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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锥木材坚硬、耐腐蚀，材质优良；少变形，心材

大；呈褐红色，边材颜色为淡红色，整体纹理和色泽美

观；长时间处于干燥环境并不会形成大面积裂口，质量

系数超过 20%。同时具备良好胶粘性能和油漆性能，材

质在栲树属树种中首屈一指，多作为建筑装修、高级家

具、工艺雕刻、造船等优质用材。作为一种优质树种，

红椎在我国多个地区均有种植，如南靖、云霄（福建东

南部）、江华（湖南西南部）、罗浮山以西南（广东）、

红水河南段（贵州）、墨脱（西藏），以及海南、云南南

部、广西等地区。包括越南、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

亚、老挝在内的多个亚洲国家也有种植。广西除左江和

右江谷地丘陵，以及凌云县与凤山县之间的都阳山地以

西之外，其他地区都有种植红椎。其中，桂东、桂东南

海拔 500m以下的低山丘陵较为普遍；桂东北有少量种

植，但仅限于海拔 300m以下区域；桂西南六韶山一带

也有种植，但多见于海拔 500 ～ 700m处。

一、红椎生物学特性与生长习性

（一）生物学特性

红锥为壳斗科，锥属，常绿乔木，别名：锥栗，锥

丝栗，椆栗。原产中国，现我国华南地区分布较多。

红锥凋落物量多，是改良土壤和涵养水源的上选树种。

红锥高达 25m，干形通直，外皮呈灰白色，内皮呈红褐

色。叶互生，纸质或薄革质，披针形，有时兼有倒卵状

椭圆形，基部甚短尖至近于圆。雄花序为圆锥花序或穗

状花序，雌穗状花序单穗位于雄花序之上部叶腋间。壳

斗有坚果 1个，坚果呈宽圆锥状。花期 4—5月，果期

11—12 月。红锥树皮和壳都含鞣质，为栲胶原料。果实

富含淀粉，可供食用。红锥材质优良，木材坚硬耐腐，

心材大，色泽和纹理美观。

树龄最高达到 180a，最少也为 120a，平均成熟期为

85a，平均胸径为 65～ 85cm，年轮分布均匀、明显、有

交叉，横断面年轮层面平均垂直距离为 0.8 ～ 1.3cm。

作为一种优良速生树种，红椎天然林 5年生之前生长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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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比较较慢，从第六年开始，胸径和树高生长明显。其

中，树高平均生长量不低于 0.7m，胸径平均生长量不低

于 0.6cm，一般介于 0.6 ～ 0.8cm之间，胸径速生期约

为 6～ 20a。10 年生红椎开始开花结果，20年生才进入

盛果期。幼年时期红椎具有较强耐阴性，因此通常采取

混交林方式造林，这样可以更好营造遮阴环境；萌芽能

力强，当种子数量不足时，可考虑采用萌芽更新的方法

来更新造林。

（二）生长习性

作为一种热带树种，红椎喜暖湿气候，要求种植的

年均降雨量在 1200 ～ 2000mm之间，以 1500mm左右为最

佳；适合在 18～ 24℃环境下生长，20～ 22℃为最佳，

最低生长温度为 0～ 5℃，最高生长温度为 40℃；10℃

以上年活动积温至少达到 6500℃，最佳为 7500℃，最

多不超过 8000℃；宜在海拔高度 500m以下的低山、丘

陵处种植。在土壤方面，适合在母岩发育而成的黄壤

土、红壤土，以及砖红壤土中生长，石灰岩除外；对土

壤肥力要求高，不宜在低肥力土壤中生长，要求土层深

厚（深度超过 80cm）、通气性强、疏松、湿润，且只有

在酸性（pH值介于 4.5 ～ 5.5 之间）土壤环境下才能发

挥速生特性。造林时，地点多选择在阴坡和半阴坡处，

以南坡、西南坡、东南坡为最佳。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环境特征

广 西 地 处 中 国 南 部， 位 于 北 纬

20°54′～26°24′，东经 104°26′～112°04′，

素有“水果之乡”之称，并且孕育了大量珍贵的动植物

资源；总体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不同地区气候有少许差

异，以“贺州—东兰”一线为界，此界以北属中亚热带

季风气候区，以南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

温最高为 23.1℃，最低为 16.5℃，极端低温为-8.4℃

（极为罕见），极端高温为 42.5℃；整体气候温暖，

四季变化不明显，夏季时间长，冬季时间短，热量丰

富，干湿分明，雨水丰沛。广西各地年均降雨量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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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mm，多数地区在 1500 ～ 2000mm之间，是我国年降

