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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桦播种期和育苗技术的研究 

王凌晖 一，赵绍文1，丁允辉3，盘福林0，戴冬生 
(1．广西大学林学院．广西南宁 530001；2．南京林业大学森林资源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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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西南桦种子两种不同播种时期育苗的对比，发现秋季播种的一年生苗木比即采即播的一年生 

苗木的高生长、地径生长、主根长和侧根数分别提高 57．1 、39．5 、18．5 和 23．O ，避开了炎热夏季，根际 

病害感染程度比即采即播苗木减少 88．1 ，苗木质量显著提高，同时提出了秋季播种育苗各个时期的育苗技 

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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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wo treatments of sowing and cultivating Betula alnoides Buch—Ham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eight，diameter above ground，main roots length increment and the fine root numbers of seed- 

lings sowed in autumn were respectively 57．1 ，39．5 ，18．5 and 23．O higher than seedlings sowed in— 

stantly after their collection．Because the seelings sowed in autumn avoided fervent summer，their infection 

rate of rhizomatic disease was decreased by 88．1 and the quality of seedlings was improved evidently．The 

cultivation managements at each stage were brough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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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桦(Betula alnoides Buch—Ham)是热带山 

地、南亚热带地区的珍贵速生落叶树种，西南桦天然 

林分布于云南省东南部、南部、西部及西北部的怒江 

峡谷地区，广西西部，海南岛尖峰岭、坝王岭和吊罗 

山三大林区，四川西南部的德昌一带(王达明，1996) 

以及西藏墨脱地区喜马拉雅东部雅鲁藏布江大峡弯 

河谷地(孙航等，1996)。据报道贵州亦有西南桦分 

布(成俊卿，1980)，与我国西南部、西部接壤的越南、 

老挝、缅甸、印度、尼泊尔亦有西南桦分布，西南桦的 

模式标本采自尼泊尔(吴征镒，1983)。据报道，泰国 

清迈亦有西南桦天然分布(Fox等，1995)。印度的 

喜马拉雅地区(包括喜马偕尔邦、北方邦和西孟加拉 

邦以及阿萨姆邦等)(Shukla和Aswa，1986)以及尼 

泊尔的西南桦为间断分布。主要分布在 24。N 以 

南，少数在 24。"--25。之间。西南桦生长迅速，由天然 

林调查结果看，3O年生时胸径为 35 CITI，树高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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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蓄积量 811．78 m。·hm～，可生产木材 568．25 

m3·hm-2(郑海水等，2001)。西南桦为强阳性树 

种，喜光、耐旱瘠生境，材质优良，已广泛用作高档家 

具、木地板以及室内装修原料，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因西南桦种子在春末夏初成熟，细小且带翅，幼 

