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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藤苗木施肥l 的初步研究
.

尹 光天 许嫂灿 张伟良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 林业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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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藤(D a e沉o n o , o , s 二a r g a , ita e H a n e e )是我国主要商品藤种之一
,

目前已在广东
、

海南

和福建等省推广人工栽培
。

红藤苗木培育周期长
,

从播种到成苗出圃约需一年时间
,

而壮苗技

术是推广人工栽培的关键
。

为了研究红藤壮苗培育技术
,

在取得藤苗光照试验和矿质营养试

验结果〔’
, ’]的基础上

,

安排了苗木施肥试验
,

以探求红藤苗木最适施肥量
,

为合理施肥提供

科学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试脸材料

试验苗木用种采自广东省高州县伦道藤场
,

沙床催芽
,

待芽苗长至 2
.

。~ 2
.

5 c m 时
,

选

取根系完整
、

健康和心叶未展开的芽苗作试验材料
,

并用新挖黄心土作为培育基质
。

1
.

2 试脸方法

以藤苗矿质营养砂培试验结果为依据
,

采用2
。

5 : 1
.

。: 4
。

。的 N
、

P
、

K 有效成 分 配 比
,

设置 4 种不同施肥量
,

4 次重复
,

以不施肥为对照(表 1 )
。

试验小区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

每

小区 4 盆(盆直径为 30 c m )
,

每 盆种植 3 株 共12 株苗木
。 1 9 8 8年 8 月30 日

,

按设计 施 肥量

将磷肥用作基肥一次施入
,

氮肥和钾肥均分为 4 份
,

每隔 3 个月施一次
。

试验苗木全部置于

透光度约80 %的荫棚下培育
,

每隔 3 个月观测一次苗高和叶片数
。

一年时
,

将全部苗木取 出

测定生物量
,

并分别从 4 次重复中随机取样
,

分析苗木粗灰分和主要营养元素含量
。

衰 1 试 脸 各 处 理 施 犯 t

肥 料

尿 素

过成彼钙

抓 化 钾

有效成分含 t

(写 )

4 6 (N )

1 4 (P : 0 5 )

6 0 (K : 0 )

(g )

T 3 T 透

6
.

0

6
.

0 ::
:;

t匕 施 肥t 为每盆( 3 株苗 )施肥总 t
。

2 结果与分析

红藤苗木施肥效应反映在苗木地上和地下部分的生长上
。

本试验通过苗木生长定期观测

本文于1 9 9 0 年 8 月 8 日收到
。

* 本项研究是加* 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ID R C )资助的蕊类植物研究项 目的内容之一
。

陈关tL 和周再知同志 , 加部分

工作
,

本所 分析室承担样品分析工作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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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终生物量测定以及苗木主要营养元素和祖灰分含量的测定(表 2 ) ,
分析比较不同施肥量

与苗木生长的关系
,

其结果分述如下
。

衰 2 苗木粗灰分和主共曹养元索含t 分析结果

粗 灰 分

(% )

营 养 元 素 (% )
处 理

N P K Ca
M g

8
。

盛91

7
.

7 3 4

7
.

7 82

7
.

1 20

7
.

7 7 2

1
.

0 5 6

1
.

0 3 3

1 0 1 1

1
。

1 2 6

1
.

2 9 2

0
.

0 6 7

0
.

0 9 4

0
.

1 0 1

0
.

1 0 5

0
.

1 3 3

0
.

”2

0
.

7 5 1

1
.

0 1 7

0
。

8 5 2

1
‘

0 0 8

0
。

3 86

0
。

4 7 8

0
.

4 2 8

0
。

3 9 3

0
.

3 9 6

0
.

1 3 5

0
。

1 4 2

0
.

1 6 5

0
.

1 3 7

0
.

1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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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施肥与苗木生长

2
.

1
。

1 苗高 施肥对苗高生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从施肥后第 3 个月开始
,

不同处 理间苗

高生长即表现出差异
,

随着培育时间的延长和肥料供应
,

处理间差异逐渐加大
,

到12 个月时
,

方差分析 F 值由2
.

