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 附近 引 种 国外 松

育 苗 的 土 宜 和 施 肥 问 题

南京林产工业学院林业31班工 农兵学员土壤科研小组

为了在多方面开辟木材增产的途径
,

我国近年来从国外引入了一批松树种子
,

其中主

要是湿地松 ( iP
n “ :

lle io itt i) 和火炬松 ( iP
n u : at de

。 )
。

南京附近低山丘陵地区
,

也是引种

国外松的基地之一
。

国外松育苗技术
,

已成为本地区苗圃生产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

一年来
,

我们遵循毛主席关于
“

读书是学习
,

使用也是学习
,

而且是更盆要的学习
”

的教导
,

结合苗

圃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学习育苗技术
。

在这个过程中
,

在我院林场工人师傅和土壤教研

组教师指导下
,

我们对南京附近地区国外松育苗的土宜和施肥问题作了一些调查
、

分析和

田间试验工作
,

现将结果整理如下
。

一
、

土壤酸度的影响

1 9 7 4年我们在南京附近地区几个林场的十几处圃地进行调查和土样分析
。

圃地土壤

为黄棕壤
、

黄刚土和冲积土
,

土壤质地从沙壤到重壤质
,

它对国外松苗生长没有明显的

相关关系
。

但是
,

土壤酸度却往往是育苗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 (表 1 )
。

一般来说
,

在土

壤 p H < 7 的圃地上
,

国外松苗能正常生长
; 而在石灰性或碱性土壤上

,

国外松苗生长就受

到抑制
, 7 月 以后苗木便僵化

,

成为废苗
。

表 1 土 壤 p H 值 对 苗 木
*
生 长 的 影 响 (1 97 4年招月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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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木指一年生的实生苗
。

林 p H值用玻瑞 电极法测定
,

水 土比例 为 5 : 1
。

下同
。

土壤酸度影响国外松苗生长的机制还不太清楚
。

但是
,

根系调查结果表明
,

土壤 p H

值对菌根有很重要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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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年生火炬松苗的外生菌根横切面 (> : 6了 5)

《真菌曹丝体在短根表面形成菌套
, 并侵入皮层细胞间隙中

。

( 3 )

图 2 一年生火炬松苗菌根的不同发育状况

( 根 据压片在显微镜下描绘
, 火 1 00 )

《” 白色菌根
,

有多 量菌丝体在短根表面形成嘴套
。

(2 ) 黄褐色菌根
,

在短根上仅有少量菌丝体
。

《 3) 纤弱 的黄揭 色茵根状又头
,

无菌丝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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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菌 根 关 系

国外文献报导 〔幻 ,

世界各国引种松树时
,

经常发生因缺乏适当的菌根真菌而导致育

苗和造林失败的事故
。

根据这一经验教训
,

我们对引种松苗的根系进行了调查
,

对国外松

苗的菌根作了压片和切片观察
。

结果表明
,

这些松苗的菌根属于外生菌根类型 (图 1 )
,

按

其感染和发育的好坏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
: ( 1) 白色菌根

,

菌根上有大量真菌的菌丝体
,

形成厚层的菌套包被着短根
,

有时根际土壤中也可发现大量白色菌丝体
,

这是菌根发育良

好的情况 , ( 2) 黄褐色菌根
,

菌根上仅有少量或中量菌丝体
,

不能形成完整的菌套
,

这是

菌根发育较差的情况 , ( 3) 黄褐色纤弱的菌根
,

菌根上极少或几乎不见菌丝体
,

这是菌根

发育很差的情况 (图 2 )
。

菌根发育的好坏
,

对引种松苗的生长有很大影响
。

表 2 表明
:
菌根发育良好的

,

苗木就生长良好
;
菌根发育很差的

,

通常苗木生长也

差
。

在南京附近
,

菌根通常在 5 月底就出现
,

到 7 月份大量发育
。

7 月份正是引种松苗根

表 2 土 滚 p H
、

菌 根 类 型 与 苗 木 生 长 的 关 系

( 19 7 4年 1 2月下旬观察
,

南林林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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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十 +

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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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状况用解剖镜 ( x 10—
x 3 0) 看 全貌

,

用显微镜 ( x 4 o

—
x 1 OO) 观察单个菌根压 片

。
压片是摘取曲

根叉 头
,

丑于玻片上
,

滴加 1 % 乳酸酚苯胺蓝
,

加 热压制而成的不透明标本
。

表内符号 一 示无
, + 示少盘

,

杆 示 中量
,

利冲 示大最
,

下 同
。

卜..卜IL.....Lù勺目US几̀乃̀-平均苗高(厘米)

.

