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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4 年 1~ 5 月在广西林业科学研究院试验场 选用 L9( 34)正交进行大叶栎 (Castanopszs fzssa) 试验 考

察 营养土配方(林下表土 林下表土-草皮灰-农家肥按 100= 30= 20 比例混合)  林下表土-农家肥-磷肥

按 100= 20= 3 比例混合) ~ 追肥次数 (不追肥 每月追肥 1 次 每月追肥 2 次)和营 养 杯 规 格 (直 径> 高 度: 14

cm> 12 cm 12 cm> 18 cm 10 cm> 16 cm)  对大叶栎苗木的株高 ~ 地径及根系生长的影响 挑选出最佳的大

叶栎营养杯育苗组合 结果表明:影响大叶栎苗木生长的主要因素是营养土配方 ; 使用混合比为 100= 30= 20
的林下表土-草皮灰-农家肥作营养土 规格为 12 cm> 18 cm(直径> 高度)的营养杯进行育苗 育苗期不追

肥 是本次试验的最佳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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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January tO the May in 2004 We Selected the L9( 34) OrthOgOnal tO carry On
Castanopszs fzssa experiment inSpectiOn in the f ield teSt Of the Guangxi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eStabiliShed three prOceSSing each prOceSSing three leVelS including nutritiVe SOil
cOmpOSitiOn [Surface; Surface SOilS - turf aSh- farmyard manure ( the ratiO iS 100 = 30 = 20) ;
Surface SOilS-farmyard manure -PhOSphate fertiliZer ( the ratiO iS 100 = 20 = 3) ] tOpdreSSing
number Of timeS ( nOt tOpdreSSing each mOnth Of tOpdreSSing 1 each mOnth Of tOpdreSSing 2)  
and nutritiOn cup Specif icatiOn ( diameter> altitude: 14cm> 12cm 12cm> 18cm 10cm> 16cm) .
At the meanWhile inf luence grOWth Which regarding nurSery StOck S high diameter and the rOOt
SyStem chOOSeS the beSt nutritiOn cup tO grOW SeedlingS the cOmbinatiOn Of Castanopszs fzssa.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main factOr af fecting Seedling grOWth iS nutritiVe SOil cOmpOSitiOn 
and the beSt cOmpOSitiOn iS tO ueS Surface SOilS -turf aSh -farmyard manure( the ratiO iS 100=
30= 20) aS nutritiVe SOil tO plant SeedlingS With nutritiVe cup Of the diameter Of 12 cm and the
altitude Of 18 cm and nOt tO dreSS fertiliZerS during the Seedling cultiVatiOn.
Key words: Castanopszs fzssa nutritiVe cup SeedlingS f ield teSt

大叶栎 (Castanopszs fzssa) 为壳斗科 栎 属 常 绿

大乔木 生长迅速 干形高大通直 树高达 25 m 胸

径 50 cm 左 右 木 材 作 建 筑 ~ 造 纸 ~ 人 造 板 ~ 室 内 装

修 ~家具等 是优质材用树种; 大叶栎萌芽力强 枝叶

繁茂 落叶易腐烂 近地表层根系发达 有截持降雨 
减 少 地 表 径 流 改 良 土 壤 的 作 用 是 营 造 水 源 涵 养

林 ~保水改土的优良树种[1] 
大叶栎适应性强 广西各地均有分布 以桂东南

的苍梧 ~ 藤县 ~ 昭平 ~ 容县 ~ 北流和博白等县最多 常

见在海拔 800 m 以下 多处于野生状态[2] 近年来有

关部门非常重视营造大叶栎人工林 广西林业局在



重点县部署推广种植大叶栎丰产林 作为速生丰产

优质乡土树种来大力发展 O 广西林业科学研究院曾

进行过引种栽培试验 生长良好 但用裸根苗造林成

活率较低 采用营养杯苗造林成活率较高 O为了进一

步提高大叶栎营养杯育苗质量 探索营养杯育苗过

程中影响苗木生长的主要因素 2004 年我们在广西

林业科学研究院试验林场进行了大叶栎营养杯苗培

育田间试验 O 现将试验的初步结果报道如下 O

1 试验材料及方法

1. 1 环境条件

试验地设于广西林业科学研究院 地理位置为

南 宁 市 北 郊 北 纬 22 56/  东 经 108 21/  海 拔 80~
145 m 年 均 气 温 20~ 21 C  2 10 C的 年 积 温 为

7200 C  极 端 最 低 温-1. 5 C  极 端 最 高 温 39. 4
C  一般年份有 2~ 4 d 轻微霜冻 霜期多出现在 12
月至次年 2 月上旬 年均降雨量为 1347. 2 mm 年均

相对湿度为 80 左右 O 苗圃设在本院试验林场坡地

上 土壤是由页岩发育而成的砖红壤性红壤   值

为 5~ 6O
1. 2 供试材料

大叶栎种子于 2003 年 12 月下旬采自苍梧县 O
种子千粒重 1. 15 kg 发芽率 85 O
1. 3 试验方法

1. 3. 1 育苗方法

播种前将种子放入缸中加清水搅拌 漂除劣种 
2004 年 1 月 15 日 将 种 子 播 于 沙 床 催 芽 2004 年 2
月 25 日移至营养杯参试 O 上 杯 时 幼 苗 平 均 高 4. 5
cm 平均地径 0. 12 cm 平均根长 2~ 3 cmO 育苗期

