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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镇饲 黑荆树 ;
氮

、

磷
、

钾 , 施肥

黑荆树 (A ca 。翻 二ea o sii )作为短周期工业人工林进行集约经营
,

施肥是一项重要的增产

措施
。

南方各省一般用于营造黑荆树的山地土壤较膺薄
,

加上黑荆树生长快
、

伐期短
,

吸收

土壤养分多
,

而只有少数枝叶能形成矿质养分回到土壤
。

南非试验表明
:

施一定量过磷酸钙

的黑荆树人工林
,

10 年轮伐时
,

每公顷可增加鲜树皮 6 t
、

木材30 t
。

本试验主要探讨 N
、

P
、

K 三要素单施和组合施对黑荆树的高
、

径生长
,

单位面积树皮及 木 材 产量
,

树皮单宁含

量和树皮厚度的影响
,

找出最优组合
,

以提高黑荆树人工林的产量及经济效益
。

一
、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福建省长泰县陈巷林场
。

北纬24
0

4 91
,

东经1 1 7
0

52
‘ ,

海拔高1 09 m
,

坡度15

~ 20
。 ,

南向
,

低丘的上坡
。

年平均气温21 ℃
,

极端低温 一 1
.

7 ℃
,

极端高温39 ℃
。

年平均降

雨量 1 4 1 1 m m
,

相对湿度 75 %
。

红壤
,

土层厚 0
.

6 m 以上
,

p H 值 5
.

5
,

有机质 0
.

2 1 %
,

全

N O
。

0 6 %
,

全 P 0
.

0 7 %
,

速效 N 4
.

9 3 m g 八 0 0 9 土
,

速效 P 为零
,

速效 钾 1
。

1 9 5 m g八 0 0 9

土
,

肥力低
,

土质粘重
。

1 9 8 3年 1 0月育苗
, 1 9 8 4年 3 月中旬造林

。

二
、

试 验 方 法

(一 ) 试脸设计

随机区组设计
, 9 个处理 (表 1 )

, 6 次重复
,

每个小区 。
.

0 09 3 h a ,
3 行小区

,

每个小

区3。株
。

顺坡排列
,

株 行距 2 m x l
.

s m
。

小区间设 1 行隔离行
,

重复间设 2 行隔离行
,

试

验面积0
.

7魂h a
。

(二 ) 施肥
、

造林

冬季全面整地
,

大穴定植(穴规格 60 c m 火 60 c m 火 60 c m )
,

一级苗造林
。

结合回土
,

肥

料按设计一次施入
,

肥土拌匀
,

施肥深度离地表 20 c m
,

然后定植
。

第 2 年按设计再施一次
。

连续抚育 3 年
,

第 1 年抚育 2 次
,

第 2
、

3 年各抚育 1 次
。

本文于1 9 8 9年 7 月2 7 日收到
.

* 该试脸为林业部合同项目
“

黑荆树良种选育及栽培技术研究
’

内容之一
。

本所 王浩杰
,

福建省长泰县陈巷林场 周阿

敏
、

刘荣宗参加部分工作 , 本所裴致达
、

陆哲侧定 土城养分
,

沮州市构胶 厂王美香洲定单宁含 t
,

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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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施 肥 方 案

下一升甲丁注
:

碳酸氢按含量为1 7 % ~ 20 %
,

过磷酸钙为 15 % ~ 16 %
,

氛化钾为 5Q %
。

(三) 观察记载

每个小区的中间 1 行为固定观测行
,

每年 12 月底观测树高
、

胸径
、

冠幅和枝下高
。

本文树高
、

胸径按 1 一 4 年的调查数据整理分析
。

树皮
、

木材产量按第 4 年的调查数据
,

用福建林学院编制的《黑荆树二元树皮产量表》和《黑荆树二元材积表》查算
。

树皮样品采集
:

于1 9 8 8年 3 月25 日
,

随机抽 3 个重复
,

在观测行内的每株树干离地表 l m 处
,

分东
、

西
、

南
、

北四个方向取样
,

10 株混合 成一个样品
,

测定树皮的鲜
、

干重
,

鲜皮厚度及气干皮的单宁含

量
。

单宁用皮粉法测定
。

1

一
囚

2

—
P

3 一
一 K

三
、

试验结果

(一 ) 施肥对树高
、

胸径生长的影晌

从图 1
、

2 可见
,

不同施肥处理对树高
、

胸

径的生长
,

在 1 ~ 4 年内均有一定的效果
。

树高

在 2 一 3 年时增长最快
,

第 4 年有下降的趋势
。

经 N + P + K
、

N + P
、

P + K
、

P 和有 机 肥 处 理

的
, 1 ~ 4 年内均极显著地高于CK ; N

、

K 和N 十

K 处理的生长不稳定
,

N + P + K 为最优组合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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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施肥树高生长曲线 图 2 施肥胸径生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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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相比
, 1 ~ 4 年的树高生长量分别增加 1

.

