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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重庆市南川区优质乡土竹种楠竹林单施氮肥，氮磷配合施肥，氮磷钾 3 要素配合施肥 8a 的试验研

究和分析，南川区楠竹林单施氮肥能显著增产，但不能长期单施; 楠竹具有内生菌根，适宜在中酸性环境下生长，不

宜氮磷配合施肥，楠竹施磷肥，需选择酸性或中性的磷肥品种; 以培养竹杆为主的楠竹林氮磷钾 3 要素配合施肥的

最佳比例为: N∶ P2O5 ∶ K2O = 1∶ 0. 4∶ 1. 2，以培养笋用林为主的楠竹林氮磷钾 3 要素配合施肥的最佳比例为: N∶ P2O5

∶ K2O = 1∶ 0. 3∶ 0. 3。
关键词: 楠竹林施肥; 试验研究

中图分类号: S753. 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508( 2015) 01 － 0053 － 02

目前，提高楠竹林生产力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即改善林分群体结构和进行合理施肥。关于竹林施

肥的研究，我国起步较晚，虽已取得初步结果，但不

够全面深入。随着重庆市南川区百万亩笋竹产业基

地的建设，产业已初具规模，但笋竹产业的发展必须

要以科技为支撑，以技术作保障，为了实现我区“科

技兴竹”质的飞跃，达到笋竹速生、丰产、优质、高效

的目的，从 2006 年起持续开展了本区优质乡土竹种

楠竹的施肥试验研究工作。本文着重分析氮、磷、钾
3 要素对楠竹林所起的作用。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重庆市南川区铁村乡、石连乡，为南

川区北部山区优质乡土竹种楠竹盛产区。供试土壤

大体上可分两类( 见表 1 ) ，一类是砂页岩形成的土

壤，这类土壤人为干扰少，土层深厚疏松，有机质和

矿物质养分( 氮、磷、钾) 含量相当丰富，如马道子、
砖房和楠竹山林场竹林的土壤，竹林经营管理水平

比 较高，立竹密度合理( 每hm2 立竹4 000株 ～ 5 000

表 1 竹林表层土壤主要理化性质

试验地点 母岩 土壤类别 PH 有机质( % ) N( % ) P2O5 代换 K( ppm) 粘粒( % )

马道子 砂页岩 厚层山地中酸性紫色土 6． 58 4． 46 0． 228 0． 056 123． 2 20． 2
砖房 砂页岩 厚层山地中酸性紫色土 6． 53 4． 26 0． 204 0． 054 128． 7 22． 1

楠竹山林场 砂页岩 厚层山地中酸性紫色土 6． 15 4． 70 0． 209 0． 115 100． 4 24． 3
二郎桥 泥质页岩 中层山地中酸性紫色土 6． 50 5． 83 0． 205 0． 062 87． 4 21． 3

注: 1． 数据为 0 ～ 20 cm 测试的平均值; 2． 土壤分析由南川区农科所测定。

株) ，大年竹杆产量每 hm2 达 30 t 左右; 另一类是泥

质页岩风化的土壤，如二郎桥的竹林土壤，虽然表层

有机质和矿质养分含量不低，但心底土坚实，有效土

层较浅，立竹密度较小( 每 hm2 约3 000株) ，大年竹

杆产量每 hm2 15 t 左右( 鲜材) 。

2 试验方法

采用裂区或正交设计安排田间试验，重复 4 次

～ 6 次，小区面积为 0. 067 hm2，小区周围设 5 m 宽

的保护带。施肥方法为株施( 穴施) 或条施，施肥时

间是在出笋小年 8 月份。

3 结果与分析

3． 1 单施氮以及氮磷配合的肥效

2006 年 ～2007 年，在南川区铁村乡锅厂、谢坝村

马道子、砖房和楠竹山林场的优良竹林进行对比试

验，结果数据经协变量分析矫正产量之后列于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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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施氮及氮磷肥对楠竹产量的影响

处理
施肥量

( kg·hm －2 )
竹杆产量

( kg·hm －2 )
增产

( kg·hm －2 )
增产率
( % )