为 2004 年 1 月至 2004 年 5 月 O 育苗期间 统一用透

光度为 25 的遮荫网搭棚遮荫 气温在 10~ 30 C
均 可 不 用 盖 薄 膜 注 意 淋 水 保 持 湿 度 80 ~
90  每月除杯内杂草 1 次 其余管护措施 按照苗

圃常规管理进行 O
1. 3. 2 参试因素设置

试验参试因素设置是:  为营养杯的营养土配

方;  为育苗期的追肥次数 尿素 浓度为 0. 3 ) ;  
为营养杯 黑塑料打孔杯)的规格 直径> 高度) O 各

因素的水平是:
a1 是林下表土 对照)  a2 是林下表土+草皮灰

+农家肥 100= 30= 20)  a3 是林下表土+农家肥+
磷肥 100= 20= 3) ;

b1 是不追肥 对照)  b2 是每月追 肥 1 次 每 月

15 日施)  b3 是每月追肥 2 次 每月 15 日 ~ 30 日施) ;

c1 是 14cm > 20cm c2 是 12cm > 18cm c3 是

10cm> 16cmO
根据参试的因素及水平数 选用 L9 34)正交表

安排试验 9 个处理随机排列于苗圃地内 每处理 50
株 重复 2 次 不考虑交互作用 O
1. 3. 3 观测及分析方法

从沙床移苗至营养杯 待 1 个月苗生长稳定后 
每个处理固定 10 株作观测株 每月测定 1 次株高 ~
地径;苗龄达 5 个月时出圃 出圃前测定 1 次株高 ~
地径 每个处理按其苗木平均值取 5 株测定主根长

度和一级侧根数量 O
利用正交试验方差分析法对测定数据进行显著

性检验 处理之间存在差异显著时 利用 @ 检 验 进

一步作多重比较 3]O
通过贡献率分析对各参试因素的影响进行综合

评价 贡献率计算公式为:
某因素贡献率=

该因素平方和-自由度> 剩余均方
总平方和 > 100 O

2 结果与分析

2. 1 大叶栎苗木生长量观测结果及方差分析

不同处理的大叶栎苗木生长量的观测结果如表

1 所示 大叶栎苗木各测定指标的方差分析结果 如

表 2 所示 O
表 1 不同处理的大叶栎苗木生长量 苗龄 5 个月)

处理
平均高

H  cm)
平均地径

D  cm)
主根长

L  cm)
一级侧根数

B  条)

1 a1b1c1) 39. 30 0. 53 17. 60 14

2 a1b2c2) 37. 05 0. 56 17. 18 18

3 a1b3c3) 30. 45 0. 35 16. 76 9

4 a2b1c3) 66. 00 0. 76 18. 80 16

5 a2b2c1) 68. 70 0. 92 18. 18 15

6 a2b3c2) 60. 50 1. 10 19. 67 13

7 a3b1c2) 40. 30 0. 56 11. 20 10

8 a3b2c3) 29. 50 0. 32 11. 93 7

9 a3b3c1) 39. 20 0. 61 11. 10 8

2. 2 苗高生长

苗 木 出 圃 时 平 均 苗 高 45. 67 cm 其 变 幅 为

29. 50~ 68. 70 cmO 方差分析显示不同营养土配方对

苗高生长有显著影响 不同规格的营养杯对苗高生

长无显著影响 不同的追肥次数对苗高生长影响较

小 O 经多重比较 参试的营养土配方中的 a2 与 a1 之

间差异显著 a2 与 a3 差异显著 而 a1 与 a3 差异不显

著 O 因此在参试的 ~  ~  三个因素中影响大叶栎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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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叶栎苗木各测定指标的方差分析

测定
指标

变差
来源

自由度 离差平方和 均方 均方比

苗木高度 A 2 1694. 427 847. 213 54. 744 

B 2 41. 315 20. 658 1. 335

C 2 75. 621 37. 811 2. 443

剩余 2 30. 952 15. 476

地径 A 2 0. 3847 0. 1923 139. 605  

B 2 0. 0127 0. 00634 4. 605

C 2 0. 1163 0. 05814 42. 202 

剩余 2 0. 002756 0. 001378

主根长度 A 2 92. 045 46. 0225 56. 195 

B 2 0. 01762

C 2 0. 2283

剩余 2 1. 638 0. 819

一级侧根 A 2 1. 562 0. 781 6. 82

B 2 0. 442 0. 221 1. 93

C 2 0. 329 0. 164 1. 44

剩余 2 0. 164

注: F0. 01( 2 8) = 99 F0. 05( 2 8) = 19O

高生长的主要因素是营养土配方 其中以林下表土

+ 草皮灰+ 农家肥按 100= 30= 20 比例混合的营养

土配方 a2 最好 O
2. 3 地径生长

苗木出圃时平均地径 0. 63 cm 其变幅为 0. 32
~ 1. 10 cmO 方差分析显示 不同营养土配方对苗木

地径生长有极显著影响 不同规格的营养杯对苗木

地径生长有显著影响 不同的追肥次数对苗木地径

生长影响较小 O 经多重比较 参试的营养土配方中 
a2 与 a1 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a2 与 a3 也存在极显著

