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业科学研究!"#$%!"&"%#$+)* +%"

!"#$%&'$%$(#)*

!!文章编号!$##$($)*&""#$%##%(#+)*(#)

强力班克木 F 个种源苗期生长研究

王美婷" 黄应锋" 陈!勇" 陈!雷" 罗水兴" 张!静" 孙!冰!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

基金项目$ 国家%*)&&引进项目%班克西木属高效防护与鲜切花树种及培育技术引进""#$$()()##&

作者简介$ 王美婷"$**#)#!女!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风景园林和森林景观研究23(4567$P9769B6995<$',2=>4

!

通讯作者$ 研究员!主要从事风景园林和城市林业研究23(4567$:RDW9A69:<$"'2=>4

关键词!强力班克木*适应性*施肥处理*早期生长

中图分类号!M+""2+ 文献标识码!.

!+$,- 4$(:1H*)+,-&'&(.% 73>J1"3 90'69C$(J%)+)8%&

976:J$,<&,@A! >C76:E,@A<F$@A! 8>M6E"@A! 8>M6;$,!;C?B*4,<V,@A! =>76:U,@A! BC6S,@A

"0PDP5B=@ N9DO6OWOP>QFB>U6=57̂>BPDOBT! E@69PDP.=5RP4T>Q̂>BPDOBT! LW59:?@>W!%$#%"#! LW59:R>9:! E@695#

*7&1$+81$ -T5QQ>BPDO5O6>9 OB657! O@P5R5UO5O6>9 59R :B>869:DO5OPD>Q% S(@[%,( #"54#UB>VP959=PD69 k659QP9:769:>Q

Z56959 8PBPDOWR6PR! 59R O@PPQQP=OD>QUB>VP959=P59R QPBO676?PBOBP5O4P9O>9 O@PDWBV6V57B5OP! @P6:@O59R :B>W9R

R654POPB8PBP5957T?PR2F@PBPDW7ODD@>8PR O@5O577O@P% UB>VP959=PD@5R 5:>>R 5R5UO5A676OT69 Z56959 UB>V69=P2

" 4>9O@D5QOPBU759O69:! O@PDWBV6V57B5OP85D&%g! AWO6O85DP5D67T5QQP=OPR AT56B@W46R6OT59R AP=54P7>8PB69

O@PRBTDP5D>9! PDUP=6577TO@PUB>VP959=P1>2,&$')! D@>869:O@5OO@PSR#"54#9PPRD8POP9V6B>94P9O2F@PDOWRT

57D>Q>W9R O@5OR6QQPBP9OUB>VP959=PD59R QPBO676?PBOBP5O4P9OD@5R D6:96Q6=59O64U5=O59R 69OPB5=O6>9D>9 O@P:B>8O@ >Q

SR#"54#RF@PUB>VP959=P1>2,&$', @5R O@PQ5DOPDO:B>8DUPPR! 86O@ $2,% 44>Q:B>W9R R654POPB69=BP4P9O59R

$#2%+ =4>Q@P6:@O69=BP4P9ORWB69:, 4>9O@D! 8@67PO@PUB>VP959=P1>2,&$') @5R O@P7>8PDO:B>8DUPPR2F@P

UB>VP959=P1>2,*$', 57D>@5R 5DOB>9:A5BBP9 BPD6DO59=P! 8@67PO@PUB>VP959=PD1>2,&$++ 59R 1>2,&$** 9PPRPR

8P7785OPB59R 9WOB6P9O=>9R6O6>9D2/6QQPBP9OQPBO676?PBOBP5O4P9OD=>W7R P975B:PO@PR6QQPBP9=P69 :B>8O@ DO5OWD>QO@P

UB>VP959=PD! 59R O@P=>4U>DOPR =5OO7P459WBP@5R O@PAPDOPQQP=O>9 UB>4>O69::B>8O@ DO5OWD! 8@6=@ =>W7R APWDPR

5DO@PAPDOQPBO676?PB69 5QQ>BPDO5O6>92

