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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测定和分析高峰林场厚荚相思 (Acacza c7asszca7pa) 速丰林幼 林 的 土 壤 和 厚 荚 相 思 叶 片 的 营 养 元 素 含

量 , 并与相关树种叶子营养元素含量比较 , 探讨厚荚相思在赤红壤山地营林中的施肥技术 O 结果表明 , 高峰林

场界牌分场内用于种植厚荚相思树的赤红壤土壤中有效 N~ P~ K 含量极低 ; 厚荚相思叶片中 N~ P~ K 营养元

素含量低于马占相思 (Acacza mangzum) ~ 红锥(CastanOpszs hyst7zI) 和木荷(Schzma supe7Za) 3 个相关树种 ; P~
K~ Ca 营养元素在冬季至春季的过程中有明显的减少 O 因此 , 在营养元素缺乏的赤红壤林地 , 对厚荚相思速丰

林的配方施肥过程除了应对 N 给予重视外 , 更应适当增加 P~ K 和 Ca 的施用量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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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fertiliZer application for the young trees of Acacza c7asszca7pa groWing
in the soil of latosolic red soil, the soil and leaVes of the trees in the stands Were sampled. The
contents of N, P, K, Ca Were tested and compared With trees of Acacza mangzum, castanOpszs
hyst7zI and Schzma supe7Za. The aVailable N, P, K in the soil Were guite loWer. The contents of
N, P, K in the leaVes of A. c7asszca7pa Were less than that of other three trees, and declined
obViously in the time from Winter to spr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fertiliZation, not only the
proViding of N, but also that of P, K and Ca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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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荚相思 (Acacza c7asszca7pa) 原产澳大利 亚 ~
巴布亚新几内亚, 具有速生 ~ 耐旱 ~ 耐瘠薄等优良特

性 O 该树种自 Z0 世纪 80 年代引入我国后, 迅速成为

华南地区重要的短周期工业用材林树种[1]O 本试验

通 过 对 高 峰 林 场 厚 荚 相 思 速 丰 林 幼 林 进 行 营 养 诊

断, 探讨该树种在赤红壤山地营林中的施肥技术 O

1 试验林概况和试验方法

1. 1 试验林概况

1. 1. 1 自然条件

试验林种植在广西高峰林场界牌分场内, 位于

南宁市北郊 Z0 km 处, 年平均气温 Z1  , 年降雨量

1Z00~ 1500 mm, 年蒸发量 1Z50~ 16Z0 mmO 年日照

时数 1450~ 1650 h, 相对湿度 80%以上 O 地形为低

丘, 海拔 150~ 400 m, 土壤为赤红壤, 土层厚度 60~
100 cmO
1. 1. Z 主要经营措施

试验林为 Z001 年 4 月上旬定植的厚荚相思扦

插苗, 株行距 Z . 5 m> 3. 5 mO 定植时放基肥(N 5% ~
PZ0 5 13% ~ KZ0 1Z% ) 每株 800 g; Z001 年 9 月追施

复合肥(N 10% ~ PZ0 5 5% ~ KZ0 5% )每株 Z50 gO
1. z 试验方法

1. Z . 1 样本的选择

土壤样本分 0~ Z0 cm 和 Z0~ 40 cm 两层采集

混合样进行分析 O
在试验林中设置 4 块样地, 每块样地 30 株 O 对

4 块样地进行每木调查, 调查树高 ~ 胸 径 和 冠 幅, 然

后每块样地选择 4 株平均木, 分别在树冠中部的东 ~
南 ~ 西 ~ 北四个方向上各采 5~ 6 片成熟叶, 以备进行



叶片营养元素含量测定 G 2002 年 1 月(冬季)和 2002
年 4 月(春季)各采一次 G
1. 2. 2 测定方法及数据处理

土 壤 营 养 元 素 测 定 方 法 参 照 <林 业 标 准 汇 编

(三) >相关技术进行[2]G
叶片样本营养含量元素测定 N 用扩散法测定,

P~ Ca~ Mg~ Cu~ ZH 用 原 子 吸 收 分 光 光 度 计 测 定, K
用火焰光度计测定, Fe~ MH 在原液中测定[3]G 对各

元素含量两次测定配对样本进行 t 检验,方差分析

时进行 SIN-1SCRT(X/100)数据转换 G

2 结果与分析

2. 1 土壤营养元素的含量

将表 1 的测定结果对照<林业标准汇编(三) >土
壤 养 分 评 价 指 标, 本 试 验 林 地 土 壤 有 机 质 含 量 低,
N~ P~ K 含量均为低量,是典型的 P~ K 和 N 不足的