31 逐渐增大到22
。

14
,

T I
、

T Z
、

T 3和 T 4 各处理的苗高分别为对照的1
。

4
、

1
。

5 、 1
.

9和 1
。

8倍
。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T 3和T 4处理的苗木高度极显著地大于其他处理
,

但

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 (表 3 )a

裹 3 苗 窗 均 值 L S D 检 验 (弱 % )

苗麟 (月)
处 理

—

一
3 6 9 1 2

C K 1 8
.

l a 一 1 9
.

0 a 1 9
.

7 a 2 3
.

5 a

T l 1 8
.

7 a b 2 0
.

2 a b 2 2
.

4 a b 3 3
.

2 b

T Z 1 9
.

2 a b 2 0
.

9 a b 2 5
.

3 b e 3 5
.

8 e

T 4 2 0
.

2 a b 2 2
‘

1 b 2 6
.

4 e 4 2
.

3 d

T 3 2 0
.

9 b 2 2
.

5 b 2 6
.

5 e 43
.

5 d

F 值 2
.

3 1 2
.

8 0 5
.

0 0 2 2
.

1 4

2
。

1
.

2 苗木生物量和叶面积 经过施肥处理后
,

处理间苗木根
、

茎
、

叶生物量 (干 物 质 )和

叶面积的增长比苗高表现出更明显的差异
,

其最大值分别为对照的3
。

1
、

3
。

2
、

3
。

5和3
。

5倍
,

而苗高仅为对照的1
.

9倍
。

方差分析结果(表 4 )表明
,

各观测项目处理间差异极显著
,

除 T 3

处理的根系生物量大于T 4处理外
,

T 3和 T 4两处理间的其他项目无显著差异
,

但极显著地大

于其他各处理
。

衰 4 苗木生物l 和叶面积均值 L S刀 性验 (95 % )

根 生 物 量 茎 生 物 量 叶 生 物 量 叶 面 积
处 理

(g ) (g ) ( g )

TlT3TZT’

1
.

3 9 3 压

2
.

5 63 b

3
.

3 6 7 e

3
.

7 1 0 C

4
.

3 2 0 d

1
。

0 1 0 a

1
.

9 6 0 b

2
.

2 3 8 b

3
。

2 0 5 e

3
。

2 6 7 C

1
.

3 10 8

2
.

5 68 b

3
.

2 05 C

4
.

3 6 3 d

4
.

5 3 6 d

1 4
.

5 7 1 5
‘
6 5 1 0

。

已4

(e m , )

1 6 2
.

3 a

3 5 1
.

5

3 8 6
。

3

5 4 4
.

8

5 6 2
.

0

1 5
.

1 1

cKTlTZT4T3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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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施肥与苗木粗灰分和营养元素的积累

苗木粗灰分和主要营养元素 N
、

P
、

K
、

C a
、

M g 的积累
,

均随施肥量的增加而增加(图

1
、

2 )
。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

它们均与施肥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然而
,

由 CK 到 T 4的

相对增长率并非象施肥量一样成倍增加
,

而是由快逐渐变慢
。

从表 5 可以看到
,

随着施肥量

的成倍增加
,

苗木粗灰分和营养元素含量的相对增长率急剧下降
。

这表明
:

在苗木处于严重

缺肥状态时
,

施肥效果最明显
,

苗木营养物质的积累速度最快 ; 但随着施肥量的成倍增加
,

这种效果逐渐减小 ; 而当超量施肥时
,

收效甚微
,

甚至出现负增长
。

医习 压』 〔二
叶 根 合计

群潍然撇然
娜
颤瓢黝

黝曝姗懈

T 2

处理

T1

瞬茎

尸!11|||||L||

l
we卜�l||||||
es

�
|000000000080426

�遨\国任�训和拣邪余

。

颤C k

图 1 不 同处理苗木各部分粗灰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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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处理苗木主要营养 元素含量

2
。

3 施肥效果的多目标决策

利用多目标决策一维比较法计算式冲’,
根据目标的性质

,

将苗高
、

叶面积
、

主根长
、

叶片



5 期 尹光天等
:
红藤苗施肥量的初步研究

表 5 苗木粗灰分和营养元家的相对增长率

粗 灰 分 营 养 元 素 (% )
处 理

—
(% ) 总 量 N P K C a

: M g

C K 1 0 0 10 0 1 0 0 1 0 0 1 0 0 10 0 1 0 0

T l 1 7 4
.

