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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磷水平条件下彩色豆马勃对

加勒比松苗木生长的作用
*

郭秀珍 赵志鹏 周 新

摘要 将彩色豆马勃 (P i: o lith
。: 才‘, e to r iu s (Pe r s .

) C o k e r e t C o u e h 子实体制成抱子悬

浮液菌剂
,

在 6 个 P 水平处理上
,

接种加勒比 松容器苗
。

育苗及造林试验的结果表明
,

接种苗木

的生长优于未接种的
,

根径和干重两项指 标尤为明显
。

P肥对容器苗的生长有明显作用
,

适宜的

P浓度会促进菌根化苗木的生长
。

总 体来说
,

在 P浓度0
.

5 % ~ 7
。
O%的范围内

,

接种彩色豆马勃的

处理最为理想
。

关健词 彩色豆马勃
、

磷肥
、

加勒比松
、

苗木

在树木引种工作中
,

应用菌根的重要性已得到公认
,

许多引入的树种
,

由于未形成适当

的菌根
,

不能适应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而死亡 [ ’]
。

外生菌根之所以能促进植物生长
,

主要

是由于能增加寄主植物对磷元素的吸收
。

基质内适宜的 P 含量会促进菌根植物的生长
,

而过

高的 P 含量又会抑制菌根的形成与发育闺
,

因而在菌根的应用中确定合适的施肥量是很重要

的
。

此类工作在国外已深入开展
,

而国内尚未见报道闭
。

本项研究结合广东湛江地区加勒比

松的引种工作
,

在研究菌根接种效应的同时
,

研究了不同浓度的 P肥含量对苗木生长的影响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菌种及菌荆

彩色豆马勃 (尸is o lft入u s tfn c t o : iu s (Pe r s
.

) Co k e r e t Co u eh ) 子实 体采集于广东省遂

溪县
。

将子实体碾碎后
,

称取抱子粉和黄土
,

加入清水中
,

比例为 1 : 2 : 1 0 0
,

将 其 制成悬浮

液菌剂
。

1
。

2 种苗

巴哈马加勒比松 (P in : 5 e a : iba e a
M o r ele t v a r

。

ba ha二e o s矛: B a r r
.

e t G o lf
.

) 种 子 经

表面消毒及催芽处理后
,

播种于温室沙床上
。

18 d 后
,

移栽于塑料容器内
,

容器基质为
: 1

份火烧土
, 1 份黄心土

,

并适量加入有机肥
。

根 据 试 验 要求
,

6 个 P水平试验的过磷酸钙

(P : 0
。

》1 6 % )百分含量分别为
: o 、 0

.

5 、 i
、

3 、 5
、

7 k g / 1 0 0 k g 基质土
。

1
.

3 接种试验

1 9 8 8年12 月底
,

在移栽幼苗的同时
,

以穴施法加入外生菌根的悬浮液菌剂闪
,

接种量为

1 99 2一0 3一1 8收稿
。

郭秀珍研究员
,

赵 志鹅(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 京 1。。。9 1 ), 周新 (广 东省遂 溪县林业试验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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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8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6 卷

10 9 (含抱子量0
.

1 9 )
。

整个试验以 P水平 和菌根接种为因子
,

分设 12 个处理 (表 1 )
,

其中

以加入经过灭菌的悬浮液为对照
。

共育苗 3 6 00 株
,

采用容器苗常规管理方法加以 抚 育
。

在

幼苗生长 1 80 d 即将造林前
,

在各处理内随机取样30 株
,

分别测量幼苗的苗高
、

根径
、

干重及

菌根感染率〔‘J,

进行统计分析
。

1
.

4 菌根化苗造林

造林试验地位于广东省遂溪县
,

地处雷州半岛北部
,

属热带气候
,

年平均温度23 ℃
,

年

降水量为 1 7 70 m m
,

造林地为红壤
,

土壤肥力较差
。

1 9 8 9年 6 月
,

采用生长 18 O d 的加勒比松

菌根化容器苗
,

以随机区组设计方法
,

每小区 30 株苗
,

共 造 林 o
.

66 hm
Z 。

造 林 l a 后
,

于

1 9 9。年 6 月
,

在各处理内随机取样30 株
,

测量苗木的株高
、

胸径及保存率
,

以进行统计分析
。

2 结果

2
.

1 加勒 比松容器苗的接种效应

接种 6 个月后
,

在各个 P水平内
,

在所有的指标上
,

接种彩色豆马勃的处理都优于未接

种的处理 (表 1 )
,

结果表明
:
未接种处理组的平均苗高总和为 10 8

.

1 c m
,

而接种处 理 组达

衰 1 不同P水平条件下加勒比松容. 苗的搜种效应

苗 高 根 径 干 重

接 种 处 理 平
(
氛笋

平 均 值
(m m )

菌

感 染

(% )

根

率
率长%

产.、

增值均g平率长%串 增长%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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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豆马勃

0
.

5% P肥

彩色豆马勃 十 0
.

5 % P肥

1 % P肥

彩色豆马勃 十 1 % P肥

3 % P肥

彩色豆马勃 + 3 % P 肥

5 % P肥

彩色豆马勃 + 5 % P肥

7 % P肥

彩色豆马勃 + 7 % P肥

1 0 0
.

0

1 18
.

4

1 19
.

1

1 2 2
.

7

1 3 7
.

6

1 4 8
.

2

1 3 2
.

6

1 4 7
.

5

1 3 9
.

7

1 5 0
.

4

1 3 7
.

6

1 5 2
.

5

:;
2

.

10
.

2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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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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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6 1二

2
.

5 0二

1 0 0
.

0

1 0 5
.

8

10 9
.

9

1 1 2
.

0

12 1
.

5

1 2 9
.

3

1 2 2
.

