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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胁迫对甜高粱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影响1)

何 磊 陆兆华 管 博 赵艳云 王睿彤 刘 洋
(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100083) (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滨海湿地生态实验室) ( 滨州学院) ( 中国矿业大学)

摘 要 为探讨甜高粱在黄河三角洲滨海盐碱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将 NaCl、Na2SO4 和 NaHCO3 按不同比例混
合模拟出不同盐度和碱度的盐碱条件，对甜高粱种子萌发期进行处理，研究了混合盐胁迫对其萌发率，萌发指数，
相对盐害率，幼根、幼芽生长情况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盐浓度和 pH 值的增加，甜高粱种子的萌发率、萌发指数
均显著下降，且在蒸馏水中达到最大萌发率( 97% ) ，当 pH 值为 7． 08、盐浓度低于 300 mmol·L－1 时甜高粱的萌发
率、相对盐害率与对照无显著性差异，说明甜高粱能够耐受一定浓度的中性盐胁迫，而随着 pH 值的增加，相对盐
害率随浓度显著增加; 随着盐浓度和 pH 值的升高，幼根、幼芽长度，幼苗的鲜、干质量均显著降低。通过盐度、pH
值及两者相互作用的双因素分析表明盐度对甜高粱萌发率、萌发指数、相对盐害率影响最为显著; 盐度与 pH 值两
者的相互作用对幼芽、幼根长的影响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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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aline-Alkaline Stress on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of Sorghum bicolor /He Lei，Lu Zhao-
hua( 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 100083，
P． R． China) ; Guan Bo( Institute of Coastal Zone Researc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Zhao Yanyun( Binzhou Uni-
versity) ; Wang Ruitong，Liu Ya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 / Journal of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
ty． －2012，40( 3) ． －67－71

An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adaptability of Sorghum bicolor seeds，which were treated with the mixture
of NaCl，Na2SO4 and NaHCO3 at different proportions，in coastal saline alkaline environ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The germination percentage，germination index，relative salt injury rate，root length and shoot length of S． bicolor were
studied at germination stag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germination percentage and germination index of S． bicolor signifi-
cantly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salt concentration and pH value． The maximum germination rate of the seeds reached 97%
in distilled wat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rmination rate and relative salt injury rate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treat-
ments and the control when the pH was 7． 08 and the salt concentration was less than 300 mmol·L－1，indicating that S．
bicolor seeds can tolerate neutral salt at a certain concentration． However，the relative salt injury rate significantly in-
creased with increasing pH，and the shoot length，root length，fresh weight and dry weight of seedlings significantly de-
creased with increasing salt concentration and pH． The results of two-way ANOVA show that salinity has the most obvious
effect on the germination percentage，germination index and relative salt injury rate，and the interaction of salinity and pH
on shoot length and root length of S． bicolor s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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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是我国三大河口三角洲之一，其经

济开发潜力之大，被誉为“金三角”地带，是我国重

点经济开发区。但近年来由于黄河断流、海水侵蚀、
气候变暖以及人为等因素使黄河三角洲地表盐分不

断积累，形成了典型的滨海盐碱地。目前面积达到

44． 29 万 hm2，占全区耕地总面积的 52． 5%［1］。
土壤盐碱化是限制植物生长和生产的重要因

素［2］，但由于盐、碱胁迫机制的区别，有些学者把盐

碱胁迫细化为盐胁迫和碱胁迫。土壤盐胁迫包括渗

透胁迫和离子毒害作用，而碱胁迫不仅包括前两者，

还包括高 pH 值胁迫作用［3］。近几年，关于作物对

盐胁迫的响应机制已做了大量的研究［4－9］，但是关

于作物对盐碱胁迫以及混合盐碱胁迫的响应研究还

比较少［10－12］。特别是作物对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区

的适应机制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甜高粱( Sorghum bicolor ( L． ) Moench) 是禾本

