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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 a brief review on coastal Casurina equisefolia in the past decades , the latest advances of the

declin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astal Casurina equisefolia were summarized.The paper indicated that the decline

phenomenon of coastal Casurina equisefolia is a forest tree decline disease caused by manifold factors.In addition ,

the author indicated that the most approach of maintaining Casurina equisefolia healthily growth is building mixed

forest , clones with resistance forestation of disease resistance , drought and wind resistance 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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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几十年来木麻黄的研究成果 ,综述了沿海木麻黄林的衰退因素 。结果认为:沿海木麻黄衰退现象是由

多种因素引起的一种林木衰退病 ,并指出维持木麻黄林健康的主要途径是营造混交林以及选用抗病 、抗旱(风)等抗

逆无性系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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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引言

木麻黄(Casuarina equisefolia)原产澳大利亚 、太

平洋诸岛以及东南亚 、印度和波利尼西亚等地
[ 1]
,自

从 20世纪 50年代引种到中国 , 表现了很好的适应

性和丰产性 ,成为沿海地区沙地造林的主要树种 ,特

别在海岸风口地段的造林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

由于沿海地区生态环境条件恶劣 , 20世纪 80年代

以来 ,很多地方的木麻黄林分出现了林分衰老 、生长

衰退 、更新困难 、病虫害严重等问题。由于目前尚无

能取代木麻黄的树种 , 有关木麻黄防护林的衰退问

题受到多方重视 , 许多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工

作 ,提出了多种解释和解决方案。本文综述了木麻黄

林的衰退因素并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维护改造措

施。

1 沿海木麻黄防护林衰退机理
对于木麻黄大树衰枯现象 , 国内研究得最早的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323927117?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16 综 述

2007年 6月 第 35卷 第 2期热带林业

据木麻黄大树的发病过程 、症状特征 、病原菌分离和
接种试验结果 ,综合分析 ,认为木麻黄衰退现象是由

多种自然和人为因素长期综合作用引起的一种林木

衰退病(decline disease)
[ 3 ～ 4]

, 其诱发因素主要是树

种 、种源的不适应以及土壤肥力下降和水分失调;激
化因素主要是星天牛 、木毒蛾等虫害;促进因素是引

起木质部变色的次生病原菌。

1.1 树种 、种源的不适应以及近交衰退

木麻黄衰枯现象在林分中几乎严格选择性地发

生 , 只能解释为福建省 60年代大规模引种栽培时 ,

由于客观原因的限制 ,没有对种源 、种进行适应性测

定 ,木麻黄某些遗传型不适应这些地区的立地环境 、

气候条件 ,长期生长不良 ,最后由于使心材变褐的次
生病原菌侵入而导致林木死亡 。

木麻黄林衰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引种所引起

的近交及其导致的近交衰退
[ 1 ,5]

。由于木麻黄是以异

交为主的物种 , 种群的异交率为 0.622 , 就会存在一
定程度的近交 。

1.2 土壤肥力下降及水分失调

林地土壤肥力下降是木麻黄林衰退的重要原

因。与生长正常的林分相比 ,衰退木麻黄林土壤有机
质含量 、矿物颗粒含量 、速效磷 、速效钾含量较低 , 其

中有机质含量和速效钾含量较正常林都有所下降
[6]
。木麻黄防护林多种植于沿海贫瘠的沙地土壤 , 在

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 , 又强烈消耗土壤肥力 , 加之一
些地方人们把其枯枝落叶收走用作燃料 ,使林地的生

