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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石灰岩山地植物区系分析和４０年生以上大树、古树调查，选择１００种以上地带性树种在不同立地类
型进行适应性种植，并对这些树种钙的适应性、耐荫性、耐干旱性、耐土壤瘠薄性进行分析和对１３９个林窗的不同
立地类型树木生长进行调查，最终确定石灰岩山地侧柏纯林演替的主要树种和配置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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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位于江苏西北，地处暖温带南缘。徐州石
灰岩山地分布区域为半湿润季风气候，光能资源丰

富，日照充足，雨热同季。石灰岩山地山势低矮，大

部分山头海拔在８０～１５０ｍ左右，基岩绝大部分为
石灰岩，有少量砂石岩和页岩零星分布［１］。岩石裸

露的山地，土壤大部在岩隙岩窝中，部分地区由裸岩

阻挡，形成片状分布，土层一般１０～２０ｃｍ，少量缓
坡和峡谷２侧土壤较厚，其厚度一般在２０～３０ｃｍ，
局部在８０ｃｍ左右，ｐＨ值７～７．５左右，质地粘重，
大部分为碎石混杂土壤，其立地环境恶劣。

１　侧柏纯林演替树种选择方法
１．１　从植物区系中分析侧柏纯林演替树种的规
律性

　　植物区系说明该地植物地理位置成分和植物种
类的丰富度，植物种类也反映当地气候特征［２］，因

此了解当地的植物区系可以掌握演替树种选择的方

向和演替树种选择的可靠性。

１．２　从石灰岩山地保存４０ａ以上散生阔叶大树中
找出侧柏纯林演替适生树种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部分地区得到开发利用，
已经在石灰岩山地不同立地类型栽种一些地带性阔

叶树，个别地方残留一些古树，另外尚有在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荒山造林活动中和人事活动中残存的一些
大树，也有个别天然下种后留下来的大树，通过对这

些保留的４０年生大树调查分析，可以找到侧柏纯林
演替适宜树种。这些地点主要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
在凤凰山建设淮海烈士纪念塔的绿化用地，７０年代
建立泉山林木良种场（泉山森林自然保护区），４０年
代云龙山所建徐州林场场部，５０年代泰山、云龙山、
小尖山新造林地，以及贾汪区、汉王镇等山地。

