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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长白山次生杨桦林及次生针阔混交林中各建立1块5.2 hm2固定样地，于2006—2008年的4—10月观
察繁殖器官（花、种子），据此判断样地内雌雄异株树种山杨和水曲柳成熟植株的性别，研究雌雄异株树种山杨
和水曲柳性比与种群密度及林分密度间的关系，并利用随机区块抽样技术，建立种群性比与取样面积、种群密度

和林分密度之间的关系，通过GLM模型检验种群性比的密度依赖性。结果表明： 雌雄异株树种山杨和水曲柳雌

雄植株数均随着取样面积的增大而呈线性增加； 山杨和水曲柳种群性比具有显著的密度依赖性(P<0.001)，种
群性比随着林分密度的增大而减小； 次生杨桦林样地中，繁殖植株密度及种群密度与山杨种群性比呈显著负相
关，与水曲柳种群性比呈显著正相关，次生针阔混交林样地中，繁殖植株密度和种群密度与山杨性比呈显著正相
关，与水曲柳种群性比呈显著负相关。可见，不同林型内山杨和水曲柳种群性比对繁殖植株密度及种群密度反应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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