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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松  , , 、

湿地松 属主根发达
、

侧根和 须

根较少树种
,

提高其造林成活率是人们长期努力的 目标
。

影响造林成活因素很多
,

包括树种特

性
、

苗木状况及其运输过程
、

造林技术水平与方式
,

及占重要地位的气候条件等川
。

对某一地区

而言
,

土壤也是影响成活率的主要条件 
。

对植树前施肥 的肥料种类和用量与造林成活率的关

系
,

其正式研究报道 尚为鲜见
。

结合国家造林项 目 施肥试验
,

作了有关调查
,

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

试验地概况 与造林时气候

试验立地条件和土壤状况见表
。

马尾松施肥试验设在福建省邵武市四都村林场
,

试前为

马尾松
、

杉木次生林
,

中等肥沃 湿地松施肥试验设在江西省永丰县恩江林场
,

荒地
,

肥力较差
。

两试点 自然条件基本一致
,

均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
,

树种适宜分布区
。

马尾松于 年 月

日植树
,

此前一个月内天气晴朗
,

有霜冻
,

日平均气温
,

最低气温一
,

无雨
,

相对湿度
,

下午有风 造林时阴
,

亦有霜
、

风 造完 后有一 周零星小雨
,

过程雨 量

土壤极为干燥
,

起苗
、

运输
、

施 工时气候很不适宜
。

湿地松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

营造
,

该试点从整地时 月 日 起开 始零星 小雨或雨夹雪
,

持续
,

间或阴
,

但有

雾
,

该时段降雨总量
,

相对湿度 气温 。
。 ,

最低温一 土壤湿润
,

气候

适宜
。

表 试验立地条件和 表土 理化性状

地点
。 ‘

海拔 坡度 土壤母质

。

土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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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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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江  ! 蓄
花岗岩红壤

第四纪红土

重壤

轻枯

“。

黑
注 土壤按经典方法分析

。

四 都马尾松施肥试验 为炼山前土壤 测定结果
。

试验方 法

施肥试验设计

随机区组排列
,

设 个处理 表
,

重复 次
。

小区长方形
,

马尾 松 又 排列
,

湿地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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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

肥料品种为 含  的尿素
、

含  的钙镁磷肥
、

含  的氯化钾
。

施

肥方法为
,

植树前 一 于 表土回穴 后按每种肥料的每树施肥量均匀撒入
,

搅匀后覆土
。

苗木与造林施工

圃地调查 级苗率占  以上
,

但受气候等因素影响
,

均抽过晚秋梢
,

大多封顶不良
,

其中

马尾松苗抽秋梢率
,

梢高平均 湿地松苗抽梢率
,

梢高
。

起苗时适当带土
,

但因气候干燥及根系特征
,

马尾松苗带土略少
。

苗木装框运至试地 近距离 后
,

挑选符合试验

要求的整齐 级苗上山造林
。

考虑到气候影响
,

马尾松苗打泥浆沾根
。

造林过程中
,

随起随栽
,

适当深栽
,

严格检查施工质量
。

造林密度为 马尾松 株
, ,

湿地松 株
, 。

 调查分析方法

造林后于
、 、

月逐株 按试树编号 调查成活情况
,

以前 次结果汇总 扣除为保证试

验苗株数而对死株进行的换苗
、

补植标记株
,

以免重复计数 计算造林成活率
,

以 反正弦转换
一 ‘

了下值进行方差分析
,

并在处理间方差
‘

值显著时作 测验比较及 检验
。

结果分析

化肥作基肥对马尾松造林成活率的影

响

马尾松基施化肥后造林成活率在处理间

差异极显著 表
。

个未施肥处理的造林成

活率平均
,

施 的 个处理则明显

要 低
,

其 个 区 组 数 据 为
, 。 。

处 理
、 、 、 。

处

理
、 、 、 。

对处理

平均 数的 测验 比较
,

可 见它 们与其

它大多数处理的差异显著
。

说明在气候成为

主要影响因素时
,

施 尿素 加剧 了马尾松

造林成活率降低的程度
,

降幅
·

写
,

平均
。

检验亦表明这 个处理与

其 它 个 处 理 的 差 异 显 著 一

’
。 。 。

对单施 或配合 处理的造林成活

率分析
,

与对照 无明显差异
。

表 施肥试验的松树造林成活率

单位

处理 马 尾 松

‘

一

 !

