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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枝油杉由于其分布区狭窄,繁殖速度慢,资源少,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为了更好地保护其

种质资源,通过实验研究种苗质量分级标准。 分别对 2 年生和 4 年生的黄枝油杉种苗性状特征描

述,以地径和株高作为主要分级标准代表,运用 Excel
 

2003 和 SPSS
 

26. 0 对种苗特征数据进行统计

学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K 均值聚类分析,将其种苗分别 2 年生和 4 年生分别分成了三级。 2 年

生一级株高>20 cm,冠幅>11 cm,地径≥0. 10 cm;4 年生一级株高>127 cm,冠幅>56 cm,地径≥0. 80
cm。 2 年生二级株高 14 ~ 20 cm,冠幅 8 ~ 11 cm,地径≥0. 10 cm;4 年生二级株高 96 ~ 127 cm,冠幅

38 ~ 56 cm,地径≥0. 80 cm;2 年生三级株高<14 cm,冠幅<8 cm,地径≥0. 10 cm;4 年生三级株高<96
cm,冠幅<38 cm,地径≥0. 8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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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is
 

a
 

national
 

second
 

level
 

protected
 

plants
 

due
 

to
 

its
 

narrow
 

distribution
 

area,
 

slow
 

reproduction
 

rate
 

and
 

few
 

resources.
 

In
 

or-
der

 

to
 

better
 

conserve
 

the
 

germplasm
 

resources,
 

the
 

quality
 

grading
 

standard
 

of
 

seedlings
 

of
 

Keteleeria
 

da-
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were
 

experimentally
 

studied.
 

The
 

2-year-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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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4-year-old
 

seedlings
 

with
 

diameter
 

and
 

height
 

as
 

the
 

main
 

grading
 

standard
 

were
 

subjected
 

to
 

statisti-
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K-means
 

cluster
 

analysis
 

using
 

Excel
 

2003
 

and
 

SPSS
 

26. 0
 

to
 

develop
 

a
 

reasonable
 

grading
 

standard
 

for
 

seedlings.
 

The
 

seedling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at
 

different
 

ages.
 

2-year-old
 

seedlings:
 

primary
 

plant
 

height
 

was>20 cm,
 

crown
 

width
 

was>11 cm,
 

and
 

ground
 

diameter
 

was≥0. 10 cm;
 

4-year
 

old
 

seedlings:
 

primary
 

plant
 

height
 

was>127 cm,
 

crown
 

width
 

was>56 cm,
 

and
 

ground
 

diameter
 

was≥0. 80 cm.
 

2-year-old
 

seedlings:
 

secondary
 

plant
 

height
 

was
 

14-20
cm,

 

crown
 

width
 

was
 

8-11 cm,
 

and
 

ground
 

diameter
 

was≥0. 10 cm;
 

4-year
 

old
 

seedlings:
 

secondary
 

plant
 

height
 

was
 

96-127 cm,
 

crown
 

width
 

was
 

38-56 cm,
 

ground
 

diameter
 

was
 

≥0. 80 cm;
 

2-year
 

old
 

seed-
lings:

 

tertiary
 

plant
 

height
 

was<14 cm,
 

crown
 

width
 

was<8 cm,
 

ground
 

diameter
 

was≥0. 10 cm;
 

4-year
 

old
 

seedlings:
 

tertiary
 

plant
 

height
 

was<96 cm,
 

crown
 

width
 

was<38 cm,
 

ground
 

diameter
 

was≥0. 8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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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枝油杉 (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属于松科(Pina-
ceae)油杉属(Keteleeria) [1] 。 分布区狭窄,主要分布