0
、

2
.

3
、

2
。

7和 2
.

5 m
,

极显著地高于N
、

P
、

K
、

有机肥和N 十 K 处理
,

显著高于 P + K 处理
,

与 N + P 处理相比差异不 显 著
。

与 CK 相

比
,

各处理树木胸径生长速率呈逐年增大趋势
。

经N 十 P + K
、

N + P
、

P + K
、

P和有机肥 处理

的
, 1 ~ 4 年的胸径生长量极显著地高于C K ; N

、

K 和N + K 处理的胸径增长 亦 不稳 定
。

N + P + K 为最优组合
,

与 CK 相比 1 ~ 4 年胸径生长量分别增加1
.

2
、

2
.

2
、

2
.

7和3
。

ZC m
。

(二 ) 施肥对树皮
、

木材产 t 的影晌

从表 2
、

3
、

4 可见
:
施 N + P + K

、

P + K
、

N + P 和有机 肥的树皮 (鲜 )和木材产量极显著

地高于 K
、

N + K 处理和 CK ;与CK 相比分别增产 61 % ~ 34 3 % 和60 % ~ 31 6 %
,

每公顷树皮

增产1 3 9 5一 7 8 3 7
.

5 k g ,

木材增产5
.

6 4 6 ~ 4 5
。

3了4 m
, 。

N + P + K 为最优组合
,

与 CK 相 比

树皮增产了s3 7
.

s k g
·

h a
一 ‘,

木材增产4 5
.

3 7 4 m
3 ·

h a
一 ’,

树皮极显著地高于 P
、

N
、

有机肥
、

K
、

N + K 处理和 C K
,

显著高于 P + K 和 N 十 P 处 理
,
木材极显著地 高于 P

、

N
、

有机肥
、

K
、

N + K 处理和 C K
,

显著高于N + P处理
,

与P + K 处理不显著
。

表 2 施肥后树皮产皿均教比较

各处理均数

( kg )
理处

1 5二 6 0
.

10二 5 5
.

1 0二 4 6
.

6 0二 4 6
.

2 5二

二 3 2
.

1 5二 2 3
.

‘5
. 2 3

.

3 0
.

二 3 1
.

‘5二 2 3
.

1 5
. 2 2

.

8 0 .

1 7
.

4 5 8
.

9 5 8
.

6 0

8
.

8 5 0
.

3 5

8
,

5 0

3 7
.

石5 二 2 3
.

45
.

2 2
.

9 5
.

1 4
.

7 5 0
.

5 0

1 4
.

2 0

.�一�比曰�a内r�n曰‘且斑匕月呀O口�j八U

⋯⋯
672335

内J,口n‘,工,‘..

⋯
..

⋯
n�n�0055

,曰
7
仁曰
9
1匀
�U

‘1OQ
���6
一bs75

月月3n‘2‘1n�一勺口31匕‘J八叨几U亡曰�勺血U820仙月,
.

⋯⋯
‘q‘1
j.1确卜。O目‘O曰O曰内月才‘亡d月,

J口,口N + P + K

P + K

N + P

P

N

有 机 肥

K

N + K

C K

3 4
.

4 0

2 1
。

3 5

1 3
.

0 5

注 : L S D o
.

0 。 = i a
.

Zs , L S D o
.

o l 二 2 4
.

a2 。

表 3 施肥后木材产 I 均数比较

·

⋯
各处理均数

( m 。 )

N + P + K

P + K

N + P

P

N

有机肥

K

N + K

CK

0
.

5 5 7 6 9

0
.

4 4 5 6 9

0
.

4 3 3 3 9

0
.

3 5 8 1 5

0
.

3 0 9 7 2

0
.

3 0 3 6 2

0
.

22 7 86

0
.

