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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顺山 胡炳堂 江业根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

摘要 为探讨毛竹林的施肥效果和合理的施肥配方
,

在浙江省安吉县
、

福建省沙县和长汀 县

三处设置了毛竹施肥试验林
。

六年的试验结果表明
,

立竹结构较合理的毛竹密林 (立竹数 3 0 00株

/五m 佐右)
,

施用三要素化肥肥效显著
,

年均增产鲜竹材2
.

67 一5
.

70 t/ h m 艺,

鲜笋。
.

34 ~ 0
.

75 t/ 五m
, ,

每公斤肥料 (按有效成分 N
、

P
、

K 计算)累计增产鲜竹材 2 7
.

8 ~ 62
。

5 k g
、

鲜笋 2
.

7 5 ~ 9
.
1 5 k g ;

最佳施肥配方为每公顷 N 3 io k g
,

P 8 3 k g
,

K i ls k g
。

毛竹疏林 (立竹数( 1 50 0 株/ h m , ) 施 肥效

果较差
。

施氮水平相同比较
,

疏林的鲜竹材年均增产量只及密林的50 %
,

经济效益只及60 %
。

毛竹

琉林的最佳施肥配方为每公顷 N 138 k g
,

P 37 k g
,

K 7 9 k g
。

本文还讨论了有机肥的增产效果
,

施

肥对材性的影响以及肥效持续年限问题
。

关艘词 毛竹林 施肥配方 肥效 材性 养分平衡

当代林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是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过渡
,

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作为

增产木材和林副产品的重要途径
,

施肥是集约经营的关键措施之一
。

作者承担了林业部毛竹

丰产技术研究合同的施肥专题
, 1 9 8 4年实施

,

持续试验观察七年
。

毛竹施肥初期肥效曾作过

报道[ ’1,

本文重点论述施肥对毛竹林经济产量的影响
,

合理施肥配方的选择
,

也论及施肥与

材性和林地养分平衡的关系
。

1 试验林立地条件和林分概况

试验林设置在我国毛竹主产区
,

选择有代表性的林型作为试验区
。

其中浙江安吉县山河

乡百家坪和福建沙县高砂乡毛竹场的竹林
,

立竹密度较合理
,

为较稳定的中产林分 , 福建长

汀县楼子坝林场的竹林
,

立竹稀疏
,

代表低产林
。

三片试验林都以收获竹杆为主 要 经 营 目

标
,

兼收部分早期笋和退笋
。

其立地条件和施肥前的林分概况列于表 1 和表 2
。

表 1 试验林立地状况和土滚性质(各标地表土20 c m 乎均值 )

海 拔
地 点 地形

(m )

有机质
母 岩 土城类型 p H

(% ) (% )

P : 0 。

(% )

代换K

岱
换量 砂 粒 粉 位 枯 较

m e
/

(Pp m ) 1 0 0 9 土) (% ) (% ) (% )

浙江安吉县 丘陵

百 家 坪

福 建 沙 县 低山

高砂毛竹场

福建长汀县 低山

樱子坝林场

5 0 ~ 1 0 0 中层红城 5
.

50 8 3 0
.

2 1 0
.

0 6 8 7
.

4 11
.

3 4 6 7
.

4 2 1
.

2
岩质泥页

侮丫
5 0 0一 5 5 0 长英岩 厚层红集 5

.

2 2 3
.

6 4 0
.

1 5 0
.

0 6 7 7
.

6 7
.

8 4 3 2
.

7 3 3

47 0 ~ 60 0 细沙岩 中层红壤 5
.

加 04 0
.

1 4 0
.

0 6 7 0
.

9 1 1
.

7 0

5
.

7

3 2
.

5

2 3
.

2 4 5
.

0 3 1
.

3

19 9 1一 06一1 3收稿
。

* 浙江省安吉县 山河乡开发办公室
、

福建省竹柴炭公司
、

沙县竹制品公司
、

沙县 高砂毛竹场
、

长汀县林如局
、

雄子飒
林场给予大力支持

, 张隆锦
、

软永 昆协助试验林管理和润查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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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试 扭 有 林 分 一 况

林 型
立竹密度

(株/ h m 卫)

平均眉田

(
e m )

, 积

(t /h m 忍)

年产竹材(鲜》

(t/ h m , )

百 家 坪 郁闭成林 (密林 )

郁闭成林(密林 )

硫 林

2 8 95

3 3 30

1 34 5

2 5
.

