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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业经济的繁荣可有效保障国家稳定实施可持续性战略,促进社会全方面进步。林业若要取得

重大成绩,离不开丰富的林业资源。马尾松在我国较为常见,主要分布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地区。本课题

以贵州省盘县为例,首先介绍了当地的基本情况,并讨论了马尾松在高海拔地区引种栽培试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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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贵州省盘县基本情况概述 

1.1地理位置 

盘县为六盘水市下辖县,位于贵州

省西部地区,在东径104°18′—104°

58′与北纬25°19′—26°18′之间。

东连普安县、西靠云南省宣威市、富源

县、南临兴义市、北接水城县。全县总

面积为4056km²,共设37个行政乡镇,总

人口为120万,以汉、彝、苗等民族为主。 

1.2地形地貌 

盘县属于高原地区,位于云南高原与

黔中高原之间,并且境内受到盘江走向的

影响,造成地形较为零散,山高陡峻,相对

高差可达200-400m,最大可达700m。全县

地势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中部隆起的

特性,海拔落差较大,在740m—2807m,地

势地貌较为丰富,主要为高原山地。 

1.3气候条件 

盘县位于副亚热带夏湿春旱温暖气

候区,年平均气温较为均衡,夏季雨量充

沛,冬季相对干燥,雨热同期,光照良好,

适宜各种作物生长。但受制于区域内复

杂的地形影响,致使不同地段的气候差

异性显著。年平均气温为15℃,月平均气

温最高值出现在7月份,为21.7℃,月平

均气温最低值出现在1月份,为6℃。平均

每年日照时间为1593.8h,全年总积温可

达5337.8℃。年均降水量为1399.3mm,

并且雨量较为集中,每年5-9月份降水量

占全年降水量的80%,其中6月份为全年

降水量最高峰。由于气候温暖,全年无霜

期平均值达280—300天。 

1.4灾害性天气 

盘县由于地形复杂,具备形成各种

自然天气的条件,并且灾害性天气较多。

最为常见的灾害性天气有春旱、低温、

冰雹、霜冻等,这些多样的自然灾害不利

于土壤热化,并据此形成了区域内植被

的分布走势。 

1.5植被条件 

由于长期过度开发,造成本区域内

的原生植被早已不复存在,现今所有植

被均属于次生或者人工恢复后营造的植

被群落,经过多年努力,森林覆盖率已经

达到36.9%。次生植被主要为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混交林,其中常绿阔

叶林又包括栎类植物和多种灌木,人工

恢复的植被主要为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

树种。 

1.6水文条件 

盘县位于珠江水系,处于盘江南北

分界区域,其中北盘江水系以红果、水

塘、老厂一线的弧形地带为界,南盘江水

系从新桥河与楼下河向南注入南盘江,

全境内具有丰富的地表水系,由众多不

同河流公共组成了树枝状的复杂水系

图。虽然地表水源较多,但随着区域内各

类矿产的开采,使得地下水位下降迅速。 

1.7土壤 

盘县全境内地形复杂,且落差较大,

故生物气候条件及植被带变化显著,并

使土壤具有明显的土壤垂直分布规律,

主要分布有地带性黄壤和山地黄棕壤。

在位于海拔较高的山地中,同时受到气

温、湿度、风速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形成

了较多的山地灌丛草甸土,在海拔较低

区域分布有一定量的水稻土,另外石灰

岩地段还分布有石灰土插花。 

2 马尾松基本情况概述 

马尾松又名青松、枞柏、山松等,

为松科松属乔木类常年生植被。马尾松

高度可达40m、胸径1m。树皮整体呈现处

红褐色,枝条斜向生长,小枝条略向下方

低垂。枝条主要为黄褐色,松叶由二针一

束组成、马尾松是雌雄同株植物,球果生

长周期为两年,结出的种子有翅。 

2.1马尾松分布 

马尾松是在我省是一种常见的树种,

并且具有广泛应用。主要分布区域为盘

县北部、水城、纳雍、金沙至赤水。其

中盘县现有马尾松均为人工栽种,自

1987年在龙里林场引进种植至今。 

2.2生物学特性 

马尾松属于亚热带生树种,较为

适宜栽种在年平均气温在13-22℃、年

降水量在800mm以上的区域,当温度低

于-15℃停止生长。马尾松能够种植在

干旱且贫瘠的土壤中,由于对土壤要求

不高,还可以在石缝处、沙土中等地方生

存。不宜栽种在水分含量较高的土壤中,

更不可将其种植在盐碱地,在酸性土壤

中长势良好。马尾松拥有粗壮的根系,

且伴有菌根。如将其栽种在土壤肥沃的

区域,马尾松能够快速生长,取得最佳的

经济效益。马尾松喜光,但在幼苗期应采

取防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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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马尾松引种试验区及样地调查统计表

试点 样地号 小地名
海拔

(m)
土壤

成土

母岩

造林

时间

造林

方式

平均高

(m)

平均胸径

(cm)

