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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银合欢 (L eu c a e , a l。: e c ee夕ha la c v
.

Sa lva d o r )又叫萨尔瓦多银合欢
,

是热带低地湿润

地区树种
,

在适生条件下非常速生
,

是优良的多用途树种之一 [‘
’2 1

。

在 自然条件下
,

新银合欢在中性和碱性土壤上生长良好工“l ,

而适于该树生长的热带
、

亚

热带气候区
,

土壤酸化现象日趋严重
。

许多国家试用施石灰
、

施肥
、

根瘤菌接种以及选种等

措施使其在酸性土上生长
,

但效果因不同试验而异 13一列
。

在我国
,

新银合欢 尚 处 于 引种阶

段
,

还未形成一套培育技术
。

为此
,

我们于 19 8 7 ~ 19 8 8年在酸性土和中性土上进行了施石灰
、

浇水
、

根瘤菌接种等交互试验
,

以探讨新银合欢幼苗生长效应和对土壤的适应能力
,

并提出

相应的引种栽培措施
。

一
、

材料与方法

(一 ) 供试材料

种子由本校牧草引种园提供
。

容器育苗用土取自本校苗圃地 (表 1 )
,

容器用 聚 氯 乙 烯

袋
,

规格为10 c m X 1 5 c m
,

可盛土 l
.

s k g
。

银合欢根瘤菌制剂由广西生物制药厂提供
。

衰 1 容 . 育苗甚土的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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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试验方法

1
.

施石 灰 (L )与根瘤菌接种 (D 试验 (简称 L 一 I试验 ) 取 S
。

墓土
,

按土壤交换性 A I含量

的 0 (对照 )
、

0
.

5
、

1
、

1
.

5
、

2
、

3 及 4 倍的量施石灰
,

分别 为 L 。、 L
。

.
。、

L
、、

L ,
.

。、 L : 、

L
3 、

L
。

试验
,

并作不接种根瘤菌 (I
。

)和接种根瘤菌 (I
:
)对比试验

。

采用双因 子完全随机区组

设计
,

共 1组种处理
,

每处理 20 袋
,

重复 3 次
。

播种前每容器施过磷酸 钙 2 9
。

育苗后 5 个月分

别测定各性状的平均值
。

2
.

石灰 丸种子 (L P )与根瘤菌接种 (I) 试验 (简称 L P一 I试验 ) 用 5
.

和 S
。

基土同时按 L -

本文于 1 9 8 9年 4 月2 9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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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试验方法进行 8 种处理
。

在糊状石灰浆内倒入 已催芽的种子
,

搅拌
,

使种子披一 层
“
石 灰

衣
” ,

即成 L PI
。

供试种子
。

同法将种子和根瘤菌拌成
“
石灰

一
根瘤菌 衣

” ,

即为 L PI:
供试 种

子
。

3
。

浇水(W )与根瘤菌接种(I) 试验(简称 W
, I试 验 ) 取 S

。

基 土
,

在 塑 料大 棚 内按

L 一I试验方法分别将 I
。、

I:
进行 7 种处理

,

以每次容器浇水量10 m l为基数
,

称 W
: ,

其 余

以基数的 2
、

4
、

6 、 s
、

1 2和 1 6倍水量浇水
,

称 W
: 、

W
‘、

W
日、

W
s 、

W
; 2

和 W
工。

试验
。

隔两天浇水一次
。

4 个月时测定生长结果
。

二
、

结 果 与 分 析

(一) L 一I试验

育苗 5 个月后试验结果见表 2
。

从表 2 可见
,

在酸性土上
,

施石灰对幼苗高径及生物量

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但过量石灰 (L口开始抑制生长
。

L一I试验结果的 L 因子水平之平均值

及其差异见表 3
。

从表 3 看出
, 5 个月时除结瘤量外

,

施石灰水平之间各性状平均值均显著

高于对照 (L0 )多 一定量 的石灰 (L
:

.

。

)对结瘤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

裹 2 L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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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L
一

‘试 验 的 L 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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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L 。
扛 试验

在不同土壤上
, 5 个月生时幼苗平均值及差异见表 4

。

试验结果表明
,

在 5
.

条 件下
,

L P
的株高

、

生物量及根瘤量值都比 L
口

显著增大
;
在 S

。

条件下
,

L P 与 I对生长量均无影 响
。

但在 S
。

条件下
,

各项因子的平均值 (除根瘤量外 )均极显著地大于 5
.

的平均值
,
L P
效果只有在

S. 条件下才显示出来
,

而且 L P
在短期内对幼苗的生长促进作用比 L 大

,

它石灰含量虽很少
,

但都能满足种子发芽要求
,

少伟性中和种子周围的交换性酸
。

随着根系的生长
,

此现象较快消

失
,

特别在强 酸性土上
,

L P
效果很快消失

,

此时应再施一定量的石灰
。

衰 4 L。
一

!在不同土峨上的L
P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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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

* * 分 别表示平均值显著和极显著
。

(三) W
一I试验

在 4 个月时
,

W 因子各水平的平均值及其差异性 见表 5
。

从表 5 可见
,

随浇水量增加
,

幼苗株高
、

生物量和结瘤量都有增加
,

但W 达一定水平 (W
。)后就趋于稳定

。

当水分不足 (W
, )

时
,

植株生长纤弱
,

形成的根瘤尚未分枝就已消亡
。

当水分得到满足时
,

植株生 长 明显 加

快
,

根瘤分枝数增多
,

单株根瘤干重较大者多出现于W
。

和 W
: 2 。

W
,。

的浇水量最大
,

常 见

积水
,

但幼苗生长正常
,

没有烂根
,

而且是生长最好的试验处理之一
,

所以
,

苗期生长必须

具备充足的水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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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W 一 试 验 的 W 水 分 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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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根翻菌接种 (I )效应

L
、 L P

试验( 5 个月)及W试验 ( 4 个月) 的 I 对比试验结果的平均值及差!异 性 见表 6
。

从表 6 看出
,

在两种试验基土上
,

根瘤菌接种和不接种对幼苗生长和结瘤量均无明显影响
。

在国外
,

这方面报道也不一致
,

如在缺磷的酸性土上
,

对新银合欢进行根瘤 菌 和 V A ( V el 吞

: 说a1 一al bu 。讥。) 菌根菌双重接种
,

能促进根瘤的形成及对磷的吸收 [61
,

但 在 尼 日 利 亚
,

D u g u

ma 和 0 ka la( 1 9 8 7) 研究表明
,

种子和幼苗接种根瘤菌均不能促进其结瘤和生长 Iv1 。

裹 6 根翻菌接种 (I) 对幼苗生长和结油的形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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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小结与讨论

在酸性土上
, L 一 I 容器苗 ( 5个月 )生长试验表明

,

施用土壤交换 性 A I 含量 3 倍以下的

石灰
,

与对照 (L 。)相比较
,

新银合欢幼苗生长量显著增加
,

超过 3 倍则生长量开始下降
。

苗

期在较肥沃的酸性土或中性土上
,

根瘤菌接种对生长均无影响
,

但幼树在较干早贫膺的坡地

酸性土上
,

根瘤菌接种和施石灰对生长有显著促进作用
。

因此
,

有必要对新银合欢根瘤菌作

进一步分离
、

鉴定
,

以确定适合于不同土壤的根瘤菌种
。

在酸性土上
,

石灰丸种子能收到明显效果
,

但其持续性比施石灰差
。

在较肥沃的中性土

上
,

新银合欢容器苗生长最适浇水量为每日每株40 ~ 60 m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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