差异 而 a1 与 a3 差异不显著; 参试的不同营养杯规

格中 营养杯规格 c2 与 c3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c1 与

c3 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c2 与 c1 差异不显著 O 因此

在参试的 A~ B~ C 三个因素中影响大叶栎苗木地径

生长的主要因素是营养土配方和营养杯规格 其中

以林下表土+ 草皮灰+ 农家肥按 100= 30= 20 比例

混合的营养土配方 a2 及规格为 12 cm> 18 cm 营养

杯 c2 最好 O
2. 4 主根生长

苗 木 出 圃 时 平 均 主 根 长 15. 82 cm 其 变 幅 为

11. 10~ 19. 67 cmO 从方差分析可以看出 不同营养

土配方对苗木主根生长有显著影响 不同规格的营

养 杯 和 不 同 的 追 肥 次 数 对 苗 木 主 根 生 长 影 响 不 显

著 O 经多重比较 参试的营养土配方中 a2 与 a3 之间

差异显著 a1 与 a3 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而 a1 与 a2

差异不显著 O 因此在参试的 A~ B~ C 三个因素中影响

大叶栎苗木主根生长的主要因素是营养土配方 其

中以林下表土+ 草皮灰+ 农家肥按 100= 30= 20 比

例混合的营养土配方 a2 最好 O
2. 5 一级侧根数

苗木出圃时侧根数平均为 12. 22 条 其变幅为

7~ 18 条 方差分析表明 各因素对苗木一级侧根数

量均无显著影响 以因素 A 的作用较大 O
2. 6 各因素对苗木生长的贡献率分析

由表 3 可见 在参试的 A~ B~ C 三因素中 影响

大叶栎苗木生长的主要因素是营养土配方 A 它对

苗木各部位生长均有影响 平均贡献率为 76. 95% ;
表 3 各因素的贡献率分析

项目 A(% ) B(% ) C(% )

苗高 90. 29 0 0
地径 73. 95 0 21. 99
主根长 97. 29 0 0
一级侧根数 46. 28 0 0
平均 76. 95 0 5. 5

营 养 杯 规 格 的 影 响 次 之 但 贡 献 率 不 大 仅 为

5. 5% ; 大叶栎幼苗期对尿素追肥不敏感 各水平间

差异小 贡献率也小 O

3 小结

本次大叶栎营养杯苗培育试验的各因素及水平

的合理搭配为 a2D1c2O 即: 采用林下表土+ 草皮灰+
农家肥按 100= 30= 20 比例混合作为营养土 用直

径为 12 cm~ 高度为 18 cm 的营 养 杯 育 苗 不 追 肥 
为本次试验的最佳组合 O

本次试验 在参试的 A~ B~ C 三个因素中 因素

B 追施尿素对大叶栎苗木生长的效应小 各水平间

的差异亦小 O 初步分析认为 主要是苗木培育时间短

( 从移杯至出圃仅 3 个多月)  杯内营养土中所含氮

素已基本能满足苗木生长所需所致 半年生以后对

苗木追施尿素可能才对其生长有明显作用 O
因素 A 是本次试验影响大叶栎苗木生长的主

要因素 但 a3( 林下表土+ 农家肥+ 磷肥) 对苗木生

长 的 效 应 明 显 小 于 a2 ( 林 下 表 土 + 草 皮 灰 + 农 家

肥) O 初步分析认为 试验采用的磷肥为钙镁磷肥 属

长效性肥料 短期内尚未生效 对此次营养杯育苗暂

时起不到作用 O a2( 林下表土+ 草皮灰+ 农家肥) 的

优势在于配方较为合理 其中草皮灰能改良土壤结

构 使土壤疏松 透气保湿 同时草皮灰富含钾肥 有

利于植物根茎的生长 促进木质化形成 使苗木生长

( 下转第 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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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壮,所以,林下表土+草皮灰+农家肥按 100= 30
= Z0 比例混合的配方 aZ 较适合苗木生长要求,效果

也显著,是本次育苗试验中营养土配方的最佳选择 O
因素 C对本试验影响不大 O 14 cmX Z0 cm 的营

养杯规格稍大,使用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10 cmX
16 cm 的营养杯规格偏小,苗木生长至两个月后,根
部容易在杯内卷曲或易穿杯; 1Z cmX 18 cm 的营养

杯规格,基本满足于短期内培育大叶栎杯苗生长要

求,是本次育苗试验营养杯规格的合理选择 O
致谢

参加本试验部分工作的尚有邓艳 ~秦元丽同志,

在此一并致谢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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