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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幼林地喷施草甘麟后
土 壤 的 变 化

林德喜 洪长福 黄龙发

(福建林学院 南平 53 3 0 0 ( ) 1福建长泰岩澳国有林场 )

摘 要 对长泰县岩澳国有林场杉木幼林场喷施草甘麟后土壤变化的初步研究表明
,

喷施地比

不喷地在根系密集区其土壤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

喷施地比不喷地土镶容重值下降
,

而

有机质
、

全氮
、

碱解氮
、

速效钾和土城自然含水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

但土续 p H 值喷施地比不喷地微小下降
,

喷施草甘麟的幼林衫木与用人工除草深翻杉木相比
,

生长情况相似
,

但不喷
、

无人工除草的杉木林长势却明显

不如喷施或有人工除草抚育的杉木
。

关键词 杉木
;
草甘麟

;土城变化

草害和病虫害一样是林业生产中普遍存在的一大难题
,

消灭杂草是林业生产的重要任务

之一
,

多年来人工除草既费时间
,

又费劳动力
。

化学除草剂问世以来
,

使杂草防除技术发生了

根本性变革
,

化学除草剂效果好
、

省力
,

比较经济
。

福建省长泰县岩溪国有林场从 1 9 8 9 年开始

在杉木幼林地用草甘麟作除草剂
,

效果较好
,

因而逐年增加喷施面积
。

为了了解喷施草甘麟的

林地
,

其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情况
,

我们于 1995 年底和 19 9 6 年初对长泰县岩溪国有林场喷施

草甘麟和不喷施草甘麟的杉木幼林地样地土壤进行调查
,

分析了土壤理化性质
,

其变化情况报

告如下
:

1 试验区概况

福建省长泰县位于东经 1 1 7
’

4 5
`

5
’ ,

北纬 2 4
’

2 7
`

2 4
` ,

年降雨量 1 503
.

2
mrn

,

平均气温 2 1℃
,

无霜期 3 20 一 330 天
,

) 10 ℃ 的年积温 7 423 ℃
,

光合有效辐射 2 5 6 7叫 /扩
,

年平均 日照时数

1966 小时
,

属于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
。

试验地土壤都是发育自花岗岩风化物坡积和残积母质

的赤红壤和山地红壤
,

海拔高度在 2 00 一 s oo m
,

林地 以芒其骨
、

五节芒
、

百花草
、

杂灌和 白茅等

为主要林下植被
。

草甘麟亩用量 1一 1
.

s kgo 幼林地抚育年限 3 年
,

一般每年在 7一 8 月份喷

施一次
,

草甘麟的喷施浓度是
:

将含草甘麟 10 % 的试剂配制成草甘麟 2 9 k/ g 的水溶液
。

2 材料与方法

2
.

1 材料

草甘麟 ( gl yP h os at e )化学名称是 N 一 磷酞 甲基 一 甘氨酸
,

是一种取代甘氨酸
,

美国 M on sa n -

ot 公司于 19 7 4 年推荐使用
。

当使用在植物叶上时
,

它是非选择性的
,

既能防除一年生和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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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禾本科杂草
,

又能防治藻类
、

灌木等
,

是一种广谱杀草剂
,

人的皮肤接触无毒
。

据报道
,

土壤

中除草剂的浓度达到 500一 1000 m以kg 时
,

才会影响保持土壤肥力的土壤微生物活性 〔̀ 〕
,

如果

每亩用 1 一 1
.

sk g 则每平方米表面积上有 1
.

5 一 2
.

2 5 9 除草剂
,

在 2
.

5 。 m 表土中大约只有 40 -

60 m岁k g 的含量
,

大大低于影响微生物群体的量
。

样地是按不同杉木幼林地生长期划分的
。

第一组
:
1992 年造杉木

,

分连续喷施 3 年 ( 1993
、

1994
、

19 95 )和不喷草甘麟的两种 ; 第二组
:

19 9 3 年造杉木林地
,

分连续喷施 2 年 ( 199 4
、

1 995 )和不喷的两种 ;第三组
: 1994 年造杉木林

,

19 9 5 年喷和不喷草甘麟的杉木幼林地
。

每一组处理设 3 个重复
,

分别设在坡向
、

坡度较一致

的附近山坡
,

从坡顶到坡底
,

条带状设置样地
,

每条带宽 10 m
,

坡长约 30 一 80 m
,

每个样地采用
“

"S 型路线逐点取样
。

根据坡型长短
,

取 5一 7 个剖面
,

按层次 ( 0一 ZOc m
、

20 一 40 cln )充分混合
,

各取一份样品
,

待分析用
,

每一组中重复的 3 个结果
,

取其平均值
,

列于表 1
、

表 2
、

表 3
。

2
.

