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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含微量元素 、镧系元素 (稀土 )、植物酶活性剂等植物营养的活性肥与桉树专用肥同时施用 ,可促
进桉树幼林树高和材积的明显增长 ,与单施 500 g复混肥相比较 ,施放 30 g活性肥 /株 +375 g复混肥 /株的

单株材积比单施复混肥的提高 35. 5%,经济效益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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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stract　This artic le introduces active ferti lizer have remarkable effect to height, diameter and stem vol2
ume of Eucalyptus, the used amount is25 g, 30 g and 40 g each strain.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 is best

when the amount is30 g /strain active ferti lizer and m ixed use with 375 g/ strain compound ferti l 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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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树是桃金娘科桉树属 (Eucalyptus)树种的总称 ,与杨树 、松树一起称为世界三大速生树种 。全世界桉
树人工林种植面积为 1 800万 hm2 ,中国约 150万 hm2 ,广西桉树人工林种植面积已达 53万 hm2 [ 1 ] 。

由于桉树生长迅速 ,因此从土壤中吸收的氮 、磷 、钾、硫 、钙 、镁及微量元素就很多 ,而在土壤中这些营养

元素是有限的 。为了保证桉树的正常生长 ,维持营养的供需平衡 ,一些肥料厂生产了桉树专用复混肥 ,作为
基肥用的氮 、磷 、钾总含量在 25%,作为追肥用的氮 、磷 、钾总含量在 30%～35%。复混肥比单一元素的尿

素 、磷肥 、钾肥营养较齐全 ,有较强的科学合理性。广西桉树林地土壤普遍呈酸性 , pH 值 4. 5～5. 0;土壤氮

素水平中等 ,速效氮含量多在 80～150 mg/kg之间 ;土壤磷严重缺乏 ,速效磷多为 0. 8～1. 2 g/kg之间 ;钾素
养分处于缺乏水平 ,速效钾含量在 25～35 mg/kg之间 ;有机质含量大部分为 23～42 mg /kg,属中等水平 ;微

量元素硼 、铜 、锌较为缺乏 ,尤其是硼的含量处于极贫状况
[ 2 ]

。据此 ,广西化工研究院研制出了含微量元素 、

镧系元素 (稀土 )的桉树活性肥 ,进行桉树专用肥与活性肥共同施用于桉树幼林的试验 ,旨在探讨活性肥对
桉树生长的促进作用 ,为科学经营人工桉林提供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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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两个地方进行。第一块试验点位于南宁市四塘镇 ,是由广西农乐油脂公司种植的桉树林 ,林龄为

1 a,施肥时间为 2007年 7月 25日 ,施肥后 29 d进行树高、胸径测定 。
第二块试验点位于宾阳县城郊 ,是由广西振阳林业有限责任公司种植的桉树林 ,林龄为 1. 5 a,施肥时间

2007年 8月 17日 ,施肥后 120 d进行树高 、胸径的测定 。
试验林的树种均为广林 9号尾 ×巨桉优良无性系 。

1. 2　供试材料
1. 2. 1　活性肥 　含腐殖酸 ≥3% ,微量元素 Fe、Be、M n⋯⋯≥6%、镧系元素 (稀土 )、植物酶活性剂等 。

1. 2. 2　复混肥 　 (桉树专用 )含氮 、磷、钾 (1521228)总含量 35% ,微量元素 (2%) Be、Cu、Zn。
1. 3　试验设计

1. 3. 1　活性肥肥效试验方法 　试验地在四塘进行 。两个处理 ,每株施放相同数量 ( 250 g)复混肥的基础上 ,

分别加施 25和 40 g/株活性肥 ,另外设两个不施活性肥对照 。每个处理两个重复 ,共 4个处理 8个小区 ,每
小区 20株总共 160株树 ,每小区面积 150 m2。沿着等高线划分小区 ,顺序排列 。

1. 3. 2　活性肥与复混肥混施试验方法 　试验地在宾阳县城郊进行 。固定活性肥施用量 30 g/株 ,分别再在
每株施放复混肥 500, 375,250 g,125 g,组合施用 ,设两个对照 , 6个处理如下 : A - 30 g活性肥 /株 + 500 g复

混肥 /株 、B - 30 g活性肥 /株 + 375 g复混肥 /株 、C - 30 g活性肥 /株 + 250 g复混肥 /株 、D - 30 g活性肥 /株
+125 g复混肥 /株 、CK1 - 30 g活性肥 /株 、CK2 - 500 g复混肥 /株 。

