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容易忽略海拔高度对针叶树木的生
长的影响，有的学者从个例而推断，海拔高度对侧柏的生长有明
显的限制作用，断定海拔 600m以下，侧柏能正常生长（1.周光
裕，1986），但是 600m以下海拔高度对侧柏生长有无影响，影响
程度多大，这个问需要认真探讨。

一、材料来源
材料主要源自山东省林业监测规划院 1988 年，1992 年，

1997 年，2002 年 4 次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资料，及一些其他关
于侧柏、松类及作物生长机理资料。

二、研究方法
根据陈宪（2）、胡海燕（3）、张德全（4）、吴志拓（5）

等人的研究和计算方法，充分利森林资源连续清查卞片资料，搜
集关于侧柏林分的卞片资料，进行输机，用电子表格格式，只保
留样地号、海拔、平均（2）年龄（符号A，单位a）、平均胸径
（符号D，单位cm）、平均高（符号H，单位m）、林分蓄积（符
号M，单位 0.0001m3）项目，并用以公式算出年平均胸径生长量
D-=D/A（单位cm/a），树高平均生长量H-=H/A（单位m/a），用
公式Z=M/A计算出平均年均生长量（单位 0.0001m3），用经验公
式M1=0.91972184D1.8639778H0.83156779 计算出平均木蓄积（单
位 0.0001m3），用公式Z1=M1/A计算出平均木年均生长量（单位
0.0001m3），所有这些数据均列电子表中，以期进行统计分析。

由于报所有材料均以 1 亩方形样地（667m2，样点为样地西
南角点，样地方向为坐标方位角的东西南北的正方向）为调查样
本单元，而且样本抽样采用 1 ∶ 5 地形图双千米网（1988 年为
2km×2km，其余采取 4km×4km）机械布点的办法，经调查所有
样地均无特殊对待，而且下期样地全为前期的复位样地，因此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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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充分利用山东省森林资源清查调查材料，用数理统计方法，通过海拔 100m差距间及总体内及它们的差异性检验，得出结论海拔对侧柏的生长

存在显著性影响，介绍了研究方法、过程、以及对研究结果的分析，并对其实践应用指出了方向，同时指出本研究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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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及各个海拔段（1 ～ 100，101 ～ 200，201 ～ 300，…501 以上，
代码分别定为 1，2，3，…6）的样本总体（即全部及该个海拔
段的所有样地调查数据及其派生数据）均遵从正态分布，用 2 个
方差齐性检验的办法来验证各个海拔段间各数量指标的差异显著
性，进行一对一的比较检验。用各组内实验次数不等的情况下单
因素方差方析来检验总体各因素之间的差异显著性的F检验（由
于公式及运算过程烦琐，笔者采用计算机的电子表格计算完成，
予以省略，只给出计算结果）。

三、研究结果
经过材料整理取舍，统过计算机计算，反复核实无误后，得

出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通过查表比较，得出指标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表（表 1），表

中※，代表危险率 0.1，即 90%的可靠性存在显著性差异，※※
代表危险率 0.05，即 95%的可靠性存在显著性差异，※※※代表
危险率 0.01，即 99%的可靠性存在显著性差异。从表中可以看出
表现最好的有F5-1、F6-1，表现较好的有 5-2，也就是说高海拔
与低海拔段之间各指标存在显著差异，表现最差差的是F4-2，可
能是各种偶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低海拔可能受到人为噪声影响较
大，而对树木生长不利，而高海拔人为影响较小，反而对树木生
长较为有利。从检验指标属性来讲，差异显著性表现较好的有平
均树高年生长量与材积多年生长量（即样地蓄积），材积年均生
长量、与单株材积平均年生长量表现次之，表现最差的就是多年
平高（即样木增均高）和多年平均胸径（即样木平均胸径）值得
一提的是F6-5 表现较好，说明海拔 500 ～ 600m，为侧柏生长量
受海拔影响增益的转折点，海拔 600m以上不再提倡种植侧柏，可
适当搞一些试验性种植，有成功经验后方可推广开来。

表 1显著性评价结果表

s m D D- H H- M Z M1 Z1
1 16

F2-1 2 46 ※※ 　 ※※※ ※※※ 　 ※※※
F3-1 3 41 　 　 ※※※ ※※※ 　 ※※※ ※※
F3-2 3 41 　 　 ※※ ※※※ ※※※ ※※
F4-1 4 38 ※ ※※ ※※※ ※※※ 　 ※※※
F4-2 4 38 ※ 　 ※※ 　 　 　 ※※
F4-3 4 38 ※ 　 ※※※ ※※ ※ 　 ※※※
F5-1 5 18 ※ ※※※ ※※※ ※※※ ※※ ※※※ ※※※
F5-2 5 18 ※※ 　 ※※ ※※ ※※※ ※※ ※※※
F5-3 5 18 ※※※ 　 ※※※ 　 　 　 ※※※
F5-4 5 18 ※ 　 　 ※※ ※※※ 　 ※※
F6-1 6 18 ※ ※ ※※※ ※※※ ※※※ ※※※ ※※※
F6-2 6 18 　 　 　 ※※※ ※※※ ※※ ※※※
F6-3 6 18 　 　 　 ※※※ ※※※ 　 ※※
F6-4 6 18 　 　 ※※※ ※※※ ※※※ 　 ※※※
F6-5 6 18 ※※ 　 ※※※ ※※ ※ 　 ※※※
F总 177 　 ※※※ 　 　 　 ※

注：S代表海拔段，m代表样本（即样地）数量，F2-1 为海拔段 2 对海拔段 1 的项目（余同，下同），F总代表总体F值。



总体检验结果表明，除胸径平均年生长量有极显著性差异
（99%）可靠度、蓄积年生长量表现一般性差异显著（90%可靠
度）外，其余指标均表现出差异不显著。

四、讨论与说明
总体检验结果，树高平均年生长量无显著性差异可能是由于

样本过少的原因造成的（特别是高海拔和低海拔更少），笔者认
为可在对别的树种检验分析中得到证实，将在下一步的研究中进
行解决，但胸径年均生长量表现差异显著，就说明了海拔段对树
木生长量有显著的影响。各海拔段间的指标差异性检验，也可使
用多重比较的q检验法与S检验法，用假设差异性检验法已说明问
题，笔者由于时间及水平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再进行了，感兴
趣的朋友不妨一试，以使此项研究更加完整可靠，由于技术资料
及时间等方面的限制，本研究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在实际工作应
用中应从际出发，根据当地生产实践经验加以修正与验证，以把
此课题的研究更加引向深入，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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