１．３　从试验区林窗内人工种植演替树种找出不同
立地类型，不同树种在侧柏林中的适应性

　　在试验区林窗（１３９个）中选择本地常见地带性
树种和引种成功的树种 １０５种（分布在 ４９个科
内），在林窗内造林，探索不同立地类型的树种在演

替中的适应性，筛选演替树种。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演替树种植物区系分析［３］

根据１９８３年徐州泉山森林自然保护区考察报
告的统计分析显示，温带植物分布类型的比例最高

达３８．１３％，热带植物分布类型 ３３．４６％，在温带分
布类型中北温带分布偏高，在热带分布类型中主要

是泛热带成份。这反映本地区植物区系过渡性，温

带成份向南延伸，如黄栌。热带成份分布向北延伸，

如黄檀、小叶女贞。温带成份树种、热带成份的树种

在此相互渗透，相互共存。由于徐州历经战争摧残，

林木已破坏殆尽，水土流失严重，岩石裸露使保存的

林木种类相对较少，因此石灰岩山地侧柏纯林在演



替过程中要依据暖温带地区过渡的气候特征，充分

利用近几十年引种成果，按照过渡地带的树种生物

学习性选择侧柏纯林演替树种，开拓树种选择视野，

除石灰岩山地常见的榆科、豆科、蔷薇科的树种外，

注意槭树科、漆树科树种的选择，如五角枫、黄栌、黄

连木等，保留一些石灰岩山地乡土树种，如柿、苦楝、

泡桐、构树、桑树等，以此丰富石灰岩山地温带和泛

热带成份的树种。

２．２　石灰岩山地保存零星阔叶树大树调查结果
分析

　　通过对徐州石灰岩山地阔叶树大树调查，可以
找到侧柏纯林演替的适生树种，也可以找出不同立

地类型独特树种，这些树种林龄都在４０ａ以上，它
足以反映这些树种在石灰岩山地的适应性。初步调

查统计结果显示，共包含２１科３９个树种（见表１）。

表１　石灰岩山地零星阔叶大树分布现状

科名 树种 种植年代 生长地点 土层厚度／ｃｍ 胸径／ｃｍ 生长状况 备注

银杏科 银杏 古树 蟠桃山 ３０以上 １５０ 良好

雪松 ５０年代末 凤凰山东 ３０以上 ７５ 良好

松科 白皮松 ６０年代 凤凰山东 ３０以上 ２８ 良好

湿地松 ８０年代 泉山 １５～２５ ２４ 差

柏科

桧柏 ６０年代 凤凰山东 １５～２０ ２４ 较旺盛

铅笔柏 ７０年代末 泉山 １５～２０ １８ 良好

杉科 水杉 ７０年代末 泉山 １５～２５ １８ 良好

胡桃科 核桃 ２００５年 狼山 ２５～３０ ５．０ 良好

壳斗科 麻栎 ６０年代 小尖山 ２０～３０ ４０ 良好 母岩为砂石岩

榔榆 ４０年代 贾汪 ２５～３０ ４０ 良好

榆科 青檀 古树 皇藏峪 ２０左右 １００ 良好 北魏时代

小叶朴 ４０年代 云龙山 １５～２５ ２０ 良好

木兰科

广玉兰 ５０年代 韩山 ２５～３０ ２８ 良好

马褂木 ８０年代 泰山下坡 ２５～３５ ３０ 良好

山楂 ４０年代 汉王 ３０～４０ － 良好

蔷薇科 石楠 ６０年代 凤凰山 ２５～３０ １５ 良好 地径１５ｃｍ

棠梨 ７０年代 泉山 ２０～３０ ３０ 良好

皂角 ６０年代 泰山 ３０～４０ ２６ 良好 与侧柏同期

黄檀 ６０年代 泉山 １５～２０ １５ 较差 栽侧柏林中

豆科 紫藤 ４０年代 汉王姜楼 １５～２０ － 良好

国槐 古树 汉王镇坝王山山脚 表层土２５ｃｍ １５０ 一般 唐代

芸香科 花椒 各地普遍生长 １５～３５ － 良好 地径３ｃｍ

苦木科 臭椿 ５０年代 各地普遍生长 １５～２５ ２０～３０ 良好

楝科 苦楝 ５０年代 各地普遍生长 １５～２５ ２０～３０ 良好

大戟科

重阳木 ７０年代 泉山 ３０～３５ － 良好 地径９８ｃｍ

乌桕 ７０年代 小尖山 ２０～３０ ２４ 良好

黄连木 ７０年代 马棚山 ２０～３０ ３０ 良好

盐肤木 ７０年代 马棚山 ２０～３０ ２０ 良好

漆树科 火炬树 ９０年代 各山地普遍生长 １０～２０ ８～１０ 良好

黄栌 ７０年代 泉山侧柏林内 １５～２０ ８～１０ 良好

槭树科 五角枫 ７０年代 凤凰山 ２０～２５ ２０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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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科名 树种 种植年代 生长地点 土层厚度／ｃｍ 胸径／ｃｍ 生长状况 备注