随机区组设计 , 5次重复 ,每小区 6株 ,合计 30个小区 ,总计 180株树 ,沿着等高线进行排列 。
1. 4　施肥方法

选择桉树的生长势 、高度 、胸径基本均匀的林地 ,按照设计要求划分好小区 ,在每株树 1. 3 m 的胸高位

置 ,用不同颜色的油漆画好色圈 。施肥时按桉树施肥习惯 ,在两树之间用锄头挖长 20 cm左右 ,深 20～30 cm

的施肥沟 ,用塑料杯分别定量 25, 30, 40 g的活性肥 ,每株施一杯 ,以确保施肥量的准确 ,施肥后覆土 ,避免挥

发和随水流失 。
1. 5　数据测定与处理

施肥前实测每株林木的树高和胸径 ,在施肥后的 29 d (第 1块试验地 ) 、120 d (第 2块试验地 )再实测每
株树的树高和胸径 ,前后两次的差值即为树高 、胸径的增长值 ,用增长值与对照进行比较计算 。

2　结果与分析

2. 1　活性肥肥效分析

在桉树幼林施用不同量的活性肥 ,各处理桉树树高、胸径生长情况见表 1。

表 1　活性肥对桉树肥后 29 d的树高 、胸径增长效果

序号 处理
树高 (m)

肥前 肥后 增加 增长率 (% )

胸径 ( cm)

肥前 肥后 增加 增长 率 (% )

1 25 g/株 4. 35 5. 50 1. 15 26. 4 4. 00 4. 27 0. 27 35. 0

2 对照 4. 88 5. 79 0. 91 4. 50 4. 70 0. 20

3 40 g/株 4. 82 6. 01 1. 19 30. 8 4. 50 4. 70 0. 20 100

4 对照 4. 94 5. 85 0. 91 4. 50 4. 60 0. 10

表 1说明 ,施活性肥 25 g/株的处理比对照 (不施活性肥 )树高多增长 0. 24 m,胸径增长 0. 07 cm,树高 、

胸径的增长率分别为 6 %和 35 %。施活性肥 株的处理比对照 (不施活性肥 )树高多增长 ,

胸径多增长 ,树高 、胸径的增长率分别为 3 %和 %。结果表明 ,施放活性肥均比对照 (不施活

性肥 )增长 ,增效在 6 %以上 。而 5, 株这两个不同施肥量对比 , 株比 5 株要优 。

25 周建群等 : 　活性肥 在桉 树幼林中的肥效试验

2 . 4 . 0 40 g/ 0. 28 m

0. 10 cm 0. 8 100

2 . 4 2 40 g/ 40 g/ 2 g/



2. 2　活性肥与复混肥混施效果分析

2. 2. 1　树高增长效果 　活性肥与复混肥混施后 120 d,各施肥处理与对照 (CK1、CK2)的树高比较结果见表

2。

表 2　活性肥对桉树肥后 120 d树高增长效果

处理 施肥量 ( g/株 )
树高 (m)

肥前 肥后 增加

增长率 (% )

与 CK1比 与 CK2比
A 30 g活性肥 + 500 g复混肥 9. 20 12. 43 3. 23 15. 4 16. 6

B 30 g活性肥 + 375 g复混肥 9. 46 12. 67 3. 21 14. 6 15. 9

C 30 g活性肥 + 250 g复混肥 8. 70 11. 69 2. 99 6. 8 7. 9

D 30 g活性肥 + 125 g复混肥 8. 60 11. 41 2. 81 0. 4 1. 4

E(CK1) 30 g活性肥 8. 67 11. 47 2. 80 0 1. 4

F(CK2) 500 g复混肥 8. 71 11. 55 2. 77 - 1. 1 0

从表 2可看出 , A、B、C、D这 4个处理与 CK2 ( 500 g复混肥 /株 )相比 ,均有增长 ,A 处理增长率最高达

16. 6% ,B处理也达到 15. 9%,说明施活性肥 +复混肥的处理均比单施复混肥的处理要好 。

2. 2. 2　胸径增长效果 　活性肥施后 120 d施肥处理与对照 (CK1、CK2)的胸径比较结果见表 3。

表 3　活性肥对桉树肥后 120 d胸径增长效果

处理 施肥量 ( g/株 )
胸径 ( cm)

肥前 肥后 增加
增长率 (% )