物地球化学循环人为中断 ,加剧了土壤肥力的下降 。

林地土壤水分失调也是造成木麻黄衰退的重要

原因
[4]
。近年来降水减少 ,蒸发量增加 ,地下水位下

降 , 同时沙土保水能力低 , 林地土壤含水率明显下

降 ,这样逐渐因水分供需失调使林木生长缓慢 ,继而

衰枯 、死亡 。

1.3 主要病虫害为害导致树体衰退

多 年 来 , 木 麻 黄 青 枯 病 (Pseudomonas

solanacearum)一直是我国南方沿海木麻黄林的主要

病害 ,在沿海各地普遍发生
[ 7]
。木麻黄青枯病是由青

枯假单胞杆菌引起的一种真菌性维管束病害 , 病苗
在田间呈零星分布 , 受侵植株小枝先从底部开始发

黄 ,尔后向上部发展 ,最终整株死亡 [2 ,8]。在国外 ,木

麻黄青枯病亦导致印度喀拉拉邦和毛里求斯普通木

麻黄的枯死
[ 10]
。

蛀干害虫木麻黄星天牛 [ 7] (Anoplophora chinen-

sis)和木麻黄毒蛾[ 7 , 9] (Lymantria xylina)是东南沿海

木麻黄林的主要害虫 。星天牛幼虫期长 , 幼虫蛀食

木麻黄的木质部 ,蛀道深 ,常引起树干风折或整株枯

死 ,而且其伤口是病原菌侵入的最好途径。毒蛾幼虫
取食小枝及嫩枝表皮 ,常把木麻黄的小枝吃光 ,状如

火烧 ,此时若遇干旱少雨 ,林木的生理机能受到极大

的阻碍 ,必将加速生长衰弱的林木死亡。

1.4 人为营林措施不合理

东南沿海现有的海防林多为木麻黄纯林 , 而纯林

属不太稳定的结构类型 , 易产生病虫害 、土壤肥力下

降和低效林等后续问题 。木麻黄造林密度一般都较

大 , 但这样就使得单株生物量不高 , 而且造林密度过
大则林木高径比增加 , 侧根数量和直径小 , 易遭致台

风危害 [10]。另外就是附近的村民经常到林下收刮凋落

物作为柴火 , 人为破坏了林地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

另外 , 有的学者认为化感作用
[11]
、树龄老化

[4]
、风沙危

害[ 4]等也不同程度地加剧了沿海木麻黄林的衰退。

2 维持木麻黄林健康的有效途径
针对沿海木麻黄林衰退的形成特点和原因 , 我们

应该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的维护改造途径和措施。

2.1 选用适生树种和抗逆无性系进行改造

2.1.1 选用适生树种和优良品系

首先需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来防止近交。要从

源头开始 ,在种源地采集种子时 ,不能像传统林业那

样集中在少数所谓的 “优良株”上采集种子 , 而应广

泛收集种子 , 但同时也要注意防止种质混杂而引起
远交衰退。其次 ,同株个体的种子萌发的幼苗或用无

性繁殖的幼苗不要集中种植在同一地块 , 尽量使其

分布在不同的地点 。最后 ,可以在木麻黄原产地收集

一些种子育苗或适当引进新的个体 , 多次引种可以
减轻引种时的瓶颈效应 ,缓解生长不良的现象[ 7]。

潮积沙土适于木麻黄生长 , 特别是风口地段应

选用抗风性强的木麻黄品系更新 , 后沿风积沙土上

可采用木麻黄速生无性系 、湿地松 、相思类等树种更
新 ,利用树种轮栽来调节土壤理化性质 ,改善沿海沙

地的树种布局。

2.1.2 木麻黄抗病优树的筛选及抗病无性系的造林

首先从优树子代家系的子代测定林中进行 2次

选优 ,筛选出优树 ,最后得到抗逆性且生长较好的家

系 ,这些家系可以推广实生苗。水培育苗后对出根率

在 60%以上的优树采集小枝建立无性系收集圃兼

采穗园 ,并进行抗病性测试 。抗病性测试主要进行弱
寄生菌(细交链孢菌 、茶褐拟盘多毛孢菌 、节杆菌)接

种试验与青枯菌接种试验。抗病无性系筛选好后就

可以进行造林试验 ,从收集圃中采集穗条 ,先进行经

过不同浓度茶乙酸处理的水培育苗 , 再进行营养袋
育苗 , 接着进行对比造林试验 , 并进行适应性分析 、

生长差异性分析和生产力评价 , 最终筛选出最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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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造林的抗病无性系
[ 12 ～ 13]