三角枫 ７０年代 凤凰山 ２０～２５ １６ 良好

南京椴 ７０年代 皇藏峪 － ３６ 良好

梧桐科 青桐 ４０年代 云龙山 ２０～３０ ２５～３０ 良好

柿科

柿树 ４０年代 汉王乡各山地 ３０～４０ ３０ 良好

君迁子 ７０年代 云龙山东 ２０～３５ １５ 良好

木犀科 桂花 古树 皇藏峪 － １５ 良好 庙内

樟科 香樟 ７０年代 泉山 ３０～４０ ２５ 中等

桑科

桑树 汉王等山地 ２０～３０ － 良好

柘树 ５０年代 泉山 １５～２０ － 良好 不耐荫

２．３　侧柏纯林演替树种适应性分析
为恢复地带性森林植物群落，必须有目的地选

择演替树种，通过大树调查和栽种４年生的树生长

分析，确认演替树种的适应性，包括对钙的适应性、

耐荫性、耐干旱贫瘠能力和根系穿透力（见表２）。

表２　石灰岩山地侧柏纯林演替树种适应性分析

科名 树种 钙适应性 耐荫性 耐干旱性 耐瘠薄性 备注

银杏科 银杏 适应钙 喜光 稍耐干旱 中层土

雪松 适应钙 喜光，幼树稍耐荫 稍耐干旱 宜中层以上土

松科 白皮松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宜中层以上土 待观察

湿地松 不够适应钙 喜光 稍耐干旱 中层土 不适应

杉科 水杉 稍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不耐旱 中层土

侧柏 喜钙 喜光 耐干旱 耐浅层土

桧柏 喜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耐浅层土

柏科 花柏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不耐干旱 不耐瘠薄土 不适应

铺地柏 喜钙 喜光，稍耐荫 不耐干旱 不耐瘠薄土

胡桃科

核桃 适应钙 喜光 稍耐干旱 中层土

枫杨 适应钙 喜光 稍耐干旱 中层土

壳斗科

板栗 不适应钙 喜光 不耐干旱 中层土

麻栎 不适应钙 喜光 稍耐干旱 耐浅层土 砂岩代表树种

榆树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耐浅层土

大果榆 喜钙 喜光，稍耐荫 耐干旱 耐浅层土

榔榆 喜钙 喜光，稍耐荫 耐干旱 耐浅层土

榆科 榉树 喜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耐中层土

朴树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耐浅中层土

青檀 喜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耐浅层土

小叶朴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旱 耐浅层土

桑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耐干旱 耐瘠薄土

构树 喜钙 喜光，稍耐荫 耐干旱 耐瘠薄土

桑科 柘树 喜钙 喜光 耐干旱 耐岩隙土

无花果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耐浅层土

小檗科 南天竹 喜钙 喜半荫 稍耐旱 中层土

阔叶十大功劳 适应钙 耐荫 稍耐旱 中层土 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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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科名 树种 钙适应性 耐荫性 耐干旱性 耐瘠薄性 备注

木兰 不够适应钙 喜光 不耐旱 中层土以上 待观察

木兰科

白玉兰 稍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中层土以上

广玉兰 稍适应钙 喜光，较耐荫 稍耐旱 中层土以上

马褂木 稍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不耐旱 中层土以上 待观察

蜡梅科 蜡梅 不够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不耐旱 中层土以上 待观察

樟科 樟树 稍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旱 中层土以上 待观察

海桐科 海桐 不够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不耐旱 中层土 待观察

金缕梅科 枫香树 稍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中层土

蚊母 稍适应钙 喜光，较耐荫 耐干旱 中层土

杜仲科 杜仲 适应钙 喜光，不耐荫 稍耐旱 中层土

悬铃木科 悬铃木 适应钙 喜光，不耐荫 稍耐干旱 耐浅层土

麻叶绣球 稍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旱 中层土

珍珠梅 适应钙 喜光，又耐荫 稍耐旱 耐岩隙土

火棘 适应钙 喜光 不耐旱 中层土 不适应

山楂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旱 中层土

枇杷 稍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旱 中层土

石楠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旱 浅层土

红叶石楠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旱 浅层土

木瓜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旱 中层土

蔷薇科 棠梨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耐干旱 浅层土以上

野蔷薇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耐干旱 耐岩隙土

棣棠 适应钙 耐半荫 稍耐干旱 浅中层土

杏 适应钙 喜光 稍耐干旱 中层土

桃 适应钙 喜光 稍耐干旱 中层土

山桃 适应钙 喜光 稍耐干旱 中层土

樱花 稍适应钙 喜光 不耐旱 中层土

紫叶李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旱 中层土

刺槐 适应钙 喜光 稍耐旱 浅层土

紫荆 适应钙 喜光 稍耐旱 耐浅层土

皂角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旱 浅中层土

豆科 黄檀 适应钙 喜光 耐干旱 耐浅层土

紫藤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耐干旱 耐岩隙土

国槐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耐浅层土

芸香科

花椒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耐浅层土

野花椒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耐浅层土

苦木科 臭椿 适应钙 喜光 耐干旱 耐浅层土

楝科

楝树 适应钙 喜光 稍耐干旱 耐浅层土

香椿 适应钙 喜光 稍耐干旱 中层土

大戟科

重阳木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中层土

乌桕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中层土

黄杨科 小叶黄杨 稍适应钙 稍耐荫 稍耐干旱 中层土

漆树科
黄连木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旱 耐浅层土

盐肤木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浅中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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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科名 树种 钙适应性 耐荫性 耐干旱性 耐瘠薄性 备注