与 CK1比 与 CK2比

A 30 g活性肥 + 500 g复混肥 6. 72 8. 41 1. 69 3. 7 9. 7

B 30 g活性肥 + 375 g复混肥 7. 19 8. 83 1. 64 0. 6 6. 5

C 30 g活性肥 + 250 g复混肥 6. 74 8. 46 1. 68 3. 1 9. 1

D 30 g活性肥 + 125 g复混肥 6. 78 8. 34 1. 56 - 4. 3 1. 3

E 30 g活性肥 6. 78 8. 41 1. 63 0 5. 8

F 500 g复混肥 6. 76 8. 30 1. 54 - 5. 5 0

由表 3可见 ,对桉树的胸径生长 ,A 处理 (30 g活性肥 /株 +500 g复混肥 /株 )和 C处理 ( 30 g活性肥 /株

+250 g复混肥 /株 )的组合为佳 ,胸径增长与对照 (CK2)比较 ,增长率分别达到 9. 7%和 9. 1%。

2. 2. 3　材积增长效果 　活性肥施后 120 d施肥处理与对照 (CK1、CK2)的材积比较结果见表 4。

表 4　活性肥对桉树肥 120 d材积增长效果

处理 施肥量 ( g/株 )
材积 (m3 )

肥前 肥后 增加
增长率 (% )

与 CK1比 与 CK2比

A 30 g活性肥 + 500 g复混肥 0. 01707 0. 03044 0. 01337 15. 5 20. 5

B 30 g活性肥 + 375 g复混肥 0. 01907 0. 03411 0. 01504 29. 9 35. 5

C 30 g活性肥 + 250 g复混肥 0. 01675 0. 02937 0. 01262 9. 0 13. 7

D 30 g活性肥 + 125 g复混肥 0. 01683 0. 02798 0. 01115 - 3. 7 0. 5

E 30 g活性肥 0. 01688 0. 02846 0. 01158 0 4. 3

F 500 g复混肥 0. 01690 0. 02800 0. 01110 - 4. 1 0

从表 4可以看出 ,肥后 120 d A、B、C、D这 4个处理材积的增长值与 CK2 ( 500 g复混肥 /株 )相比均有增

长 ,B 处理 (30 g活性肥 /株 +375 g复混肥 /株 )增长率最佳为 35. 5%,肥后 120 d材积达到 0. 034 11 m
3

,比

肥前的基础数增加了 5
3
。 、B、 、D 这 个处理与 K (3 活性肥 株 )相比较 ,B 处理的材积增

长率也为最高 ,达到 %,可以看出 ,在这几个不同施肥组合中 ,以施 3 活性肥 株 +3 5 复混肥 株的

组合为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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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3. 1　在桉树幼龄林中施放活性肥 25, 30,40 g/株 ,能使桉树的树高 、胸径均有增长 ,其中树高增长明显 。与

单施复混肥的对照相比 ,树高最高增长率达到 16. 6%。施放 30 g活性肥 /株 +375 g复混肥 /株相比目前桉

树专用肥的最佳施用量 500 g/株 ,效益更好 。

3. 2　目前市场上供应的桉树专用复合肥 ,主要在大量元素氮、磷 、钾的配合比例方面的研究应用
[ 3 24 ]

,由于桉

树速生丰产林是近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 ,作为微量元素、新的镧系元素 (稀土 ) 、植物酶活性剂的应

用尚在起步阶段 ,与其他农作物相比 ,桉树也需要大量的元素氮 、磷 、钾 ,中量元素硫 、钙 、镁 ,微量元素硼 、铁 、

锰 、锌 ⋯⋯镧系元素 (稀土 )配合才能养分平衡 ,使得林木生长获得良好的效果 。本试验是在施用氮 、磷 、钾

复混肥的同时 ,施进有机质 、腐植酸 、微量元素 、镧系元素 (稀土 )使养分平衡 ,林木达到了营养平衡 ,所以施

后林木的树高 、胸径 、材积都有良好的增长效果 。

3. 3　活性肥除了微量元素和镧系元素 (稀土 )外 ,含有植物酶活性剂 ,可促进桉树生根 、富集根系周边的土

壤水分 、养分 ;富含有机质 ,可疏松土壤 ,改良土质 ;还含有高能量转移因子 ,能激活根系多发根 ,并赋予桉树

细胞活性 ,促进叶绿素的合成促进营养的积累和利用 。施用活性肥后 ,桉树叶片生长势旺盛 。肥效在 3个月

左右已有表现 ,但各地桉树的生长状况不同 ,土壤 、气候条件不同 ,在具体施用量的掌握上应根据当地的实际

进行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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