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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苗水培营养配方和 pH 值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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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树 (E uc a
勿p妞s) 是我国南方广泛栽培的速生用材树种之一

,

虽有一套 成 功 的 造林经

验
,

但对按树的营养需求研究尚少 【’]
。

所以
,

对广为种植的按树进行苗期矿质营养研究
,

对培

育壮苗和幼林的合理施肥都有一定的意义
。

本试验选用水培 法 探 讨适于按苗生长的营养配

方
,

在此基础上进行溶液浓度及 p H 值对按苗生长影响的试验
,

以选出最佳的营养液配方
,

适宜的浓度和 p H 值
,

为进一步研究按树矿质营养打下基础
。

一
、

材料和方法

试验材料采用土培 4 5天
,

具有 3 对真叶的赤按 (E u c a l夕p : u s e a m a ld u le n sis)
、

刚果 12号柱

(万
.

1 2A B L )和窿缘按 (E
。 。xs el ta) 实生苗

。

容器为 3 0 0 o m l的塑料小桶
,

桶外壁涂上黑 白

油漆各一层以遮光
。

按苗根部部分露出液面
,

每天通气 6 次
,

每 次 3 m in
。

每隔15 天更换 1

次营养液
。

苗木放在室 温为 25 ~ 38 ℃
,

空气湿度85 % ~ 95 %的半透光遮雨棚 内培养
。

营养液选择了霍格兰
、

普良尼施尼柯夫
、

克劳普和沃尔克四种最具代表性的营养配方参

加试验
。

各营养液按一定的方法 [z,
“]配制

,

每升营养液加 1 m l阿 农 微量元素混合液 Iz1
。

每

个处理重复 6 次
。

溶液浓度 选用最适于按苗生长的霍格兰营养液
,

设置标准液浓度
、

加倍液浓度
、

稀释

1 倍和 5 倍液浓度四个处理
,

每个处理重复 8 次
。

溶液 p H 值 设有3
.

0
、

4
.

0
、

5
.

。
、

6
.

。
、

7
.

0
、

8
.

0
、

9
.

。,

每一处理重复 5 次
。

试验过程

中分别用N a 0 H
、

H C I和H
Z

SO
;

的稀溶液调节并维持营养液各处理的p H 值
。

溶液 p H 值用酸

度计(PH m e te r 1 2 0 )测定
。

二
、

结果与分析

(一 ) 营养液选择

四种不同配方营养液对按苗的反应差异较大
,

试验结果见表 1
。

从表 1 可见
,

四种营养液以霍格兰营养液最适于按苗生长
,

其次为普良尼施尼柯夫和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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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克营养液
,

最差的是克劳普营养液
。

方差

分析结果表明
,

营养液 间苗木生长差异极显

著
。

邓肯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

霍格兰和普良

尼施尼柯夫营养液培养的苗木其生长显著好

于另两个营养液的苗木
。

从各营养液按苗生

长曲线 (图 1 )看
,

当苗木培养 10 天时
,

各处

理间的苗高有明显差 异 ( F 二
26

.

22
* * > F

。
.

。,

二 5
.

42)
,

且随培养时间的延长
,

差值 越 来

越大
。

据文献记载 [’一 “] ,

前人根据植物种类 和

研究 目的不同
,

探讨了许多不同的营养液
,

附果 1 2 号校

赤按

粗倍兰

普良尼八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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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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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 I.1 营养液按苗生 长曲线

虽其组成各有差异
,

但它们的主要差别却在于氮
、

磷给源的 选 择 [zl
。

霍 格 兰营养液用 K N O
: 、

Ca( N 0
3 ) 2 、 K H ZP O

‘

作为氮
、

磷 的来源
,

对大多数植物都较适宜
,

是 目 前应用较广 的一种

营养液因
。

普 良尼施尼柯夫营养液则以 N H
4
N O

3

和 C aH PO
.

作 为氮
、

磷的来源
,

既含氨态

氮
,

也含硝态氮
。

克劳普营养液的氮源 为 K N 0 3 ,

磷源为 Ca 3 ( PO
‘

) 2 、 F e 3 ( PO
。) 2 。

沃尔克

营养液则曾被 W i ll,

G
.

M
。

用于水培法研究了柳按( E
. : a li g n a )

、

弹丸按 ( E
。

p i lu la r fs )生

长 习性的变化汇3J
。

因此
,

本试验所选取的四种营养液能在众多营养液中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
。

试验结果以霍格兰营养液培养效果最佳
,

说明营养液中的氮源为N O
3 一 ,

磷源为H zP O
‘一

更适

宜按树幼苗生长
。

(二 ) 溶液浓度

不同植物对营养i夜浓度的要求不尽相同
,

同一植物在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对营养液浓度

的要求也不一致
。

不同浓度的霖格兰营养液对按苗生长影响的试验结果( 图 2 ~ 4 )表明
,

赤

按
、

刚果 12 号按
、

窿缘按三种枚树幼苗均以标准液培养较为理想
,

苗木生
一

长健壮
,

根 系发育

良好
。

加倍液因浓 度太高
,

对根系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 JIJ
。

稀释液则因浓度低而在半个月更

换一次营养液的 rl7 况下
,

不能满足苗木生
一

长对营养的需求
,

在高
、

径生
一

长上都明显低于标准

液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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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溶液 pH 值

p H 值对植物生长的影响与营养液的成分
,

尤其与氮源密切相关 111
。

按 树 幼 苗 对 溶 液

p H 值适应性试验结果 (图 5
、

表 2 )表明
,

当溶液 p H 值为3
.

。时
,

苗高和地径生长明显下降
,

表 2 按 苗 生 长 与 PH 位 的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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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受到严重抑制和伤害
,

主根只有正常根系的l / 3
。

当溶液 p H 为 9
。

。盯
,

苗木叶色淡黄
,

高
、

径生长下降
,

根系则生长正常
,

未观察到受害现象
。

但 在 p H 值的调节过程中
,

可见大

量 白色沉淀物生成
。

而在 p H 值较高时
,

苗木退绿
,

生长减缓
,

可能是苗木在 溶液中不能有

效利用养分所致
。

当溶液 p H 值在7
。

O~ 8
.

0时
,

苗木生长一般
。

当班 值在 4
.

0 ~ 6
.

0时
,

苗

木生长良好
。

综上所述可 以认为
,

按树幼苗对霍格兰营养液 PH 值的适应范围为4
.

0~ 6
.

0
,

在此范围 内
,

植株对矿质营养元素能较有效地吸收
,

苗木生长 良好
,

其中以 PH 值 为5
.

0时
,

苗木生长最佳
。

三
、

结 语

1
.

按树幼苗水培采用霍格兰营养液较为理想
。

其特点是用硝态氮和一代磷酸盐作为氮
.

磷 的来源
,

较适宜按苗生长
。

2
.

1容液浓度宜采用霍格兰标准液
。

3
.

采用霍格兰营养液进行按树幼苗水培时
,

其 p H 值应为4
。

0~ 6
.

。,

在此范围内植株对

矿质养分能较有效地吸收
,

其中 p H 值为 5
.

0时苗木生长最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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