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家科技 93

林 业园艺
LINYEYUANYI

黑木相思（AcaciamelanoxylonR.Br.）是豆科，金合

欢属常绿乔木，亦为相思类最高大乔木之一。原产地在

澳大利亚南部地区，由于原种植源地具备较大的差异，

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高度及胸径也会产生一定差异。

黑木相思木材质量优良。其木材呈现棕色及黑棕色，内

部有红色条纹，木纹分布整齐，且有斑点、雨点、提琴

状等美丽图案，具备较强的抗寒性能及耐旱等性能。黑

木相思具备较强的改土性能，非常适合种植在我国的福

建南部、广东省、广西南部及海南省等地区。广东省已

经引进黑木相思培苗项目，树枝枝干生长明显，并大力

推广。广西作为中国南部生态屏障，黑木相思的引种推

广，进一步寻找替代树种，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黑木相思的生态学、形态特征及应用

（一）黑木相思的生态学特性

黑木相思原适生区主要为暖温带地区，该区域的温

度与我国广东及广西南部等地区相似，分布于两广的低

坡、丘陵、山地等地区，特别适合生长的土壤为冲积土

及森林灰壤土质，少部分生长在灰壤、砂壤及矿渣类型

的土质中。黑木相思喜光、耐干旱、耐瘠薄，能耐-6℃

低温，生长寿命较长。

（二）黑木相思的形态特征

黑木相思外形形状类似于灰木相思树种，二者经常

被混淆，叶片外观为叶柄较小且直，呈现长披针形，叶

子长度约为 8 ～ 13cm，宽 0.7 ～ 2cm，长为宽的 4 ～ 12

倍，主脉 3 ～ 5出，小枝不下垂，与主干成锐角；种子

64000 粒/千克。

（三）黑木相思的价值及应用

黑木相思材质优美，其价值较大，作为各种木制家

具的贴面板材或直接制成家具，且木材的声学性能优

异，常作为优质的小提琴背板；具备良好的绿肥及蜜源

植物资源，在当前的树种结构调整中，有利于生态功能

升级；黑木相思的经济及生态效益较高，每吨可达 3000

元，且还有往上涨的趋势，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还可

黑木相思高产林经营管理模式及应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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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森林经理学的基本理论，以三门江林场黑木相思基地为实践依据，从造林措施管理、营林措施管理和护林管理，对黑木相思进行精细化经

营管理深入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精细化经营管理模式下，黑木相思树高生长达到 3.5m/a，胸径生长 2.5cm/a，是其他四个引种地的两倍；22 个月树高

达到 6.8m，取得了明显的经营管理成效。建议黑木相思高产林经营管理及推广采用精细化经营管理模式进行经营，提高其经济效益，有望成为广西地区等四

大当家树种。因此，应为黑木相思优质高产林积累经验，更好地指导实际生产，提高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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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为公路绿化种树，有较强的抗氯气、二氧化硫及氧

化氢能力，也可以种植在污染较为严重的区域用来改良

空气，应用价值多且广泛。

二、黑木相思基地的自然条件及树种构成

（一）基地自然条件概况

三门江林场黑木相思基地位于北流市平政镇、石窝

镇、六靖镇等乡镇，地理位置为 22° 15N，110° 33E，

林地属低丘地貌，缓坡地，光照充足，土壤为花岗岩

与页岩形成的赤红壤，土壤肥力中等。气候属中亚热带

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21.7℃，温度≥l0℃的年积温

7466℃，雨水充沛，年降雨量 1600 ～ 2100mm，年蒸发

量 1595mm，年平均相对湿度 78%。

（二）黑木相思树种构成及来源

在广东湛江等地的引种基础上，采用昆士兰以南地

区的品种，优选出适合广西区的黑木相思品系 13号、17

号和 53号，由广西区八桂种苗基地代培。采取组培方式

繁殖，轻基质小杯培育 3 ～ 5个月，出圃苗高 25cm以

上，地径 0.4cm以上。

三、黑木相思基地的林地区划、调查、评价

遵循森林经理学的要求，对林地进行详尽的调查、

规划及评价。在细致深入的调查基础上，全面进行林地

规划，准确定位林地生产力，为营造优质丰产的黑木相

思林打好基础。

（一）明确培育目标，合理制定培育方案

黑木相思在广西引种面积极少，可参考的依据不

多。结合 2012 年约 8800 亩油茶低产林的实际情况，剔

除村民抵制干扰较多的地块，北流市黑木相思基地可造

林面积约 5500 亩，参照 2019 年石窝镇上珍村七冲 79亩

黑木相思引种试验的经验，培育目标为中大径材黑木相

思成熟林。按照黑木相思速丰林的模式进行营造，采伐

年限 16 ～ 18 年，采伐胸径 20cm以上，蓄积量达到 25m³

以上。参照桉树速丰林的经营方案进行经营管理，合理

运用中央财政资金，推进科技示范项目，推广黑木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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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种成果及营造林技术，深入研究黑木相思的精细化