于广西东北部至北部,湖南西南和贵州东南部,资源

少,是我国的特有物种[2-3] 。 同时,结果较少,种子

发育不良,自然更新能力弱,以及由于本身木材质量

较好,易受到群众砍伐利用,使之成为了渐危物

种[4-5] 。 黄枝油杉多为高大乔木,树干通直,树叶繁

茂,适用于庭院绿化。 抗旱性能强,并且根系较为发

达,能在石灰岩石山上面生长[6] 。 由于广西区石灰

岩区域较广泛,面积可高达 40%,因此黄枝油杉对

于石灰岩石山地域的绿化具有重要意义[7] 。 综合

考量可知,黄枝油杉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材用价值

和观赏价值[8] 。
黄枝油杉的野生资源十分稀少,而且人们因其

木材质量价值和外观美学价值从而过度地采挖、砍
伐利用,导致黄枝油杉处于渐危状态。 同时,作为我

国特有的古老物种,具有一定研究价值。 而且由于

黄枝油杉的物种资源稀少,因此需要通过规模化的

方式进行人工种植繁育,在保证野生物种资源稳定

繁育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人工优化培育开

发利用该渐危树种木材,以满足社会需求。 而高质

量的种子和种苗是黄枝油杉造林成活率和成材率提

高的根本保障[14] 。 为了配合黄枝油杉的人工种植

繁育研究以及培育出较为优质的黄枝油杉种苗,在
一定程度上有必要制定较为科学合理的种苗质量分

级标准。 本研究通过对黄枝油杉 2 年生和 4 年生的

种子种苗进行测量和统计分析,提出黄枝油杉种苗

的质量分级标准,力求填补黄枝油杉在种苗质量分

级标准研究方面的空缺。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

物研究所药食同源植物种质苗圃(北纬 25°08′29. 69″,
东经 110°31′24. 51″)。 海拔约为 180 m,年均温约

19. 2℃ ,最热月的均温为 28. 4℃ ,最冷月的均温为

7. 7℃ ,绝对高温为 40℃ ,绝对低温为-6℃ 。 冬季有

霜冻现象。 月平均气温中高于 20℃的有 6 ~ 7 个月。
年降雨量在 1 854. 8 mm,多集中于 4—8 月,占全年

总量的 73%。 年相对湿度为 78. 0%,干湿季较为明

显,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

2 材料与方法

2. 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黄枝油杉种子苗,种子采自临桂二

塘乡沉桥村。 2022 年 5 月,在广西植物研究所药食

同源植物种质圃内同一育苗点,随机抽取 2 年生和

4 年生各 35 株黄枝油杉种子苗。
2. 2 测量方法

分别测量种苗的地径、株高、冠幅、主根粗、主根

长、地上鲜重、地上干重、地下鲜重、地下干重 9 个生

长量指标,其中的冠幅值为南北、东西方向的平

均值。
2. 3 数据分析

运用 Excel
 

2021 和 SPSS
 

26. 0 对种苗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 先经相关分析确定质量指标,经主成分

分析确定主成分,再采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分级。

3 结果与分析

3. 1 黄枝油杉种苗质量的指标调查

根据黄枝油杉种苗质量的实际特点,对影响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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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油杉种苗的九个指标进行测定,包括种苗的地径、
株高、冠幅、主根粗、主根长、地上鲜重、地上干重、地
下鲜重、地下干重。 所有黄枝油杉的种苗质量指标