4 3

2 6
.

3 0

2 1
.

8 3

4 1
.

8 2

52
.

9 3

9
.

8 6

8
.

3 0

8
.

1 5

3一。¹

¹ 采伐嫩竹造土纸
,

年产竹材为估计值
。

2 材料与方法

2
。 1 试脸材料

肥料为商品用肥
,

氮用尿素
,

含N 46 % , 磷用过磷酸钙
,

含纯P 6 .

n % , 钾用氯化钾
,

含K 52
.

4 %
。

有机肥用粉碎的菜子饼
。

2 。 2 化肥试脸设计

按正交表L .
( 3’)设计施肥处理 (配方)

,

N
、

P
、

K各分高
、

中
、

低量三个施肥水平
,

构成

9 个施肥配方
,

即 9 个施肥处理
,

另加设一个不施肥处理为对照
。

不同林型的施肥量和施肥

次数略有差别
。

2
.

2
. 1 毛竹密林施肥处理 毛竹密林的立竹结构合理

,

具有肥效发挥良好的基本条件
,

其试

验方案列于表 3
。

整个试验安排六个区组
,

浙江安吉县百家坪设置四个区组
,

福建沙县高砂

毛竹场设置二个区组
。

小区面积。
。

06 7 hm Z ,

边界开20 c m 深沟
,

并留出 s m 宽的保护带
,

保护

带一律不施肥
。

施肥处理的肥料等分三份
,

分别于19 8 4
、

19 85
、

19 8 6年的 9 月份施下
。

开水

平沟条施
。

2
.

2
.

2 毛竹疏林施肥处理 毛竹疏林一般为低产林分
,

提高生产力的重点是留笋养竹
、

调整

立竹结构
,

林分状况较复杂
。

本研究设置了二个区组作附带试验
,

其试验方案列于表 4 。

试

验地点在福建长汀县楼子坝林场
。

同毛竹密林试验比较
,

施肥量均减少 1 / 3 ,

试验的肥料二

等分于 19 84年和 19 8 5年施下
。

其他措施同毛竹密林的处理
。

衰 3 毛竹密林旅尼试牲方鑫 裹 4 毛竹碗林施肥试住方案

因 子

水 平 、 丫 n tr

因 子

水 平
、 , n 。

(k g / hm Z ) ( k g / h m Z ) ( k g / h m 里)

28 118

( k g /h m 艺) ( k g / hm , ) ( k g / h m Z )

20 7

3 10

4 14

5 5 2 36

8 3 354

138 19 7 9

20 7 37 15 7

27 6 5 5 236 了子
列 号 1 2 3 列 号 1 2 3

2 .

3 有机尼试挂没计

采用单因子成对对比法设计
,

共四对 8 小区
,

小区面积40 O m ’。 8 个小区在统一化肥用

量为每公顷 N 310 k g
、

P 55 k g
、

K 236 k g 的基 础
_

匕 每对随机抽取一个小区再追施菜子饼

1 5 0 0 k g / h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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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材性洲定方法

为了探讨施肥对竹材某些理化性质的影响
, 1 9 9 1年 1 月在各处理中选择有代表性的二个

小区
,

各采伐三株六年生的成熟竹杆作为样品
,

测量实际重量和竹腔壁厚度
。

并按标准方法

测定竹材和竹叶样品的主要矿质元素含量
。

2
.

5 观浦项目与统计分析方法

从1 9 8 5年起
,

每年 3 ~ 5 月调查出笋数量
、

早笋及退笋产量
,

下半年调查新竹数量和每

竹胸径
。

竹 材 产 量 按公式TV
: , = o

。

1 5 2 7 D Z ·’7 5 “

(安吉 ) 和IV 川 == o
。

15 6 6D
’
·

”4 3 (沙县和长

汀 )计算 [z]
。

为消除因小区立地条件差异而造成的试验误差
,

新竹的实际产量用处理 前的产

量或单位面积立竹量进行了回归修正
。

3 结果与分析

3
.