科高粱属植物，是绿色能源的佼佼者，它属于 C4 植

物，具有很高的光合速率，是目前世界上生物量最高

的作物之一，故有“高能作物”之称［13］。甜高粱因具

有高能、高光效、抗旱、耐涝、耐盐碱、高生物产量、高
含糖量等特点，被认为是最具开发潜力的能源植物

之一［14－16］。甜高粱对土地的适应能力很强，pH 值

从 5． 6 ～ 8． 5 均能正常生长［17］。甜高粱已在黄河三

角洲的滨州市种植获得了成功，2005 年种植甜高粱

面积 857 hm2，2006 年全市种植甜高粱面积约 3 500
hm2［18］。因此，种植甜高粱对于开发利用盐碱化地

区的土地资源，扩大高粱的种植面积及其缓解能源

危机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植物生长的各个阶段中，耐盐碱性具有一定

差异，种子萌发期是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初始阶

段，萌发期的耐盐碱性对于植物在盐碱地的存活与

生长发育至关重要［19－20］。因此，探讨种子萌发期在

盐碱胁迫条件下的响应对于物种能否成功定居并生

存具有重要意义。文中通过对不同混合盐碱胁迫下

甜高粱种子的萌发率，萌发指数，相对盐害率，幼根、
幼芽生长情况及生物量等进行了研究，以期为黄河

三角洲盐碱地的开发利用及生物质能源作物的选育

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处理液配置: 将广泛存在于黄河三角洲盐碱土

壤中的 NaCl、Na2SO4 和 NaHCO3 按不同质量比混

合，以碱性盐所占比例由小到大的顺序分成 3 个处

理组依次标为 A、B、C 组，pH 值分别为 7． 08、8． 78、
9． 04。NaCl、Na2SO4、NaHCO3 质量比依次为 A 组:

W( NaCl) ∶ W( Na2SO4 ) ∶ W( NaHCO3 ) = 2 ∶ 1 ∶ 0; B
组: W( NaCl) ∶ W( Na2SO4 ) ∶ W( NaHCO3 ) = 2 ∶ 1 ∶ 1;

C 组: W( NaCl) ∶ W( Na2SO4 ) ∶ W( NaHCO3 ) = 2 ∶ 1 ∶
2。各组 的 盐 浓 度 均 设 置 100、200、300、400、500
mmol·L－1 5 个水平，共组成 15 个处理组合，以蒸馏

水处理作为对照( CK，0 mmol·L－1 ) 。
萌发试验: 选择饱满、整齐的种子，用 10% 过氧

化氢消毒 10 min，蒸馏水反复冲洗干净，空气中风

干。置于微电脑控制人工莱福生化培养箱内培养，

光照周期为 12 h /12 h( 昼 /夜) ，温度为 25 ℃ /15 ℃
( 昼 /夜) 。采用纸上发芽法，选用带盖培养皿( 直径

90 mm) ，内置 2 层滤纸，每皿 25 粒种子，4 个重复。
皿中加入相应的处理液 10 mL，用石蜡膜封口以防

止水分蒸发，每天同一时间开盖观察记录萌发情况。
以种皮裂口视为发芽，统计发芽的种子数。连续观

察 8d( 即 3d 没有新种子萌发视为发芽结束) 。
发芽指标测定: 萌发率 = ( 萌发的种子数 /测试

种子数) ×100%。
萌发指数: GI =∑Gt / t。式中，Gt 为 td 内发芽种

子数; t 为相应的萌发天数。
相对盐害率=［( 对照发芽率－盐处理发芽率) /

对照发芽率］×100%。
幼苗形态指标: 在萌发结束时，从各个处理中随

机取出 10 株幼苗，分别量取幼根长及幼芽长并测量

其干、鲜质量。各处理液的 pH 值用 pH 计测量。
试验数据采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 13． 0 进行分