水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受季风影响（冬夏交替），全区

四季降水具有不均衡特征，雨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70% ～ 85%，多发生在每年的 4—9月，其他月因降水量

少而表现出“干季”特征，雨季易发生洪涝灾害，干旱

季则容易引发森林火灾。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广西的自

然条件非常适合种植红椎。

广西全年完成造林面积达到 24.97 万公顷，人工

造林面积占 43.7%，为 10.92 万公顷；林业重点工程完

成造林面积 4.08 万公顷。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自然

保护区数量超过 80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

为 23个，获批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 5个。自

然保护区总面积超过 130 万公顷。全区森林覆盖率超过

65%，活立木蓄积量 7.9 亿立方米。

三、红椎速生丰产种植技术

红椎在广西有一定种植基础，自然气候条件适宜，

立地适合，通过优化生长环境与采用集约培育措施，可

进一步推动红椎速生丰产，拉动地区经济效益增长。

（一）育苗

红椎育苗首选种子催芽移植营养袋方式。选用优良

品种，并对种子做消毒处理，确保发芽后具备较强生

命力。

1.营养基质装袋。准备腐殖质和保水能力较强的表

土，添加发酵过的腐熟有机肥或 30%以上的草皮灰，同

时加入 2%磷肥和 3%菌泥，充分搅拌后作为基质；或

者将过磷酸钙、林地表土、草皮泥按照 1∶ 3∶ 6的比

例进行混合。降低黄泥土所占比例。

2.备种与催芽。选择形状优良种子，对种子进行消

毒灭菌处理，置于沙床环境下催芽，环境湿度控制在

10% ～ 20%。

3.移苗。对发芽种子做仔细观察，待长出 2～ 3片

真叶时，将其移植进装好基质的营养袋中；移栽时需注

意保护根系，避免完整性被破坏；修剪主根，以长度不

超过 3cm为宜；用生根剂浸泡，以加速根部生长；注意

遮阳，透光度不超过 55% ；适当喷淋保湿。

4.幼苗培育管理。幼苗培育管理需要注意以下内

容：第一，在幼苗培育管理过程中，要注意做好日常水

肥管理；第二，定期清除杂草；第三，及时移除不合格

幼苗；第四，注意病虫害防治。此外，严格把控移植时

间和次数，对过长根系做修剪，防止穿杯钻入苗床。后

期管理中，预留充足时间炼苗，提高出圃时的木质化程

度，这样有助于提高成活率。

（二）林地选择

红椎种植和生长对地理地质条件有一定要求，不同

地质条件下，红椎生长情况有很大区别。红椎喜温湿环

境，要求土壤pH值在 4.5 ～ 5.6 之间，且土壤肥沃，土

层深厚，尽量达到 80cm以上，若条件有限，可保持在

60 ～ 80cm，但不要低于 60cm.因此在选择林地时，以

阴坡和半阴坡为佳。种植的海拔高度尽量控制在 500m

以下，最多不超过 600m ；如选择在坡度较小的开阔地

区进行种植，应关注霜期所带来的影响。

（三）造林

造林包括整地、造林时间、混交方式、造林密度，

以及抚育管理等几项内容。

1.整地。林地确定后开始整地。首选穴状整

地 方 式， 株 行 距 为 2m×2m或 2m×3m， 穴 规 格 为

40cm×40cm×40cm，穴内添加基肥，以有机肥或复合

肥为佳，其中，每坑有机肥 400 ～ 500g，每坑复合肥

250 ～ 300g。

2.造林时间。红椎造林成活率高低与造林时间有

直接关系，自治区每年 12月至次年 3月（冬春季节交

替）这段时间多雨水，环境温度不高，蒸腾作用小，有

利于根系萌长，被视为红椎造林最佳时间。其次为每年

4—5月和 10—11 月这两个时间段，雨水集中，温度适

宜，成活率能够得到保证。

3.混交方式。近自然经营是当前国际上推行的先进

林业经营模式，也是现代林业发展趋势，混交造林就是

仿造近自然经营的一种。红椎造林也可以采用纯林模式

经营，但利用不同树种不同生长特性营造红椎混交林

能更好充分利用林木生长空间，充分发挥林地效益。红

椎是与杉木、马尾松等针叶树种混交造林理想的伴生树

