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非常短暂的寒冬 持续的 1 ε 低温已使其遭受严重寒害 阳江点 β χ β χ ∞ 当年生约 高幼

林寒害后枯梢占树高的比率达 ∗ 迎风口高达 以上 迫使基部截干重新萌芽 ∀但不同种源间

存在一定差异 来自较高纬度的越南种源抗寒性最好 平均幼树枯梢率 1 ∀可以认为 1 ε 低温是大

果紫檀受害的阈值 也是本地区引种的主要限制因子 ∀紫檀属树种大面积推广种植最好在 1 β 以南或

部分沿海地区 不能有超过 周以上的 !小于 1 ε 的连续低温阴雨天气 ∀

4  柚木( Τεχτονα γρανδισ)

柚木引种于我国已有 多年的历史 但经历长时间的低温还是第一次 ∀调查发现 广东的新兴 !河源 !

广西的凭祥等地的柚木 ∗ 年生林受不同程度的霜冻危害 ∀以广东河源紫金引种的当年生柚木为例 该地

地处 β χ 海拔 ∗ 尽管当时气温在 ε 左右 但由于持续时间长 柚木仍然受到冻害 ∀其中 顶

芽完好不受冻害的为 1 冻死顶芽但未伤及基部的为 1 已伤及基部致死的为 1 ∀而顶芽未

受冻的植株 均为顶芽饱满 !生长粗壮的苗 冻死的均为生长纤细的苗木 高多在 以下 尚未高出草丛 ∀

不同坡向受害程度不一 阳坡柚木顶芽未受冻的达 1 阴坡仅为 1 前者是后者的 1 倍 而冻死的

柚木相差不大 阳坡为 1 阴坡为 1 ∀因此 从生长的角度来说 柚木造林在有短暂霜冻的地区 当

年必须通过施肥措施使其生长粗壮 才能确保大部分柚木安全越冬 ∀对于 ∗ 年生以后高达 ∗ 的柚

木林来说 由于冬天柚木已落叶 !生长停止 受霜冻危害影响不大 仅为一些顶芽冻死 ∀这次低温霜冻对广东

揭东 !广西南宁 !福建长泰等地 年生以后的柚木林影响不大 ∀

5  白木香( Αθυιλαρια σινενσισ)

为瑞香科沉香属植物 热带 !亚热带常绿乔木 ∀白木香对温度的适应性较强 气温年变幅在 ∗ ε 之

间且年平均温度大于 ε 的地方都能生长 能耐短期霜冻 ∀本次种植在肇庆高要 !广州增城等地区的 年

生树木寒害并未表现出明显受害特征 ∀白木香在中亚热带以南 最低温度 ε 以上地区能安全越冬 ∀

不同的树种有自身不同的生物学特性 树种间的抗寒性差异则主要由其自身特性所决定 ∀我国海南的

一些乡土树种 如降香黄檀 在其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可能已经经历了低温的考验 已经蕴藏了较强的耐低温

能力 ∀而一些典型的引进的热带树种 如非洲桃花心木 Κηαψα σενεγαλενσισ !大果紫檀 Πτεροχαρπυσ

µαχροχαρπυσ !凤凰木 ∆ελονιξ ρεγια !腊肠树 Χασσιαφιστυλα 等 耐低温能力不强 ε 时就会出现冻害 ∀在引种

中 冬季的低温是其主要限制因子 不宜在大陆地区大面积造林 ∀目前 南方地区正掀起种植热带珍贵树种

的高潮 由于珍贵树种的长周期性 即使是 年一遇的罕见寒冷气候 也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这一点务

必在珍贵树种的引种和推广中引起注意 以免给林业生产带来重大损失 ∀

油茶防雪灾防冻害栽培技术

姚小华  王开良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富阳

1  油茶雪冻危害

在 年初的这次冰雪灾害中 我国中北亚热带地区经济林受损严重 主要受损的树种有枇杷 !杨梅 !

榧 !柑橘 !油茶等常绿树种和板栗 !山核桃等落叶树种 ∀调查结果显示 常绿树种受损程度远大于落叶树种 ∀

主要受损表现有 倒伏 主侧枝折断 雪压 果序 !果实冻伤并落果 枝梢冻死 苗木冻拔 大量落叶等等 ∀

与杨梅 !枇杷等亚热带常绿树种相比 油茶具有枝条柔韧性强 开花后幼果不易伤害等优点 ∀但这次的

严重低温也使油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成龄主侧枝折断  在树冠直立且缺乏管理的低产林分中表现明显 ∀这些林分密度偏大 冠层高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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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结果枝短而细弱 病虫害较严重 ∀广东西北部的低产林分断枝植株占 以上 其中以 ! 龄级侧枝占

