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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是重要的速生树种
,

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1 9 8 3年对杨树

的黑杨派 良种 I 一
69 杨(尸叩

: lu : d o lt of des c v
. “

L u x ”
)苗期生长与营养特性 的 研究

,

旨在培

育和选择优质苗木
,

为杨树用材林定向培育的造林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

一
、

试验区的自然概况

试验地设在湖南省汉寿县林科所内 (1 12
0

05
,
E

,

28
0

50
‘

N )
,

属亚热带气候
。

年平均 气

温 1 6
.

3 ℃
,

无霜期 27 o d 左右
。

年平均降雨量 1 2。。m m
,

一半以上集中在 5 ~ 9 月
,

年蒸发

量 1 23 2一 1 6 75 m m
,

年相对湿度83 %
。

土壤主要是沉水淤积的壤质灰 湖潮土
,

肥力较高 I‘l

(表 1 )
,

适于杨树生长
。

衰 l 土 雌 主 要 化 学 性 质

采样深度

(e m )

有 机质

(呢 )

全 N 全 K { 水解N } 速郊 P 速郊 K

(% ) (m g / 1 00 9 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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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试验材料与方法

试材为一年生苗木
,

毖准样木 3 00 株
,

按基径大小分级
。

株行距为 3 5C m 又 5 0 c m
,

试验面

积约 2 亩
。

6 ~ 10 月每月采样一次
,

母级采样 4 一 6 株
,

按常规方法进行高
、

基径调查及不

同部位的生物童
、

主要养分测定
。

N 用室温扩散法
; P 用铂蓝比色法

; K 川火焰光度计法
,

C a 和 M g 用 E D T A 络合滴定法
。

本文于1 9 8 8年 1 2月 1 日收到
。

* 本试脸 承蒙汉寿 县林 科所原所 民泞义 孝 同志人力支持
,

该听科研小组配 合完成田 间 试脸
,

李华爱 Ii.J 占参加室 内分折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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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试验结果与分析

1
。

各级苗木生长的变异分析 按苗木基径分三级
: > 1 c m 为 一级苗 ; 1 ~ O

。

5 c m 为二

级 苗 , < 0
.

5 c m 为三级苗
。

各级苗木生长的差异极显著 (表2
、

3 )
。

一级苗高的年增长量为

二
、

三级苗的 1
.

4~ 1
.

7倍 , 基径年增长量为1
。

3~ 1
.

6倍 ; 主
、

侧根的长度为二
、

三 级 苗 的

2
.

5一3
.

0倍
。

各级苗木生长的季节变化趋于一致
,

差异显著
。

7
、

苗突出
,

其高与基径增长量 7 月为 o
.

83 m 和 0
.

56 c m ; 9 月为0
.

91

9 月生长较快
。

尤以一级

m 和0
。

7 8 c 〔n
o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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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a ) 各级苗木生长S SR检验

0
.

1 5

表 3

0
.

41 0
。

3 2 0
.

2 4 0
.

1 4

( b ) 苗木季节变异SSR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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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期生 长与苗木含水量 的关系 表 4 表明
, 工一69 杨苗年平均含水 量 为 6 6

.

8 %
,

除

苗茎与根系间无显著差异外
,

其它部位差异极显著
。

显著性为叶柄 > 叶片> 苗茎> 根系> 插

穗
。

各部位含水量的季节变异
,

表现为前期 ( 7 ~ 9 月)较高
,

平均达 70
.

8 4 % ; 后期减少
,

但各部位之间仍有不同差异
,

如根系的季节变异尤为明显
,

各月的差异均达到极显著
,

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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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4 不同部位含水t 攀节动态变异 q 检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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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长最快的 7 月含水量最高

,

说明只有满足苗木前期供水的需要
,

后期才会迅速生长
。

3
.

苗木生长与生物量的关 系 表 5 看出
,

苗高
、

基径生长与生物量呈正相关
, ;
值分别

为 0
.

6 与0
.

94
。

生长好的 苗 木与生长差 的比较
:

高
、

基径生长量在2
.

