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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为科学、可持续地经营桉树（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人工林以及评价桉树人工林在区域碳循环中的地位、作

用和生态效益提供有效的依据。【方法】采用平均标准木法和收获法对南宁七坡林场的尾巨桉（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Ｅ．ｇｒａｎｄｉｓ ）及其林下植被的生物量进行调查。【结果】在尾巨桉人工林中，各层次生物量呈现乔

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其中尾巨桉生物量最大，处于主导地位；尾巨桉各器官生物量的大小顺序为树干（６４．

３８％）＞根（２４．２９％）＞树皮（５．９７％）＞老枝（２．２５％）＞嫩枝（１．５６％）＞老叶（１．３２％）＞嫩叶（０．２０％）。【结

论】尾巨桉的生物量主要集中在树干上，叶的生物量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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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意义】森林生物量作为衡量森林结构和功
能变化的指标，森林的光合作用具有减缓温室效应



的重要作用，森林的碳汇功能与其生物量紧密相
关［１］，我国大面积的种植人工林在缓解全球气候变
化及林业生产上具有巨大的作用。生物量是指在一
定时间和空间某种或数种有机体的总重量（ｇ／

ｍ２）［２］，一般用物质干重表示。【前人研究进展】目
前，对 马 尾 松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杉 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等人工林生物量的研
究较为深入，而对于桉树的生物量研究相对较少。
【本研究切入点】研究森林的生物量对于提高森林生
产力以及经营林场水平和合理利用树种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在人工林生态系统中，林下植被是重要的
组成部分，对促进林地养分循环和维护林地地力起
着重要作用［３］。桉树是桃金娘科（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桉树
属（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植物的总称。澳大利亚是桉树的
主要原产地，只有少数种类原产于菲律宾、新几内亚
和印度尼西亚。据布来克利分类分种描述，桉属共
有 ６０２ 种，其中正种 ４５５ 个，亚种 ２４ 个，变种 ２４ 个，
杂种 １１５ 个［４］。桉树主要用于木材、桉油、药用、香
料等［５］。我国于 １８９０ 年开始引种桉树，主要种植在
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其中以广西的种植面积最大。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对南宁七坡林场 ５ 年生尾
巨桉（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Ｅ．ｇｒａｎｄｉｓ ）人工林
的生物量进行调查和研究，为桉树人工林的科学、可
持续地经营以及评价桉树人工林在区域碳循环中的

地位、作用和生态效益提供有效的依据［６］。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广西南宁市七坡林场内。该地区地
貌以丘陵为主，气候属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夏长

冬短，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２２．０℃，年
均降水量达 １３０４．２ｍｍ，平均相对湿度为 ７９％。降
水量的季节分配不均匀，秋、冬季干燥少雨。

　　研究样地设在七坡林场 ５ 年生的尾巨桉人工林
中，这些人工林种植后自然生长，不进行人工抚育。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样地设置与群落学调查

　　在 ５ 年生的尾巨桉人工林中，选择 ４ 块具有代
表性的地段作为研究样地，编号为 Ａ、Ｂ、Ｃ 和 Ｄ（表

１）。每个样地设置 １ 个 ２０ｍ×２０ｍ 的样方，在样方
内的对角线上设置 ２ 个 ２ｍ×２ｍ 的灌木层小样方，
在样方的 ４ 个角及中心位置各设置 １ 个 １ｍ×１ｍ 的
草本层小样方，分别调查群落各种层次的种类组成
及其相关数量特征。

１．２．２　群落生物量的测定

　　乔木层的生物量测定采用平均标准木法［７］，即
在进行群落学特征调查后，根据林中平均胸径选取
标准木，测量其株高、胸径、冠幅等数量特征，然后伐
倒进行每木解析。采用Ｍｏｎｓｉｃ分层法［８］，在树干的

１．３ｍ，３．６ｍ 处和随后以 ２ｍ 作为一个区分段断开，
树梢部分不足 １ｍ 的作梢头处理，分段分别称重，并
从基部、１．３ｍ 处、各段和梢头处分别锯 ５ｃｍ 左右圆
盘取样，用于测量干鲜重。地上部分的枝叶按新枝、
老枝，新叶、老叶及树皮分别称量；地下部分采用全
挖法，收集并称重。灌木层和草本层采用收获
法［９，１０］，对各个种类生物量进行测定，其中灌木按树
干、枝、叶分别测量。所测定的各个部分均取一定数
量的样品带回实验室，用烘箱在 ８５℃条件下进行烘
干，然后用 ＥＬ２０４ 电子天平测定干重。生物量以干
重计。