。

2.1.3 木麻黄抗旱(风)无性系的选择造林

水分常常是限制木麻黄正常生长的主要因子之

一[ 14]。因此研究木麻黄的抗旱(风)机理和不同木麻

黄树种 、品系的抗旱(风)性能 ,选育抗旱(风)速生的

木麻黄优良品系 , 这是提高沿海沙地木麻黄防护林

质量的比较经济有效的途径。具体方法是
[ 15-16]

:采
取盆栽试验为主 、盆栽试验和试验林验证相结合的

技术路线 , 对木麻黄不同的树种 、种源 、家系和无性

系进行干旱胁迫 , 测定其生理指标(光合速率 、蒸腾

速率 、气孔阻力 、质膜透性和丙二醛含量)和生长指
标(苗高 、地径 、生物量和单株叶面积), 得到不同木

麻黄品系的抗旱特性及其遗传变异 , 最终得到木麻

黄优良抗旱品系 , 并且在沿海前沿风口进行造林对

比试验 ,以保存率为主要指标 ,最终确定木麻黄的某
个品系在风口前沿有大面积推广价值。

2.2 营造混交林 ,调整林分结构 ,加强抚育管理

在木麻黄低效林改造过程中营造与湿地松 、 相

思树(大叶相思 、厚荚相思)和桉树等树种的混交林 ,
或在林分改造时套种胡枝子 、 海棠等灌木 、 草本植

物 , 改变单纯林 、单层林冠等消耗地力的林分结构 ,

形成多层次的群体结构 , 有利于改善林地微生物区

系等生态环境 ,促进凋落物分解和土壤养分循环 ,维
持和增进林地肥力[ 17 ～ 18]。

林分密度是影响木麻黄防护林生长情况和生态

效能的关键因素。从木麻黄健康生长以及最佳防护效

能的双重角度来考虑 , 一般栽植密度以 2500株/hm
2

为宜[ 10] ,滨海前沿基干林带造林密度可适当加大 。现

有木麻黄林普遍存在密度偏大 、林分结构过密等问

题 ,有的林分甚至达到 4 500～ 6 000株/hm
2
,后期要加

强抚育管理 ,合理间伐。隆学武认为间伐时间应尽量
提前 , 间伐方式采样下层间伐效果较好 , 间伐强度以

中度最好(即保留目标树 1800株/hm
2
)
[10]
。

2.3 改善林地土壤理化性质 ,提高环境质量

可以采取生物措施 ,提高自然培肥 ,采取施肥措
施 ,提高营养元素含量。有些风积沙地土壤贫瘠 ,可

采取客土施肥 、间种豆科植物和混交阔叶树种等方

法 , 增加土壤养分含量。寻找能够提高土壤理化性

质的树种对木麻黄进行更新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 研
究表明[ 19]:用台湾相思进行木麻黄防护林二代更新

使土壤容重减小 , 孔隙度增大 , 持水能力增强 , 使土

壤 pH值呈上升以及在维持和提高土壤中碳 、 氮含

量方面明显优于木麻黄。

3 展望
沿海木麻黄林衰退是个复杂的问题 , 从已有的

研究来看 , 解决木麻黄林的衰退不是简单的单一技

术问题 ,而需要采取因地而异的综合性措施 。按照生

态系统管理和防护林经营的特殊要求 , 在生态系统
的层次上 , 对防护林类型进行数量化分离和定量评

价 , 进行木麻黄林分的密度管理 、林分结构调控 、树

种选择 、土壤管理 ,使海岸防护林从单一的木麻黄为

主 , 改造成为多树种 、多层次和多功能的防护林带 ,
增强防护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景观价值 , 这

是沿海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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