—
湿地松苗

。

—
火炬松苗

“
考

土城耕作层 pH 值

图 3 苗圃土墩耕作层 p H 值与一年生松苗高生长的关系

《 19了4年12 月下旬在宜兴
、

南京
、

老山
、

称县一带调查
,

土城取样深度 0一20 厘米
,

i : 5 水提液
,

玻瑞 电极法侧定
。

)

1 0 2



卜

系开始完备
,

高生长达到高峰 的阶段
,

如此时松苗根系发育不 良
,

菌根发育很差
,

苗木地

上部分便逐渐僵化
。

由此可见
,

菌根的质量对苗木生长有着密切关系
。

土壤中菌根的形成和发育受许多因子的影响〔 2〕
。

从调查 的资料表明
,

土壤 p H值对国

外松苗菌根发育有密切关系 (表 2 )
。

土壤 p H < 7 的情况下
,

菌根可 以发育 良好
。

我们在

苏南
、

老山
、

滁县一带调查的结果表明
,

就所见现场而言
,

湿地松
、

火炬松苗菌根真菌适

宜的土壤 p H值为 5一 6
.

8左右 (图 3 )
。

圃地上是否有适宜的菌种
,

对菌根发育和松苗生长也有重大影响
。

例如江苏宜兴县林

场官山坞工区
,

19 7 4 年培育湿地松苗 20 亩
,

圃地土壤为轻壤质红黄壤
,

其 化 学 性 质
月̀ :

p H 5
.

0 0 ;
有机质 1

.

8 0% ;
全氮量 0

.

0 8 2% ;
速效磷 ( P

:
O

。
) 6 4 o p m , 速效钾 ( K

:

O ) 1 1 8 p p m
。

圃地地势高平
,

排水良好
。

这种环境条件对菌根的发育是有利的
。

但该圃地以前是桃园
,

也未用松林土壤接种
,

育苗结果失败
,

松苗僵化
。

11 月上旬观察
少

平均株高仅 7
.

9厘米
,

大都未发生次生针叶
,

根系发育不全
,

基本上没有菌根
。

但是在这 20 亩圃地中有一块约一

平方米的面积上
,

土壤分析结果与大面积基本相同
,

而着生的 30 株松苗却生长旺盛
,

平均

株高达 2 2
.

。厘米
,

地上部次生针叶多
,

根部长有大量黄褐色菌根
,

菌根上有大量菌丝形成

不完整的菌丝套
。

我们认为
,

该处育苗失败可能同大面积土壤上缺乏适宜菌根真菌有关
,

但苗木生长良好的小面积圃地上菌根真菌的来源未能查明
。

生产单位的一些事例说明
,

在湿地松和火炬松圃地上
,

用松林土接种和不接种的苗

床
,

松苗生长状况有很大差别
。

例如老 山林场红星分场的接种试验
:

圃地的前作为山芋

地
, p H 6( 野外速测 )

, 1 9 7 4年 n 月中旬调查
,

接种松林土的苗床苗高 1 7
.

4厘米
,

基径 0
.

4 厘

米
;
对照的不接种苗床苗高为 1 0

.

6厘米
,

基径 0
.

3厘米
。

老山铁路林工区
,

在前作为农田的

圃地上作了类似试验
,

也得到相似的结果
:

接种松林土的
,

苗高 2 5
.

8厘米
,

基径。
.

6厘米
;

对照不接种的
,

苗高为 9 厘米
,

基径。
.