管理技术，造林成活率超过 95%，多年生保存率 90%以

上，每年高生长达到 3.5m以上，胸径生长 2.5cm以上。

（二）适地适树，精细调研，打造精品黑木相思高

产林

黑木相思造林地均选择在海拔 700m以下低坡及丘

陵地块，基地阳光较为充足，土壤为酸性红壤土和沙壤

土，土层厚度中等，保水保肥能力较差。林地在此前为

油茶低产林，普遍进行过人工垦帯，经营效益不高，为

黑木相思高产林创造了较好条件。部分林地受薇甘菊危

害，综合林地价值中等偏下，在定植黑木相思后，需持

续不断地加强林地管护。

（三）因地制宜，因地施策，高度重视场群关系

管理

受当地村规民约的影响，部分林地种植黑木相思受

到抵制，或干扰生产经营，个别营林工序难以进行，增

加营林管护难度，做到一地一策，灵活调控，因地施

为，及时理顺场群关系。

（四）一地一策，动态管理，及时归档总结

黑木相思在广西区内引种成片面积达到 10亩以上

的较少，对经营措施方面的应用比较少，深度研究相对

比较缺乏。在进行基地建设时，做好档案建立及管理，

做到每一块地块均实行三级动态同步管理，及时归纳总

结，纠正经营目标误差，为黑木相思优质高效速丰林积

累经验，更好地指导今后的营林生产。

四、黑木相思基地的造林与营林措施管理

（一）适地适树精选种，良种壮苗抓关键

抓准目标任务，从关键技术点切入，抓好良种壮苗

选用，提高项目成效。三门江林场黑木相思北流基地造

林面积为 5847.85 亩。其中项目示范林 532 亩；油茶*黑

木相思混交林 5487.85 亩（含示范林 532 亩）；桉树*黑

木相思混交林 360 亩。黑木相思高效栽培技术推广项目

是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2020TG24）。

1.项目建设目标。一是营建黑木相思示范林 500亩，

示范林第 1年成活率 95%以上；三年生保存率 90%以

上，平均树高 5.4m、胸径 5.4cm以上；年均生长量，

树高 1.8m、胸径 1.8cm以上；二是编写相关技术手册 1

套，培训人员 100 人次以上；三是项目实施期间，宣传

报道 2次以上。

2.关键技术点。为丰富树种结构、提高林分质量、提

升生态效能功能等级、降低森林火灾隐患，增强林分涵

养水源能力，增加珍贵林木资源，为桂中地区的生态安

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一是推广黑木相思

引种栽培技术；二是推广黑木相思造林与抚育技术；三

是营造黑木相思示范林。

3.造林苗木品系监督。在广东湛江等地的引种基础

上，结合 2019 年 79 亩引种试验，采用昆士兰以南地区

的品种，优选出适合广西区生长的黑木相思品系 13号、

17号和 53号进行造林；苗木规格要求是轻基质小杯培育

3～ 5个月，出圃苗高 25cm以上，地径 0.4cm以上。

（二）因地制宜细施策，适地适策抓执行

抓准立地条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一是精心备

耕；二是精准用肥；三是精心调配，细心定植。

1.精心备耕。备耕时间提前在定植前 1～2个月，按

照 3×3的株行距进行人工明坎的开挖，每亩 75坎；挖

坎规格为长×宽×深 40cm×40cm×30cm，沿水平等高

线成行分布，保持一个月左右的晒坎风化；

2.精准用肥。定植前 10d左右，进行放基肥回坎，按

照 500 克/坎施放，回表土拌均匀后再填埋心土，回坎至

八分满即可；亦可全部回满土，但坡上位置必须留置环

形浅沟，达到收集雨水的效果，提高造林成活率的目的；

3.精心调配，细心定植。做到苗木调配精准、定植时

间要精确、苗木定植要细心、巡查管护要细致。

（三）适境匹配巧管理，粗中有细抓落实

抓细营林抚育措施，确保两率达到高标准。一是铲

草松土必回蔸，风吹雨刷根扎牢；定植后，勤管细护，

及时调查苗木成活率，及时铲坎护苗，提高保存率。缺

苗的坎结合铲坎及时补植，补植时间不超过 20d ；铲坎

宽度不小于 1m见方；铲后松土必须回蔸，达到保护根系

目的；根据实际情况，每年铲坎不少于 1次；或按照精

细化管理要求，定植后根据土层密实度实际情况，部分

地块必要进行垦帯工序，以疏松土壤，促进成林，可大

块翻土，进行风化，增强保水保肥能力，提高地力。二

是追肥精准应赶早，深浅相宜随根毛；结合铲坎工序施

工，采用尿素 100g左右进行第一次追肥。追肥时注意做

到撒施均匀，结合铲坎覆土；第二次追肥可在当年的 8

月进行；两年生以上八年生以下黑木相思林，每年 2月

前进行一次追肥；注意做好根系分布调查，根据根系分

布情况，确定施肥坎开挖位置，避免肥害。黑木相思侧

根系发达，根系间营养争抢较强，1 ～ 2年生黑木相思

表层根系长度可以达到 1.5 ～ 2m以上。挖追肥坎时，根

据根系分布情况开挖施肥沟，控制挖坎位置在毛细根末

