 WL = 1611234V018149 019379 4318609 010006

WB = 16018958V110771 019849 19314777 < 010001

WS = 39217163V110005 019989 277017752 < 010001

WT = 58511445V110049 019981 157417211 < 010001

细叶青冈 WL = 011293e2312357V 019763 4017357 010237

WB = 012941e3514457V 019916 11712721 010084

WS = 68316080V019806 019999 120315714 < 010001

WT = 81511426V019598 019979 46816845 010021

木荷 WL = 1819417V017618 019918 23916540 010001

WB = 15710480V019477 019780 8719973 010007

WS = 44114354V110084 019989 180315799 < 010001

WT = 61818194V019768 019967 59411236 < 010001

3 :F0105 (1 ,8) = 5132 , F0101 (1 ,18) = 11126 , WL 为叶生物量 ,WB 为枝生物量 ,

WS 为干生物量 , WT 为地上部分总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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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说明各主要组成树种各组分生物量与其对应材积呈极显著相关。另外 ,通过 P 检验发现 :除细叶青冈

叶生物量与其材积回归 P 值小于 0105 以外 ,其余各组 P 值均不高于 010015 ,P < 0101 ,更说明理论值与实

际值趋于一致 ,所选定的回归方程拟合得很好。

3 　结论与讨论

天童常绿阔叶林主要组成树种各组分生物量与其材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经过检验 ,所配

置的回归方程精度较高 ,用于根据地区主要常绿树种材积推算其生物量是可行的。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 ,该地区常绿阔叶林主要树种材积与生物量之间具有类似的相关关系 ,这可能与区

域群落环境和群落结构有较大关系 ,一方面地区主要种相同群落具有相似的立地条件 ,另一方面 ,群落内

一些树种属于同一生活型 ,尤其是地区同一类型森林中的主要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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