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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概述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吉林省在中西部地区营建了

大面积的杨树人工林。在风沙危害严重的地方，这些人工林对

防风固沙、保护农田和交通线、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等，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杨树人工林中的绝大一部分，

逐渐形成了“小老树”。这些杨树“小老树”的共同特点是植

株低矮、细弱，生长缓慢，树冠平顶发展或无明显主干，叶片

小并不同程度革质化；封顶落叶早；树皮十分粗糙等等。经过

对双辽一带随机调查得出至少有的片林形成小老树达到 30％，

甚至有的地块超过 50％。

2 杨树“小老树”发生的原因
2.1  立地条件选择不当

杨树是深根性树种，需水量较大，栽植在土层很薄的坡地上，

是产生大面积杨树“小老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里，杨树根

系无法向下扩展，又无地下水可资利用，使杨树常年处于“饥饿

和干渴”的状态下。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最耐干旱和贫瘠的小叶

杨也无法正常生长。在极端贫瘠和很薄的土壤上密植造林，也是

形成杨树“小老树”的一个重要原因。

2.2  极端立地条件不利
吉林省中西部地区历年干旱，而杨树对水分又是要求很大

的树种。在降水很少的区域生长不良。带有盐碱的地块土质贫

瘠养分少，满足不了杨树正常生长的需要并不利于生理需求。

生长期营养不良极易造成生长停滞，发育不良。同时在盐碱

胁迫下，土壤水分中的可利用水下降，土壤水分渗透压增大，

并胁迫贯穿植物的整个生长发育过程，植物生长很快受到影

响，在根部区域积累过多的盐分，对叶与根的细胞伸展产生

抑制作用。

2.3  苗木和种条质量不良
在大树上砍条，用在发育阶段上已经老化的枝条埋条造林；

或在劣等母树上采种育苗，用遗传性状不良的实生苗造林；或者

盲目引种，使某一品种超出其适生区范围。这些错误是五六十年

代造成的，此类错误后来没再发生过。

2.4  抚育管理不善
由于造林地瘠薄，在这种土壤上密植造林，既不施肥、

灌溉，又不进行或很少进行松土、除草，这样，即使在基本

上适合杨树生长的立地上，也能形成“小老树”林。

3 杨树“小老树”林的改造方法
总结杨树小老树的改造方法，可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3.1  更换树种
总的原则“适地适树”。抗盐碱的树种，选用银中杨、白

林 3 号等。属于立地条件选择不当，应采用这种方法。即把现

有的杨树“小老树”全部伐去，另行栽植更适合这一立地条件

的树种。在风沙危害严重的地区，如大面积皆伐会引起严重风

蚀或沙化时，可进行窄带状皆伐，在伐带内整地，重新栽植，

再逐次改造其余部分杨树“小老树”；或在此空带内栽樟子松，

使之形成樟子松—杨树带状混交林。在地下水位过高、夏季积

水时间较长的地方，应该用乔木柳（旱柳）更替杨树“小老树”。

在 PH 值较高地带不适宜栽植杨树，如因某种必要需改良土壤，

采用换土的办法、或者用盐碱改良剂，使 PH 值降到适宜树种

生长的程度。

3.2  改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
对于立地条件适合，品种也可以用，但因栽植过密和经

营管理粗放，而形成“小老树”趋势的杨树幼龄林，才可用

疏伐和加强水肥管理的方法进行改造。有疏伐和改造价值的，

是指尚未超过速生期的幼龄林。超过了速生期，而不再速生

的林分，不应再保留，而应在伐木后，按集约经营的方法重

新栽植。杨树“小老树”林的出现完全是人为的，是人们的

活动违反了客观规律的结果。随着人们对杨树生态特性的认

识逐步加深及杨树集约栽培的发展，杨树“小老树”的问题，

将逐步被解决掉。

3.3  对严重病虫害、火烧或人畜破坏的林分可进行萌芽更新
即 伐 去 后 通 过 伐 根 萌 生 新 树， 每 个 伐 根 萌 发 出 很 多 萌

条， 保 留 1 棵 健 壮 的， 其 余 割 除。 此 种 改 造 方 法 适 合 中 龄

以下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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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杨树是我国北方平原地带主要造林树种，特别是对农田防护林营造，起到了防风固沙的作用。但由于吉林省西部以沙地、

盐碱地较为特殊性地块为主，很难使其树种得到良好的生长，进而形成俗称“小老树”，本文通过对“小老树”的形成以及

改造的办法给予了深入具体的研究和探讨，为今后吉林省中西部杨树造林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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