端外，有利于根系尽早尽快吸收肥分，促进树体生长。

施肥坎规格为 30cm×20cm×20cm，500g/坎，做到肥

料施放足量均匀，无漏放漏回坎现象，回土严实。三是

除灌去杂当及早，去留合理生态好；在铲坎追肥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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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杂灌杂草的生长速度，在高度超过苗木高度 3 ～ 5倍

且不超过 1m时，及时进行全割砍杂，砍桩高度不高于

10cm，做到边无漏砍漏割，方便后期开展抚育工作。根

据杂灌杂草的生长速度，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两次全割砍

杂。多年生选择除草剂模式控制杂草生长，郁闭后根据

实际需要选择除草模式。砍杂除草考虑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情况下，保留树下坡约 80cm带状杂草，占总比 25%，

杂灌桩高 10cm以上砍除。四是修枝合理应适时，干直

高效繁且茂；黑木相思树冠侧枝生长较快，结合经营目

标，主要选择一根主干为培育目标，其余侧生主干应及

时控制其生长，在侧枝径围生长至主干的 2/3 倍时，对

侧枝进行短截，剪除侧枝长度的 1/3 ～ 2/3，离分支处长

度不少于 30cm，确保主干材质不受白腐病的影响，同

步清理病弱枝。注意修剪时，避免侧枝撕裂至分支处。

根据生长情况需要，对修剪后二次生长的侧枝或上方侧

枝进行多次短截，控制营养分配，促进主干成型；对前

七年且在 15m以下的侧枝均进行修剪，保留侧枝上的小

枝及叶片无须清理，以增强光合作用。五是细抓勤管明

目标，速生高产有成效。定植后做好巡护，及时控制虫

害和其他破坏，及时补植缺蔸或断头苗木，确保造林成

活率 95%以上，三年生保存率不少于 90%。抓细抓好

管护，发现存在问题，不能现场解决及时上报。不留死

角，精细管理，促进林木生长；初步测定数据为：日均

高生长 0.8cm以上，全年高生长 3m以上，2019 年引种试

验林年均胸径 2cm以上，成效显著。

（四）合情巧用常沟通，严防严控抓常态

一是加强修养，确保成效。广西是中国南部生态屏

障，对全面提升中国生态质量层次具有重大的作用，努

力提高执行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培养创优意识、建立

全局意识，有效控制薇甘菊危害，在营林施工或验收过

程中，调查发现约 30%的黑木相思林地受薇甘菊危害，

采用灭薇净或触杀类除草剂进行 3～ 4次/年控制，保护

好既得成果，全面提升森林管护能效；二是加强监测，

严防严控。黑木相思病虫害种类类似于桉树速丰林，参

照桉树病虫害监测时间、种类、防治措施，每年 3、6、

9月展开食叶害虫的监测调查；4月和 10月调查大蝙蛾

的危害情况，目前基地内部分黑木相思 53号已发现有危

害粪包，虫口密度 1 ～ 3个/株，应及时用 800 ～ 1000

倍杀虫剂进行注射灭杀，提高树干成材率，做到严密监

测，严格防控；三是加强学习，测控结合。黑木相思为

新近引进物种，各层级人员应加强对病虫害种类的识别

甄别，掌握各类病虫害的生物学特性，对其发生发展规

律做到心中有数，做好发生预测，实地验证，及时根据

对应病虫害种类采取防控措施，控制危害程度在轻微级

别内；四是促进转化，灵活施策。通过不断学习、借鉴

类似防控技术，或通过合作，将新方法新防控技术、药

品应用到防控过程中，高效转化专业技能，针对性地采

取有效措施或技术，及时灵活施策，保护好森林。

五、结束语

对造林措施管理、营林措施管理和护林管理等三方

面进行精细化经营管理，成效显著。2021 年 12 月营林

生产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木高生长达到 3.5m/a，胸径生

长 2.5cm/a，比同期场内四个引种地零星黑木相思引种试

验 1.7m/a高两倍；22个月树高达到 6.8m，取得了明显的

经营管理成效。推行精细化管理的“三精四细”模式，

高标准造林护林，达到引种示范效果和配套经营管理模

式的要求。建议黑木相思高产林经营管理及推广采用精

细化经营管理模式进行经营，提高其经济效益，广西区

寻找下一个替代树种中，其有望成为广西区的第四大高

产林当家树种。因此，应为黑木相思优质高产林积累经

验，更好地指导实际生产，提高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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