的结果见表 1、表 2。

表 1　 2 年生黄枝油杉种苗各指标描述统计量

Tab. 1　 Statistics
 

of
 

indicators
 

description
 

of
 

2-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指标
最小
值

最大
值

均值
标准
偏差

峰度
变异
系数

株高 / cm 12. 00 23. 00 17. 54 2. 96 -0. 78 0. 17

地径 / mm 0. 08 0. 23 0. 17 0. 04 -0. 72 0. 24

冠幅 / cm 7. 00 12. 49 9. 69 1. 40 -0. 84 0. 14

主根长 / cm 14. 00 52. 00 26. 40 14. 79 3. 89 0. 56

主根粗 / mm 0. 15 0. 40 0. 27 0. 10 -1. 06 0. 36

地上鲜重 / g 1. 02 2. 67 1. 96 0. 60 1. 95 0. 31

地上干重 / g 0. 30 0. 90 0. 72 0. 25 2. 81 0. 35

地下鲜重 / g 1. 10 2. 62 1. 92 0. 56 1. 08 0. 29

地下干重 / g 0. 50 1. 10 0. 74 0. 22 2. 92 0. 30

表 2　 4 年生黄枝油杉种苗各指标描述统计量

Tab. 2　 Statistics
 

of
 

indicators
 

description
 

of
 

4-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指标
最小
值

最大
值

均值
标准
偏差

峰度
变异
系数

株高 / cm 72. 00 150. 00 107. 26 18. 42 -0. 31 0. 17

地径 / mm 0. 49 1. 14 0. 85 0. 14 0. 64 0. 16

冠幅 / cm 24. 50 79. 37 44. 43 13. 60 0. 47 0. 31

主根长 / cm 41. 00 55. 00 47. 60 5. 90 -2. 10 0. 12

主根粗 / mm 0. 85 1. 34 1. 15 0. 19 0. 90 0. 17

地上鲜重 / g 64. 35 238. 52 128. 31 73. 08 -0. 10 0. 57

地上干重 / g 51. 00 138. 70 85. 62 35. 34 0. 06 0. 41

地下鲜重 / g 39. 37 98. 49 66. 33 22. 20 0. 38 0. 33

地下干重 / g 15. 00 42. 20 27. 12 10. 80 -0. 98 0. 40

　 　 从表中可知,2 年生种苗各指标变异程度分别

为株高 12. 00 ~ 23. 00 cm、地径 0. 08 ~ 0. 23 mm、冠幅

7. 00 ~ 12. 49 cm、主根长 14. 00 ~ 52. 00 cm、主根粗

0. 15~0. 40 cm、地上鲜重 1. 02~2. 67 g、地上干重 0. 30~
0. 90 g、地下鲜重 1. 10~2. 62 g、地下干重 0. 50~1. 10 g。
而 4 年生种苗各指标变异程度分别为株高 72. 00 ~

150. 00 cm、地径 0. 49 ~ 1. 14 mm、冠幅 24. 5 ~ 79. 37 cm、
主根长 41. 00 ~ 55. 00 cm、主根粗 0. 85 ~ 1. 34 cm、地
上鲜重 64. 35 ~ 238. 52 g、地上干重 51. 00 ~ 138. 70 g、
地下鲜重 39. 37 ~ 98. 49 g、地下干重 15. 00 ~ 42. 20 g。
2 年生种苗平均高度 17. 54 cm,4 年生种苗平均高度

107. 26 cm;2 年生种苗平均冠幅 9. 69 cm,4 年生种

苗平均冠幅 44. 43 cm;2 年生种苗平均地径 0. 17
cm,4 年生种苗平均地径 0. 85 cm;2 年生种苗平均

主根长 26. 40 cm,4 年生种苗平均主根长 47. 60 cm;
2 年生种苗平均主根粗 0. 27 cm,4 年生种苗平均主

根粗 1. 15 cm;2 年生种苗平均地上鲜重 1. 96 g,4 年

生种苗平均地上鲜重 107. 26 g;2 年生种苗平均地

上干重 0. 72 g,4 年生种苗平均地上干重 85. 62 g;2
年生种苗平均地下鲜重 1. 92 g,4 年生种苗平均地

下鲜重 66. 33 g;2 年生种苗平均地下干重 0. 74 g,4
年生种苗平均地下干重 27. 12 g。 各指标变异幅度

为:苗高 4. 50~22. 60 cm,叶片数 0~17,须根长 6. 60~
26. 00 cm,茎基直径 0. 20 ~ 2. 11 cm。 从变异系数可

以看出,主根长>株高>苗高>冠幅>地上鲜重>地下

鲜重>地上干重=地下干重>主根粗>地径。
3. 2 相关性分析

根据相关性分析,发现 9 个因素都呈显著相关,
可进行主成分分析。 株高和冠幅、地径都呈现显著

正相关,主根长和主根粗呈现显著正相关。 地上鲜

重、地上干重与地下鲜重和地下干重有显著相关性。
相关性结果表明,各指标之间存在重叠,可以进行主

成分分析法(表 3、表 4)。
3. 3 主成分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确定出种苗分级的关键性

因素。 对种苗的地径、株高、冠幅、主根粗、主根长、
地上鲜重、地上干重、地下鲜重、地下干重九个指标

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 3 个主成分(表 5 ~表 10)。
在 2 年生黄枝油杉主成分分析中,共分析出 3

个主成分,主成分 1、2、3 的累积贡献率为 51. 141%、
79. 088%、96. 843%;在 4 年生黄枝油杉主成分分析

中,共分析出 2 个主成分,主成分 1、2 的累积贡献率

为 80. 562%、92. 169%。
3. 4 不同年限黄枝油杉种苗质量分级结果

根据逐步聚类中心结果,以株高、地径、冠幅作为

主要指标来进行黄枝油杉种苗分级(表 11 ~ 表 12)。
同一等级种苗的任一指标若达不到标准则降为下一

级[15] 。 本试验将黄枝油杉种苗按不同年限分别分

成了三级,详见表 13 ~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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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年生黄枝油杉 9 种质量指标相关性分析

Tab.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9
 

quality
 

indicators
 

of
 

2-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指标 株高 冠幅 地径 主根长 主根粗 地上鲜重 地上干重 地下鲜重 地下干重

