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壤盐渍化
,

而且地下
“

库容
”

小
,

缓和涝情的作用也不大
。

但 目前开采地下水的主要提水

机具离心泵
,

其最大允许吸程约 8米左右
,

而黄河冲积平原地区机井抽水时的降深一般

2一 4米
,

若地下水埋深大于 4一 5米
,

则动水位将下降到 8一 9米以下
,

这样就需将机泵下放
,

从而不免要降低离心泵的效率
,

使开采水量减少
,

影响灌溉效益
。

根据我们在盛水源地区的试验资料
,

自1 9 6 6年以来
,

由于机井的灌排作用
,

雨季前地

下水位始终控制在 4
.

0米以下 (图 2 )
,

并能充分利用地下水发挥机井的抗早灌溉作用
。

经

过多年的灌水淋盐
,

土壤盐分下移
,

脱盐深度已达 1
.

0一 2
.

0米 (表 5
、

8 )
。

但雨季地下水

位将会有所上升
,

如 1 9 6 7年汛期月降水量 2 8 7
.

9毫米
,

日最大降雨量 1 7 9
.

9毫米
,

地下水位

上升值 1
.

09 一 1
.

19 米 (表 1 1 )
,

而 1 9 7 0年 9 月 中旬
,

地下水位曾上升到 2
.

6一 3
.

0米
,

由于机

井的排水作用
,

地下水位逐渐下降
,

雨季期间
,

既未发生地面长期积水的涝情
,

秋季土壤也

未返盐
。

因此
,

我们认为
,

从综合防治旱
、

涝
、

盐碱而又有利于充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和

发挥最大的灌溉效益来考虑
,

在井灌井排条件下
,

地下水位以控制在 3一 4米为宜
。

(四 )井灌井排必须与农业措施相结合

治理一个地区的早
、

涝
、

盐碱灾害
,

提高农业产量
,

靠任何单一的措施
,

增产效果都是

有限的
。

实践证 明
,

在实施井灌井排的同时
,

必须重视种植绿肥
,

增施有机肥料和化肥
,

合

理地轮作倒茬
,

选种优良品种和防治病虫害等一系列农业措施
。

特别是种植绿肥和增施

有机肥料
,

不仅可提高土壤的肥力
,

而且对防止土壤脱盐过程中的碱化现象有良好的效

果
,

必须给以充分的重视
。

下蜀黄土性冲积土上的苗木施肥试验

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土壤教研组

k
我国 自解放以来

,

随着林业生产的飞跃发展
,

森林苗圃已经普遍使用肥料
,

累积了比

较丰富的林木施肥经验
。

但是
,

在农业化学领域中
,

苗木施肥毕竟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

题
,

还需要做更多的试验研 究工作
。

目前
,

我国各地的森林场圃
、

科研单位和林业院校
,

已

经开展 了群众性的科研工作
。

在这方面
,

我们也做了一些试验和分析
,

试图探讨南京地区

下蜀黄土性冲积土上苗木施肥的一些基本原理
。

我们进行试验的材料是枫杨 (尸幼ocr
a 勺

·

a s t e n
OP et r a ) 和马尾松 ( P i , , : ` : , ,￡a s s o ,l i a , , a )

的实生苗
,

因为一方面它们是南京地区的速生用材树种
,

另一方面它们分别属于夏绿阔叶

树和针叶树类型
,

可 以代表苗木的一般情况
。

田间试验是在 1 9 6 0一 1 9 6 5年进行的
,

采用多

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
。

1 9 6 5年还进行了盆钵土培试验
。

施用的肥料是硫酸按
、

过磷酸钙

和硫酸钾
。

主要试验数据以 iF
s h e r

变量分析法来统讨〔 1八
。

同时
,

也做了一些土壤和植物

样品的分析
。

1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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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试验地的土坡条件

匕
一

_ _ _ _

二
e60 o40

八Z
`
日dd)软从瑞

, , / ,

二
- - - - - -

一少气

试验地设置在南京林学院 苗 圃
,

土城为下蜀黄土性冲积土
,

即黄马肝

土
,

呈浅棕灰至灰棕色
,

重坡质
,

心土

有赤锈斑
,

夏季在60 厘米左右有滞水

层
,

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1
。

土城中的

速效养分状况见图
。

从苗木对肥料三

要素的反应以及施肥对土壤速效养分

水平的影响来看
,

可以认为
,

这种土壤

的氮素水平偏低
,

而磷
、

钾水平则属中

上等
。

二
、

苗木对矿质营养

元素的需求

c40(30取100
(。02山
`
日dd)佑拱翻

八UO
亡é4

ǎO目州
`
日d矛珍拱假

2 0士厂
/ , b va/ 叭。 ’