1 毛竹密林施用化肥对竹材产量的影响

本施肥试验林以培育竹材为主要经营目标
,

竹材产量为肥效的主要考核对象
。

表 5 为浙

江安吉和福建沙县施肥处理的六个区组历年(1 9 85 ~ 1 9 9。年 )鲜竹材累计产量的数理统计分析

结果
,

着重比较施肥与不施肥的产量变化
,

了解毛竹林施肥肥效的反应程度
。

Q检验结果表明
,

与不施肥 比较
,

所有施肥处理其肥效都达到显著水平
。

施肥后六年统计
,

年均增产鲜竹材2
.

67

一5 。7 o t / hm
Z ,

相当于 2
.

4 0一5
。

13 m
3

/ hm
Z
竹材

,

产量提高5 5
.

7 % ~ 8 2
。

5 % ; 累计每k g 肥料

有效成分增产竹材2 7
。

8一 62
。

5 kg
。

美国在70 年代末曾对森林施肥的效果作过广泛调 查ts1
,

施后 1 0年年均材积增长 i
。

1 3 m
3

/ hm
Z

(低的为0
.

5 6 m
3

/ hm
Z ,

高的为 2
。

2 7 m 3
/ hm

Z )
,

相 比 之

下
,

毛竹施肥的肥效比一般森林施肥高一倍以上
。

表 5 施肥后鲜竹产一统计分析

处 理 1 9 8 5 ~ 19 9 Q

累计产量

(t/ hrn
: )

增 产 率 Q 检 验

处 理 号

(元素 k g / h m Z ¹ )

N 207 P 2 8 K l l 8

N 20 7 P 5 5 K 2 36

N Z O7 P 8 3 K 35 4

N 3 10 P 28 K 2 36

N 310 P 5 5 K 35 4

N 310 P 8 3 K ll 8

N 414 P 28 K 35 4

N 414 P 5 5 K l l s

N 4 14 P 8 3 K 2 36

N O P O K O

( t/ hm “) ( % ) ( P = 0
.

0 5 )

每 k g 肥料增

产竹材总盈 ¹

( k g )

一勺乃自7n7�匕。0.任通453829奶476227翁涎

b

a b

a

abababab
c

7Q
�,工65
Jl月,
�
18邓45466382535077606717407018牡69472023内舀455334

、灵

5 7
.

52

6 0
.

47

6 0
.

56

6 7
.

84

7 5
.

66

7 3
.

42

6 3
.

e2

6 2
,

2 4

66
.

6 5

4 1
.

4 6

¹ 按有效成分N
、 P 、 K 计算

。

3
。Z N 、 P 、 K肥效顺序

不同树种
、

不 同性质的土壤
,

施用N
、

P
、

K肥的肥效往往有显著差别
。

由于 本试验设

计按正交表 L 。

( 3 ‘

)设计施肥处理
,

因此可以作正交方差分析
,

确定 N
、

P
、

K 在 肥效中的

重要性顺序
。

方差分析结果列刁表 6 。

结果表明
,

N 素 F 检验达到极显著水平( F = 11
。

8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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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K 的F 检验均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

但方差贡献值比较
,

P 肥的重要性居第二
,

K 肥则居

第三
。

其反应规律与施肥初期的效应一致【‘〕
。

由此可见
,

毛竹林三要素施肥中
,

以氮肥最重

要
,

氮肥促进笋芽分化
,

多出笋
、

多成竹 , 氮肥是扩大竹林叶面积
、

提高叶绿素浓度的基础

物质
,

是提高竹林生产力最重要的肥料
。

从表 1 中可见
,

竹林土壤含磷量约0
.

06 %
,

属缺碑

土壤
,

故磷肥的施用也非常重要
。

竹林土壤含有比较丰富的有效钾(表 1 )
,

所以施肥效果较

差
,

但从高产栽培看
,

为维护土壤钾素平衡和保持竹林丰产
,

钾肥仍是竹林丰产培育必须施

用的肥料要素 [’]
。

衰 6 N
、

p
、

K 肥 效 方 整 分 析

变 t 来泥 自 由 度 平 方 和 均 方 F 0
.