调查

时间

断

江

镇

1 大路边 1850 黄壤 石灰岩 94、7 植苗 3.2 4.6 2000、8

2 郭家松林 1830 黄壤 石灰岩 94、7 植苗 3.1 3.5 2000、8

3 大丫口 1895 磨石沙土 沙岩 94、7 植苗 2.6 3.0 2000、8

4 白泥井 1990 磨石沙土 沙岩 94、7 植苗 4 7(单株) 2000、8

5 大水塘 2036 磨石沙土 沙岩 94、7 植苗 3 4 2000、8

6 大水塘 2100 黄壤 石灰岩 94、7 植苗 2.5 3 2000、8

平均值 3.07 4.17

旧营乡
1 荷花塘 1615 黄壤 石灰岩 87、5 直播 9.5 10.2 2000、8

2 大松树 1655 黄壤 石灰岩 87、5 直播 9.08 10.61 2000、8

平均值 9.29 10.41

乐民镇
1 三分田 1650 沙壤 沙岩 94、7 植苗 2.5 4 2000、6

2 三分田 1640 沙壤 沙岩 94、7 植苗 2.8 4.1 2000、6

平均值 2.65 4.05

盘江镇 红心 2160 黄壤 砂岩
2003、

1
植苗 2．9 2．9 2008、5

平均值 2．9 2．9

2.3生态学特性 

马尾松每年生长一轮,可依据此特

征判断树龄。幼苗一般于每年3-5月份开

始抽梢、发芽,6-8月份进入到快速生长

期,于9-11月进入到顶芽发育期,12月至

次年2月为休眠期。马尾松在种植后前三

年内长势较慢,自第三年开始长势迅速,

在15-25年进入到全面生长旺盛期,40年

后进入到生长衰退期,此时马尾松树干

直径及高度仍会持续增长。 

2.4病虫害种类 

马尾松最常见的病虫害为松叶蜂

虫,主要以马尾松松叶为食,严重时会

引起林区马尾松大面积枯萎,故应将防

治松叶蜂虫作为治理病虫害的重点。此

外还有松苗猝倒病、松苗叶枯病、马尾

松赤枯病、松梢小卷叶蛾、木蠹象、松

瘤病等。 

3 引种栽培试验 

3.1引种栽培试验必要性 

盘县全区域具有诸多较为贫瘠的地

块,为加快改善此类地块的改造,全县利

用引种试验所收集到的数据及技术,对

1987年至1994年间种植的马尾松做全方

位调查。 

3.2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选取了盘县下辖的三个村,

分别为：断江镇韭菜坪村、旧营乡污购

村、乐民镇小星地村,对当地马尾松种植

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 

3.3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重点关注了风害、生长情

况及冻害对林区造成的影响。通过观察

可见,试验点内除某些地段受到人畜活

动造成少量倒伏外,未发现风害影响。马

尾松长势良好,未发现明显病虫害现象。

本次试验所选取的旧营及断江镇海拔均

在2㎞左右,经过长期观察,马尾松均无

显著冻害情况。 

3.4引种栽培试验结论 

盘县具有优良的土壤种植环境,

马尾松较为适合在盘县各类地形中生

长,故对相关种植情况进行全面试验

研究,可为今后大范围推广马尾松科

学化种植奠定好基础。通过对三批次

引种试验情况进行分析可知,马尾松

在高海拔山区、粗放式管理的条件下

仍可正常生长。6年生树木高度为2.9m,

胸径为2.9cm,7年生树木高度为3.07m,

胸径为 4.17cm,13年生树木高度为

9.29m,胸径,10.41cm。抗虫抗病能力

较强,且适应性良好。 

3.5试验示范点建设 

马尾松在我省广泛分布,具有多种

用途。盘县虽无种植马尾松的传统,但

通过近些年的引种试验可充分证明马

尾松较为适宜当地自然环境。且与其它

松树品种相比较,具有长势快、木质佳

等特点。 

盘县作为贵州省主产煤区,在煤矿

生产中会应用到大量坑木,马尾松因其

良好的性质,已成为煤矿业主要使用的

木材。正是基于此种市场前景,故应强化

马尾松种植试验成果,并将其尽快应用

于大面积种植工作中。另外还可以加快

盘县造林速度,营造优美的生态环境。 

3.6效益预测 

此处示范点自种植后次年开始,结

合试验林位置邀请了大量周边群众前来

参观学习,并予以专业性解答。通过与其

他树种做对比,加之讲解马尾松自身特

性及应用前途,使得人民群众充分认识

到种植马尾松的优势所在。据此盘县林

业局开设了马尾松种植技术学习班,有

效提升了人民群众种植马尾松的积极

性。据此分析,在今后十年以内即可为我

县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曹兵,范文杰,郑华英,等.抗性马

尾松种源引种育苗试验初报[J].江苏林

业科技,2012,039(006):26-27. 

[2]龙文峰.黔东南地区马尾松的栽

培 管 理 技 术 研 究 [J]. 现 代 园

艺,2012,(12):57-58. 

[3]陈国生.浅析马尾松栽培技术[J].

科技致富向导,2011,(6):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