2 1 4 8 9

0
.

13 4 1 9

0
.

4 2 3 5 0二 0
.

34 2 8 0二 0
.

3 2 9 8 3二 0
.

25 4 0 7 二 0
.

2 4 7 97二 0
.

1 9 9 54二 0
.

1 2 4 3 0 . 0
.

1 12 0 0

0
.

3 1 1 5 0二 0
.

2 3 0 8 0二 0
.

2 17 8 3二 0
.

14 2 0 7
. 0

.

1 3 5 7 9
.

0
.

0 8 7 5 4 0
.

0 1 2 3 0

0
.

2 9 9 2 0二 0
.

2 1 8 5 0二 0
.

2 0 5 5 3二 0
.

12 9 7 7
.

0
.

1 2 3 6 7
. 0

.

0 7 5 2 4

0
.

23 3 96 二 0
.

14 3 2 6 .
0

.

1 3 0 3 9
.

0
.

05 4 5 3 0
.

0 4 8 ‘3

0
.

17 5 5 3二 0
.

09 4 3 8 0
.

0 8 1 8 6 0
.

0 0 6 1 0

0
.

1 6 9 4 3二 0
.

0 8 8 7 3 0
.

0 7 5 76

0
.

0 9 3 6 7 0
.

0 1 2 9 7

0
.

0 8 0 7 0

注 : L S D o
.

o : = 0
.

1 1 0 2一
,

L S D o
.

o : 二 0
.

25 9 5 一

(三 ) 施肥对树皮的单宁含 t 及一度的影晌

从表 5 可见
,

施肥的树皮单宁含量与 CK 相 比提高

P + K
、

N + K 和有机肥处理极显著高于CK
, P

、

K
、

0
.

3 %~ 1 9 %
。

N + P
、

N + P + K
,

N 单施不显著
。

N + P为最优组合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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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施 肥 后 产 量

污习
尸~

二下丁万丫卞而下
!

而令正丁
、

座叫州 ,恻 }望纪 {州樱州 黔全冲丝厂诬吓下乏万
毕丫 ‘K gj 严

’

}
二 ‘弓工

· “

}
‘

坚
‘ “

}
_

上

哩二竺{
_ _

。

塑二竺}
_ “

卿
一 “

卜
上

竺〔
“

匡
‘

刃
弓

二已}
_ _

工

华
‘ “

湿 材 (m
,
/ h a ) }

”3
·

18 4 3 “ !“8
·

”7 2 1 0
{
“4

·

4 1 3 ”5 {”9
·

7 b 艺 ”U }4 6
·

叹3 4 “u {“3
·

U Z 各 ”5
{
今7

·

”吕z 各5 }3 2
·

“3 ”“”

C K

2 2 8 7
.

5

7 6 8 0

1 4
.

3 7 7 5

注 : 表 中单宁量(k g / h a ) = 树皮产盆 (k g / h a ) x 单 宁含量 (% )
。

表 S 施肥后树皮单宁含量均数比较

处 理

各处理均数

(% )
差 数

N + P

N + P + K

P + K

N + K

有 机 肥

K

P

N

C K

6
.

3二 6
.

2二

5
.

了二

5
.

1
. ‘

5
.

0二

4
.

2 . 今

1
.

0

0
.

5

5
.

7
. *

5
.

2 , .

4
.

6
* .

4
.

s
t .

3
.

7
心

0
.

5

5
.

2 今 . 2
.

0 1
.

2 1
.

1 0
.

05

5
.

8
* .

5
.

2二

5
.

1二

4
.

3
, ‘

1
。

1

0
。

6

0
.

1

4
.

7
申 .

1
。

5 0
.

7 0
.

6

::
0

。

9

U
。

8

0
.

1

3
。

2

O公刃,亮舀开‘O公丹‘2
1了‘h

.. .

⋯⋯
O�O甘豆U丹乙7
J,
4
的J介O几J,J几口几J弓J,JO曰比舀,口

注 : L S D o
.

o 。= 3
.

0 5
,

L S D o
.

o , = 通
.

1 7
。

CK 相比增加了6
.

3 个百分点
,

N + P 十 K
、

P 十 K
、

N + K 、

有机肥
、

N
、

P和 K 处理 分 别 增

加了5
.

8
、

5
.

2
、

5
.

1 、 4
.

3
、

0
.

1
、

o
。

6 和 1
.