0 , F o
.

o‘

总 变 t

。

:

7 5 4 3
.

3

3 1 9 8
.

5

1 7 9 9
.

0

1 5 0 7
.

6

15 2
.

5

4 7
.

6

2 5 4 5
.

8

6 3 9
.

7

2 2 4
.

9

7 5 3
.

8

7 6
.

3

2 3
.

8

6 3
.

6

1 0
.

0 6二

3
.

5 4二

1 1
.

85 二

1
.

2 0
n s

0
.

37 n ,

3
.

5 1

2
.

9 9

5
.

1 8

组理区处

;
.

::

NKP差J.J..、

中其误

注 : * *

—
板显著, n s

—
不显著

。

3
.

3 毛竹林优化施肥叹方的选择

筛选优化的施肥配方是施肥研究的一个

重要内容
。

合理的施肥配方应该以最高经济

效益作为判断标准
。

而经济效益与单位肥料

的产出量有关
。

从表 7 中可见
,

中N
、

高 P
、

低K 的经济效益最高
,

也即毛竹林合理施肥

配方为每公顷N 3 1 0 k g
、

Ps3 k g
、

K li s k g
,

衰 7 每kg 犯料ff 材增产一与施肥* 平的关系

(单位: k g )

因 子
施肥水平

—

一
N P K

一一
1 (低 )

2 (中)

3 (高 )

这个施肥配方正好是表 5 中第 6 个处理
。

这个处理除了经济效益最高外
,

其竹材产量也接近

最高水平
。

3
.

4 毛竹密林施肥对鲜笋产 t 的影响

材用毛竹林的经营通常采收少量早期笋和中后笋期的退笋
,

这部分产值约为竹材产值的

20 %左右
。

施肥对鲜笋产量的影响同样明显
,

合理的施肥配方使鲜笋 产 量 增 加 一 倍 以 上

表 8 )
。

不同的施肥处理其笋的产量有较大的差别
,

最低为处理 2 ,

鲜笋增产5 4
.

0% , 最高

为处理 6 ,

鲜笋增产 1 19 %
,

施肥对鲜笋的增产幅度比竹材还大
。

由表 8 可计算出各施肥水平的产笋量和每 k g 肥料产笋量
,

比较结果是
,

中 N
、

高 P
、

低K 的三要素组合
,

产笋量最高
,

经济效益也最好
,

优化的产笋施肥配方正好与生产竹材的

优化施肥配方相一致
,

即每公顷 N 3 1 o
、

P 8 3
、

K ll8 k g
。

,
。

5 毛竹硫林施用化肥效应

经营粗放或采伐过量的竹林
,

通常林分密度稀疏
,

林下阳光充足
,

灌木杂草生长繁茂
。

由于受杂草灌木的干扰
,

施肥效果比较差
。

从设置的二个试验区组历年产量统计(表 9 )看
,

多数处理年均增产竹材 l ~ Z t 左右
,

个别处理还出现负增长
。

与毛竹密林施肥比较
,

氮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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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施肥处理与鲜笋产, 的关系

处 理 号
处 理 1 , 8 5 ~ 1 9 9 0年累计产量 年 均

(元素 k g / h m 艺) (t/ h m “) (t/ h m Z )

年均增产

(t/ h m Z )

增 产 率 每 k g 肥料增产总t ¹

( % ) (k g )

尸a内石
‘牲800,占匕J月皿O口1二0480�8709

...

⋯⋯
O�甫�通月性���挂,‘一a月任

_

g

U K

N 2 0 7

N ZC7

N 2 0 7

N 3 1 0

N 3 1 0

N 3 1 0

N 4 1 4

N 4 1 4

N 4 1 4

N 0

P2 8

P5 5

P8 3

P2 8

P5 5

P8 3

P2 8

P5 5

P8 3

P O

K l l 8

K 2 3 6

K 3 5 4

K 2 3 6

K 3 5 4

K l l 8

K 3 5 4

K l l 8

K 2 3 6

K 0

:
.

::

0
.

3 7

0
.

4 9

0
.