赤红壤 G
表 1 土壤营养元素的含量

土层厚度

( cm) p~ 值
有机质

( g/kg)
全 N
(% )

碱解 N
(mg/kg)

速效 P
(mg/kg)

速效 K
(mg/kg)

0~ 20 4. 45 20. 35 0. 1029 72. 1 0. 95 32. 6
20~ 40 4. 37 10. 65 0. 0736 43. 8 0. 54 27. 8

2. 2 冬春季叶片的营养元素含量及 t 检验

2. 2. 1 营养元素含量

将表 2 中厚荚相思叶片营养元素含量测定值的

均值与文献[4]中的马占相思 (AcCclC mCnglim) ~红
锥(CCStCn0PSlS  }St7l1 ) ~ 木荷 (Sc lmC SiP67bC) 3 个

树 种 叶 片 养 分 相 比 较, 厚 荚 相 思 叶 片 N~ P~ K 含 量

均低于这 3 个树种,而 Ca~ Mg 均比这 3 个树种高 G
这说明高峰林场试验林的厚荚相思 N~ P~ K 含量处

于较低水平 G
表 2

=
===

厚荚相思叶片冬季和春季的营养元素含量

营养
元素

冬季 春季 均值
营养
元素

=
==

冬季 春季 均值

N
( g/kg) 17. 53 17. 93 17. 73 MH

( g/kg)

=
==

0. 22 0. 32 0. 27

P
( g/kg) 0. 66 0. 60 0. 63 Fe

(mg/kg)

=
==

187. 39 129. 66 158. 53

K
( g/kg) 9. 04 6. 97 8. 01 ZH

(mg/kg)

=
==

118. 85 126. 14 122. 50

Ca
( g/kg) 6. 98 4. 42 5. 70 Cu

(mg/kg)

=
==

8. 50 8. 87 8. 69

Mg
( g/kg) 1. 68 1. 70 1. 69

2. 2. 2 t 检验

从表 3 的各元素两次测定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

可以看出, N 含量在两次叶片测定中变化不大,我们

认为主要是厚荚相思具有固氮作用,春天固氮菌的

活力随着温度的升高而有所增加[5],提高了厚荚相

思 N 的含量 G 另外,通过两次施肥也起到一定的补

充作用 G 但与马占相思比,叶片 N 含量还是比较低 G
两次测定, P~ K~ Ca 有了明显的减少, P~ K 的明显减

少,证明两次施肥补充的 P~ K 不足, P~ K 仍处于欠

缺状态; Ca 的减少说明 Ca 也是处于欠缺状态 G MH
有极显著的增加,这可能与 MH 元素具有参与光合

作用的功能有关 G N ~ Mg~ Fe~ ZH~ Cu 含量变化不显

著 G
表 3 各元素两次测定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

元素 t 值 自由度 检验效率

N -0. 205 3 0. 851
P 3. 613 3 0. 036 

K 3. 152 3 0. 050 

Ca 5. 085 3 0. 015 

Mg -0. 154 3 0. 887
MH -6. 405 3 0. 008  

Fe 1. 140 3 0. 337
ZH -1. 257 3 0. 298
Cu -1. 124 3 0. 343

 P< 0. 05,   P< 0. 01G

3 结束语

本次试验土壤测定结果表明,广西高峰林场界

牌分场内用于种植厚荚相思树的赤红壤,土壤中的

有效 N~ P~ K 含量极低,因此,在厚荚相思速丰林经

营过程中,需要适时 ~适量地进行施肥 G
两次厚荚相思树叶片营养元素含量测定结果表

明, 厚 荚 相 思 叶 片 N~ P~ K 冬 春 两 季 节 的 含 量 均 值

均低于相关树种 G 厚荚相思叶片中 N~ Mg~ Fe~ ZH~
Cu 营养元素在冬 ~ 春两季的含量 t 检验不显著; P~
K~ Ca 营养元素在冬季至春季的过程中有明显的减

少, MH 营养元素则有明显地增加 G 因此,在营养元

素缺乏的赤红壤林地,对厚荚相思速丰林的配方施

肥除了应对 N 给予重视外[1, 4],更应适当增加 P~ K
和 Ca 的施用量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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