明
9

、

吸
。

日 期

—
N

4 P I K
I

- -
- -

·

… 无肥

枫杨苗床中土堆速效养分的季节动态变化图

注 l
。

N
一 P I

K 一指 N 2 0
、

P 2
0

5 5
、

K
2
0 5斤 /亩

。
以

1/ 5 N 及全部 P
、

K作基肥
,

于 3 月 l 日施入 ,

以 4 / S N作追肥
,

于 6 月 4 日
、

7 月 2 日两次

施入
。

注 2
.

速效礴用 O
. I N N

a O H 和 H C I提取
,

速效钾用

1 0% N
a
N O

3 提取
,

无机氮包括硝态和钱态氮
。

严格地说
,

根据植物分析来计算

所谓吸收量或需肥量
,

是不能真实反

映苗木对矿质养分 的需求情况的
,

因

为它忽略了苗木吸收养分的季节动态

和昼夜变化
。

然而
,

在进行相互 比较

时
,

这种数据也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我们曾以生长良好的苗木为对象
,

取

高生长基本停止时期的植 株 (全 株
,

根
、

茎
、

叶分别秤重和分析 )
,

作为分

析样品
,

从其中的 N
、

P
:
0

5 、

I丈
:
O

含量计算出苗木对矿质养分的吸收量

(表 2 )
。

根据植物分析并结合每亩干物质

重量来计算
,

枫杨因为生长量较大
,

吸

收的氮
、

钾量比马尾松多
,

但马尾松吸

收的磷量却比枫杨多
。

同时
,

因为枫

杨出圃时已经落叶
,

而马尾松则带着

针叶出圃
,

所 以
,

就每年自圃地上移走

表 1 试 验地代 表 剖 面 的 基 本理化性质

度 1
p H

C /N } 容 重 } 质 地
(厘米 ) ( H Z O ) ) ( K C I )

代换性盐墓总量

(毫克当量 / 10 0克土 )

活性有机质

(% )

全 氮 量

`% )

0一 1 5

1 5一 40

6 。
5

6
。
5 ::: :;:;

l 。
7 4

0
。

9 6

· 0 8 5
1

’ ` · 9

】
’ · 2 6

。 0 5 6 { 1 0 。 0 } l
。

3 9

重坡土

重坡土

注
:

分析 方法参 照土坡 通报 1 9 6 5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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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苗 木 对 矿 质 养 分 的 吸 收 盆

状 况 l 吸 收 t (斤 /亩 ) } 吸 收 比 例

种 类

五祠霭薪
平 均株重
(干重

,

克 )

每亩株数

…
·

I
P : 。 石

1
K Z。

…
N

:

P
:

K

叮|
l

|一 年 生 枫 杨 苗

一年生马尾 松苗

良好

良好

1 0 7
。
4

1 1
。
6
丽可下可 {

30

.v1
6

州下
一

…
一

而一万而
1

·

4 3 } “ 0 0 , 0 0 0 } 13
· 2 】 7

·
8 ! 6

· 4
}

l · 7 ’ 1 ’ ” · 8

注
:

干重指 10 5 O

C 烘 干之样 品重 妞
,

下 同
。

的养分而言
,

虽则枫杨消耗的氮仍略多一些 (枫杨苗
: 1 6

.

1斤 /亩
,马尾松苗

: 1 3
.

2斤 /亩 )
,

但消耗磷
、

钾的量反不如马尾松多 (枫杨苗
:

P
Z
O

,
5

.

6斤 /亩
,

K :
0 5

.

2 斤 /亩 , 马尾松

苗
:

P : 0
5 7

.

5斤 /亩
,

K
Z

O 6
.