9%- :($/&$ S(@[%,( #"54#* 5R5UO5A676OT* QPBO676?PBOBP5O4P9OD* P5B7T:B>8O@ DO5OWD

山龙眼科"GB>OP5=P5P#的班克木属"S(@[%,( H2

Q2#共有 &# 余种,$-

!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西南部珀

斯的低山丘陵和澳洲东部塔斯马尼亚地区,"-

!多为

常绿或半常绿乔木!少数灌木与匍匐灌木( 班克木

属是澳大利亚自然植被中的一个优势种群,, J)-

!多

数种耐贫瘠'耐盐雾!适应性较广( 班克木花色艳

丽'花形独特'种类多'花期长'瓶插时间长!是集观

花'观叶'观果价值于一体的优良园林观赏植物,%-

!

在国外已有良好的鲜切花市场并形成稳定的规模化

生产,'-

!同时也是石山造林的优良树种,+-

( 南非'

印度'东南亚'新西兰等地均有班克木引种记录!我

国的佛山'元江'贵阳等地亦曾零星引种( 班克木属

植物的引种驯化对丰富我国园林植物资源!增加生

物多样性具有积极作用( 通过逐步选育!可在华南

地区推广种植优良鲜切花品种和沿海防护林适用树

种!并可增强我国切花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引种适应性试验和优良种源筛选是引种驯化的

重要基础!是引进植物适应不同生态环境的必需过

程,&-

( 目前!国外对班克木的研究较早!主要集中于

生理'生长和育苗等方面,*-

!我国引种班克木属植物



林!业!科!学!研!究 第 "& 卷

还处于初始阶段!班克木的种子特性和育苗技术研

究取得初步进展,$# J$$-

!而种苗实地造林与培育试验

尚未见报道( 本文在前期树种选择试验的基础

上,$"-

!选取适应性较好的 % 个强力班克木"S(@[%,(

#"54#E5B2#种源!在水热条件与澳洲西南部较为接

近的海南岛尖峰岭进行实地造林!旨在进一步筛选

适合南亚热带地区发展的强力班克木优良种源!为

今后的推广应用提供参考(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海南省西南海岸的乐东县尖峰镇热

林所试验站内"$&o,'I1!$#&o%#I3#!属热带岛屿季

风性气候!全年暖热!年平均气温 ")2%K!

(

$#K的

年积温一般在 * ###K左右!最冷月平均气温约

$*K!无霜雪( 受西北和西南季风影响!有明显的旱

季和雨季之分( 雨季为 ')$# 月!旱季为 $$ 月至次

年 % 月*年平均降水量 $ '## " '## 44!&#g

*#g的降水集中在 %)$# 月!尤以 &'* 月最多!空气

相对湿度各月在 &#g &&g间变化!为海南岛第 "

个多雨中心!旱季存在一定程度的缺水状态( 土壤

为山地黄壤(

"!材料与方法

>2;<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选用来自澳大利亚 EMN0b种子中心

的 % 个不同强力斑克木种源!原生环境详见参考文

献,$,-( 种子先在中国林科院热林所"广州#试验

苗圃进行处理!"#$, 年春季播种( 苗龄为 $' 个月

时!每个种源选取株高约 "# =4的袋装幼苗用于试

验!试验总用苗 ')# 株(

>2><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二因子完全随机区组设计!研究不同

种源和基肥处理对强力班克木存活率和早期生长特

性的影响( % 个种源各进行 ) 种基肥处理$"$#$2#

e:腐熟牛粪*""# $2# e:腐熟羊粪*",#ES"不施

肥#*")##2#% e:复合肥( 采用块状整地!种植穴规

格为 %# =4 %̀# =4 )̀# =4!株行距 , 4 ,̀ 4!重复

"区组#) 次(

"#$) 年 + 月雨季移植!并在旱季进行滴灌补

水!分别在种植 " 个月"* 月底#和 % 个月"$" 月底#

时对苗木成活率进行现场调查!同时测定地径'树高

等生长因子(

>2B<数据处理

数据使用 C6=B>D>QO3Y=P7和 MGMM$&2# 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和图表绘制(