1 个百分点
。

从表 6 可见
,

施肥的树皮厚度与CK 相比增加。
.

03 ~ 1
.

33 m m
。

P + K
、

N 十 P + K
、

N +

P
、

有机肥和 P处理极显著地高于CK
,

N 十 K 、

N和 K 处理不显著
。P + K 为最优组合

,

与 CK

相比增加 1
.

33 m m
,

N + P + K
、

N + P
、

有机肥
、

P
、

N + K
、

N 和 K 处理分别增加了1
.

0 6.

0
。

9 6
、 0

。

8 6
、

0
。

8 3
、

0
。

4
、 0

。

0 6和 0
。

0 3 m m
o

表 6 施肥后树皮厚度均数比较

处 理
各处理均数

( m m )

差 数

一
⋯
朋

�n‘几甘人U.
66
魂D3e

亡曰月脸‘弓
.

⋯
八Un�n�n�

P + K

N + P + K

N + P

有 机 肥

P

N + K

N

K

C K

4
.

9 0 1
.

3 3二

1
.

0 6
* .

0
.

9 6二

0
.

8 6二

0
.

8 3二

0
。

4 0

0
。

0 6

0
。

0 3

1
.

3 0二

1
.

C3二

0
.

9 3二

0
.

8 3二

O
。

8 0二

0
.

3 7

0
。

0 3

1
.

2 7
* 亦

1
.

0 0二

0
.

9 0二

0
.

8 0二

0
.

7 7
.

0
.

3 4

0
.

9 0
. *

0

3nJ品舀nU7
舀几�U7后5449665..

⋯⋯
J吸4443333

. . 户目 . . . . . . . . . . . . 一

一
. . . . . . . . . 臼 . . . . . . , . . .

一
, . 州, ,

. .

注 : L S D o
.
o 。= 。

.

5吕
,

L S D o
.

n ; = 0
.

7 9
。

(四 ) 施肥经济效益

施肥经济效益见表 7
,

从表 7 的净值栏和比值栏可见
,

不同组合经济效益与 CK 相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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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幅度 为 4 4 % ~ 3 1 0 %
,

净 增 1 0 8 1
.

2 ~ 7 5 9 9 元
·

h a
一 ’; N + P + K 处 理 为最 高

,

净增

7 5 9 9 元
·

h a 一 ’,

N + P处理 5 8 4 4
.

3 元
·

h a 一 ’,

P + K 处理 5 3 0了
.

9 元
·

h a 一 ’,

P处理 3 8 2 9
.

8 元
.

h a
一 ‘,

N 处理2 7 7 2
。

N + K 处理1 0 8 1
。

2 元
.

衰 ,

玉元

h a
-

一

h a
一 ’,

有机肥处理 2 5 3 5
。

3 5 元
一

h a
一 ‘,

K 处理 1 6 2 7
.

8 元
.

h a
一 ’,

施 肥 经 济 效 益 分 析

资 (元/ h a ) 产 值 (元 / h a )
净 值

位1356661014“170800
‘��勺‘,‘.工月,.0,1九Q,‘�上

一树
肥 料

。。

⋯
过钙

⋯
, 、钾

{
“机肥 人工费一利息 合计

目

项\
、

\处

⋯
�目

12 。
·

o-

12 0
.

幻

小计

6 6
.

6

7 9
。

8

12 0
.

0

26 6
.

4

1 46
.

4

1 86
.

6

1 99
.

8

16 6
.

5

计一

⋯( 元 / h a )

1 2 0
.

幻

1 2 0
.

0

1 2 0
.

0

4 5
.

6

5 2 5

6 3
.

0

2 3 2
.

2

2 52
,

3

2 8 5
。

0

3 1 0 1
.

4

3 6 5 4
.

9

2 5 3 2
.

6

一肥一一机�

1 3 5
.

0 }1 0 5
.

1 5 }5 0 6
.

5 51 6 0 7 5
.

0

1 3 5 0

1 3 5
.

0

1 3 5
。

0

1 9 5
.

0

3 4 5
.

9 5 1 6 7
.

5

2 2 1 1
.

3

2 3 53
.

8

2 8 7 8
.

0 5

1 8 31
.

0 5

4 4 81
.

4

3 8 2 8
.

5 5

1 7 2 6
.

8

3 5 81
.

4

2 4 3牙
.

