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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P、K 对杉木幼苗生长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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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展了施用 N、P、K 肥对杉木幼苗期生长量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 施肥能显著促进杉木幼苗苗高和地径

的生长，但需 N、P、K 肥配合施，单施 N 肥的效果较 N、P、K 配施的效果差，单施 N 肥和 N、P、K 肥配施的处理间达到

极显著差异。不同施肥处理对杉木苗木的苗高和地径生长的影响也达到极显著差异。此试验最为合理的施肥配

方是: N 1. 5 g、P 5 g、K 1. 5 g，苗高比对照高出 38. 8%，地径比对照高出 46%，可在生产中推广使用。表现最差的施

肥配方是 N 1. 5 g，苗高比对照高出 17. 4%，地径比对照高出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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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P and K on the growth of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Seed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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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vestigations were made on the effect of N，P，K fertilizers on the seedling growth in the Cun-
ninghamia lanceolata seedling stag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fertiliza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ground diameter and height of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seedlings，but it was needed to combine N，P
and K fertilizers． The effect of the single application of N fertilizer was poor as compared with the com-
bined application of N，P and K fertilizers．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treatmert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also reached a ver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seed-
ling ground diameter and seedling height growth． The formula of the most reasonable fertilizers was N 1. 5
g，P 5 g，K 1. 5 g． The seedling height was higher by 38. 8%，the diameter was higher by 46% than the
control，thus able to be popularized in the production． The formula of the fertilization N 1. 5 g was the
worst，its seedling height was higher by 17. 4% and the diameter was higher by 20% than the control．
Key words: Cunninghamia lanceolata，Seedling，Fertilization． Growth

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 Lamb． ) Hook． ，

又名: 沙木、沙树等，属松柏目，杉科乔木，高达 30m，

胸径可达 2． 5m －3m。是我国特有的的速生丰产树

种，由于杉木速生、干形通直，且木材用途好，为林区

广泛栽种［1］。杉木为亚热带树种，较喜光。喜温暖

湿润，多雾静风的气候环境［2］。杉木一般在 3 月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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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开花，10 月下旬 ～ 11 月上旬种球由青绿色转为黄

褐色时即可采收［3］。在中国长江流域、秦岭以南地

区栽培最广、是生长快、经济价值高的用材树种。但

在林业生产中，杉木苗木质量并不理想，造林后成活

率较低，尤其是造林后生长较缓慢，存在明显的蹲苗

现象。而施肥是加速植物生长发育的重要途径之

一。如丹麦、德国、比利时和法国在荒地造林中利用

钾肥和磷肥进行试验，均取得了一定成效［4 － 5］。郑

天汉对红豆树苗期施肥得出，磷元素是影响红豆树

苗木生长的主要因素，氮元素次之，钾元素再次之，

但适当补充氮肥和磷肥能促进红豆树植株的生长发

育［6］。许多学者对不同品系的杨树( Populus spp． ) 、
毛竹( Phyllostachys spp． ) 、泡桐( Paulaw nia spp． ) 、
桉树( Eucalyptus spp． ) 及引进的几个国外松等进行

了不同规模的田间试验，均取得良好效果［7 ～ 8］。多

数试验证明，氮肥能有效促进苗木生长，但同时施用

氮、磷、钾肥效果更好。鉴于以上情况，针对我国大

部分地区土壤缺磷少氮的情况［9］。对杉木幼苗进

行施肥试验，以期解决杉木实生苗苗期蹲苗现象提

供理论依据。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海镇曼尾村委

会曼满村民小组后山。海拔1 200 m ～ 1 300 m，属

热带、亚热带西南季风气候类型，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年温差小，日温差大。年平均气温 18. 8℃，≥
10℃年积温6 578 ℃，极端最高温度 33. 5 ℃，极端最

低气温 2. 0 ℃ ; 最热月为 6 月，平均气温 22. 3 ℃ ; 最

冷月为 1 月，平均气温 18. 8 ℃，年日照时数2 088 h;

年平均降雨量1 341. 8 mm，年蒸发量为1 862. 7 mm，

5 月 ～ 10 月为雨季，降水量占全年的 85. 8%。灾害

性天气有春夏干旱、秋季低温阴雨和冬季低温霜冻。
土壤为砖红壤性红壤( 赤红壤) ，呈黄宗色至暗红

色，土层深厚达 1 m ～ 2 m，有机质含量较多，酸性，

缺磷。原生植被为零星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树，

零星南亚热带季风常绿松栎混交林和刀耕火种形成

的冠草丛。

2 试验方法

2012 年 12 月播种，2013 年 1 月待苗高长到 2
cm ～3 cm 时移入备好的营养袋中。按常规管理苗

木。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共设 4 个处理

和一个对照，共 5 个处理，每个处理 3 个重复，每个

重复用苗 10 株。每株苗施肥量分别是: 处理 1 是

N1. 5 g、P5 g、K1. 5 g，记为 A; 处理 2 是 N1. 5 g、P1. 5
g、K1. 5 g，记为 B; 处理 3 是 N1. 0 g、P5 g、K1. 0 g，记