,!结果与分析

B2;<造林存活率

强力班克木 % 个种源种植后 " 个月与 % 个月的

成活率差异显著"0i#2#%#"表 $#( 种植 " 个月后

的成活率均高于 +%g!其中!有 ) 个种源的成活率高

于 &%g!种源间差异不显著"0n#2#%#!表明条件适

宜情况下!不同种源在海南尖峰岭均有较好的适应

性( 种植 % 个月后!各种源的存活率均较种植 " 个

月时有所下降!种源间平均存活率由 &%2%#g下降

到 +#c##g!其中!,&$') 种源的成活率降幅最大!达

"$2"%g!但种源间差异不显著"0n#2#%#( 综合分

析可知$% 个种源的成活率均随种植时间延长而下

降!但在各个时间节点上!种源间的成活率并无显著

差异( 种源 ,&$', 的成活率在种植后 " 个月与 % 个

月均最低!其余 ) 个种源的成活率极为接近( 原因

可能是移植后 " 个月"&)* 月#内是雨季!而 $#)$"

月降雨减少!空气湿度显著降低!导致 % 个种源的成

活率随之下降(

表 ;<强力班克木不同种源存活率比较

种源 " 个月存活率\g % 个月存活率\g

,%"") &'2"% q)2+*5 +$2"% q$#2,$5

,&$', +&2+% q$)2*,5 ''2"% q$)2,'5

,&$') &&2+% q&2%)5 '+2%# q$"2%&5

,&$++ &+2%# q*2%+5 +"2%# q&2''5

,&$** &'2"% q)2+*5 +"2%# q'2)%5

平均 &%2%# q*2#". +#2## q$#2##-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q标准误!字母为/W9=59多重比较结果!

表内小写字母表示种内差异!大写字母表示种间差异!下同(

B2> <苗木生长

,2"2$!交互作用!为研究种源和施肥 " 个因子对

苗木生长量的影响!采用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

"#表明$强力班克木不同种源间地径和苗高生长均

差异显著"0i#2#%#!揭示了班克木种植后早期生

长与种源的相关性相当密切(

不同施肥处理对强力班克木 % 个种源间地径增

长的影响不显著"0n#R#%#!但种源和施肥的交互

作用效果显著"0i#R#%#( 可能是移植时间较短!

地径生长不大导致差异无法统计的缘故!后期有待

做进一步的观察( 对比苗高增长量可知$不同施肥

对苗高的增长有显著影响"0i#2#%#( 因此!可认

为不同施肥处理能加大强力班克木不同种源的生长

表现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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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种源和施肥对班克木早期生长的影响

项目 因素 偏差平方和 自由度 方差 !值 0值

地径增长量 种源 '2#+ ) $2%" "2+' #2#"&

施肥 ,2$& , $2#' $2*, #2$"%

种源 施̀肥 $)2$' $" $2$& "2$% #2#$%

误差 $,$2&% ")# #2%%

总和 ))'2#+ "'#

株高增长量 种源 &%#2,$ ) "$"2%& ,2," #2#$$

施肥 '$,2*, , "#)2') ,2"# #2#")

种源 施̀肥 +'+2%) $" ',2*' $2## #2)%#

误差 $% ,',2$% ")# ')2#$

总和 ," )$$2#$ "'#

,2"2"!生长差异!表 , 表明$% 个种源间的苗高'

地径生长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表现呈纺锤形!其中!