6 1

8 5
.

7

5 4
.

0

82
.

5

6 8
.

3

96
.

8

1 19
.

0

5 8
.

7

了7
.

8

9 6
.

8

,自气J心.止一�忆口孟
�一卜月‘

.

⋯
n八U八UO

时咋户‘才沙南b
‘

4OUn乃自口任几Q,工Q‘11nUn山勺公�U
, 1弓山确七

....

⋯⋯
1八�1二‘上
,上,上1一.1,1�U,工1人介甘LJ八U89‘L

.

⋯
叮‘户勺一b八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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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按有效 成分N
、 P 、

K 计算
。

平相同的处理( N Zo7 )
,

毛竹密林年均增产竹材 3。

。t/ hm , ,

每 k g 肥料有效成分平均增产竹材

37
.

8 k g ; 而毛竹疏林则年均增产竹材 1
. 5 t/ hm Z ,

每 k g 肥料有效成分平均增 产 竹 材 22
.

5

k g ,

毛竹疏林年均竹材增产量只及毛竹密林的50 %
,

经济效益只及毛竹密林的60 %
。

因此
,

毛竹疏林应注意留笋养竹
,

提高林分密度
,

控制灌木杂草的生长
,

以使施肥的肥效提高到正

常水平
。

呢、

表 9 毛竹班林施肥鲜竹材产l 统计分析 (长汀 )

处 理 底 竹 数 年均修 正产量 ¹ 年均增产

处 理 号

(元素 k g /h m Z ) (株/ h m Z )

19 8 5~ 19 8 8年 年均实洲产盈

累 计 产 篮

( t/ h m Z ) ( t/ h m Z ) ( t/ hm Z ) ( t/ hm , )

每公斤有效成

分 总 增 产 盈

( k g )

10
.

30 10
.

31 0
。

31 7
.

9

‘任.上O材59. .

⋯
几QJ,的Ot才
-

汽舀24�24

_。
_

C K

N 13 8

N 13 8

N 13 8

N 2 0 7

N 2 0 7

N 2 0 7

N 2 7 6

N 2 7 6

N 2 7 6

N 0

P 1 9

P 3 7

P 5 5

P 19

P 37

P5 5

P 19

P3 7

P5 5

P O

K 7 9

K 15 7

K 2 3 6

K 15 7

K 2 3 6

K 7 9

K 2 3 6

K 7 9

K 1 5 7

K 0

1 3 4 2

1 4 9 3

1 2 5 3

1 1 0 3

1 5 3 0

1 1 7 0

1 4 5 5

1 2 4 5

1 1 6 3

1 6 9 5

4 1
.

2 1

5 1
。

0 6

4 5
.

9 8

3 6
.

5 8

5 0
.

7 6

4 8
.

1 1

4 6
.

6 2

4 3
.

6 8

4 4
。

4 0

4 3
.

4 9

1 5
.

7

1 7
.

9

1 9
.

2

八U6目��介Q厅‘O斤曰声�匕.,nJ丹自,自.,3
.1�勺

..

⋯⋯
n‘1山n�221
占,山,工

一

n石乃哎口介丹舀JO一曰矛爪O
‘11�月,丹冲移山‘才J性份甘,工��八“

...

⋯⋯
,‘,占OU,曰,曰1二,二1几
‘”..土.工,二.土�111.1

‘
l77491469关66921087121191212n10n10

,上2364578

¹ 回归系数 b = 。
.

。。2 5 。

从表10 可见
,

毛竹疏林优化的三要素施肥配方为 N : 、 P
Z 、

K , ,

即三要素的合理用量 为

每公顷N 138 k g 、

P37 k g
、

K 7 9 k g
。

3 . 6 有机肥的效应

有机肥养分全面
、

比例协调
,

并有改上作用
。

饼肥试验结果表明 (表1 1 )
,

施肥后六年年

均增产竹材5
。

8 7 t /h m Z ,

每 k g 菜讲增产竹材总量23
。

48 k g ,

肥料投入与产出之比为l , 7
。

5 ,

经济效益相当高
。

由此可见
,

应充分利用林区丰富的有机肥源培育竹林
,

提高毛竹林的生产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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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0 毛竹班林竹材产, 和每k g犯料增产 , 与旅犯水平的关系

年 均 竹 材 增 t (t/ h m Z ) 每 k g肥料有效成分增产总t (k g )
施肥水平

— —
N P K N P K

1 (低 ) 1
.