0

1 3 2
.

5

1 3 1
.

4

1 4 4
.

5

1 3 0
.

9

1 4 5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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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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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示 a = 0
.

0 5 , * * 示 a = 0
.

0 1
0

1 1 8
.

4 c m
,

比 未接种组增加了9
.

5 % ; 根径增加了7
.

5 %
,

而干重则增加了2 8
.

8 %
,

菌根感染

率也大幅度增加
。

说明彩色豆马勃对加勒比松有很强的促进生长作用
,

而且在适量施加 P 肥

的基础上
,

接种彩色豆马勃会更好地促进苗木的生长
。

2
.

2 P 水平对菌根接种效应的影晌

针对不 同 P 水平
,

取接种 6 个月的苗木的各生长参数作图 1 ,

可见未接种处理 组 的 苗

高
、

根径
、

于重 曲线在 P水平达到 l %后
,

即趋于平缓
,

说明未接种的加勒比松已基本达到

最大生长量
,

再增加 P肥对生长的影响也很小
。

同时
,

未接种处理组的三个生长指标曲线始

终处于接种处理组的曲线之下
,

表明只有接种外生菌根真菌
,

加勒比松的生长量才会达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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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条件下的极限值
。

这是单纯依靠施加化肥所不

能达到的
。

从图 1 中苗高及根径的曲线可以看出
,

接种

菌根真菌的处理随 P浓度的增加而呈 S 形曲线
。

在幼苗高生长上
, 1 % P浓度较为理想

,

曲线随

后趋于平缓 ; 根径曲线则在 P 浓度 0
.

5 % ~ l%之

间迅速升高
,

其后随着 P浓度增加而缓慢升高
,

在 P浓度 5 %一7 %时根径达到最大值多 干 重 曲

线则斜率较大
,

在 P浓度 7 %时干重达到最大值
。

由此可见
,

施加一定量的 P肥对提高菌根的接种

效应是有益的
,

单纯接种彩色豆马勃的处理
,

其

生长量明显低于施加 P 肥的处理
。

结果表明
,

在

+

未接种
。

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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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不 同P水平对苗木生长 的影响

P浓度为 1 % ~ 7 %的范围内
,

接种彩色豆马勃生长最好
。

2
。

3 菌根化苗木 的造林

造林试验地影响苗木生长的因子比容器育苗的生长大大增加
,

但总体来说
,

菌根化苗木

造林 l a 后
,

接种处理组的生长仍优于未接种处理组 (表 2 )
,

只有 P水平 1 % 的处理例外
。

其中
,

接种处理组的平均根径总和与未接种处理组相比
,

增加9
.

7 %
,

保存率增加 1 0
.

5 %
,

苗

高略有增加
。

表 2 加勒比松菌根化容器苗的造林效应

树 高 保飞存
一

率

接 种 处 理 平 均 值
.

(e m )
增 长 率

(% )

胸 径

平 均 值 增 长 率
(e m ) (% ) (% )

306437847
,1
458891779483B388例77568094对 照

彩色豆马勃

0
.

5 % P 肥

彩色豆马勃 + 。
.

5% P 肥

1 % P 肥

彩色豆马勃 十 1 % P 肥

3 % P肥
1

彩色豆马勃 + 3 % P肥

5 % P肥

彩色豆马勃 十 5 % P 肥

7 % P肥

彩色豆马勃 + 7 % P肥

1 0 0
。

0

9 8
.

2

1 10
.

7

1王9
.

9

13 6
.

3

11 8
.

5

1 16
.

9

12 1
。

5

1 1 3
。

5

1 1 5
。

6

1 1 5
。

6

12 1
.

8

1 0 0 0

1 0 2
.

7

11 5
.

0

.今.

9178*1’8*8
J怡:d.0nUn�0.右1一,上,人22

d
l,l

1
.

91二

1
.

8 2
* *

1 96
. *

6 8
_ _

牙1一

1 4 1
。

5

13 6
。

7

13 4
。

7

1 1 4
.

3

1 2 9
.

9

1 2 3
.

8

1 33
.

3

1 14
.

3

1 2 9
.

9

6882“卿63,30*55.70.00989585.拐朽5551韶55刹5653535653

注: * 示a = 0
.

0 5 , * * 示 a = 0
.

0 1
0

造林后
,

接种处理组在 P水平。
.

5 % ~ 了%的范围内
,

生长量变化不大
,

说明育苗时 P肥

的施入量对造林后苗木的生长影响不大
,

只要少量施加 P肥即可
。

以上结果表明
,

在 P浓度

0
.

5 % ~ 7 %的范围内
,

加勒比松幼苗接种彩色豆马勃是最佳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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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试验表明
,

彩色豆马勃对引种的国外松的生长
,

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

尤其是在苗木的

径生长与干重指标上作用更大
,

可广泛应用
。

而且在接种菌根真菌的同时
,

施加一定量的P

肥会有利于菌根的形成及菌根化苗木的生长
,

但用量切忌过大
,

一是导致浪费
,

二是有时反会

抑制菌根的形成和苗木的生长 [’J。

菌剂的制备方法应根据当地的自然及经济条件来决定
。

广东菌根真菌资源十分丰富
,

每

年4 ~ 11 月间都有大量彩色豆马勃及其它外生菌根真菌的子实体形成 [‘J,

可以大量 采 集直接

制备抱子悬浮液或抱子粉剂来接种应用
,

既经济简便实用
,

效果也很好
。

而其它一些地区所

采用的方法
,

如山西省晋中地区采用工业法制备的外生菌根菌剂以及菌根土
,

在黄土高原上

营造油松林 ; 广西区宜山县采用子实体抱子菌剂及菌根土进行马尾松荒山造林
,

都符合当地

的具体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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