6倍以上 , 生物量为40

倍 , 叶片生物量为25 2倍 , 根系和苗茎生物量分别为52 和37 倍
。

裹 5 苗木增长 , 及各部位的生物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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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苗木各部位生物云

苗木不同部位的生物量随苗木生长季节

而变化
。

从图 1 可见
,

生长末期( n 月 )的年

生物总量为初期的6
.

8倍 ( 7 月低于 6 月
,

由

采样误差所致 )
。

叶片在生长季节初期 ( 6 月 ) 生长迅速
,

生物量较高
,

为全株的37
.

6%
,

随

后逐渐减少
。

苗茎
、

根系在整个生长季节皆有明显增加
,

到生长末期 ( n 月 )统计
,

苗茎生物

量几乎占全株的一半, 根系占全株的22
.

3 %
。

茎根比值为2
.

1
。

4
.

苗木生长与养分 的关系 表 6 表明
,

不 同等级苗木的主要营养 元素 有很大差异
,

一

级苗木的含量是二
、

三级苗木的 4 一29 倍
,

一级苗木的主要营养元素总量为 6 9
.

6 9 ,

其中N

占2 1 %
,

P
:

0
。

占 s %
, K Z

O 占2 5 %
,

C a o 占3 5 %
,

Mg o 占 9 %
,

顺序是Ca > K > N > M g

> P( 6
.

o : 4
.

川
.

6 : 1
.

5
: 1

.

3 )
。

苗木各部位的养分含量差异极显著 (表 7 )
。

叶片
、

叶柄与根系

显著地高于苗茎和插穗
,

反映 了根系和叶的吸收和合成作用
。

叶片含N
、

C a 量高
,

占叶片总

量 30 % 以上
,
叶柄台K 量高

,

占总量的 50 % ,
茎 含 K

、

Ca 量高
,

均占总量 30 %以上
; 根

、

穗含 C a 量较高
,

均占总量的 40 % 以上
。

不同等级苗木和苗木各部位的营养元 素 含 量 变化

(表 6
、

7 )
,

说明
一

J
’

苗木本身的营养特性及其营养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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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等级苗木的主要营养元亲含最

(单位 : g ) 四
、

结语与讨论

级别 P : 0 , K : 0 }C a o M g O 总量

l厚卜

1
.

114 5 9

3
.

19

0
.

4 6

1
.

1 7

0
.

2 0

1 9 2 5

4
.

90

0 7 4

4
.

2 9

6
.

3 8

0
。

7 8

6
.

06

0 95

0
.

1 9

6 9
.

e0

16
.

5 9

2
.

3 7

1
。

在相同条件下
,

不同等级的 工一69 杨

苗生长差异极显著
,

一级苗高的年增长量为

二
、

三级苗的1
。

4 ~ 1
.

7倍 , 基径年增长量为

l
。

3~ 1
。

6倍
,
一级苗的生物量积累为三级的

表 7 苗木不同部位的主要养分含量 q 浦验

叶 片 } 叶 柄

主要

养分

平均值

(% )

}主要
差异显著性 !

}养分

平均值

(% )
差异显著性

一产一二一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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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鱼介卫一
主要}平均值一 }主要 }平均值} !主要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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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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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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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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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p 】

”
·

1 9
{ d } c

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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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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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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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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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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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8 ld { c

闷
。

.

2

小 {
A

}
总 ,

卜
4 7

}
b

}
B

}
总量

1
5

·

。。

卜 }
。

}
总二
}
2

·

8 5

卜{
D

{
总量

卜
。

小 }
E

注 : 主要养分含量按一级苗计算
。

40 多倍多 一级苗的主要养分为二
、

三级苗的 4 ~ 29 倍
。

主要营养元素含量的顺序 是 C a > K

) N > M g ) P (6
.

0
:
4

.

5 : 5
.

6 : i
。

5 : 1
.

5 )
。

苗期生长的营养特性还表现在不同部位的养分差异很大
,

叶与根系极显著地高于茎和插

穗多 叶片
、

叶柄
、

根系营养元素的含量分别以 N
、

K
、

Ca 最高
。

2
.