4 8 0
.

4 8 1
.

3 2 2 5
.

1 6
.

5 7 2 3
.

1

2 (中) 1
.

4 8 1
.

9 3 1
.

2 4 2 2
.

5 2 9
.

7 1 9
.

6

3 (高 ) 1
.

3 7 1
.

92 1
.

7 8 1 7
.

6 2 8
.

9 2 2
.

7

衰11 有 机 肥 肥 效 分 析

处 理
处理前产及

大年年均 平 均 累计产盆

处 理

处理平 均

后 产 盈 (1 9 8 5 ~ 19 9 0 )

年 均 年 增 t

(k g / h m : )
(t/ h m : ) (t/ h m Z )

每 k g 莱饼总

增产 t (k g )

1 3
.

0 5

N 3 10 P 55 K 2 3 6 6
。

5 6

14
.

3 6

14
。

3 0

1 2
.

0 7 7 4
.

1 8

N 3 1 0 P 5 5 K 2 3 6

9
.

00

1 1
.

6 0
12

.

1 0 10 9
.

3 5 . 1 8
.

2 3 5
.

8 7 2 3
.

4 8

+ 饼肥 1 5 0 0 10
.

9 8

16
.

8 0

7 5
.

6 3

6 1
.

4 1

8 1
.

9 0

7 7
,

7 8

9 6
.

5 1

9 9
.

1 4

1 0 4 9 0

1 3 6
.

8 5

注 : * 示 t。
.

。。显著水平(t 二 3
.

。, 7
,

t 。
.

。 : = 5
.

1 82 )
。

3
。

, 施犯对成熟竹杆某些理化性质的形晌

施肥对材性的影响至今研究仍少
,

但却是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
。

从典型取样 测 定 结 果

看(表 12)
,

施化肥和施有机肥后
,

6 年生的成熟竹杆单株重量都略有增加
,

然 而 施化 肥 的

竹腔壁比不施肥的薄
,

而施有机肥的竹腔壁则加厚
。

衰12 施肥对成熟竹杆( 0 年生 )物班特性的影晌

处 理 侧且株数
平均脚径

(e m )

单株实侧平均重址

( kg )

单株重 t 理论值

(k g )
实测重/理 论值

竹 璧 厚

(m m )

N : P : K I

有 机 肥

C K

2 9
.

2 8

3 4
.

8 2

2 7
.

1 5

2 6
.

87

32
.

4 5

2 6
.

0 7

1
.

0 9

1
.

0 7

1
.

0 4

7
.

8 3 士0
.

6 0

9
.

7 0 士 0
.

5 7

8
.

7 5 土 0
.

7 5

八J
动
1OJ肉b�h月马

⋯
几“. 卫三n甘

由
土
古
土
‘.1九七一b自b

施肥对成熟竹杆某些矿质元素含量也有影响( 见表13 )
,

施肥后仍保持稳定的元素有N
、

S.

N a
、

Z n
、

B 等 5 种 ; Ca
、

M g
、

Fe
、

M n 、

M o s 种重要矿质元素含量在化肥处理中有较明

显下降 , 与制纸浆关系密切的 Si 素含量
,

施肥的影响不大 ; 而 P
、

K 含量则增加
,

P素含量

增加尤为显著
,

施肥 的成熟竹杆含P量比不施肥增加 2 倍多
。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问题
,

即林

地的养分平衡
。

如按施肥处理 N
: 、

Ps
、

K :

所产竹材计算
,

每年收获竹杆从林地运出的养分

为每公顷 N 8
.

80 k g
、

Pl
.

42 k g
、

K 19
.

06 k g ,

如果采伐时连枝叶也运出林地
,

则 采伐时从

林地带走的养分量还要高得多
。

由此可见
,

毛竹丰产林需肥量较大
,

养分消耗也较多
。



4 知 洪顺山等
:

毛竹林施肥效应研究 3 7宁

裹1 3

P

成熟竹杆( B年生 )矿质元致含t

N K 5 1 C a M g S

(% ) (PPm )

N : P 3 K -

有 机 肥

C K

0
.