漆树科 火炬树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耐干旱 耐浅层土

黄栌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耐干旱 稍耐浅层土

冬青科 枸骨 不够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不耐干旱 中层土

大叶黄杨 适应钙 喜光，较耐荫 耐干旱 稍耐浅层土

卫矛 适应钙 喜光，较耐荫 耐干旱 稍耐浅层土

卫矛科 丝棉木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耐干旱 中层土

扶芳藤 适应钙 较耐荫 耐干旱 耐浅层土

元宝枫 适应钙 中性，耐半荫 稍耐干旱 中层土

槭树科 五角枫 适应钙 中性，稍耐荫 稍耐干旱 浅中层土

三角枫 稍适应钙 中性，稍耐荫 稍耐干旱 中层土

鸡爪槭 适应钙 中性，耐半荫 稍耐干旱 中层土

七叶树科 七叶树 稍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中层土

无患子科

栾树 喜钙 喜光，耐半荫 稍耐干旱 耐浅层土

无患子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中层土

鼠李科 枣 适应钙 喜光 耐干旱 耐浅层土

葡萄科 地锦 适应钙 耐荫 耐干旱 耐岩隙土

椴树科 南京椴 稍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中层壤土 待观察

锦葵科 木槿 适应钙 喜光，较耐荫 耐干旱 耐浅层土

梧桐科 青桐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耐浅层土

千屈菜科 紫薇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中层肥沃土

石榴科 石榴 适应钙 喜光 稍耐干旱 耐浅层土

珙桐科 喜树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不耐干旱 中层土

五加科 八角金盘 不适应钙 耐荫 不耐干旱 中层土 不够适应

山茱萸科

山茱萸 稍适应钙 喜光 稍耐干旱 喜肥沃厚土 待观察

红瑞木 稍适应钙 喜光，耐半荫 稍耐干旱 稍耐浅层土

柿树科

柿树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耐干旱 稍耐浅层土

君迁子 适应钙 喜光，耐半荫 耐干旱 稍耐浅层土

白蜡树 喜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稍耐浅层土

连翘 适应钙 喜光，较耐荫 耐干旱 耐浅层土

金钟花 适应钙 喜光，较耐荫 耐干旱 稍耐浅层土

紫丁香 稍适应钙 喜光，较耐荫 耐干旱 中层土 待观察

木犀科 女贞 稍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不耐干旱 中层土

小叶女贞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耐浅层土

桂花 稍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不耐干旱 中层肥沃土

迎春 稍适应钙 喜光，耐半荫 稍耐干旱 稍耐浅层土

夹竹桃科 夹竹桃 稍适应钙 喜光，不耐寒 稍耐干旱 耐浅层土

马鞭草科 海州常山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稍耐浅层土

茄科 枸杞 稍适应钙 耐半荫 稍耐干旱 耐浅层土

玄参科 毛泡桐 适应钙 喜光 耐干旱 中层土

紫葳科 梓树 稍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不耐干旱 中层土 待观察

楸树 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不耐干旱 中层土 待观察

茜草科 栀子 不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中层土

金银花 适应钙 喜光，较耐荫 稍耐干旱 稍耐浅层土

忍冬科 接骨木 稍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中层土

珊瑚 稍适应钙 喜光，稍耐荫 稍耐干旱 中层土 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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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侧柏纯林演替树种筛选结果与应用
分析