7 2 05
.

6 1 8 7
.

6 2 7 0
.

0 1 9 6
.

7 2 3 7
.

6 2 0 0
.

8

T Z 2 1 7
.

4 2 83
.

9 2 5 9
.

9 36 0
.

7 3 2 9
.

7 2 6 2
.

8 2 89
.

1

T 3 2 6 9
.

9 3 5 3
.

2 3 4 3
.

0 5 06
.

9 3 74
.

5 3 2 7
.

2 3 2 4
.

7

T 4 2 8 2
.

8 3 8 6
.

0 3 7 7
.

9 61 5
.

4 4 25
.

2 3 1 6
.

5 3 56
.

9

数
、

地上和地下部分生物量
、

粗灰分以及营养元素总量 (以 V 表示目标观测值)换算成同一效

应单位值(U 值 )得表 6
。

U
‘二 1 一

0
。

9 (V .
二 一 V , )

V 二a : 一 V m i。

式中
:

当目标值 V
‘

为最大时
,

U m a二 二 1
.

。;

当目标值 V ‘
为最小时

,
U 。

: 二 0
.

1
。

表 6 多 目 标 效 应 值 ( U 值)

处 理 苗 高 叶 面 积 主 根 长 叶 片 致 茎叶生 物量 根系生物盈 粗 灰 分 营养元素 累 加 值

0
。

1 0 0

0
。

5 3 4

0
。

6 5 5

1
。

0 0 0

0
.

9 4 9

0
。

1 0 0

0
.

4 4 2

0 5 3 4

0
.

9 5 4

1
。

0 0 0

0
。

1 0 0

0
。

9 5 9

0
.

3 4 3

1
.

0 0 0

0
。

3 5

0
.

1 0 0

0
。

7 0 4

0
.

7 5 8

0
.

8 2 5

1
.

0 0 0

0
.

1 0 0

0
.

4 6 7

0
.

6 1 8

0
.

0 8 2

1
。

0 0 0

0
.

1 0 0

0
.

4 5 9

0
.

7 Q6

1
.

0 0 0

0
.

名1 2

0
.

1 0 0

0
.

4 68

0
.

6 7 8

0
.

9 3 7

1
.

0 00

0
.

1 0 0

0
.

4 3 8

0
.

6 8 7

0
.

8 9 9

1
.

0 0 0

0
.

8 0 0

4
.

4 6 5

4
.

9 7 1

7
.

5 9 5

7
。

1 1 6

2134TTTT

根据一维比较法原理
,

如果满足 U ; : + U
: : 十 ⋯ 十 U , 。> Uj

: + Uj
: + ⋯ + 矶

: ,

则可认为方

案i处 于被支配地位
,

方案 云为最优方案
。

从表 6 可以看出
: CK

、

T l
、

T Z和T 4处理的多目标

效应 U 值的累计值均比 T 3 处理的值小
,

处于被支配地位
,

而 T 3 处理处于支配地位即为最

优方案
,

这一结果与单因子分析所得结果一致
。

3 小结

(1) 施肥对红藤苗木高度
、

叶面积和根
、

茎
、

叶生物量的生长均有极显著的增长效应
。

不

同施肥量试验结果表明
:

红藤苗期以 T 3 处理的施肥量为理想
,

即平均每株苗木施用尿素1
.

3

g 、

过磷酸钙 2 9 和氯化钾 2 9 的效果最佳
。

(2 ) 在适当的施肥量范围内
,

苗木粗灰分和主要营养元素N
、

P
、

K
、

C a
、

Mg 的 积 累

与施肥量呈正相关
,

但它们的相对增长率却随着施肥量的成倍增加而急剧下降
。

(3 ) 超量施肥 (T 4 处理)虽在一定程度上对苗木内部营养元素的积累有作用
,

但促进苗木

的生长不显著
,

它们之间的这种 内在影响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探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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