为 C; 处理 4 是 N1. 5 g，记为 D; 处理 5 是对照，记为

E。施肥方法是把肥称好混合均匀后溶于水再施，

待苗移栽 1 个月后每个月施肥 1 次。苗木达到出圃

要求即 7 月时分别观测苗木的苗高和地径。用 EX-
CEL 统计数据，DPS7． 05 对观测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和多重比较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 1) 1 /2 年生杉木幼苗施肥试验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施肥量杉木幼苗的生长量

处理
树高 地径

树高( cm) 比对照增加( % ) 地径( cm) 比对照增加( % )

A 68． 7 38． 8 0． 73 46． 0
B 30． 0 0． 72 44． 0
C 64． 2 21． 8 0． 65 30． 0
D 60． 3 17． 4 0． 60 20． 0
E 58． 1 0． 50

49． 5

从表 1 可以看出: 树高和地径生长最好的均是

处理 A，最差的处理均是处理 D。树高生长处理 A
比对照高出 38. 8%，处理 B 比对照高出 30. 0%，处

理 C 比对照高出 21. 8%，最差的处理 D 比对照高出
17. 4%。地径生长处理 A 比对照高出 46. 0%，处理
B 比对照高出 44. 0%，处理 C 比对照高出 30. 0%，

最差的处理 D 比对照高出 20. 0%。
( 2) 1 /2 年生杉木幼苗施肥试验方差分析见

表 2。

表 2 不同施肥量杉木幼苗的方差分析

处理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 方 F 值 F0． 05 F0． 01
树高 区组间 912． 9517 28 32． 6054 0． 6310 2． 46 3． 51

处理间 5985． 4207 4 1496． 3552 28． 9400＊＊
误 差 5790． 9793 112 51． 7052

总变异 12689． 3517 144
地径 区组间 0． 3262 28 0． 0116 1． 2040

处理间 1． 0998 4 0． 2749 28． 4290
误 差 1． 0832 112 0． 0097

总变异 2． 5091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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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看出: 不同施肥的苗高生长量各处理间

存在极显著差异，地径生长量各处理间均存在极显

著差异。进一步开展多重比较，结果见表 3。

表 3 不同施肥量杉木幼苗的 LSD 多重比较分析

苗高 地径

处理
树高增长

量均值
5% 显著

水平
1% 极显著

水平
处理

地径增长
均值

5% 显著
水平

1% 极显著
水平

A 68． 7 a A A 0． 73 a A
B 64． 2 b AB B 0． 72 a A
C 60． 3 c BC C 0． 65 b B
D 58． 1 c C D 0． 60 c B
E 49． 5 d D E 0． 50 d C

从表 3 可以看出: 苗高: 处理 A 在 0. 05 水平与

其它处理间存在差异，在 0. 01 水平处理 A 与处理 B
间差异不显著，与其它处理间差异显著。处理 B 在

0. 05 水平与其它处理间存在差异，在 0. 01 水平处

理 B 与处理 A 间差异不显著，与其它处理间差异显

著。处理 C 在 0. 05 水平与处理 D 间差异不显著，

与其它处理间存在差异，处理 C 在 0. 01 水平与其它

处理间存在差异。处理 D 在 0. 05 水平和 0. 01 水平

与其它处理间差异显著。处理 E( 对照) 在 0. 05 水

平和 0. 01 水平与其它处理间差异显著。
地径: 处理 A 在 0. 05 水平和 0. 01 水平与处理

B 差异不显著，与其它处理间差异显著。处理 C 在

0. 05 水平与其它处理间差异显著，在 0. 01 水平与

处理 D 间差异不显著，与其它处理间差异显著。处

理 D 在 0. 05 水平与其它处理间差异显著，在 0. 01
水平与处理 C 间差异不显著，与其它处理间差异显

著。处理 E( 对照) 在 0. 05 水平和 0. 01 水平与其它

处理间差异显著。

4 结论与讨论

( 1) 施肥能显著促进杉木幼苗苗高和地径的生

长，但需 N、P、K 肥配合施，单施 N 肥的效果较 N、P、
K 配施的效果差。同时 N 肥的用量不能太高，太高

会烧苗，通过试验 N 肥用量到 2g 即会烧苗。此试

验最为合理的施肥配方是: N1. 5 g、P5 g、K1. 5 g，苗

高比对照高出 38． 8%，地径比对照高出 46%。表现

最差 的 施 肥 配 方 是 N1. 5 g，苗 高 比 对 照 高 出

17. 4%，地径比对照高出 20. 0%。
( 2) 通过 N、P、K 不同配比组合施肥得出: 幼苗

对 N 肥需求量最大，应多施肥 N 肥，增加施肥的次

数，每次施肥的 N 肥量不能超过苗木所能承受的 N
肥量，否则易烧苗。

( 3) 不同施肥处理对杉木苗木的苗高和地径生

长的影响达到极显著差异，尤其是单施 N 肥和 N、
P、K 肥配施的处理间差异极显著。由此可见，通过

该研究可为解决杉木实生苗苗期蹲苗现象提供理论

依据和科学的施肥技术参考。该差异也将成为杉木

苗期施肥选择的基础。
( 4) 本试验仅为 4 种施肥和一个对照共 5 个处

理的杉木苗期生长量比较分析，为杉木的后期培养

提供依据，对其更多的施肥配方处理的生长量比较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开展、观测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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