以每亩 3 8 00 株一级苗木计
,

土壤中将有 N
—

5 7
.

o k g
,

几O
。

—
1 9

.

o k g
,

K ZO
—

7 2
。

Zk g
,

Cao
—

9 1
.

2 k g
,

M g o

—
2 2

.

s k g 被吸收
。

其吸收量大于 G
.

Fr ls o n 测定的意

21 4杨树的结果
。

每年随苗木的出圃
,

土壤中将有大量的养分被带走 (除落叶的养分归还土壤

外)
,

即使肥力较高的土壤也经不住苗木逐年对养分夺取
,

将导致土壤肥力下降 影响 林业生

产
。

因此
,

必须加强苗圃的土壤管理
,

合理施肥
,

调节和改善土壤营养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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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ST UD Y ON T HE G R OW T H AND NUT R !E N T

D !ST R !B UT ION OF TH E PO尸U L U S D E 五T O ID E S

C V
. “

LUX
”

I 一6 9

Y a n g Shihua X u Qin g ya n

(T he R e se a r c人 I 。 : t it o to o
f F o r e s t心 C 刃F )

L i W e iy i C h e n X inc h u

(F o r e 盆t R e : e a r e h l ”s t‘t“to o
f H

a , s ho “ C o “ 。t ,
,

H
。 , a o P r o u fo e e )

A b str a ct T h e s tu d y o n the g ro w th a n d n u tr ie n t d is tr ib u t io n o f Po p u l肚s

de lt o i击5 e v
. “

LU X
”
I 一 6 9 in H a璐h o u Co u n ty

,

H u na n Pr o v inc e sh o w s : In the

sa m e e o
nd itio 朋

,
the s ig n ifica n t d iffe re nc es a re fo u n d in t he g ro w th o f g ra d e

I 汉犯d lin gs 15 1
.

4 ~ 1
.

7 tim es tha t o f g ra de 亚 o r 111
.

T he a n n u a l ro o t s te m

g r o w th o f g ra de 1 15 1
.

3~ 1
.

6 tim es tha t o f g ra d e 亚 o r 111
.

T h e b io住Ia ss

ac e u m u la tio n o f hig h
一
g ra de 3 e e d lin gs 15 4 0 tim es m o r e tha n the Poo r o n e

.

T h e

b io m a SS (d r y w e ig h t ) a cc u m u la t io n 15 a b o u t 2 4 0 0 k g p e r m u (1八 5 he eta r e )
.

In the sa m e e o n d it io ns
, the a e e u m u la tio n o f m a in n u tr ie n t o f d iffe re n t g ra d e

see d lillg
s 15 a lso d iffe re n t :

G ra de 1 15 2
.

2 ~ 4
.

3 tim o tha t o f g ra d e 丑 o r 班
.

T he a e e u m u la t io n o f m a in n u tr ie n t 15 1 4 8 k g Pe r m u
.

T he Pro Po r tio n o f

Ca : K : N : P :
M g 15 6

。

0 : 5
.

5 : 4
。

0 : 1
.

5 : 1
。

0
.

T he c o n te n t o f n u t rie n t d is tr ib u tio n v a r ies w it h d iffe re n t Pa r ts w ith in a

s eed lin g
.

T h e n u t r ie n t e o n te n t o f t he lea v es a n d th e r o o t3 a r e m u eh m o r e

tha n th a t o f the s tem s a nd the e u tt in gs
。

T he n u tr ie n t ele m e n ts d is tr ib u tio n in

the d iffe r e n t 脚r ts v a r ies to o
.

T he g rea t出t e o n te n t o f N 15 in th e lea ves

w hile th e g rea tes t e o n ten t o f K e x i3 ts in th e lea fs ta lk 3 a
nd th e gf ea t出t

e o n te n t o f C a e x is ts in t h e r o o ts
。

价y wo
rd s P o p‘lu : d e lto id e s e v

. “

LU X
”
I 一6 9 ; b io m asa ; n u t r it iv e e ha r a e te 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