析，考 虑 95% 置 信 水 平，应 用 最 小 显 著 差 异 法

( LSD)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混合盐胁迫对甜高粱种子萌发的生理响应

在盐碱环境下，种子能否萌发是植物正常生长

发育的前提条件。种子生活力的表征指标主要有萌

发率、萌发指数等。萌发率反映种子的发芽能力; 萌

发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种子发芽速度，种子

发芽所需时间越短，发芽指数就越大［20］。
不同混合盐碱胁迫处理下的甜高粱的累积萌发

率如图 1 所示，A、B、C 三组的累积萌发率曲线趋势

相似，随着盐碱浓度的增加，各组的累积萌发率均下

降; 另外，随着 pH 值的增大，累积萌发率下降明显。
当 pH 值为 8． 78，盐浓度为 500 mmol·L－1 时，萌发

率降 至 13%，而 当 pH 值 为 9． 04，盐 浓 度 为 500
mmol·L－1 时，萌发率仅达到 5%，说明甜高粱种子

萌发受到严重的高盐浓度胁迫和 pH 值胁迫抑制。

A、B、C 组的 pH 值分别为 7． 08、8． 78、9． 04。

图 1 不同胁迫处理下甜高粱种子的累积萌发率

如图 1 所示，A1、A2、A3、B1、B2、C1、C2 组的甜

高粱种子均在第 1 d 发芽，说明甜高粱种子可以耐

受较低的盐碱胁迫，而随着盐碱胁迫的增强，种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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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发芽时间推迟，并且盐浓度和 pH 值越大，对种

子的发芽抑制作用越大。
由表 1 可以看出，甜高粱种子的萌发率、萌发指

数均随着盐浓度的升高而降低。A1、A2、A3、B1 处

理组的萌发率与对照相比均无显著性差异，说明在

一定的 pH 值范围内，低盐浓度对甜高粱种子的萌

发没有明显抑制作用。但随着盐浓度与 pH 值的增

大，萌发率快速下降，当 pH 值为 9． 04，盐浓度为 500
mmol·L－1 时，萌发率比对照下降了 92%，说明在高

盐强碱的环境下，甜高粱种子的发芽能力减弱，发芽

速度和幼苗生长速度减弱，这是由于盐分的大量积

累，种子体内难以获得萌发所需的水分，从而降低了

发芽率。表 1 表明，各处理组的萌发指数与对照相

比，有显著性差异，下降幅度最大的为 B5、C5，萌发

指数分别下降了 96． 46%、97． 95% ; 下降幅度最小的

为 A1、B1，萌发指数分别下降了 13． 13%、18． 53%，说

明在高盐强碱下，甜高粱种子在前期发芽较少较慢，

而在低盐碱下，甜高粱种子在前期发芽较多较快。
表 1 不同胁迫处理下甜高粱种子的萌发情况比较

处理组 盐浓度 /mmol·L－1 萌发率 /% 萌发指数

CK 0 ( 97． 00±2． 00) a ( 59． 04±2． 85) a
A1 100 ( 96． 00±4． 62) a ( 51． 29±4． 96) b
A2 200 ( 95． 00±5． 03) a ( 43． 22±2． 69) c
A3 300 ( 88． 00±5． 66) a ( 32． 37±1． 05) d
A4 400 ( 72． 00±1． 39) b ( 20． 31±4． 51) e
A5 500 ( 61． 00±1． 20) b ( 12． 47±4． 21) f
B1 100 ( 96． 00±3． 27) a ( 48． 10±3． 46) b
B2 200 ( 88． 00±3． 27) b ( 37． 58±0． 88) c
B3 300 ( 74． 00±7． 66) c ( 24． 05±3． 15) d
B4 400 ( 43． 00±7． 43) d ( 10． 03±0． 99) e
B5 500 ( 13． 00±3． 83) e ( 2． 09±0． 99) f
C1 100 ( 84． 00±5． 66) b ( 32． 04±3． 55) b
C2 200 ( 77． 00±8． 25) bc ( 26． 12±6． 29) c
C3 300 ( 67． 00±6． 83) c ( 23． 61±2． 08) c
C4 400 ( 37． 00±1． 44) d ( 10． 79±3． 89) d
C5 500 ( 5． 00±3． 83) e ( 1． 21±1． 06) e

注: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每一组中不同的字母表示在 0． 05

水平上差异显著; A、B、C 组的 pH 值分别为 7． 08、8． 78、9． 04。

2． 2 混合盐胁迫对甜高粱种子萌发的抑制作用

相对盐害率的大小反应了盐溶液对甜高粱种子

发芽的影响程度。相对盐害率的数值越大，说明甜

高粱种子受到的伤害越重，越不易发芽和生长［21］。
从表 2 中可看出，随着盐浓度的升高，相对盐害

率增大，即盐浓度越大，甜高粱种子越不易发芽和生

长。随着盐浓度的升高，A、B、C 组的相对盐害率分

别从 1． 04%上升到 37． 13%、1． 00%上升到 86． 63%、
13． 46% 上升到 94． 88%。当盐浓度为 500 mmol·
L－1时，A5 的相对盐害率仅为 37． 13%，B5、C5 的相