表 １　各样地尾巨桉人工林的环境状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Ｅ．ｇｒａｎｄｉｓ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ｏｔｓ
样地编号
Ｐｌｏｔ Ｎｏ．

经纬度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坡向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坡度
Ｓｌｏｐｅ
（。）

土层厚度
Ｓｏｉ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ｃｍ）

土壤种类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

地貌类型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ｔｙｐｅ

造林树种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造林时间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ａ）

Ａ ２２″４０′４８．４４Ｎ
１０８″１１′３５．３８Ｅ １７５ 南 Ｓｏｕｔｈ ３０ １００

赤红壤
Ｌａｔｏｒｅｄ ｓｏｉｌ

丘陵
Ｈｉｌｌ

尾巨桉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
Ｅ．ｇｒａｎｄｉｓ

２００９

Ｂ ２２″４０′４８．０３Ｎ
１０″１１′３６．００Ｅ １８７ 南 Ｓｏｕｔｈ ３０ １００

赤红壤
Ｌａｔｏｒｅｄ ｓｏｉｌ

丘陵
Ｈｉｌｌ

尾巨桉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
Ｅ．ｇｒａｎｄｉｓ

２００９

Ｃ ２２″４０′４６．６７Ｎ
１８″１１′３６．４７Ｅ ２１６ 南 Ｓｏｕｔｈ ３０ １００

赤红壤
Ｌａｔｏｒｅｄ ｓｏｉｌ

丘陵
Ｈｉｌｌ

尾巨桉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
Ｅ．ｇｒａｎｄｉｓ

２００９

Ｄ ２２″４０′４６．５８Ｎ
１０８″１１′３６．６０Ｅ １８７ 南 Ｓｏｕｔｈ ３０ １００

赤红壤
Ｌａｔｏｒｅｄ ｓｏｉｌ

丘陵
Ｈｉｌｌ

尾巨桉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
Ｅ．ｇｒａｎｄｉｓ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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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数据处理

　　原始数据的计算及图表的制作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软件处理。物种多样性指数采用下列计算公
式计测：

　　丰富度指数：Ｓ＝样方内的物种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Ｈ′ ＝－∑
ｓ

ｉ＝ １
Ｐｉ ｌｎ Ｐｉ，Ｐｉ

＝ｎｉ／Ｎ，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Ｄ ＝ １－∑
ｓ

ｉ＝ １
Ｐ ２

ｉ，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Ｊ ＝Ｈ′／ｌｎ Ｓ。
式中，Ｓ 为物种数目，Ｎ 为所有物种的个体数之和，

ｎｉ 为第 ｉ 个种个体数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种类组成

　　在尾巨桉人工林中，乔木层仅由尾巨桉单种组
成，其中 ５ 年生尾巨桉平均树高 １８．３５ｍ，平均胸径

１３．１５ｍ，平均郁密度 ６７．５％（表 ２）。灌木层的组成
种类主要有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ｐｕｎｇｅｎｓ ）、盐肤木
（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华南毛柃（Ｅｕｒｙ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野
牡 丹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 ｃａｎｄｉｄｕｍ ）、钓 樟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ｓｐ．）、茜树（Ａｉｄｉ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等。草本层的
组成种类主要有蜈蚣草（Ｐｔｅｒｉｓ ｖｉｔｔａｔａ ）、马唐
（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ｌｉｓ ）、 半 边 旗 （Ｐｔｅｒｉｓ
ｓｅｍｉｐｉｎｎａｔａ ）、火炭母（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五
节 芒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ｆｌｏｒｉｄｕｌｕｓ ）、 杠 板 归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ｕｍ ）等。从物种多样性来
看，由表 ３ 可以得出，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Ｓｉｍｐ-
ｓｏｎ指数、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均为灌木层大于草本
层，说明灌木层物种结构较为丰富，均匀性也比较
高。各样地灌木层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 Ｓｉｍｐ-
ｓｏｎ指数的大小顺序是 Ａ＞Ｃ＞Ｂ＞Ｄ，即 Ａ 样地灌
木层的物种最为丰富，Ｄ 样地灌木层物种丰富度较
小；各样地草本层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的大小顺序是 Ｃ＞Ｄ＞Ｂ＞Ａ，即 Ｃ 样地草本层
的物种最为丰富。各样地灌木层的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
指数的大小顺序是 Ａ＞Ｂ＞Ｃ＞Ｄ，即 Ａ 样地灌木层
均匀度较高；各样地草木层的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的
大小顺序是 Ｃ＞Ｄ＞Ｂ＞Ａ，即 Ｃ 样地草木层均匀度
较高。由此得出，Ａ样地的灌木层和 Ｃ 样地的草本
层不仅物种多样性高，而且个体分布也比较均匀。