株高 1. 00 0. 31 0. 66∗∗ 0. 56 0. 23 0. 65 0. 67 0. 72 0. 63

冠幅 0. 31 1. 00 0. 45∗∗ -0. 51 0. 28 0. 27 0. 09 0. 26 0. 38

地径 0. 66∗∗ 0. 45∗∗ 1. 00 -0. 56 0. 63 -0. 17 -0. 32 -0. 23 0. 022

主根长 0. 56 -0. 51 -0. 56 1. 00 -0. 67 0. 06 0. 30 0. 16 -0. 13

主根粗 0. 23 0. 28 0. 63 -0. 67 1. 00 0. 53 0. 27 0. 48 0. 73

地上鲜重 0. 65 0. 27 -0. 17 0. 060 0. 53 1. 00 0. 95∗ 0. 99∗∗ 0. 89∗

地上干重 0. 67 0. 09 -0. 32 0. 30 0. 27 0. 95∗ 1. 00 0. 93∗ 0. 71

地下鲜重 0. 72 0. 26 -0. 23 0. 16 0. 48 0. 99∗∗ 0. 93∗ 1. 00 0. 91∗

地下干重 0. 63 0. 38 0. 02 -0. 13 0. 73 0. 89∗ 0. 71 0. 91∗ 1. 00

注:决定因子= 0. 000;此矩阵不是正定矩阵(下同)。

表 4　 4 年生黄枝油杉 9 种质量指标相关性分析

Tab.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9
 

quality
 

indicators
 

of
 

4-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指标 株高 冠幅 地径 主根长 主根粗 地上鲜重 地上干重 地下鲜重 地下干重

株高 1. 00 0. 28 0. 58∗∗ -0. 65 0. 74 0. 94∗ 0. 94∗ 0. 91∗ 0. 81

冠幅 0. 28 1. 00 0. 14 -0. 52 0. 83 0. 91∗ 0. 90∗ 0. 84 0. 71

地径 0. 58∗∗ 0. 14 1. 00 -0. 38 0. 54 0. 91∗ 0. 94∗ 0. 98∗∗ 0. 70

主根长 -0. 65 -0. 52 -0. 38 1. 00 -0. 76 -0. 62 -0. 54 -0. 39 -0. 85

主根粗 0. 74 0. 83 0. 54 -0. 76 1. 00 0. 78 0. 74 0. 61 0. 65

地上鲜重 0. 94∗ 0. 91∗ 0. 91∗ -0. 62 0. 78 1. 00 0. 99∗∗ 0. 96∗ 0. 85

地上干重 0. 94∗ 0. 90∗ 0. 94∗ -0. 54 0. 74 0. 99∗∗ 1. 00 0. 98∗∗ 0. 80

地下鲜重 0. 91∗ 0. 84 0. 98∗∗ -0. 39 0. 61 0. 96∗ 0. 98∗∗ 1. 00 0. 72

地下干重 0. 81 0. 71 0. 70 -0. 85 0. 65 0. 85 0. 80 0. 72 1. 00

表 5　 2 年生黄枝油杉主成分提取公因子方差

Tab. 5　 Common
 

factor
 

variance
 

of
 

principal
 

component
 

extraction
 

of
 

2-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指标　 　 　 初始 提取

株高　 　 　 1. 000 0. 944

冠幅　 　 　 1. 000 0. 997

地径　 　 　 1. 000 0. 974

主根长　 　 1. 000 0. 984

主根粗　 　 1. 000 0. 998

地上鲜重　 1. 000 0. 975

地上干重　 1. 000 0. 894

地下鲜重　 1. 000 1. 000

地下干重　 1. 000 0. 950

表 6　 2 年生黄枝油杉主成分提取总方差解释

Tab. 6　 Total
 

variance
 

explanation
 

of
 

principal
 

component
 

extraction
 

of
 

2-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成
分

初始特征值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 %

累积
/ %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 %

累积
/ %

1 4. 603 51. 141 51. 141 4. 603 51. 141 51. 141

2 2. 515 27. 948 79. 088 2. 515 27. 948 79. 088

3 1. 598 17. 754 96. 843 1. 598 17. 754 96. 843

4 0. 284 3. 157 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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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 年生黄枝油杉主成分提取成分矩阵