4斤 /亩 )
。

从 以上结果可见
,

苗木吸收与移走的矿质养分并不比农作物少
,

它们对氮的需求甚至

比农作物还高
,

但对磷
、

钾的需求则略低于农作物
。

这样看来
,

苗木施肥与农作物施肥有

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

因为苗木以营养生长为主
,

而圃地土壤中氮的含量又常偏低
,

所以氮

肥更占有特殊地位
。

三
、

苗木吸收养分的季节动态

苗木吸收矿质养分的情况因季节而不同
。

我们在试验地中对一年生枫杨苗所作观测

和分析表明 ( 1 9 6 0年 )
,

随着苗木的成长
,

它体内的矿质养分相对含量 ( % )都有减少的趋

势
。

但是
,

就苗木吸收各种元素的绝对量而言
,

除叶片中的磷
、

钾例外
,

都有随着苗木成长

而增加的倾向 (表 3 )
。

这是因为
,

在一年生枫杨苗生长的前期
,

矿质营养元素累积的速度

比干物质累积的速度大
,

而后期则反之
。

计算表明
,

一年生枫杨苗对氮和磷的吸收量
,

以

生长季节的中
、

后期 (7 一10 月 )为最多 (相对吸收量占80 % )
,

而对钾的吸收量
,

则在生长季

节的前期 (4 一 6月 )与中
、

后期 ( 7一10 月 )几乎相等
,

各 占一半左右
。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来

看
,

在苗圃施肥措施中
,

应实行分次施肥
,

除施基肥外
,

追肥也应占有重要地位
。

这与南京

地 区森林场圃苗木生产的经验是一致的
。

表 3 一年生枫杨苗体内矿质营养元紊含 t

苗 高 含 且 (% ) 爪 积 扭 (毫克 /株 )

采 样 口 期 部 位 }一
-

—
!

——
(皿 米 ) P 2 0 。

K 2 0
N

{
P Z o

6

!
K Zo

1 9 6 0
。 1 0

。
1 0

。

阵声阵…盆阵其阵
阵口斗阵照腆防

注
:

系积量根据表内含盘 (% 》数据及单株各部位 平均烘干重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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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对一年生枫杨苗的植物分析结果也表明
,

苗木所吸收的氮
、

磷
、

钾的比例关

系
,

在生长季节的不同时期有变化
,

在 6 月 30 日之前枫杨苗体内N :I
) :

O
。 : K

:
O的比例为

3
.

1 : 1 : 1
.

8
,

而 了月初到 10 月上旬期间的比例为 4
.

1 : 1 :0
.

8
。

因此
,

在分次使用肥料时
,

各

次施肥配合比例应有所不同
。

四
、

矿质肥料对苗木个体生长的效应

上 文是从土壤条件和苗木的需求来探讨施肥 的理论根据
。

然而
,

苗木对肥料 的反应

怎样
,

这个问题要通过试验来解决
。

为此
,

我们布置了氮
、

磷
、

钾三要素肥效的田间试

验 ( 1 9 6 0 年对枫杨 ) 和盆钵土培试验 ( 1 9 6 5 年对马尾松 )
,

采用 8 项处理
,

根据观测数

据进行 F 值测验
,

结果如表 4 所示
。

从表 4 看来
,

无论是枫杨或马尾松苗
,

对单施氮

肥都有生长反应
,

而氮
、

磷
、

钾全肥同时具有单独效应和相互作用效应
,

效果最好
。

但是
,

马尾松苗对单施磷肥有反应
,

而枫杨苗则否
,

这是苗木细小的针叶树种同苗木粗大的阔

叶树种对肥料要素要求有所不同之点
。

此外
,

枫杨和马尾松对单施钾肥都没 有 生 长 反

应
。

表 4 肥料三要素对苗木生长效应的显著性测验

l 效 应 的 显 著 性

效 应 } 元 素 一 年 生 枫 杨 苗 一 年 生 马 尾 松 苗

{ 不一高
,
, 径 …, 部

ha
一

袜一高
一

夏
一径一

下
干 ,

… 贾 {
·

… 二

{
二

1
二

1
二 …

土 双 ’
`
叭

: 兰 {
x

!
x

…
K

…
* *

…
*

…
* *

{ 入 {
x l x

}
x

}
x

}
x

}
- 级相互 ” : 用效 / /

.

鬓…: { {
}

{ ’ : …:
二级 相互作 用效 、

·

N P K * · 。 . * * \

}
·

…
注

: 1 . * 表示 P健。
. 0 5作用效果显著

, * * 表示 P ( 。 .