表 ２　不同样地尾巨桉的生长状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Ｅ．ｇｒａｎｄｉ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ｏｔｓ

样地
编号

Ｐｌｏｔ Ｎｏ．

造林树种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林龄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ｇｅ（ａ）

平均树高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ｍ）

平均胸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ＢＨ（ｃｍ）

平均基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ｂａｓ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ｃｍ）

郁闭度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造林密度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ｈｍ－２）

Ａ
尾巨桉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Ｅ．ｇｒａｎｄｉｓ ５ １９．３ １３．２ １５．６ ７５ ９５０

Ｂ
尾巨桉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Ｅ．ｇｒａｎｄｉｓ ５ １９．１ １２．９ １４．９ ６５ １１００

Ｃ
尾巨桉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Ｅ．ｇｒａｎｄｉｓ ５ １７．５ １３．１ １５．２ ６５ １１２５

Ｄ
尾巨桉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Ｅ．ｇｒａｎｄｉｓ ５ １７．７ １３．３ １５．３ ６５ １１００

表 ３　不同样地尾巨桉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Ｅ．ｇｒａｎｄ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ｏｔｓ

样地编号
Ｐｌｏｔ Ｎｏ．

群落层次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ａｙｅｒ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
ｄｅｘ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
ｄｅｘ

Ａ 灌木层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８ ２．０２０ ０．８６０ ０．９７１
草本层 Ｈｅｒｂ ｌａｙｅｒ ７ ０．７７５ ０．３１９ ０．３９８

Ｂ 灌木层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５ １．４９４ ０．７５０ ０．９２８
草本层 Ｈｅｒｂ ｌａｙｅｒ ７ ０．９４５ ０．４２５ ０．４８６

Ｃ 灌木层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６ １．６６１ ０．７９２ ０．９２７
草本层 Ｈｅｒｂ ｌａｙｅｒ ６ １．１３２ ０．５３６ ０．６３２

Ｄ 灌木层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５ １．３７８ ０．６９８ ０．８５６
草本层 Ｈｅｒｂ ｌａｙｅｒ ７ １．０９７ ０．５１２ ０．５６４

５３２吴华静等：南宁七坡林场尾巨桉人工林生物量的初步研究 　 　　



２．２　群落生物量

　　由表 ４ 可以看出，各样地的总的生物量大小依
次为 Ｄ＞Ｃ＞Ｂ＞Ａ。其中，尾巨桉在各样地的生物
量变化与其造林密度一致，即 Ｃ＞Ｂ＝Ｄ＞Ａ，以样地

Ｃ尾巨桉的生物量最大。灌木层的生物量大小依次
为 Ｄ＞Ｃ＞Ａ＞Ｂ，样地 Ｄ 的灌木层生物量最大；草
本层的生物量大小依次为 Ａ＞Ｄ＞Ｂ＞Ｃ，样地 Ａ 的
草本层生物量最大。由图 １ 可以得出，除样地 Ａ 中
草本层的生物量大于灌木层外，尾巨桉人工林的生
物量总体上呈现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其中，
尾巨桉的生物量占有较大比例，这是因为尾巨桉是
一种速生树种，吸水吸肥能力强，生长快；同时，尾巨
桉具有化感作用，其分泌化学物质会抑制林下植被
的生长［１ １］；此外，尾巨桉人工林造林时对林下植被
清除，也是造成后来林下植被种类生物量小的重要
原因。

２．３　尾巨桉的生物量及其分配

　　从表 ５ 可以看出，尾巨桉各器官生物量的大小
顺序为树干 （６４．３８％）＞ 根 （２４．２９％）＞ 树皮

（５９７％）＞枝（３．８１％）＞叶（１．５２％）。其中老枝
（２２５％）＞嫩枝（１５６％），老叶（１．３２％）＞嫩叶
（０２０％），即树干的生物量都最大，嫩叶的最小。在
尾巨桉生长初期，叶片的光合作用给尾巨桉的生长
提供营养，随着林龄的增加，生物量的积累主要集中
在树干上，而其他器官的生物量相应的减少。老枝
和老叶的生物量大于嫩枝和嫩叶是由于生物量主要

积累在较老的器官的缘故。

　　图 １　不同样地尾巨桉群落生物量的比较

　　Ｆｉｇ．１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Ｅ．ｇｒａｎｄ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 ｐｌｏｔｓ