　　通过大树和试验示范区栽植的１００种以上树种
４ａ生长情况及适应力调查，筛选演替树种。
３．１　适宜与侧柏建立混交林的乔木树种

榆科：青檀、榔榆、大果榆、朴树等树种。槭树

科：五角枫、三角枫、元宝枫、鸡爪槭等树种。漆树

科：黄连木、盐肤木、火炬树、黄栌等树种。桑科：桑

树、构树等。豆科：皂角、国槐、黄檀、刺槐等树种。

苦木科：臭椿等。楝科：楝树、川楝等。胡桃科：核

桃、枫杨等。梧桐科：青桐等。木犀科：白蜡。七叶

树科：七叶树。无患子科：栾树等。金缕梅科：枫香

树、蚊母。大戟科：重阳木、乌桕。壳斗科：麻栎、栓

皮栎、板栗等。针叶树种：水杉、铅笔柏、桧柏。

３．２　适宜在侧柏纯林林窗内种植演替的灌木
３．２．１　针叶树种　铺地柏、千头柏。
３．２．２　阔叶树树种　主要有大叶黄杨、卫矛、连翘、
野蔷薇、珍珠梅、石楠、红叶石楠、野花椒、南天竹、木

槿、小叶女贞等，既可以在林窗种植，也可以在侧柏

林疏林中补种。

３．３　适宜在侧柏林窗内种植的藤本植物
主要是紫藤、地锦，利用藤本植物可覆盖裸石，

一般在裸石边种植。

３．４　侧柏纯林演替配搭树种
为实现生物多样化，可以利用这些能适应石灰

岩山地生长，不易作侧柏林演替的建群树种，既可招

引鸟类和其他森林动物，又可作为点缀景观，栽植有

纪念意义的树种，实现森林生态功能多样化。这些

树种包括蔷薇科：桃、李、杏、棠梨、梨、木瓜、山桃、樱

花、紫叶李、棣棠、枇杷、山楂等。木兰科：白玉兰、广

玉兰。鼠李科：枣。玄参科：泡桐。马鞭草科：海州

常山。茄科：枸杞。忍冬科：金银花、珊瑚树。桑科：

无花果。木犀科：桂花、迎春、女贞。柿树科：柿树。

银杏科：银杏。这些树种部分是常绿树种，部分是浆

果类树种，部分是观赏树种，可依据立地状况和林分

状况随机配搭。

３．５　按立地类型筛选演替树种
　　按立地类型选择适宜林窗种植的树种见表３。
３．６　按树种用途筛选演替树种
　　见表４。

表３　适宜林窗种植的树种

立地类型 乔木树种 灌木与藤木树种 备注

石灰岩类型区浅层土（土层厚５
～１５ｃｍ）

臭椿、榔榆、朴树、栾树、楝树、构树、桑
树、大果榆、白榆、桧柏、铅笔柏、棠梨、黄
连木、刺槐、青檀

连翘、石楠、野花椒、木槿、千头柏、酸枣、
柘树、野蔷薇、火炬树、花椒、大叶黄杨、
紫藤

石灰岩类型区中层土（土层厚
１６～３０ｃｍ）

青桐、乌桕、白蜡、杜仲、五角枫、三角枫、
皂角、盐肤木、金银花、蚊母、枫杨、国槐、
桃、杏、李、君迁子、柿、枇杷、白玉兰、丝
棉木、梨、核桃、重阳木、枫香树、雪松、白
皮松、川楝、黄檀、枣、木瓜

黄栌、大叶黄杨、铺地柏、卫矛、金银花、
地锦、珊瑚树、野山楂、海州常山、黄杨、
无花果、紫荆、木槿、小叶女贞、红叶石
楠、石榴、樱花、珍珠梅

石灰岩类型区厚层土（土层厚
３０ｃｍ以上）

七叶树、广玉兰、马褂木、银杏、女贞、元
宝枫、楸树、泡桐、喜树、枫香树、山茱萸

桂花、鸡爪槭、蜡梅

石灰岩类型区岩窝土（土层厚
１０～３０ｃｍ） 青檀、榔榆、桑、柏、朴树、棠梨 野蔷薇、紫藤、金银花、铺地柏

石灰岩类型区涝泉土（土层厚
１５～３０ｃｍ） 枫杨、水杉 红叶石楠、石楠

石灰岩类型区群羊石带状土
（土层厚１０～３０ｃｍ） 五角枫、榔榆、青檀、皂角 石楠、南天竹

裸岩碎石区（无明显土层） 榔榆、青檀、桧柏 紫藤、野蔷薇 可容器苗造林

砂岩类型区 麻栎、栓皮栎、乌桕、棠梨、板栗等

页岩类型区 树种同石灰岩类型区

　　浅层土的适应树种可以在中、厚层土上种植，而中、厚层土适应树种不宜在浅层土类型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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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４种类型演替林种（乔、灌木、藤本）的选择

