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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交林是指通过种植两种以上树种形成的种植林，

近年来在人工造林过程中获得广泛应用，相较于单一树

种而言，通过合理搭配的方式营造混交林能够有效提升

树木生长效果，增强生物多样性，降低林木病虫害的发

生概率。桉树作为我国人工种植林的主要树种之一为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大量的树木资源，但是人工桉树林树

种单一也导致例如产业结构单一以及生物多样性下降等

问题。依靠桉树混交林营林技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当

前阶段人工桉树林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因此针对桉树

混交林营林技术进行探究具备重要意义。

一、桉树混交林种植效益

（一）保持土地土壤肥力

选择合理树种与桉树搭配种植形成桉树混交林能够

对于树林土壤肥力起到积极的保持作用，进而有效减轻

人工种植林存在的土壤肥力消退的问题，提升桉树混交

林种植生态效益。单一树种人工种植活动需要在较大范

围区域内营造树林，这就导致树木在生长过程中会对于

土地肥力造成严重侵占，不仅会降低树林生物多样性，

还会对于后续人工种植林木的效果造成严重影响。桉树

作为一种速生经济作物，将其作为单一树种进行大面积

人工种植可能导致土地肥力出现严重衰退，一方面由于

桉树速生林自身的生长特性，由于桉树生长效率较高，

在生长过程中会对于土地肥力进行过度攫取，土地存在

的大部分肥力供给桉树，但是恢复过程缓慢，因此导致

土地肥力出现严重降低。另一方面，桉树速生林人工种

植方式也会对于土地肥力造成严重损失，很多桉树种植

林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忽视对于林地的科学管理，桉树种

植间距过密、土地植被破坏等都会导致土地肥力流失，

进而导致肥力下降。桉树混交林可以对于桉树种植过

程中存在的肥力减退问题进行有效解决，以豆科植物为

例，豆科植物能够与固氮根瘤菌形成良好的共生关系，

然后依靠固氮根瘤菌将空气中存在的氮气转化为能够被

植物所利用的氨类物质保留在根系当中，从而增强土壤

肥力，有效改善土壤养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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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空间利用效果

相较于单一树种种植，桉树混交林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对于林地空间进行更加充分的利用，提升人工种植的

整体经济效益。不同树种生长过程中对于生存空间有着

多样性的需求，桉树人工林一般生长可达 20m，造林

后 3年后即可陆续开花结果，在其生长旺季一般最快一

天可以增长 3cm，一年可以完成 10m的生长距离。较快

的生长速率会导致人工桉树林林下存在较为密集的空置

区域，导致林地空间出现一定浪费。通过科学选取树种

与桉树形成混交林，能够在不影响桉树正常生长的情况

下对于林地空间进行充分利用，进而使得林木蓄积量对

比单一树种种植获得有效显著提升。相思类林木是一种

常见桉树混交林树种，桉树与相思类树种的混交模式会

在林木之间形成显著分层，可以对于林地空间以及光能

进行更加充分的利用。桉树与相思类树种混交对于桉树

生长的影响相对有限，不会对桉树生长高度造成较大影

响，但是会对于桉树树径造成影响，因此该种混交模式

更加适用于具备特殊直径要求的桉树种植过程当中。

（三）提升树林生物多样性

人工林种植活动需要在大范围区域内培育单一树

种，单一树种的种植会对于林地生物多样性情况造成一

定影响。桉树人工林作为一种人工种植形成的林地生态

系统，相较于天然树林自然会存在生物多样性相对较差

的问题，同时由于速生桉树林自身生长特性等因素导致

其会对于土地肥力严重侵占，影响林地植被的多样性。

同时，部分地区在桉树林种植过程中为保障桉树林能够

快速生长，会通过人工的方式对于桉树林下存在的杂草

等植被进行清除，由于管理不规范或者生态保护意识不

足等很多地区会依靠化学制剂进行除草工作，这就使得

桉树人造林会衍生出对于林地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的问

题。对于桉树周围杂草进行的不规范清除活动不仅会导

致林地植被遭到破坏，相应的还会对于菌类以及其他昆

虫正常生存造成影响，从而导致桉树人工种植活动对于

林地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桉树混交林作为多种树种混

合种植的营林方式，相较于单一桉树种植而言能够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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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生物多样性起到一定的保护和提升效果，在保障桉