,

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25
.
503 753

湿地松

96
。

9 8

9 9

.

8 2

9
8

.

6
8

9
9

.

2 8

9 9

。

8
2

9 9

.

4 7

9 2

.

2 0

9 9

.

6 4

9
8

.

6 8

9
7

.

9 7

1
0 0

.

0 0

1

.

7
0

3

N s

注
:
处理 N 、 N

,

P 、 PZO S ,

K 、K 20 ;表中的不同英文字

母表示 差异 显 著 (小写
, a

<
。
.
0 5) 或 极 显著 (大写

,
a

<

0

.

0 1
)

。

3

.

2 化肥作基肥对湿地松造林成活率的影响

湿地松施肥试验分析结果见 表 2 ,

施 N 处理的造林成活率较其它处理略低 2% ~ 8%
。

但

数理统计检验不显著
。

说 明在把握好其它关键造林条件(本试验主要是气候 )时
,

施 N (尿素)不

至 于对湿地松的成活率产生太大的影响
。

3

.

3 造林成活率的其它调查结果

3
.
3
.
1 单施磷肥试脸区 调查了同地点单施磷肥试验区 (布置时间较前述试验略迟 2一 3

d
,

马尾松 3 次重复
,

面积共 0
.
7 hm , ,

湿地松 4 次重复
,

面积 1
.
0 hm ,

) 造林成活率
。

结果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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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钙镁磷肥对造林成 活率没有明显影响

(表 3)
,

比较表 2
、

3 中 C K 的数据可见
,

湿地

松基本无差异 ;马尾松在表 3 中略高
,

这可能

是造林施工顺序和造林后气候 (干旱
、

风霜时

间短)影响所致
。

3

.

3

.

2 示 范林和试验保护行 观察了上述

两试验保护行
、

同地点同批造林的示范林(马

表 3 单施磷肥试验区的造林成活率

(单位
:
% )

处理(p Z()s kg /h m Z) 马尾松 湿地松

0(C K ) 98
.
50 99

.
64

50 96
.
84 99

.
82

100 99
.
74 99

.
82

F ‘
0

.

8 2 7 0

.

7 8 2

尾松 2
.
9 hm , 、

湿地松 3
.
5 hm ,

) 的造林成活率
。

马尾松为 94
.
4%

、

湿地松 98
.
3%

。

扣除所有施

用尿素区
,

马尾松 96
.
9%

、

湿地松 99
.
2%

。

可见植树前施 N 肥 (尿素)对造林成活率的影响是

客观存在的
。

4 小结与讨论

气候确实是影响马尾松
、

湿地松造林成活率的重要因素
。

但在局部地区
,

且各自的苗木
、

施

工技术等条件一致时
,

植树前施 N 肥 (尿素)
,

使马尾松造林成活率明显下降约 8%
,

湿地松下

降 2% 一8 %
;
施 P

、

K 则无影响
。

这一结果初步反映了不同肥料种类影响造林成活的差异
。

究

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
,

其一是肥料性质[3]
,

尿素等 N 肥对农作物
、

苗木使用不当
,

其分解过程

中吸水造成植株细胞失水
,

或产生的少量有毒物质及所含的缩二脉等对幼嫩组织(根系)造成

毒害
,

并且对松菌根形成和活力产生不利的影响〔’
·
’

·

‘〕; 而钙镁磷肥
、

氯化钾则尚未 见这类现

象[4]
。

其二是施肥深度
,

肥料距离根系过近
,

产生的肥害将会影响根系恢复
,

甚至烧根
,

最终坏

死[1. 3] 。

本试验施肥深度
,

马尾松为 20
cm (施工不严格)

、

湿地松 35 cm
,

而松苗根系一般长 15

~ 25 cm
,

造林深度不一致是否为导致两松造林成活率差异的另一方面原因? 有必要通过大范

围的试验进行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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