比例最高 达到 1 结果枝折断比例为 1 骨干枝折断比例为 1 ∀

 树木倒伏  油茶植株受冻倒伏主要发生在土层浅薄 !坡度大的低产林分中 但发生株数所占比例较少 ∀

 造林苗木地下冻拔  年前造林是近年为提高油茶造林成活率采取的措施 ∀但今年年前造林普遍受灾

各地造林成活率约下降 ∗ 主要由于长期低温林分土壤冻拔所引起 ∀如浙江西部山区 年

月高产新品种新造林林地冻拔造成幼苗死亡率达 1 ∀

 造林苗木枝叶伤害  新造林普遍枝叶受损 ∀主要表现在叶局部或全部冻坏 严重的甚至芽体和枝梢冻

死 ∀根据 月底调查 浙江中部 !西部新造林叶受损达 枝条受损分别达 1 和 1 芽体受损分

别达到 1 和 1 ∀

 其他受灾表现  受冻后落叶量增大 减少了光合作用面积 造成落果 减少产量 冰冻雪压使植株冠形

产生短时间不可逆改变等等 ∀

2  油茶雪灾后恢复技术

 选择适宜地区发展  油茶新发展区域以中心栽培区和适生栽培区为主 避免在北部边缘栽培区及以北

地区发展油茶 ∀新造林地宜选择在海拔 以下 坡度 β以下 土层厚度 以上的红黄壤山地或缓坡

地 并尽量避免高山区 !风口和迎风面造林 ∀

1  防止苗圃苗木受冻  油茶苗木培育选择在易排灌的立地 不易选择在山谷风口区 苗木移植宜在秋季

或春季 寒潮影响时不宜移植 ∀苗木在寒潮前要盖草或盖小拱棚 及时除去棚上积雪 ∀

 及时救治受害植株  受冻害的新造林分在温度回升后要及时进行苗木扶正与培土 及时剪除受冻部分

的枝叶 进行伤口保护 林地要进行开沟排水 ∀对部分倒伏的油茶植株要及时扶正 !培土 进行林地清理 ∀

 选用早中花避寒品种补植或造林  补植苗木要求根系发达 苗高在 以上 ∀选用由本地或比本地

更偏北地区选出的早中花期的品种 提高抗寒性 ∀避免跨区域调运物种或品种 ∀北部产区尽可能选用早花

丰产良种 ∀

 加强造林后的管理  新品种林分造林后要及时打顶 并通过修剪 !拉枝等方法早期培养树体不同方向

骨干枝 促进形成矮化树体和匀称的树冠结构 ∀

1  进行林分施肥和间种 恢复树势  受冻林分应在 月上旬油茶开始新发枝前及时施追肥 以利于恢复

生长 ∀新造林头 年可进行绿肥 !豆科低矮作物的间种 不宜采用藤本或高杆作物 间种作物不宜离油茶植

株太近 ∀造林头一年只施基肥 ∗ 年幼龄林每年施肥 次 每次每株 复合肥 ∀随树体扩大增加施肥

量 ∀结实林分春季芽萌动前 距树干 ∗ 处环状沟施有机肥和复合肥 每公顷施有机肥 或复合肥

∀秋季采果后加施磷 !钾肥 ∀

 建立林分合理结构  我国现有油茶多为 世纪 ) 年代实生造林 由于实生繁殖 !树势弱化 !冠层

提高等因素 目前普遍生长差 !产量低 ∀今年严重断枝的多为密度大 !冠层上移 !生势弱的林分 ∀要结合低产

林改造 采用逐步替代 !强化抚育 !品种置换等方式 提高低产林分的结实能力 ∀在低产林改造过程中 要强

调降低林冠高度 培育合理的树冠 !树体结构 最终形成均匀合理的林分结构 ∀对于大树嫁接改造生产林分

或采穗圃 嫁接成活后应及时去除萌生枝 对成活嫁接枝条进行疏剪 培育匀称枝组结构 ∀大树嫁接后前

年要进行适当支撑 ∀

1  防控病虫害的发生  重点防控油茶炭疽病 !软腐病 !蓝翅天牛 !象鼻虫等油茶主要病虫害 特别是蓝翅

天牛等可造成枝条局部伤害 使树体纤弱 极易受到冻害 !雪害而折断 ∀

1  加强圃地管理  为了避免或减少苗圃遭受雪灾冻害的损失 要注意 在树种主要生产区域培育种苗 选

择排 !灌方便的立地培育种苗 入冬前要清沟排水 施用磷钾肥 寒潮来前采取覆盖 杂草 !薄膜 措施 春季撤

棚不宜太早 寒潮来前采用盖稻草等覆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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