对盐害率达到了 86． 63% 和 94． 88%。这说明甜高

粱种子在较低碱度范围的环境下能较好地萌发。
表 2 不同胁迫处理下甜高粱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指标

处理

组

盐浓度 /

mmol·L－1
相对盐

害率 /%
幼芽

长 / cm
幼根

长 / cm

鲜质量 /

g·株－1

干质量 /

g·株－1

CK 0 0a ( 6． 70±1． 09) a ( 11． 09±1． 50) a 0． 113 2 0． 013 0
A1 100 ( 1． 04±4． 00) a ( 4． 47±0． 32) b ( 6． 16±1． 17) b 0． 061 4 0． 006 7
A2 200 ( 2． 04±5． 36) a ( 2． 60±0． 25) c ( 3． 05±0． 56) c 0． 035 3 0． 004 6
A3 300 ( 9． 21±6． 90) a ( 1． 12±0． 19) d ( 1． 13±0． 19) d 0． 012 6 0． 002 0
A4 400 ( 25． 79±14． 21) b ( 0． 37±0． 05) e ( 0． 69±0． 11) de 0． 001 2 0． 000 3
A5 500 ( 37． 13±12． 30) b ( 0． 31±0． 07) e ( 0． 34±0． 12) e 0． 001 0 0． 000 3
B1 100 ( 1． 00±3． 95) ab ( 4． 09±0． 53) b ( 3． 34±0． 96) b 0． 064 6 0． 007 4
B2 200 ( 9． 21±4． 93) b ( 2． 06±0． 31) c ( 0． 62±0． 30) c 0． 025 0 0． 003 6
B3 300 ( 23． 67±8． 37) c ( 0． 75±0． 16) d ( 0． 22±0． 16) c 0． 004 8 0． 000 9
B4 400 ( 55． 54±8． 53) d ( 0． 16±0． 08) e ( 0． 17±0． 03) c 0 0
B5 500 ( 86． 63±3． 83) e ( 0． 13±0． 05) e 0c 0 0
C1 100 ( 13． 46±4． 14) b ( 1． 97±0． 26) b ( 0． 49±0． 29) b 0． 016 2 0． 002 2
C2 200 ( 20． 50±9． 67) bc ( 1． 59±0． 34) b ( 0． 45±0． 23) b 0． 010 8 0． 001 7
C3 300 ( 31． 00±5． 77) c ( 0． 65±0． 21) c ( 0． 17±0． 08) b 0 0
C4 400 ( 62． 04±13． 96) d ( 0． 15±0． 08) d ( 0． 13±0． 03) b 0 0
C5 500 ( 94． 88±3． 90) e ( 0． 10±0． 00) d 0b 0 0

注: 表中相对盐害率、幼芽长、幼根长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每

一组中不同的字母表示在 0． 05 水平上差异显著; A、B、C 组的 pH 值

分别为 7． 08、8． 78、9． 04。

2． 3 混合盐胁迫对甜高粱胚生长及生物量的影响

由表 2 知，甜高粱种子的幼芽长和幼根长均在

盐浓度为 0 mmol·L－1 时最大，分别为 6． 7、11． 09
cm，随着混合盐浓度的升高，幼芽、幼根长显著降

低。A1、A2、A3、A4、A5 的幼芽长与对照相比分别

下降了 33． 28%、61． 19%、83． 28%、94． 48%、95． 37%。
A1、A2、A3、A4、A5 的幼根长与对照相比分别下降

了 44． 15%、72． 50%、89． 81%、93． 78%、96． 93%，

其中根长的下降趋势更加明显，这是因为植物萌发

过程中，根部是吸收水分和矿质营养的最直接的器

官，也是受渗透胁迫和离子毒害作用最明显的部位。
随着 pH 值的增大，幼根、幼芽长同样显著下降，当

混合盐浓度为 500 mmol·L－1、pH 值≥8． 78 时，甜

高粱幼根的生长受到完全抑制，甚至出现了无根畸

形苗。
由表 2 可知，A、B、C 组的幼芽长与幼根长均在

混合盐处理液为 500 mmol·L－1时受抑制作用最大，

幼芽长与对照相比，分别下降了 94． 48%、98． 06%、
98． 51%，幼根长与对照相比，分别下降了 96． 93%、
100%、100%。结果表明，高盐胁迫下甜高粱早期幼

