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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袖木间种菠萝模式是我省河 口县近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混农林模式
,

现 存 面 积 5 0 0 0多

亩
。

本文对该模式的经营技术作了介绍
,

对经济
、

生态和社会效益进行了初步分析
。

关扭词 抽木 , 菠萝 , 间种模式

袖木 (T e e t o o a 夕r a o d is ) 属马鞭草科

大乔木
,

是产于热带
、

南亚热带的特大阔叶

型优良珍贵用材树种
。

1 9 8 8年开始在云南省河口县建立了抽木

用材林基地
。

河口县位 于 北 纬 2 2
0

2 8 ‘一 2 2
“

5 1 ‘ ,

东经2 0 3
。

一 20 5
“

3 1
声。

地处热带北缘
,

属

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

年平均温度2 2
.

6 ℃
,

年最

高平均温度2 3
.

1℃
,

年最低平均温度 2 1
.

9 ℃
,

> 10 ℃积温8 2 49 ℃
,

是发展抽木 的 理 想 地

区
。

但是
,

袖木生长较慢
,

一般成材需20 一

30 年
。

生长周期长
,

且抽木幼林占地大
,

需抚

育管理时间长
,

耗费劳力多
,

生产成本高
。

同时
,

由于近几年人 口急增和农场建设
,

造

成可利用土地资源紧缺
,

加上河 口县经济比

较落后
,

如何解决长短结合 已引起有关部门

和群众的重视
。

河 口县林业局根据本县交通

条件好
,

有铁路运输
,

同时本地 菠 萝 品 质

好
,

群众有丰富的种植经验和传统
,

摸索出

了 “
抽木 + 菠萝~ 袖木

”
的混农林模式

,

取

得 了较好的效益
。

x 4 0厘米
,

留足表土
,

回塘
。

5 月份抓住阴

雨天定植抽木
,

采用低切干苗造林
,

切干 高

度 5 一 7 厘米
,

造林株行距 2
.

5 x s 米
。

菠萝间种
:
抽木定植后

,

种植菠萝
。

菠

萝间隔抽木行1
.

35 米
,

沿等高线定植
,

采取

宽窄行相间种植方式
,

宽行70 厘米
,

窄行30

厘米
,

株距 30 厘米
,

每亩3 3 3 5株
。

袖木林地间种菠萝后
,

由于保水
、

增肥

及抚育管理加强
,

抽木生长加快
, 3 一 4 年

开始郁闭
。

此时由于光照不足
,

菠 萝 生 长

差
,

产量降低
,

品质下降
。

这时放弃菠萝生

产
,

植株作绿肥
。

当抽木扩穴改土时
,

菠萝

植株埋入抽木行沟中
,

最后形成袖木纯林
。

二
、

经济效益

据对 1 00 亩 1 9 8 8年定植的
“抽木 + 菠 萝

‘抽木
”
模式的调查

,

实行间种
,

投产第一

年就可将袖木和菠萝的种苗
、

开垦定植及管

理费用全部收回 (见表 1 )
。

以后菠萝生产

期内每年每亩的收入在2 50 元左右
。

一
、 “

抽木 + 菠萝, 抽木
”

模式经营技术

袖木造林
: 2 月份开始砍草炼山

,

进行

全垦
,

山地开垦等高梯田
,

挖种植穴6 0 x 5 0

三
、

生态效益

袖木林地间种菠萝
,

增加了地表作物层

次
,

使抽木幼林期得到覆盖
,

光
、

温
、

水
、

土壤得到充分利用 , 地表菠萝根系的分布
,



衰 1 抽 木 间 种 菠 萝 经 济 效 益 分 析

才支 入 产 出 纯

收入
抽木

、

菠萝

吕 吕

产 产
量 值
叱 ) (元 )

(元 / 亩 )

亩产值元亩投资元总投资抚育费元

年份

面

积
\

\ (亩 )

开垦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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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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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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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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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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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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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土 坟 养 分 含 t 对 照 衰
.

土层厚度 有机质

(
e m ) ( % )

水解氮

(PPm )

速效磷

(PPm )

全 氮

( % )

6 7
。

2 2

3 7
。

7 2

2 2
。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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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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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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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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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9 3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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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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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一

才由木间种

菠 萝 林

0一3 0

3 0一6 0

6 0一 1 0 0

压青后才由

木 纯 林

0一3 0

3 0一 6 0

6 0一 1 0 0

2
。

5 4

0
。

9 4

1
。

0 7

8 6
。

6 4

5 9
。

7 5

5 3
。

12

3 9
。

8 7

1 6
。

1 4

1
。

0

0
。

1 2 6 6

0
。

0 7 8 1

0
。

0 7 4 6

.