3厘米
。

因此
,

国外松育苗时
,

菌根真菌接种也是一

项值得注意的措施
。

三
、

施 肥 效 果

为了探索引种松苗的施肥技术
, 1 9 7 4年在南林苗圃做了一些肥料田间试验

,

结果如

下
:
肥料要素反应试验结果表明 (表 3 )

,

火炬松育苗时氮肥的效果显著
,

而磷肥没有显

著效果
。

这与植物分析和土壤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

据国外分析资料〔” 〕
,

火炬松一年生苗

的需肥量是 N 1 8
.

9 ,

P
2

0
5 8

.

1 ,

K :
0 14

.

8 斤 /亩
,
我们所做的土壤分析结果表明

,

在黄土性

冲积土 (中壤质 )的试验地上
, 2一 15 厘米土层的 p H 7

.

2 5 ,

有机质 1
.

74 %
,

全氮量 。
.

1 02 %
,

速效磷 ( P : O
。
) 5 3 z p p m ,

速效钾 ( K
:
O ) 3 o 6 p p m

。

可见土壤中氮的含量偏低
,

而有效磷
、

钾

含量都很高
。

我们初步认为
,

南京附近在黄土性土壤上育 国外松苗时
,

施肥应以氮肥为主
。

至于施氮肥的时期
,

生产试验和小区试验结果表明 (表 4 , 5 )
, 6 月中旬追施氮肥没有

效果
,

而 9 月上旬追氮肥对一年生火炬松苗高生长和径向生长都有明显作用
,

特别是对弱

苗的效果最好
。

这同火炬松一年生苗生长的规律有关
。

因为在南京附近圃地上火炬松苗在

6月份以前生长慢
,

从 7 月份起生长才迅速加快
,

以后一直保持一定的生长量
,

直到 n 月

间才停止
。

这同一般夏绿阔叶树苗和马尾松一类针叶树苗的情况不同
,

生长期要长 1一

* 分析方法
:

p H

—
水提液

,

玻璃 电极法 , 有机质— 硫酸重铬酸
.

钾氧化 法 , 全 氮量

—
开 氏法 ,

速效磷

—
稀酸稀碱提取

,

相蓝比色法 , 速效钾— 亚 硝酸钻钠比浊法
。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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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月
。

因此
,

后期施肥对基径增粗的作用特别明显
,

从而使一年生火炬松苗较不施肥者

为健壮
。

表 3 一 年 生 火 炬 松 苗 对 氮
、

确 的 反 应 月
( 19 7 4年 1 1月中旬洲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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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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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随机区组试脸
,

小 区面积 1
。
2 x l

。
4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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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变 t 分析法统计
。

N
2 . 。指 N Z

。
5斤 /亩 (盛故

按 )
,

P Z 。 。 指P : 0
6 2

。
5斤 /亩 (过礴限钙 )

,

余类推
。

肥 料在 9 月 5 日于行 间开 3 厘米的浅沟施入
。

2
.

材示 p < 。 .

0 1显著
, 无此符号 者示不显著

。

表 4 一 年 生 火 炬 松 苗 在 不 同 时 期 追 氮 肥 的 结 果
( 1 9 74年 12月下 旬洲定 )

处

,目n.n.八UOóó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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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OónUōn甘,几̀Uǐ吕八甘充匕n甘,曰n.

月̀ó,二,盛曰三已目工

6 月 1 4 日施硫酸彼
( N 1 3斤 /亩 )

对 照

米 ! %

25
.

6
}

。 5
`

7

% } 厘 米 }
, 5

.

: {
。 .

5。 !

1 0 0
。

0

9 月 5 日施硫映按
( N 1 0斤 /亩 )

对 服

1 4 0
。

0

1 0 0
。
0

5 日施硝酸按 1 1 7
。 0

)照

月(对
N g 斤 /亩

2 6
。

7

1 7
。
5* *

12
。
5

19 。
9* *

17
。

0 1 0 0
。

0

0
。

5 8

0
。
4 0* *

0
。
2 5

Q
。
5 2* *

0
。
4 2

注
:

1
。

生产试脸
,

小区 面积 1
。
2 x 10 米 2 ,

随机抽样 10 0株进行统计
,

林示 p < O
。

01 时经 t 洲脸差异显若
。

2
。

施肥处理的困地
,

针叶颜色浓 绿
,

对照区则为黄绿色
。

表 5 一 年 生 火 炬 松 苗 早 期 施 氮 肥 的 试 验 结 果
( 1 9 7 4年 7 月 4 日侧定 )