Tab. 7　 Component
 

matrix
 

of
 

principal
 

component
 

extraction
 

of
 

2-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主成分 1 2 3

株高 0. 736 -0. 410 0. 485

冠幅 -0. 130 0. 651 0. 746

地径 0. 235 0. 461 -0. 840

表 8　 4 年生黄枝油杉主成分提取公因子方差

Tab. 8　 Common
 

factor
 

variance
 

of
 

principal
 

component
 

extraction
 

of
 

4-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指标　 　 　 初始 提取

株高　 　 　 1. 000 0. 920

冠幅　 　 　 1. 000 0. 958

地径　 　 　 1. 000 0. 804

主根长　 　 1. 000 0. 965

主根粗　 　 1. 000 0. 808

地上鲜重　 1. 000 0. 997

地上干重　 1. 000 0. 998

地下鲜重　 1. 000 0. 999

地下干重　 1. 000 0. 846

表 9　 4 年生黄枝油杉主成分提取总方差解释

Tab. 9　 Total
 

variance
 

explanation
 

of
 

principal
 

component
 

extraction
 

of
 

4-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成
分

初始特征值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 %

累积
/ %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 %

累积
/ %

1 7. 251 80. 562 80. 562 7. 251 80. 562 80. 562

2 1. 045 11. 607 92. 169 1. 045 11. 607 92. 169

3 0. 490 5. 446 97. 616

4 0. 215 2. 384 100. 000

表 10　 4 年生黄枝油杉主成分提取成分矩阵

Tab. 10　 Component
 

matrix
 

of
 

principal
 

component
 

extraction
 

of
 

4-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主成分 1 2

株高 0. 957 0. 064

冠幅 0. 895 0. 396

地径 0. 897 0. 025

表 11　 2 年生黄枝油杉逐步聚类中心结果

Tab. 11　 Gradual
 

clustering
 

center
 

results
 

of
 

2-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cm　

指标 1 2

株高 14. 67 19. 70

地径 0. 16 0. 18

冠幅 8. 69 10. 45

表 12　 4 年生黄枝油杉逐步聚类中心结果

Tab. 12　 Gradual
 

clustering
 

center
 

results
 

of
 

4-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cm　

指标 1 2

株高 96. 00 126. 31

地径 0. 84 0. 87

冠幅 38. 00 55. 30

表 13　 2 年生黄枝油杉种苗分级结果

Tab. 13　 Seedling
 

grading
 

results
 

of
 

2-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cm　

级别 株高 地径 冠幅

一级 >20　 ≥0. 1 >11　

二级 14~ 20 ≥0. 1 8 ~ 11

三级 <14　 ≥0. 1 <8　

表 14　 4 年生黄枝油杉种苗分级结果

Tab. 14　 Seedling
 

grading
 

results
 

of
 

4-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cm　

级别 株高 地径 冠幅

一级 >127　 ≥0. 8 >56　

二级 96 ~ 127 ≥0. 8 38~ 56

三级 <96　 ≥0. 8 <38　

4 结论与讨论

与其他常见物种相比,渐危、濒危物种的种苗质

量分级研究还较少,关于黄枝油杉的报道多集中于

化学成分[9] 、群落特征[10] 、光合特性[11] ,以及一些

关于遗传多样性的分析[12-13] 等方面,但在种苗质量

分级标准方面的研究未见报道。 种苗质量直接影响

·02· 第 49 卷



顾春姣,等:黄枝油杉种苗质量分级标准研究

到之后的移栽成活率、木材品质、产量等,所以种苗

质量分级是黄枝油杉木材可以资源化的因素之一。
本实验通过对不同年限 70 份黄枝油杉种苗进行指

标测定、相关性分析、逐步聚类分析,以株高、地径、
冠幅作为主要指标,并结合实际结果,制定了黄枝油

杉种苗质量分级标准。
将黄枝油杉种苗按不同年限分别分成了三级:2

年生一级株高>20 cm,冠幅>11 cm,地径≥0. 10 cm;
4 年生一级株高>127 cm,冠幅>56 cm,地径≥0. 80
cm。 2 年生二级株高 14 ~ 20 cm,冠幅 8 ~ 11 cm,地
径≥0. 10 cm;4 年生二级株高 96 ~ 127 cm,冠幅 38 ~
56 cm,地径≥0. 80 cm。 2 年生三级株高<14 cm,冠
幅<8 cm,地径≥0. 10 cm;4 年生三级株高<96 cm,
冠幅<38 cm,地径≥0. 80 cm。 该种苗分级标准科学

简明,便于操作,可用于指导黄枝油杉的栽培生产,
促进物种保护和开发,从而有利于其资源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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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树种的平均望高比 (B) 后,可将其直接代入望高

比求积式 V = 2B
3

 

g1. 3
 (h + 1),即得其材积。 为方便

使用,可以预先利用既有解析木研究出各树种的平

均望高比分级(表 7),使用时按树种级别计算。

表 7　 普雷斯勒形数( fp)分级

Tab. 7　 Classification
 

of
 

Pressler
 

shape
 

index

B fp = 2B
3

B fp = 2B
3

0. 66 0. 44 0. 70 0. 47

0. 68 0. 45 0. 72 0. 48

0. 69 0. 46 0. 74 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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