表 ４　不同样地尾巨桉群落的种类组成及其生物量（ｔ·ｈ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Ｅ．ｇｒａｎｄ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ｏｔｓ（ｔ·ｈｍ－２）

层次 Ｌａｙｅｒ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 Ｂ Ｃ Ｄ

乔木层 Ｔ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 尾巨桉（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Ｅ．ｇｒａｎｄｉｓ ） ５６．９４７ ６５．９３８ ６７．４３８ ６５．９３８

灌木层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木姜子（Ｌｉｔｓｅａ ｐｕｎｇｅｎｓ ） ０．７６８ ０．９２７ ０．７１０ １．４２６

盐肤木（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０．１７３ ０．５３７ ０．０６９ ０．５２０

华南毛柃（Ｅｕｒｙ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 ０．５６２ — ０．１１７ ０．２５０

野牡丹（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 ｃａｎｄｉｄｕｍ ） ０．２５１ ０．３１８ ０．７３８ ０．７１５

钓樟（Ｌｉｎｄｅｒａ ｓｐ．） ０．０８８ — ０．４１２ ０．２５７

红锥（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 ） — ０．２７０ — —

茜树（Ａｉｄｉ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 ０．０６６ １．１８３ —

血桐（Ｍａｃａｒａｎｇａ ｔａｎａｒｉｕｓ ） ０．０１３ — — —

小计 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１．８５５ １．７８２ ２．０４６ ３．１６８

草本层 Ｈｅｒｂ ｌａｙｅｒ 蜈蚣草（Ｐｔｅｒｉｓ ｖｉｔｔａｔａ ） ２．１８８ ０．９４６ ０．４６０ ０．８９２

马唐（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ｌｉｓ ） ０．６３９ ０．３６５ ０．２３１ ０．５３９

半边旗（Ｐｔｅｒｉｓ ｓｅｍｉｐｉｎｎａｔａ ） ０．０４５ ０．３５１ ０．０９９ ０．１６１

栗蕨（Ｈｉｓｔｉｏｐｔｅｒｉｓ ｉｎｃｉｓａ ） ０．２７５ — — —

肾蕨（Ｎｅｐｈｒｏｌｅｐｉｓ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 — — ０．０９３ ０．４３５

五节芒（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ｆｌｏｒｉｄｕｌｕｓ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 —

火炭母（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 ０．０１０ —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少花龙葵（Ｓｏｌａｎｕｍ ｐｈｏｔｅｉｎｏｃａｒｐｕｍ ） — ０．０１０ — ０．００６

鬼针草（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 — ０．００７ — —

藿香蓟（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ｃｏｎｙｚｏｉｄｅｓ ） ０．００５ — — —

杠板归（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ｕｍ ） — —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小计 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３．１６３ １．６８２ ０．８９２ ２．０３５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６１．９６５ ６９．４０２ ７０．３７６ ７１．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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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尾巨桉的生物量及分配（ｔ·ｈ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５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Ｅ．ｇｒａｎｄｉｓ（ｔ·ｈｍ－２）

样地编号
Ｐｌｏｔ Ｎｏ．

根
Ｒｏｏｔ

树干
Ｔｒｕｎｋ

枝 Ｂｒａｎｃｈ 叶 Ｌｅａｆ

嫩枝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老枝
Ｏｌｄ ｂｒａｎｃｈ

嫩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ｌｅａｆ

老叶
Ｏｌｄ ｌｅａｆ

树皮 Ｂａｒｋ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Ａ １３．８３３ ３６．６６５ ０．８８８ １．２８０ ０．１１７ ０．７４９ ３．４１５ ５６．９４７
Ｂ １６．０１７ ４２．４５４ １．０２８ １．４８３ ０．１３５ ０．８６７ ３．９５４ ６５．９３８
Ｃ １６．３８１ ４３．４１９ １．０５２ １．５１７ ０．１３８ ０．８８７ ４．０４４ ６７．４３８
Ｄ １６．０１７ ４２．４５４ １．０２８ １．４８３ ０．１３５ ０．８６７ ３．９５４ ６５．９３８

３　结论

　　在尾巨桉人工林中，各层次生物量呈现乔木层

＞灌木层＞草本层；尾巨桉各器官生物量的大小顺
序为树干＞根＞树皮＞枝＞叶，即尾巨桉的生物量
主要集中在树干上。因此，合理的种植及经营管理，
例如对尾巨桉进行枝条修剪及施肥，不仅能有效地
提高尾巨桉人工林的生产水平，同时又能提高其碳
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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