01 作用 效果显著 , x 表示作用效应不显著
。

2 。

枫杨苗指 19 6 0 年的田 问试验
,

重复 3 次 , 马尾松 指 1 9 6 5 年 的盆钵土培试验
,

重复 5 次
。

3 .

枫 杨苗床施肥量为 N z s 、
P : 0 5 7

.

5
、

K Z O 7 .

5 )子八汀; 马尾 松苗施肥量为 N
、

P Z O S
、

K ZO

各 2
。

7 5 克 / 盆
,

每盆土 重 3 0 斤
。

我们又先后对泛两种苗木进行了肥料要素配合比例的田间试验 (枫杨
: 1 9 6 2年

; 马尾

松
: 1 9 6 5年 )

,

观测结果见表 5
,

6
。

结果表明
,

无论是阔叶树或针叶树苗
,

均 以氮素适当 占

优势的比例为佳
。

这与苗木需肥量以氮为 多
,

以及试验地土壤含氮量较低的情况是一致

的
。

但是
,

枫杨和马尾松苗所要求的三要素比例是有差别的
,

结合下文关于苗木品质问题

来考虑
,

枫杨苗施肥比例中氮可以更多一些
,

可以是大于或等于 4 : 1 : 1 ; 马尾松苗施肥比例

则以 3 : 1 :l 为最合适
。

这种情况同植物分析所表现 的趋势以及营养元素效应 的试验结果

也是一致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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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肥料耍紊配合比例对一年生枫杨苗生长的影响

一
处 一 ’

一

…告
厂急万…一立全摘专!

合
…

对 照

…
, , `

}
; 。。

· 。

!
,
·
70

1
,。 。· 。

)
。

·
, 7

}
,。。 ·

。

N ` p ` K Z

{
’ 3 7

1
’ 2 0

·
2 ’ ·

, 3
}

` , 3
·
5

}
’

·
0 0

} “ `
· 9

N ` p , K `
l ’ 3 4

{
` , 7

· 5
,

’ ·
8 8

} “ o
·
6

}
”

·
9 7

{
’ “

· 5

N Z p ` K ` , ’ ` 3

{
’ 2 6

·

2
1

’ ·
9 5

} ” 4
·
7

1
’

·
0 6

:
’ 2` ·

8

_ _ 性卫i竺) _
_

_

_ }_
_

~

三巨旦一皿些
“

·

“ }
一 -

竺
`一 {_ 竺竺11

_
{_

_

里兰
_ _ _

}
_

i全皇19
一 最 `

、
显 , 差 异` p成。 ·

。 5 ,

…
, 3

】 …
。

·

1。

} 1
。

·
。 8

} _
_

注
:

1
.

N
I P Z

K Z为 N 6
、

P 2
0

o 12
、

K
2
0 12 斤 /亩 .

N
z
P

I K z 为 N 10
、

P
2
0

o l o
、

K
z
O 10 斤 /亩

,
N

Z P I
K

I

为 N z s
、

P: 0 5 7
.

5
、

K
2
0 7

. 5 斤 /亩
, N 4 P :

K
一为 N Z o

、

P
2
0

5 s
、

K 2 0 5 斤 /亩
。

重复 ` 次
。

2 。

中径指各株苗木高 度一半处 之直径
。

表 6 肥料比例不同对一年生马尾松苗生长的影响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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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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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0
。

8

1 1 。
6 1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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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 小显著差 异 ( P簇 。
.

0 5)
2

。

5

注
:

N 、 P 3K s 为 N 4
. 3 、

P Z
O

。 1 2
. 9

.

K
z O 1 2

.

9 斤 / 亩 ,
N

: P I K : 为 N 10
、

P 2O 5 1 0
、

K 2O 10斤 /亩
,
N

3 P :
K

-

为 N 28 、
P : 0 6 6

、

K
o O 6 斤 /亩

. N o
P

I
K

z 为 N 2 2
.

5
、

P
: 0 0 3 .

7 5
、

K
:
0 3 .

7 5斤 /亩 ; N o P I
K

: 为

N 2 4
.

5
、

P : 0 5 2
.

7 2
、

K
2
0 2 .