苗前期生长慢，抗逆性差，生产上育苗大多采用即采 

即播的方式，幼苗期正值炎热的夏季，立枯病害发生 

严重，管理困难，苗木质量差，造林成活率低，因此， 

确定西南桦一年生播种苗适时的播种期，掌握其苗 

木生长规律和各时期育苗技术要点，对生产上培育 

壮苗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广西大学林学院苗圃内，地处南宁 

市东北方向约 7 km处，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夏长 

冬短，干湿季明显，属于湿润季风气候，全年平均温 

度 21．6℃，月平均温度 2O℃以上有 7个月，无霜期 

330 d，年降雨量 1 300 mml育苗地地势平坦，土壤 

属于第四季红土母质赤红壤，土质为壤土，疏松肥 

沃，排水良好。 

1．2试验材料和方法 

试验所用的种子来自百色地区老山林场天然林 

的西南桦母树，4月底当果序由绿色转为淡黄色至 

黄褐色时，及时采收果穗，摊放在室内干燥阴凉处 

(切忌暴晒)，经过 3～5 d，将果穗轻揉抖动，取出种 

子，一部分即采即播(5月 7日)，另一部分(秋播的 

种子)放人3～5℃的冰箱贮藏到 1O月 7日播种。 

两种播种期育苗在播种后 1O～15 d苗木出齐后采 

用一致的育苗管理措施，及时进行除草、喷药(预防 

苗木病害)、灌溉、追肥及间苗等常规育苗管理。同 

年的6月18日和 11月 18日分别开始在试验地内 

随机抽取 2O株苗木作为生长量测定的固定标准株， 

在生长期内每隔 20d定期测定苗高和地径生长量， 

同时在周围选择与其苗高和地径一致的苗木观测地 

下主根与侧根生长情况以及立枯病害发生情况；为 

适用于生产上培育一年生播种苗上山造林的需要， 

两种播种时期的苗木观测和研究的时间均为 1 a，虽 

然每次测定对应时间不一致，但一年中经历的各季 

节影响是一致的，通过比较两种播种时期的 1年生 

苗木的质量和病害感染程度，目的在于确定西南桦 

一 年生播种苗适宜的播种期以指导生产。 

2 结果与分析 

2．1苗高、地径及地下根系年生长过程比较 

从表 1可看出，西南桦秋季播种的一年生苗的 

苗高、地径及地下根系生长量在苗木生长初期比不 

上即采即播的一年生苗木的同期生长量，这是因为 

秋季播种后的生长初期处于气温较低的时期，因此 

苗木生长较缓慢，但秋季播种(10月 7日播种)的苗 

木苗高、地径及地下根系的主根和侧根生长量分别 

在 5月 17日(约 190 d时)、6月 26日(约 230 d 

时)、4月 7日(约 150 d时)首次超过了即采即播苗 

木的同期生长量，而且不同器官首次超过的时间略 

有不同，这与不同器官在春季萌动早晚不一样有关， 

地下根系萌动早，其生长量首次超过的时间分别比 

苗高和地径生长量首次超过的时间提早 40 d和 8O 

d。 

从表 1还可看出，在苗木生长达一年时，秋季播 

种的苗木苗高、地径及地下根系的主根和侧根的平 

均生长量分别比即采即播苗木的同期生长量提高了 

57．1 、39．5 、18．5 、23．0 ；从次年进人生长初 

期和速生期(2～7月)苗木各器官的净生长量来看， 

虽然秋季播种苗木的地径净生长量比即采即播苗木 

的同期净生长量下降 5．3 ，但秋季播种苗木的苗 

高、地下根系的主根和侧根的净生长量分别比即采 

即播苗木的同期净生长量提高了 1．9 、19．3 、 

15．7 ，总的来说，苗木的综合质量得到了提高。 

2．2苗木立枯病害感染程度 

从表 1苗木立枯病害感染程度比较来看，秋季 

播种的苗木立枯病害感染程度比即采即播苗木减少 

9O．4 ，这一点对生产上育苗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对 

于夏熟种子，一般认为种子寿命短，难贮藏，传统上 

大多采用即采即播方式，但对于西南桦，即采即播的 

苗木幼苗期正值高温高湿的夏季，立枯病害很容易 

发生并迅速蔓延。而本次试验证明将种子低温贮藏 

5个月，种子发芽率并没有明显下降(实验室测定仅 

下降3．7 )，秋播的苗木立枯病害感染程度大大减 

少，苗木质量也大为提高。 

3 小结与讨论 

对西南桦播种育苗而言，本次试验表明秋季播 

种培育的1年生苗木与即采即播培育的一年生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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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苗木苗高、地径及地下根系平均生长量分别提 

高了57．1 、39．5 、18．5 、23．0 ，苗木的质量 

得到了提高；从苗木立枯病害感染程度比较来看，秋 

季播种的苗木立枯病害感染程度比即采即播苗木减 

少 90．4 ，这一点对西南桦在生产上育苗具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 

表 1 西南桦秋季播种和即采即播苗木生长及病害观测 

Table 1 The growth and rhizomatie disease of seedlings sowed in autumn and seedlings sowed instantly 

西南桦秋季播种一年生苗育苗技术措施主要抓 

好4个时期的工作：(1)出苗期：10月上旬播种，从 

幼苗出土到真叶展开之前，约 1O～15 d。由于西南 

桦种子细小，播种前应细致整地，要求土块细碎，床 

面整平，掌握适宜的复土厚度(O．4～0．6 mm)，灌溉 

时尽量采用喷雾法，以免水滴大而将种子冲出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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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期幼苗娇嫩细弱，抗性差，应及时搭盖荫棚，为 

幼苗出土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注意冬季的保温防 

寒工作。(2)幼苗期：2月上旬至 4月上旬，持续时 

间约60 d。南方气温回升较早 ，苗木较快进入生长 

初期，育苗的关键技术是采取保苗措施，每隔 7～1O 

d喷药预防立枯病害的发生(可选用波尔多液、或 

800倍液的多菌灵、甲基托布津等)；加强水肥管理， 

及时松土除草，追肥可施用低 N高 P的混合肥，促 

进地下根系生长；雨季应特别注意及时排水，以防积 

水而影响根系的生长；3月下旬可分次拆除荫棚，给 

苗木逐步增加光照，并进行 1～2次间苗。(3)苗木 

速生期：从 4月上旬至 9月中旬，持续时间约 160 d。 

此期是决定苗木质量的关键时期，育苗措施应满足 

苗木在速生期所需的水、肥和光照，加强苗木田间管 

理，及时中耕除草，适时进行灌溉；10～15 d追肥 1 

次，前期施用氮肥，后期施磷、钾肥，到 9月上旬停止 

施肥；注意排水防涝。采用浓度为 5O×10 mg／L 

的ABT6对西南桦苗木叶面喷施，在苗木分枝数、 

单株叶面积、苗木干鲜重及苗木根系生长发育方面 

有显著的提高(王凌晖等，2002)。(4)苗木生长后 

期：9月中旬到 12月上旬，持续时间约 8O d。此期 

间育苗技术措施主要是促进苗木木质化，控制或停 

止灌溉，防止苗木徒长，提高苗木对低温和干旱的抗 

性，采取适当的御寒防冻措施。 

西南桦苗木的苗高、地径及地下根系生长过程 

呈现明显的“慢一快一慢”节律。出苗期和幼苗期苗 

木生长缓慢，种子细小，苗木娇弱，抗性差，防病保苗 

是关键，注意灌溉采用喷雾式，西南桦苗期生长要注 

意水肥的管理，特别是水的管理，幼苗期水分不可过 

多，更不能缺水，土表发 白即应浇水，否则苗木一旦 

出现枝叶干枯现象就难恢复生长或导致死亡(郑海 

水等，2001)；苗木速生期是促进苗高和地径生长、提 

高苗木质量的关键时期，应加强水肥管理，保证苗木 

有充足的水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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