一
6 月 1 1日施硫咬俄 ( N 7

。
5斤 /亩 )

对 照

注 : 1 。

随机区 组试脸
,

小 区面积 1 。 2米 x l
。
4米

,

重复 3 次
。

经 t 侧脸差异不显著
。

2 。

施肥 小区针叶翻 色亦不变浓绿
。

过去苗圃施肥的传统说法是
“

施肥不过八月
” ,

甚或
“

施肥不过立秋
” ,

认为后期施肥会

使苗木疯长
,

来不及结顶或木质化
,

从而影响苗木质量
。

对于这种说法
,

要进行具体分析
。

毛主席教导我们
: “

要认识矛盾的 , 迫性和特殊性
,

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
。 ”
因

此
,

通过试验观察
,

初步认识到
,

对于火炬松一类引种松苗来说
,

上述否定八月后追氮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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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是不适用的
,

后期追氮有使苗木健壮的效果
,

而不是有害
。

经 9 月上旬追氮肥的松苗

较健壮
,

多数封顶两次 ;未施肥的松苗较弱
,

仅封顶一次
。

最后越冬封顶苗的百分比
,

二者

相近似
,

均为 60 %左右
。

我们在 75 年 1月中旬进行了一次人工降温试验
,

将 1 9 7 4年培育的

一年生火炬松苗自圃地移入冰箱中
,

在 一 1 4
“

C 低温下放置 2 4小时
。

结果表明
,

未施肥苗木

的针叶前端约 4 厘米受冻呈紫褐色
,

而 9 月上旬追过氮肥的苗木
,

仅针叶尖端 2厘米左右

略有黑褐色斑点
,

受冻害的程度较轻
。

所 以
,

我们认为
,

对火炬松一类引种松苗来说
,

九月

初追施氮肥还是有好处的
。

当然
,

追肥期的适宜范围
,

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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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肥在赣州地区不同土壤上的肥效

江西省赣州地区农科所土肥组

江西南部花岗岩所发育的返黄田
,

由于硫素不足
,

水稻返黄而致生长发育不 良
,

并发

生生理病害
。

因而在返黄田上施用硫磺
、

石膏等硫素肥料是赣州地区夺取高产稳产的主

要措施之一
。

为了适应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需要
,

摸清硫肥在不同土壤上的效果
,

我们与各县农科

所协作和贫下 中农结合
,

对赣州地区几种土壤进行了盆栽试验和 田间试验
,

现将试验结果

整理如下
。

一
、

盆 栽 试 验

供试土壤有白沙泥 (成土母质为花岗岩风化物 )
、

沙泥田 (章江下游冲积土 )
、

紫色顽泥

田 (紫色砂页岩风化物
,

低肥 田 )
、

猪肝土 (紫色砂页岩风化物
,

高肥田 )
、

黄泥田 (第四纪红

色粘土 )
、

黄泥土 (第四纪红色粘土
,

早地改水田 )
、

深泥 田 《
.

千枚岩谷底冲积物 )
、

红沙泥

(红色砂岩风化物 )共八种
。

其全硫含量分析结果列入表 1
: .

试验处理分为两种
: 1

。

施硫磺 (每盆硫磺 0
.

2 克 ) , 2
。

对照 (不施硫磺 )
。

每种土壤

八盆
,

即试验重复四次
。

每盆均施有尿素及磷酸二氢钾
。

从试验结果 (表 2 )可以看出
:
施用硫磺的比对照的秧苗返青快

,

长势旺盛
,

有效穗

数
、

每穗粒数和结实率亦有所提高
。

尤其是冲积物和花岗
:
岩风化物所发育沙泥田和白沙

泥施用硫磺后效果更为显著
,

水稻生长正常
。

而对照处理的即使在其他养分供应良好的

情况下
,

水稻返青慢
,

分集少
,

在插秧 20 天 以后叶色明显退黄
,

同时出现褐色斑点
,

新根

少
,

植株较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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