树种植经济效益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桉树种植对于生态

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例如依靠杉木与桉树混交，灌木

层、草本层生物多样性相较于单一桉树种植均得到了明

显提高，杉树作为针叶林能够与桉树形成良好的空间分

层，同时能够确保光照对于地表植被的照射，依靠完善

的地表植被为其他昆虫类植物提供生存环境，提升混交

林生物多样性。

二、桉树混交林营林原则

（一）科学选取混交树种

科学选取混交林树种是桉树混交林营林工作的重要

原则，对于混交林种植效益以及生态环境都会造成严

重影响。混交林营林对于树种的选择首先需要明确混交

林种植地域，按照树种的地域分布原则确定混交树种，

确保混交林能够获得良好的生长。不同林木都有着自身

独特的生长特性，综合桉树混交林营林区域气候、土壤

等因素科学选择林种能够为混交林科学生长打下良好基

础。桉树原产于澳大利亚，后因其生长较快、经济价值

较大等特点被引入我国进行大范围人工种植。桉树生长

过程中对于光照、降水等有着较高的要求，适合生长于

降水偏多、土层深厚的地区，在我国桉树大范围种植区

域主要集中于福建、广西、云南以及四川等地，因此针

对混交林树种也需要从桉树种植地本土树种进行选取，

确保混交树种能够良好生长。其次，桉树混交林混交树

种选择需要结合桉树以及混交树种的生长情况进行选

取。桉树生长速率较快，降水、光照等充足的条件下最

快可以 3年开花。为避免混交树种生长对于桉树光照等

资源进行侵占，一般选取乔木等作为混交树种，生长过

程中位于桉树下端，可以依靠桉树林间阳光获取充足的

光照资源，同时也不会影响桉树生长。针对桉树混交林

树种的选择需要格外重视混交树种生长规律对于混交林

营林效果的影响，按照混交树种生长高度确定种植时

间，一般需要先将桉树进行种植然后等待一段时间再开

始混交树种的种植，这样能够避免混交林中不同树种因

为相同高度抢夺生长资源的问题。

（二）严格控制混交比例

混交比例对于桉树混交林营林效果会产生重要影

响，因此桉树混交林营林需要对于混交比例进行严格控

制。桉树混交林常见的混交方式主要有株间混交、带状

混交、行间混交以及块状混交等，按照混交林地理环

境、混交树种等严格控制混交比例能够保障桉树混交林

取得良好的生长效果。控制混交比例首先需要考虑桉树

与混交树种之间存在的竞争情况，要确保混交比例能够

为不同树种生长留置足够的生存空间，从而保障混交林

营林效果。例如桉树喜阳，因此对于混交比例控制应当

充分满足其生长过程中对于阳光的需求。除此以外，由

于桉树根系较为发达，因此也需要格外重视地面种植间

隙。其次，针对桉树混交比例进行控制需要明确桉树与

混交树种的经济价值，一般情况下混交树种种植比例相

应低于桉树，这样才能够保证桉树混交林实现良好的经

济收益。如果混交树种也具备较高的经济价值，那么可

以适当降低桉树在混交林中的占比，在保障混交林经济

效益的同时提升桉树混交林生态效益。

（三）规范混交林间管理

针对林地开展林间管理对于保障营林效果有着重要

作用，依靠良好的林间管理能够进一步提升林木种植活

动的经济效益。规范混交林间管理活动一方面可以保障

混交林种植效益，另一方面也能够降低混交林种植对于

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影响。混交林林间管理活动首要目

的是对于林间杂草等进行处理，避免过于繁盛的杂草与

桉树以及混交树种抢占地力资源，适宜的林地植被能够

有效起到保持水土的效果，从而促进桉树生长，但是在

降水资源相对充沛的地区会出现杂草过度生长的问题，

对于混交林种植效果造成影响。林间管理应当对于杂草

清理方式进行规范，重视依靠人力以及机械等方式进

行处理，使用化学药剂进行杂草清除时需要科学设定比

例，避免药剂在林间大量残留对于桉树等树种生长造成

影响。其次，林间管理工作需要对混交林生长情况进行

检查，针对混交林中存在的树种死亡的现象进行调查，

明确树种死亡原因并且探究相关的解决方式。如果由于

树种选择不当则需要重新选择树种进行补种，如果由于

病虫害导致树种大量死亡则需要依靠针对性的病虫害防

治工作提升混交林种植效果。林间管理并不只是简单的

对于混交林林间存在的杂草等进行清除，还需要对于混

交林整体营林情况进行检查，确保混交林能够取得良好

收益。

三、几种桉树混交林营林技术探究

（一）桉树与红椎混交林营林

红椎属于乔木属的一种，该种树木喜好温暖湿润的

环境，一般生长于阴凉坡地当中，因此广泛分布于我国

福建、湖南以及广西等地，最高可生长超过 24m。红椎

木材材质优良，硬度较高，同时具备较好的耐腐蚀性，

在家具制造以及建筑装修等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红椎是桉树混交林种常见的混交树种之一，将红椎与桉