2 4 0
。

52

0
.

2 2 0
.

4 5

0
.

2 3 0
.

4 2

1
.

8 2 忿86 3 3 1 2 4 4 3 4 2 3 4 3 8 3 1 12 3 8 2 6
。

5

1
.

9 1 3 30 4 1 8 32 1 3 2 6 4 0 9 83 1 0 4 4 2 1 5
.

5

1
.

7 7 1 3 2 3 9 1 3 0 4 3 5 0 5 2 1 8 6 1 4 3 4 6 2 2
.

0

2
。

6

2
.

6

nJ1�卫\二

3
。

8 肥效持续年限问题

从不同施氮水平竹材产量的年变化( 图 1 )看
,

的大年比较
,

沙县高砂竹林肥效反 应 非 常迅

速
,

施肥后第一个大年产量大幅度提高
,

施肥

后第二个大年
,

产量达到高峰 ; 至第三个大年

产量开始下降
。

低氮施肥水平的竹材产量已接

近对照
,

但中氮施肥水平仍然显著高于对照
。

安吉百家坪则肥效平稳
,

施肥后竹材产量年增

幅较小
,

但至施肥后第三个大年 ( 1 9 8 9年 )
,

肥

效未见下降
,

究竟肥效能持续多久
,

仍需继续

观察
。

上述结果说明
,

毛竹林施肥肥效持续的

年限与土壤性质有关
,

疏松而缺肥的土壤
,

肥

效反应迅速而持续年限较短 ; 板结和含氮较丰

富土壤
,

肥效发挥较慢
,

但持续的年限较长
。

本试验研究表明
,

中氮施肥量
,

即 每 公 顷 施

N 肚 0 k g
,

肥效将明显地持续 6 年以上
。

两地竹林都有明显的大小年
。

从决定产量

安吉

一气
一

N : :

一
从

沙县

葵喇代零

1 9 8 5

图 1

8 6 8 7 8 8 8 9 90

年份

不同施盆水平竹材产羞年变化

4 结论

( 1) 立竹密度较合理的毛竹林(立竹3 0 00 株/h m “
左右 )

,

施用三要素化肥有显著增产效

果
。

施肥后六年产量统计
,

年均增产鲜竹材2
。

67 ~ 5
.

70 t/li m , 、

鲜笋 。
.

34 一 o
.

75 t/ hm
Z 。

六年

累计每公斤肥料(按有效成分 N
、

P
、

K 计算 )增产鲜竹材 2 7
。

8一 6 2
。

5 k g
、

鲜笋 2
.

75 ~ 9
。

1 5

k g
。

三要素中以氮最重要
,

磷居第二
,

钾居第三
。

最优施肥配方为每公顷N 31 0 k g
、

P 83 k g
、

K 1 18 k g
,

此配方的经济效益最好
,

鲜竹
、

鲜笋产量达到或接近最高水平
。

( 2) 低产的毛竹疏林
,

施化肥的肥效较差
,

年均增产竹材只及毛竹密林的50 %
,

经济 效

益只及毛竹密林的60 %
。

与毛竹密林比较
,

毛竹疏林的适宜施肥量需减少
,

最优施肥配方为

每公顷 N 1 3 8 k g
、

P3 7 k g
、

K 7 9 k g
。

( 3) 毛竹林施有机肥效益显著
。

施菜饼 1 50 0 k g / hm
Z ,

六年统计 年 均 增 产竹 材 5
。

87

t/ hm
Z ,

每公斤饼肥累计增产竹材23
.

48 k g
,

肥料投入与产出之比为 1 : 7
.

5
。

( 4) 施肥影响材性
,

施化肥使竹腔壁变薄
,

施有机肥使竹腔壁加厚
。

施肥后成熟竹杆磷
、

钾含量增加
,

氮
、

硅含量变化不大 ; 但施化肥有使钙
、

镁
、

铁
、

锰
、

钥等五个重要矿质营养

元素含量有下降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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