7 2斤 /亩
。

重复 s 次
。

场

五
、

矿质肥料对苗木吸收矿质养料的影响

施肥不但能增加苗木干物质重量
,

而且能够使它体内氮
、

磷
、

钾的含量增高
。

因此
,

苗 木的需肥量不是一个恒定的数值
,

它与施肥水平有密切关系
,

但是吸收三要素的比例

却是比较一致的
。

例如
,

对照区枫杨苗的吸收量为 N 1 5
.

7 ,

P
Z
O

。 3
.

9
,

K
Z
O 3

.

。斤 /亩 ; 而

N
Z
P

,
K

;

施肥区枫杨苗的吸收量则为 N 30
.

7
,

P
2
0

5 6
.

6 ,

K : 0 8
.

3斤 /亩
。

二者差额很大
,

但其吸收三要素的比例却大体都在 4 : 1 :1 左右
。

马尾松盆钵土培试验和化学分析结果表明 (表 7 )
,

单施一种元素对各该元素在松针

内的含量略有影响
,

但效应不大
,

而 二 个 元 素 或 三个元素的联合作用可使松针中氮
、

磷的含量增高 (尤其是磷 )
,

但却使 K 的含量降低
,

后一结果与枫杨苗木的情 况 有 所 不

同
。

2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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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肥料处理对一年生马尾松针叶中矿质养分含 t 的影响

针 叶 内 矿 质 养 分 含 量 ( % )

P
2 0 ` K z

o

,曰O材峥省几一通吸,̀月O,口,曰11,妇叹éO目月了O丹O曰
..

……
,孟1三,̀1ón甘nùn.nóq̀l毖盛抽J任的b,人O曰月了J性.ó渡ō暇Ut̀钾了舟b八6

..

……
nUóUnUn甘n
ù
nùnUnù对 : 照

N

P

K
.

N P

N K

P K

N P K

。

8 8

。
0 0

O甘只一óO八11ó月,ōO叮口O自ō卜月J,白八“

:…
11ō .孟,工Ò心̀,̀

注
:

1
。

施肥 且为 N
、

P 2 0 5 、

K
2
0 各 2

。
7 5 克 /盆

,

每盆土重 3 0 斤
。

2
。 1 9 6 5 年 1 1 月 4 日采样

。

六
、

矿质肥料对苗木品质的影响

施肥对苗木质量的影响问题
,

过去曾经有过很大的争论
。

曾经有人认为
,

苗圃施肥会

使苗木过嫩
,

不能适应造林地比较差的环境条件
。

然而
,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苗圃施肥的经

验表明
,

合理施肥的苗木
,

造林成活率较高
。

在这方面
,

我们也做了一些试验
。

我们曾以

N
`
P

;
K

,

处理的一年生枫杨苗
,

同无肥处理的同样苗木比较
,

发现无肥处理的苗木在移栽

后易于枯梢
,

枯梢百分率为 10 一 40 % ; 而 N
`
P

,
K :
处理者无枯梢现象

。

同时
,

N
`
P

,
K ,
处

理的苗木
,

定植 43 天以后新生根点数为 51 一64 个
,

而无肥处理者新生根点数仅 1一 32 个
。

苗

木的生理试验结果也表明
,

N
`
P

,
K

;

处理的苗木
,

次年生长初期所表现的抗旱性 (以叶片

相对持水力表示 )和抗寒性 ( 以叶片的渗透压表示 )均较未施肥者为佳 (表 8 )
。

此外
,

上述

苗木在次年春季移入净水中培养 (不加任何养分 ) 的结果也表明
,

N
`
P

,
K

,

处理苗木耐养

分贫乏的能力较无肥处理者为大
,

以无肥处理的结果为 1 00 %计算
,

则N
`
P

:
K

,

处理的苗

木
,

在 66 夭以内新生叶鲜重量为无肥处理苗木的 3 81 %
,

新生根鲜重为 28 0%
。

对于阔叶树

苗来说
,

这些指标已足以说明问题 〔幻
。

可 以认为
,

以氮为主
,

N
`
P ; K ;

的肥料处理
,

不是降

低了而是提高了苗木的品质和成活率
。

表 8 不 同 处 理 一 年 生 枫 杨苗的抗性 指 标

叶 片 相 对 持 水 力

2 4 小 时

(% )

小 时

一
{

{
。 5

.