树混交具备多方面优势，首先，二者对于光照资源的

要求差异巨大，桉树作为喜阳树种生长过程中需要充足

的光照资源才能够满足生长需求，但是红椎作为一种半

阴树种不需要光照资源，因此将红椎与桉树进行混交可

以首先栽种桉树，待其生长一段时间以后再进行红椎种

植，依靠桉树能够为红椎营造良好的阴凉空间，双方并

不会因为光照问题影响自身生长。其次，桉树树径一般

位于 12 ～ 18cm这一区间内，而红椎树径则一般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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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m，这一特征能够使得桉树、红椎混交林能够保持比

较良好的林间关系，依靠科学设计种植比例能够有效避

免混交林生长竞争问题，保障混交林种植能够取得良好

的经济效益。除此以外，选取红椎作为桉树混交林树种

能够对于桉树林地土壤起到良好的改良效果，从而使得

混交林能够具备更好的生态价值，为桉树种植可持续发

展提供有益帮助。

（二）桉树与大叶栎混交林营林

大叶栎作为广西乡土树种在我国南方地区有着广泛

的种植，其性质偏阳，根系十分发达，种植以后能够

对于土壤形成较强的保持效果，可以起到十分显著的缓

解水土流失的效果。同时，落叶层厚并且容易腐烂，落

叶淤积能够增强土壤肥力，从而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

选取大叶栎作为混交树种与桉树进行混交种植首先是因

为大叶栎作为乡土树种其对于生长条件要求与桉树具备

较强的一致性，可以实施混交种植，能够避免后期因为

树种死亡而导致进行补种。其次大叶栎能够对于林地土

壤起到良好的改良效果，由于桉树生长过程会对于林地

土壤肥力造成严重侵占，导致土地肥力下降，因此混交

林树种选取需要重视对于土壤肥力的补充。大叶栎落叶

层厚并且容易腐烂，待其腐烂变质以后能够作为养料肥

沃土地，从而对于土地肥力起到良好的补充效果。大叶

栎与桉树混交种植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混交林中大叶

栎生长量由于纯林种植，混交林蓄积量也得到了显著提

升，并且针对混交林林地植被资源进行调查可以发现林

地植被生物多样性相较于单一桉树或者单一大叶栎更加

丰富，有效降低了人造林对于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取

得了经济和生态两方面效益。

（三）桉树与灰木莲混交林营林

灰木莲是木兰属常绿阔叶树种，具备生长快、美观

性强等多种优点，在我国广东、海南以及广西等地有

着广泛的种植，依靠生长较快的优势成为重要的经济树

种，是重要的家具原料，同时其树形优美，很多地区将

其作为观赏树木。选取灰木莲与桉树营造混交林能够对

于林地土壤肥力起到积极的改善效果。魏国余针对灰木

莲开展的研究活动表明，种植灰木莲的林地其微生物总

量最高的季节是夏季，其次是冬季，而种植桉树林的林

地微生物总量最高的季节为秋季，其次为春季。桉树与

灰木莲对于林地土壤微生物影响最高的阶段可以相互补

充，实施桉树与灰木莲混交能够使得两种树种起到积极

的互补效果，在不同季节始终能够对于土壤肥力的改善

起到积极效果，进而促进树木更好的生长。除此以外，

二者的生长习性也有着极强的互补性，相较于桉树而

言，灰木莲更加适宜生长在潮湿环境中，桉树树冠能够

起到一定的阻挡水汽蒸发的作用，从而为灰木莲营造适

宜的生存环境，提升混交林营林效果。

四、结束语

针对桉树混交林营林技术进行探究不仅能够提升桉

树种植活动的经济效益，还能够降低桉树种植过程中

对于林地生态造成的影响，保护桉树混交林地生物多样

性，进而提升桉树种植整体收益。种植桉树混交林应当

重视对于混交林树种、种植间距以及林间管理等方面内

容，本文针对几种常见桉树混交林营林技术进行探究，

希望能够为桉树混交林种植实践提供有益帮助，使得桉

树种植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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