氮 尿素 69 27 645 4 050＊＊ 17． 2
氮、磷 尿素 69

钙镁磷肥 49． 5 26 040 2 445* 10． 4
对照 不施肥 23 595

注: * 为 0． 05 显著水平;＊＊为 0． 01 显著水平。

结果表明，单施氮肥能显著增产，每 hm2 竹林

施尿素 69 kg，平均增产鲜竹杆4 050 kg，值人民币

4 050元，扣除肥料费和人工费净增收2 670元。从

新竹的调查统计发现，每 hm2 施尿素 69 kg 增加新

竹 135 支，而新竹的粗度与老竹比较无多大差别。
由此看来，施氮肥主要是增加新竹支数达到增产的

效果。从叶分析发现，单施氮肥，叶中氮含量提高

400 ppm ～700 ppm，其它矿质养分磷、钾、钙、镁的浓

度稍有下降，所以如果长期单独使用氮肥，有可能造

成一部分养分的吸收逐渐失去平衡。
氮、磷配合施肥出现了异常情况，与对照相比，

每 hm2 仅增产竹杆2 445 kg，低于单施氮肥处理。
究其原因，可能是磷肥的不良性质造成的。从叶分

析发现，氮磷处理的叶中磷含量比对照下降 40 ppm
左右，这说明施用钙镁磷肥不仅没有发挥肥效，而且

有不良的副作用。对此，我们作了初步推测，楠竹具

有内生菌根，适宜在中酸性环境下生长，它对磷素的

吸收有赖于菌根的活力，而我们集中穴施钙镁磷肥

( 含氧化钙及氧化镁 40% ～48% ) ，可能造成土壤的

局部碱性环境，导致菌根活力下降，妨碍根系对矿质

养分的吸收。由此可见，楠竹施磷肥需选择酸性或

中性的磷肥品种。
3． 2 氮、磷、钾 3 要素配合肥效

根据上述试验结果，2008 年开始在南川区石连

乡红塘村二郎桥布置 3 要素不同配合比例和施用量

肥效试验。磷肥改用过磷酸钙，田间试验采用正交

设计 L9 ( 3) 4。
试验结果( 见表 3) 表明，随着氮肥用量增加，出

笋数和早笋( 早期浮鞭笋) 产量相应增高，每 hm2 施

氮肥增加到 138 kg，出笋数和早笋产量的增高趋势

并未减弱，这说明如培育笋用林，氮肥的用量还可以

加大。但对成竹数和竹杆产量，每公顷使用氮肥

103． 5kg 就能达到最大值，过量氮肥反而使产量下

降。磷肥对楠竹生长有一定影响，但适用量较低，低

用量( 每 hm2 21 kg ～ 42 kg P2O5 ) 有明显增产作用，

再增加用量，增产幅度也不大，而且还有抑制出笋的

副作用。施用钾肥能促进成竹和增加竹杆产量。

表 3 不同用量的氮、磷、钾对楠竹生长的影响

处理
( kg)

出笋数
( 支)

成竹数
( 支)

胸径
( cm)

早笋产量
( kg)

竹杆产量
( kg)

退笋量
( kg)

对 照 1 433 777 7． 80 57 10 395 442． 5

N 69 2345 1 136 7． 54 121． 5 14 085 679． 5
103． 5 2592 1289 7． 53 133． 5 15 945 712． 5
138 2850 1 260 7． 34 222 14 715 726． 0

对 照 1 433 777 7． 80 57 10 395 442． 5

P2O5
21 2 667 1 232 7． 35 156 14 445 729． 0
42 2 667 1 199 7． 57 192 15 015 759． 0
63 2454 1 254 7． 49 130． 5 15 300 624． 0

对 照 1 433 777 7． 80 57 10 395 442． 5
K2O 40． 5 2 421 1 148 7． 52 180 14 190 634． 5

81 2 766 1 259 7． 35 156 14 745 727． 5
121． 5 2 600 1 277 7． 54 142． 5 15 810 750． 0

根据试验的初步结果，可得出泥质页岩形成的

中产竹林土壤 3 要素施肥最佳配合比例和施用量

( 见表 4) 。如以收获竹杆为主要经营目标的竹林施

肥，3 要素的配合比例应采用 N∶ P2O5 ∶ K2O = 1∶ 0. 4∶
1. 2 组合。在二郎桥试点采用这个组合进行施肥试

验，实 测 竹 杆 产 量 每 hm2 为17 175 kg，增 产 竹 杆

6 780 kg，净收益达4 740元，净增收 59%。如是笋

用林施肥，建议采用 3 要素比例 N∶ P2O5 ∶ K2O = 1 ∶
0. 3∶ 0. 3 的组合。当然，随着土壤性质、林分类型和

结构的改变，3 要素的配合比例应有所变化，这有待

于进行多点试验加以补充。

表 4 3 要素最佳配合比例及其用量

指标
比例

N∶ P2O5 ∶ K2O
用量( kg·hm －2 )

N P2O5 K2O
出 笋 数 1∶ 0． 15∶ 0． 6 138 21 81
成 竹 数 1∶ 0． 2∶ 0． 8 103． 5 21 81
竹杆产量 1∶ 0． 4∶ 1． 2 103． 5 42 121． 5
早笋产量 1∶ 0． 3∶ 0． 3 138 42 4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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