苗无法正常生长。
由表 2 可知，随着盐浓度的提高，幼苗的鲜、干

质量受到明显的抑制作用，呈下降趋势。当混合盐

溶液 pH 值≥8． 78，盐浓度＞300 mmol·L－1 时，幼苗

受到的抑制作用最大，与对照相比，抑制作用达到

100%。A1、B1 组，幼苗受到的抑制作用最小，与对

照相比，鲜质量分别下降了 45． 76%、42． 93% ; 干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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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别下降了 48． 46%、43． 08%。
2． 4 混合盐胁迫特点分析

根据双因素方差分析表明，盐浓度、pH 值、盐浓

度与 pH 值的相互作用对甜高粱种子萌发率、萌发

指数和相对盐害率均有极显著性影响( P＜0． 01) ，且

盐浓度对其的影响力最大; 盐浓度和盐浓度与 pH
值的交互作用对甜高粱种子的幼芽长的生长有极显

著性影响( P＜0． 01) ; 而盐浓度与 pH 值的相互作用

对甜高粱种子的幼根长的生长有极显著性影响( P＜
0． 01) ，盐浓度对其具有显著性影响( P＜0． 05) 。
表 3 盐浓度、pH 值及两者相互作用对甜高粱种子萌发及

幼苗生长的双因素分析

指标
盐浓度

F 值 P 值

pH 值

F 值 P 值

盐浓度×pH 值

F 值 P 值

萌发率 19． 873 ＜0． 010 9． 280 ＜0． 010 7． 321 ＜0． 010
萌发指数 49． 263 ＜0． 010 14． 547 ＜0． 010 5． 355 ＜0． 010
相对盐害率 19． 901 ＜0． 010 9． 301 ＜0． 010 7． 288 ＜0． 010
幼芽长 20． 767 ＜0． 010 3． 390 0． 086 51． 044 ＜0． 010
幼根长 4． 018 0． 045 4． 146 0． 058 66． 521 ＜0． 010

3 结论与讨论

国内关于混合盐碱胁迫对种子萌发的影响已做

了大量的研究［22－25］，杨小环等［26］对 NaCl 胁迫下高

粱种子的萌发结果研究发现，随着盐胁迫的增强，高

粱种子的出苗时间均明显延迟，出苗率和成苗率下

降，幼苗生长受到抑制，物质积累减少。本研究表

明，甜高粱的萌发率、萌发指数均是在蒸馏水中为最

高且在低盐浓度下，甜高粱的萌发率与对照无显著

性差异。高盐高碱情况下甜高粱种子不但发芽率低

而且发芽延迟，而在低盐低碱情况下，发芽率高且发

芽速率快，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发芽。
甜高粱种子萌发在重度盐碱胁迫下受到严重抑