7 5

1 0 7 8
.

3 5

5 4 5 5
.

2

6 5 3 2
.

9 5

4 3 6 3
.

6 5

1 0 5 5 6
.

4

8 6 5 0
.

0 5

3 9 3 8 1 0

8 1 8 1
.

3

5 5 3 7
.

7

2 4 5 0
.

8 5

5 2 2 3
,

0

6 2 8 0
.

6 5

4 0 7 8
.

6 5

10 0 4 9
.

8 5

8 2 9 5
.

1 5

: , 5 3 2
.

0 5

7 7 5 8
.

7 5

5 0 8 6
.

2

2 4 5 0
。

8 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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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

理

N

P

K

N + P + K

N + P

N + K

P + K

有 机 肥

C K

{6 6
.

6
12 。

·

。{

120
·

。一
_

。

⋯
‘

臀

8 4
.

4 5 }4 0 6

8 7
.

7 5 }4 2 2
.

5 51 4 5 9 9
.

9
·

5

⋯ 4 5 1
。

5 3 0 9 7
.

9 5

1 3 72
.

5

让
:

施肥时的肥料价格 (元 / k g )
:

碳 按0
.

2 2
,

过钙 0
.

2 4 ,

抓化钾 0
.

30
,

牛粪 0
.

0 2 , 施肥时的 产

60 0元 /t
,

木材创元 / m
3 .

价 格
:

气干皮

四
、

结果与讨论

1
.

黑荆树施肥增产效果好
,

不仅提高树皮
、

木材产量及树皮单宁含量
,

而且经济 效 益

也很高
,

因此施肥无疑是黑荆树丰产的重要营林措施
。

2
.

N
、

P
、

K 不同组合在本试验中肥效差异大
。

从树皮
、

木材产量及树皮单宁含量看
,

N + P + K 为最优组合
,

该组合与CK 相比
,

鲜皮和湿材分别增 产 7 8 38
。

5 k g’ h a 一 ’
和4 5

。

3 4 5

rn
3 ·

h a 一 ’,

增值 7 5 9 9 元
·

ha 一 ’ ,

高于其他组合
,

其他组合依 次为 P + K
、

N + P
、

P
、

N
、

有

机肥
、

K 和 N + K
。

3
。

试验表明P 肥对黑荆树生长有着重要的作用
。

建议在肥力低的类似立地上造林时
,

用

N + P + K 组合作基肥一次施入
,

第 2 年再追施一次
。

如经济条件差不能施 N 十 P + K 组合
,

可以单施 P 或 N + P
。

为获得更经济科学的施肥方法
,

还应对 N
、

P
、

K 的用量及不同立地

条件下黑荆树生长所需养分及其可从土壤中获得的养分作进一步研究
。

4
.

试验中有机肥的肥效差
,

主要是肥料质量差
,

数量偏少所致
。

5
.

本试验 N + K 组合的肥效不如N
、

K 单施好
,

这可从土壤养分平衡来考虑
:
试验地缺

磷 (速效磷为零 ) ,

施 P 肥能平衡土壤养分
,

促进生长
。

而 N 和 K 组合施可能更加剧了土壤养

分间的比例失调
,

使其肥效不能充分发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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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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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郎奎健
、

唐守正等编著 的 ((I B M PC 系列程序集 (救理统计
、

调查规划
、

经营管理 )》

一书已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
。

它是为 IB M PC 系列及兼容机设计的 B A SI C 程序集
。

包活

数理统计
、

多元分析
、

线性规划
、

动态规划
、

企业管理及森林经理和调查中常用的方法
,

各

程序均有说明及例题
,

采用人机对话方式
,

方便实用
。

中国林科院森林经理室还零售磁盘
。

本书可供农林
、

生物科学等方面的科研
、

教学
、

生产人员及大专院校师生使用
,

定价 16
.

00

元
。

欲购者请与北京和平里胜古西庄中国林业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

邮政编码
: 1。。0 1 3 。

2
.

由唐守正编著的 《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应广大读者要求已由林业出版社再版
。

本书介

绍了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农林业中的应用和多元统计分析各种方法的基本思想和计算步骤
,

并列举了多种实例
。

可供广大农林科学工作者及农林院校师生参考使用
。

定价 3
。

85 元
,

由中

国林科院中林公司代销
,

地址
:
北京万寿山后

,

邮码 10 0 09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