演替林 乔木（含亚乔木）树种 灌木或藤木

药用林演替选择树种 杜仲、桑、国槐、臭椿、山茱萸、银杏 海州常山、酸枣、连翘、金银花

保健林演替选择树种
雪松、侧柏、桧柏、核桃、苦楝、国槐、枇杷、
山楂

酸枣、千头柏、铺地柏

风景林演替选择树种
枫香树、黄栌、五角枫、元宝枫、乌桕、三角枫、
鹅掌楸、七叶树、盐肤木、黄连木、女贞、蚊母、
火炬树、桃、杏、白皮松

石楠、红叶石楠、南天竹、鸡爪槭、连翘、珍珠梅、迎春花、小叶
女贞

地带生态林演替选择树种
青檀、榔榆、白榆、朴树、大果榆、青桐、白蜡、
栾树、臭椿、皂角、枫杨、君迁子、柿、喜树、重
阳木、麻栎、泡桐、丝棉木、黄檀、五角枫、乌桕

紫藤、大叶黄杨、黄杨、卫矛、地锦、连翘、木槿、花椒、紫荆

　　很多树种具有多功能，多用途，应依据立地类型选择相应的演替树种。

４　小结与讨论
　　（１）从徐州植物区系、石灰岩山地散生的大树
以及林窗内人工种植的树种，综合反映石灰岩山地

侧柏纯林选择演替树种一致性。共有５０科森林植
物可在石灰岩山地生长。以榆科、蔷薇科、柏科、豆

科、槭树科、漆树科植物较多，说明石灰岩山地具有

适应树种的广泛性，而制约树种生长的主导因子是

石灰岩山地土层瘠薄，且为石粒土，部分树种失去生

存条件，林分郁闭度过大，超越了部分树种耐阴能

力。因此选择石灰岩山地侧柏纯林演替树种，要充

分考虑上述因素，在选择演替树种同时，要注重人工

促进侧柏纯林演替的工程措施，把水土保持，减少水

土流失，增加土壤土层厚度，作为演替工程中重要营

林措施。

　　（２）积极应用林木引种成功的树种，丰富石灰
岩山地树种资源。通过几十年努力，一些亚热带树

种，如重阳木、枫香树、蚊母等。这些树种引种已成

功，也基本适应本地土壤、气候。一些温带树种（如

七叶树、黄栌、西府海棠）已从黄河流域向南延伸，

调查显示，这些树种已适应徐州石灰岩山地生长。

　　（３）母岩种类不同，演替树种也不同。砂石岩、
石灰岩、页岩，其矿物质成分不一样，其土壤性质不

一样，这就决定了演替树种不一样。如母岩砂石岩

立地类型可选择麻栎、栓皮栎、南京椴等树种，而榆

科、豆科、蔷薇科、槭树科等树种更适合母岩石灰岩

山地。

　　（４）需要进一步观察的树种。通过排查认为，
马褂木、楸树、梓树、海桐、日本柳杉、蜡梅、香樟、南

京椴等树种的生长表现有待进一步观察。

　　（５）暂不适宜在侧柏纯林演替中应用树种。主
要是湿地松、花柏不适应石灰岩山地微碱性土壤，阔

叶十大功劳、夹竹桃、八角金盘有冻害，火棘不耐干

旱，大旱季节易干死。

　　（６）演替树种不能按林班，小班来布局。树种
与立地类型关系密切，１个小班内可能多种立地类
型，适合不同阔叶树种，１个林窗可能有多个立地类
型选择多个演替树种。

　　（７）改善林分郁闭度就是改善树种生存环境。
大多数阔叶树种，从生物学习性上分析属于阳性树

种，但它们都有一定耐阴性。从生态学角度出发，耐

阴能力的大小是保证多树种复层林森林结构的基

础，林分郁闭度保持在 ０．７５～０．８，就保证林内通
风、透光，让更多的树种进入石灰岩山地，就可以实

现针阔混交森林植物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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