,&$', 种源的地径和苗高增长最大!, 个月的增长量

分别达 $2,% 44和 $#2%+ =4!与其他种源的生长差

异最明显*种源 ,&$') 表现最差!其地径和苗高增长

量仅 #2*$ 44和 )2)' =4*其余 , 个种源的苗高和

地径增长量接近!整体处于种源间平均水平(

表 , 还表明$$ 号施肥处理"$2# e:腐熟牛粪#

对班克木不同种源生长效果提升最明显!, 个月地

径和苗高增长量分别达 $2") 44和 $#2$+ =4!与其

他施肥处理差异显著( 处理 ,"未施肥#的苗高'地

径增长量最低!但与处理 ""$2# e:腐熟羊粪#')"复

合肥#的差异不显著(

表 B<不同种源和施肥对强力班克木地径$

苗高生长的影响

因素 编号 地径增长量\44 苗高增长量\=4

种源 ,%"") #2*" q#2$#5 +2*$ q$2#*5

,&$', $2,% q#2$$A $#2%+ q$2"#5

,&$') #2*$ q#2$$5 )2)' q$2$*A

,&$++ $2#' q#2$#5A +2%% q$2#&5

,&$** $2#$ q#2$#5 +2") q$2#+5A

施肥 $ $2") q#2#*5 $#2$+ q$2#$5

" $2#$ q#2$#A +2$) q$2#'A

, #2*+ q#2#*A '2#& q$2#%A

) #2*& q#2#&A '2+* q#2*$A

,2"2,!不同种源和施肥处理组合筛选!由图 $ 可

知$种源 ,&$', 的生长表现最佳!在未施肥", 号肥

料处理#情况下!其地径和苗高增长亦能达到很好的

效果!而施用 ) 号复合肥!反而对其苗高有抑制作

用!表明 ,&$', 对土壤肥力需求不具有敏感响应!具

有很好的耐贫瘠能力*其余种源对肥料的要求较明

显!施肥与否和苗高'地径生长有较强的相关性!特

别是 ,&$++ 和 ,&$** 种源!整体生长效果较其他种

源的差!但在 $ 号基肥的作用下!能显著提高其地径

和苗高的增长量!表明这 " 个种源对土壤肥力要求

明显!在肥料合适"使用腐熟牛粪 $ e:#的情况下!其

生长表现能比其他种源好!同时说明 ,&$++ 和 ,&$**

适宜在精细管理的场所种植(

图 $!不同施肥处理对各种源苗高和地径生长的影响

)!结论与讨论

海南尖峰岭地区气候炎热!旱季明显!是海南气

候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 本研究结果表明!强力班

克木 % 个种源在雨季成活率较高!可见!雨水条件充

足!有利于强力班克木在海南地区的生长*然而在旱

季"$$)$" 月#成活率则显著下降!表明高温干旱'

强光直射'空气干燥会影响班克木的抗逆性,$)-

( 研

究表明!旱季存活下来的强力班克木苗普遍地径较

大!木质化程度较高( 因此!若想提高强力班克木在

海南热带地区的引种成功率!一方面需做好旱季的

遮荫加湿处理*另一方面!应选择地径更大'木质化

程度更高的幼苗进行种植(

虽然 % 个种源班克木在海南尖峰地区均能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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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活!但各种源早期生长表现不一( 种源 ,&$', 生

长表现普遍较好!这与在广州的苗期生长观测结果

一致,$#-

!可见 ,&$', 在广州和海南地区生长较好(

施肥试验结果显示$种源 ,&$', 对肥力条件需求不

明显!说明其耐贫瘠能力较高!在土壤条件较差的山

地生态风景林建设中有较好的应用潜力!但其存活

率较低且降幅较大!需要选择雨季前造林并做好种

植早期旱季保湿措施*,&$++ 和 ,&$** 等种源存活率

一般!但在腐熟的牛粪基肥作用下!生长表现得到极

大提升!表明这 " 个种源在土壤条件适宜的情况下!

亦能生长较快!适宜在庭院'公园'景观节点等水肥

管理较精细的场所种植( 另一方面!试验结果还表

明!腐熟牛粪是强力班克木移植时较好的基肥!其次

是腐熟的羊粪(

澳大利亚历来是我国南亚热带地区的主要引种

地!与华南地区具有类似的热量'降雨和寒潮环

境,$%-

( 班克木属植物大部分具有喜光'喜湿热'耐

干旱贫瘠!能适应微酸性的沙壤土环境!这与同属山

龙眼科的银桦属 ":#$I,22$( #"54%&( .2EW992# 类

似,$'-

!在我国华南地区有较广阔的立地环境!有很

大的应用前景和适生条件( 通过强力斑克木 % 个种

源早期生长特性的研究!初步证明了班克木优良品

种和优良种源可作为我国南部省份的园林和鲜切花

树种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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