为本 园土集分析组分析结果

使水土流失减弱 , 种植 3 一 4 年后
,

菠萝植

株用作绿肥
,

另外每年采收菠萝也将其顶端

叶芽埋入土中
,

增加 了土壤的有机质
,

经对

菠萝施肥
,

林地土壤肥力明 显 提 高 (见 表

2 ) 。

通过种植菠萝
,

也促进 了对袖木的抚育

管理
,

使抽木生长加速
。

袖木纯林一般年平

均高生长在 1 米左右
,

胸径生长在 1 厘米左

右
。

据对实行间种的抽木进行调查
,

结果抽

木的年平均生长量比纯袖木林快 2 倍多 (见

表 3 )
,

加快了成林速度
,

改变过去造林初

期见草不见林的现象
。

衰 3 抽 木 间 种 菠 萝 后 袖 木 生 长 ,

造林时间 调查时间 调查株数 树龄 树 高 ( m ) 胸 径

(年 月) (年 月 日 ) (株 ) ( 月) 平均树高 平均的径

( e m )

年平均

粗生长

7
。

3 5

4
。

2 2

4
。

9 8

2
。

1 5

1
。

8 1

2
。

7 2

8
。

0 7

6
。

4 7

5
。

4 7

2
。

2 6

2
。

7 7

2
。

9 8

,工009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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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7
。

8

1 9 8 8
。

9

1 9 8 9
。

3

1 9 9 0
。

1 2
。

3 0

1 9 9 0
。

1 2
。

3 0

1 9 9 0
。

1 2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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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5 喷 施 A B T 增 产 员 对 果 材 吕 质 的 效 . 1 9 93年

白 风 桃 黄 花 梨

喻 液 时 间 喷液次数

白 风 桃 黄 花 梨

可溶性 固
形物%

与时照
十匕 %

可溶性固
形物%

与时照
卜匕 %

4 月 3 日

6 月 3 日

4 月 3 日 / 6 月 3 日

衬只民

1 0
。

5

1 1
。

2

1 1
。

5

9
。

4

1 1 7
。

7

1 1 9
。

1

1 2 2
。

3

1 0 0

1 0
。

3

9
。

7

1 0
。

5

9
。

2 1

1 1 2

1 0 5
。

4

1 1 4
。

1

1 0 0

注
:

可溶性固形物的洲定 : 白风桃为 7 月 8 日 , 黄花架为 8 月 10 日
。

果率仅 10 %左右
,

提高了果实的商品性
。

3
.

小 结

3
.

1 通过在桃
、

梨的 初 花 与 幼果 期 喷 施

lo p p m A BT 增产灵溶液 l ~ 2 次
,

能显著地

促进枝叶生长
,

提高座果率
,

增加平均单果

重和含糖量
,

提高了果树的抗性
,

起到了明

显的增产效果
。

因此
,
A B T增产灵可在桃

、

梨上进行大面积推广应用
。

3
.

2 叶面喷施A B T增产灵
,

在其他果树上效

应如何? 尚需要实践
。

至于用何种浓度喷施

效果好
,

还待进一步的探讨
。

(上接第5 3页) 木
,

全都实行了以菠萝为主的间种
,

每年纯

收入上万元
。

四
、

社会效益

抽木 间种菠萝后
,

单位面积内劳动强度

增大
,

原抽木纯林每人能管理40 多亩
,

间种

菠萝的抽木林每人则只能管 15 亩
,

增加人员

就业机会 2 倍以上
。

据调查
,

在河 口县
“
袖

木 + 菠萝~ 抽木
” 的面积为5 0 0 0多亩

,

如按

每亩年收入 2 50 元
、

15 亩 / 人计算
,

单 菠 萝

一顶就为该县农民增加收入125 万元
,

原 只

需 12 5人管理的林地
,

现则需33 4人
,

解决了

20 9人的就业
。

间种菠萝后
,

使许多山 区 农

民走上了致富的路
。

如该县瑶山乡牛塘子村

公所的农民邓金才 (瑶族)
,

种植 8 00 亩 袖

“
抽木 + 菠萝 , 抽木

”
这种 混 农 林 模

式
,

经过几年的实践证 明
:

它具有良好的经

济
、

生态及社会效益
,

是一种成功的混农林

模式
。

它栽植技术简单
,

易被群众接受
。

估

计
,

类似于
“
抽木 + 菠萝、袖木

”
的混农林

模式将会在云南热区山地开发利用及加速林

业发展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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