2

…
, 6

. 。

…
N `

P 一K I 5 7
。
4

叶 片 渗 透 压

(大 气 压 )

3
。
6

10
。 2

注 : 1
。

每处理各取 10 个样品
,

棍 合取样测定
。 1 9 6 4 年 4 月 14 日取样侧定

。

叶片相对 持水 力为 10 0一失 重% ; 叶片渗透压用冰点下 降法侧定
。

对于针叶树苗来说
,

情况与阔叶树苗基本相似
,

但也略有不同
。

以一年生马尾松苗为

例
,

它的重要质量指标除了植株的大小以外
,

就是冠 /根比
、

植株结顶百分率 (有顶芽 )和冻

害百分率〔2〕` 我们在 1 9 6 5年做的盆栽试验表明
,

单施氮
、

磷或钾以及磷钾或氮磷钾处理
,

都能使苗木冠 /根比缩小
,

有利于定植后减少蒸腾和加强吸收的作用
;
但是

,

氮磷
、

氮钾处

2 0 4



理则使冠 /根比加大
,

造成不良后果 (表 9 )
。

结合植株的大小来考虑
,

则单施氮
、

磷或者

使用磷钾或氮磷钾处理
,

都能保证苗木有适当的冠 /根比
;
但是施用氮磷或氮钾的处理

,

就

会造成苗木
“

头重脚轻
”

的有害情况
。

同年田间试验的结果表明 (表10 )
,

N
3
P : K

,

处理苗

木结顶的百分率最高 (几乎比对照区高 1 倍 )
,

而冻害百分率最低 (仅为对照区的28 % )
。

但

表 9 不同矿质营养元素对一年生马尾松苗冠 /根比的影响

冠 / 根 比

产舀J任弓d八石八“ J任

…
,上1人`.且

丹J月咭丹0laOù介J,00曰

.

…

处 理 …
无 肥

)
N

}
p …
K …
N P 」
N
终 {

F入 …
N p K

}

平均单株 干物质重量 (克 )

1 。 5 2 4

3
。

2 3 1

2 。
2 5 0

1 。 2 3 2

2 。 7 1 2

2 。 5 7 4

2
。

4 9 5

4
。

4 9 5 0
。
9 0

注
: 1 9 6 5 年盆栽试 验结 果

,

每盆 8 株
。

12 月 l 日取样
,

每处理选取相 当于株高平均值者一 盆
,

将植株

全部洗出
,

1 0 5
O

C 洪干
,

根
、

茎
、

叶分别秤重
。 “

冠
”

指茎加 叶
。

表 10 施肥比例不同对一年生马尾松苗品质的影响

处 理

无 肥

N `P
3
K

3

N
I P I

K -

N
s P a

K I

N
e
P

I
K

I

N o P 一K I

植 株 结 顶 百 分 率 (% ) 冻 害 植 株 百 分 率 ( % )

3 4

5 1

5 4

6 1

4 0

4 3

9
。
7

一 1
.

7

2
。
7

一 2
。
7

.

5
。
3

一
1 1

.

0

注
:

每小 区取 1 平方 尺全部植 株计 算
,

三 个区组取平均值
, 1 9 6 5 年 12 月 6 日观测

。

是
,

当氮所占比例过高时 ( N
。
P

:
K

,

和 N
。
P , K , )

,

结顶率又下降而冻害率上升
,

结果甚至比

对照处理还差
。

这是 因为过量 的氮肥导致苗木后期徒长之故
。

所以
,

总的说来
,

对马尾松

苗合理施用以氮为主的肥料
,

仍然是提高苗木质量的重要措施
,

但是如果氮的比例相 当于

或超过了磷
、

钾的 6 倍时
,

就适得其反
。

这就是马尾松苗同枫杨苗表现不同的地方
。

毛主席教导说
: “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奋情况的末尾
,

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 ”

从上述试验

和分析结果来看
,

N
`
P

:
K

,

处理对于一年生枫杨苗
,

以及 N
。
P

,
K

:

处理对于一年生马尾松

苗来说
,

既能提高苗木产量
,

又能改善苗木品质
,

都是较为合适的施肥比例
。

在南京附近各

森林场圃生产中
,

以氮为主
、

磷钾适当配合的施肥方式
,

是培育壮苗和提高合格苗产量的

合理措施
。

过去某些林业教材中过分强调磷钾肥的重要性和夸大氮肥对苗木品质的不 良

影响
,

并不完全符合南京地区林业生产的实际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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