种，也可跟速生大花序桉、黄花梨、米老排、格木及火

力楠等树种进行混交。提倡用速生松杉、大花序桉跟红

椎营造混交造林，通过经营混交林过程中的间伐、择伐

林木，使林分在中长期的不同时间有经济收入，减短连

续投入成本周期，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4.造林密度。初植密度以具体的混交方式和林地土

壤肥沃程度为依据来进行确定。按照经验，红椎纯林种

和马尾松混交植密度应达到 1600 ～ 2000 株/公顷，与

速生杉混交种植时，密度需保证达到 2250 ～ 3000 株/

公顷。此外，若立地条件一般，可考虑增加种植密度，

若立地条件良好，可考虑稀植。

5.抚育管理。幼苗种植后，有必要关注中幼林成长

情况，并加强抚育管理，特别是，提前制定好病虫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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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措施。造林完成后的三年时间里，对未成林地进行高

质量管护，确保幼树在良好环境下快速成长，提高林

分郁闭速度。另外，加强杂草清除力度，有助于降低管

护成本。具体操作如下：第一，种植后定期铲草松土，

按照每年 2 ～ 3次的频率进行操作；第二，每年春季

定期施肥，其中，第一年按照每株 250g的标准施加复

合肥，第二年和第三年按照每株 500g的标准施加；第

三，种植 3a后做整形修枝，其中，下部枝条高度不能超

过整个树干的 1/3，培育无节木材，提高木材质量；第

四，对病虫害发生时间、次数，以及虫害和病害种类做

认真调研，针对每种病虫害采取两种以上防治措施。

四、广西红椎发展前景

（一）红椎菌产业

红椎林地土壤肥沃湿润，每逢元宵佳节和端午节，

以及中秋节前后，林下都会长出野生红菇，即红椎菌。

红椎菌是一种纯天然野生食用菌，人工无法培育。科学

研究表明，红椎菌营养丰富，富含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

和维生素，保健效果佳。浦北县隶属广西钦州市，位于

广西的南部，东靠玉林市的博白县，南邻北海市的合

浦县，北与南宁市的横县、贵港市、玉林市的兴业县接

壤。从 2005 年开始，该县便格外重视红椎菌开发，并

将其作为发展林下经济主要手段。当前，相关产品已远

销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在北京和上海也十分畅销。林

改后，当地林农护林促菌热情空前高涨，随着生长环境

逐渐变好，红椎菌质量和产量也得到进一步提升。数据

显示，浦北县 2019 年红椎菌产量已超过 25万千克，产

值接近 1.3 亿元；2021 年，该县红椎菌产量更是达到创

纪录的 28.2 万千克，产值突破 1.4 亿元。

（二）开发潜力巨大

广西红椎林开发潜力巨大，可以围绕当前资源优势

设立天然疗养基地，建立避暑山庄，吸引不同年龄不同

需求的游客，特别是都市人的注意。以“青山、绿地、

碧水、蓝天”自然环境为依托，加强旅游业服务水平，

红椎林生态旅游将会是人们理想的独家花园，使人们观

光、旅游、度假的好地方。近几年，浦北县当地木材加

工水平逐年提高，木材通过蒸煮、着色、烘干等处理，

提高了木材防虫蛀、霉变能力，改良了颜色观感。同

时，由于家具使用环境的改善，实木家具亦不易变质。

由于木材密度适中，木材加工性能良好，更广泛用于实

木家具。据可靠资料显示，浦北县红锥原木市场价格达

到 900 元/立方米。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红椎速生丰产不能仅仅依靠科学栽培手

段，还需要有适宜的自然条件作支撑。广西大部分地区

自然环境均符合红椎种植和生长要求，因此红椎种植面

积，以及质量和产量非常可观。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和

不断提升的种植技术水平，红椎木生产有望成为当地一

个重要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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