制，但在 pH 值为 7． 08，盐浓度为 500 mmol·L－1时，

种子萌发率仍能达到 61． 00%，说明甜高粱能在低

盐度、低 pH 值的盐碱地正常生长，同样能够在低碱

性高盐度的盐碱地生存。
相对盐害率可比较同一植物对不同盐浓度的耐

盐能力，本研究中的相对盐害率反应了盐溶液对甜

高粱种子发芽的影响程度，随着盐浓度的升高，相对

盐害率增大，盐浓度越大，甜高粱种子越不易发芽和

生长。当盐浓度为 500 mmol·L－1 时，A5 的相对盐

害率仅为 37． 13%，这说明甜高粱种子在一定碱度

范围的环境下能较好地萌发。本研究结果与苗昊

翠［27］和乔海龙［28］等对锦鸡儿种子和大麦种子的相

对盐害率研究一致。
甜高粱种子的幼芽长和幼根长均是在蒸馏水中

时最大，且长势良好。与各个混合盐溶液处理下的

幼芽长和幼根长有显著性的差异。但随着混合盐浓

度的升高、pH 值的升高，幼苗、幼根长逐渐减小。盐

碱胁迫对甜高粱种子的幼根抑制作用大于幼芽，这

是因为植物萌发过程中，根部是吸收水分和矿质营

养的最直接器官，也是受渗透胁迫和离子毒害作用

最明显的部位。随着盐浓度的升高，幼苗的鲜、干质

量受到明显的抑制作用，呈下降趋势。这说明，盐碱

胁迫对甜高粱幼苗的生长有一定抑制作用。
通过盐度、pH 值及两者相互作用的双因素分析

表明盐度对甜高粱萌发率、萌发指数、相对盐害率影

响最为显著，盐度与 pH 值两者的相互作用对幼芽、
幼根长的影响最为显著。整体研究表明，此甜高粱

品种适宜在黄河三角洲低盐度滨海盐碱地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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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 上接 50 页) 树叶＞树枝＞树根) ［3］、杉木不同器官的

碳素质量分数排列顺序( 干皮＞树叶＞干材＞树根＞树

枝) ［10］和厚荚相思不同器官的碳素质量分数排列顺

序( 干材＞树根＞干皮＞树枝＞树叶) ［11］等树种存在一

定的差异，反映了黑木相思各器官碳素累积特点。
黑木相思人工林生态系统植被层不同层次碳素质量

分数表现为乔木层＞枯落物层＞灌木层＞草本层，土壤

层( 0 ～80 cm) 有机碳质量分数则随土层深度的增加

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8 年生黑木相思人工林生态系统碳贮量为 143． 06

t·hm－2，其中乔木层碳贮量为 46． 33 t·hm－2，明显

高于燕山 北 部 13 年 生 落 叶 松 人 工 林 ( 25． 18 t·
hm－2 ) ［12］和广西南丹 14 年生杉木人工林( 37． 29 t·
hm－2 ) ［13］，略低于燕山北部 33 年生落叶松人工林

( 49． 46 t·hm－2 ) ［12］、福建顺昌 20 年生马尾松人工

林( 50． 28 t·hm－2 ) ［14］和湖南会同 15 年生杉木人工

( 52． 55 t·hm－2) ［15］，占生态系统碳贮量的 32． 39% ; 灌

木和草本层为 10． 49 t·hm－2，占 3． 34% ; 凋落物层

碳贮量 2． 26 t·hm－2，占 1． 58%。
森林土壤是碳的一个极重要的贮存库，我国森

林土壤平均有机碳贮量为 193． 55 t·hm－2，约占整

个生态系统有机碳贮量的 74． 78%［16］。而受研究区

所处区域和前茬林分即原马尾松人工林的影响，黑

木相思人工林土壤碳贮量( 89． 69 t·hm－2 ) 及其占

整个生态系统有机碳贮量的比值均明显低于我国森

林土壤平均碳贮量( 193． 55 t·hm－2 ) ，占生态系统

碳贮量的 62． 69%。但从黑木相思的生物量特性种

植黑木相思人工林前后的土壤有机碳含量可以看

出，由于黑木相思具有高落叶量的特性，有利于土壤

有机碳的生物积累，从而提高土壤有机碳库的积累

或贮存能力。
8 年生黑木相思人工林年净生产力为 17． 02 t·

hm－2·a－1，碳素年净固定量为 8． 45 t·hm－2·a－1，

折合成 CO2 的量可达到 30． 98 t·hm－2·a－1，高于处

于速生阶段的福建南平 20 年生杉木人工林碳素年

净固定量( 7． 18 t·hm－2·a－1 ) 和湖南会同 15 年生

杉木人工林碳素年净固定量( 5． 33 t·hm－2·a－1 ) ，

略低于广西南宁 7 年生厚荚相思人工林的 9． 86 t·
hm－2·a－1［13］。可见，黑木相思是一个既具有较高植

物体碳吸存能力，又具有较强土壤碳吸存能力的热

带树种，考虑其具有干形良好、速生、材质优良而又

具有一定的耐寒能力，黑木相思既可以在热带亚热

带地区作为人工用材林发展，更适宜在该地区以生

态公益林或碳汇树种为经营目的的退化山地生态系

统中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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