2 样品分析方法

土壤有机质用重铬酸钾容量测定法 ;全氮分析用浓硫酸一硫酸钾一硫酸铜一硒粉消化一

蒸馏法
,

全磷用高抓酸一硫酸一钥锑抗比色法侧定 ;速效钾用 l m ol -L ,
醋酸铁浸提

,

火焰光度计

法测定
,

水解性氮用碱解扩散法吸收法测定 ; p H 用电位法测定
,

容重用环刀法测定2[]
。

3 结果与讨论

3
.

1 对土坡理化性质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

造林后第一年喷草甘麟其土壤理化性质变化不明显
,

造林后连续喷草甘麟

二年
,

其土壤剖面 0一 2 c0 m 和加一 40 cln 土层中土壤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
、

水解性氮
、

速效钾都

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

容重在 0一 2 c0 m 和 20 一 4 c0 m 土层中变小
。

喷一年草甘麟后的杉木幼林地 0一 20 cln 和 0一 40 cnT 土层中土壤的化学性质几乎都没有

变化
,

只有容重值分别下降了 2
.

5% 和 1
.

2 % (表 1 )
。

裹 1 杉木幼林地第 3 组试赌结里

土层深度

(cnt )
处理

有机质

(以掩 )

全氮

(以吨)

全磷

(以掩 )

水解性扳

(gm /掩 )

速效磷

(gm /纯 )

速效钾

(叱 / k g )

PH

( H ZO )

容重

( g/ 二
3 )

0一2 0 咬一年

不喷

4 1
.

0

40
.

6

4 1

42

2
.

9 2

2
.

9 4

2 0 8
.

9 6

2 0 9
.

14

99

9 7

106
.

5

10 7
.

2

4
.

7 0

4
.

7 2

3 1 5

34 9

6059
,̀凡乙8483

nnUU
00
ù

七O产n,喷一年

不喷

1 2 3
.

5 5

1 2 3
.

6 7 ::
6 0

.

2

6 1
.

U

6 5 1
.

38 2

68 1
.

3 97

19 9 3 年造林
,

1 9 9 4
、

19 9 5 年各喷 1 次
,

。一 2 c0 m 土层土壤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
、

水解性氮
、

速

效磷
、

速效钾分别增加 3 5
.

2 %
、

2 5
.

6%
、

4
.

2 %
、

19
.

4%
、

1 1 2
.

2 % 和 9
.

0%
。

速效磷在 0一2 0 e m

土层中增加较大
,

但含量仍都很低
,

而在 20 一40
c m 土层中

,

土壤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
、

水解性

氮
、

速效磷
、

速效钾喷施与不喷相比
,

分别增加 79
.

1 %
、

20 %
、

10
.

9%
、

22
.

5%
、

24
.

0 %
、

17 0 %
,

土壤 p H 值喷施与不喷相 比
,

在 。一2 c0 m 和 20 一 4 c0 m 土层甲分别上升 0
.

05 和 0
.

1 个单位
。

这与第 1组试验中喷施草甘麟后的结果相反
,

其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

容重值喷施与不

喷相比
,

在 0一 2 0 e m 和 2 0一 4 0 e m 土层中分别下降 0
.

0 3 4 9 /。 m 3 即 2
.

5% 和 0
.

0 1 7 9 / 。 rn 3 即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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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表 2 )
。

表 2 杉木幼林地第 2组试验结果

土层深度

( c刀1 )
处理

有机质

(以吨〕

全氮

(以纯 )

全碑

( g /坛 )

水解性扳

(明 /吨 )

速效碑

(口堪 /纯 )

速效钾

(叱 /纯 )

P H

(H 2 0 )

容重

(以 cm
3 )

0一 2 0 喷 2年

不喷

19
.

6

1 4
.

5

0
.

9 8

0
.

7 8

0
.

2 68 1 3 4
.

83

0
.

25 7 1 1 2
.

9 5

2
.

44

1
.

15

5 4
.

5

5 0
.

0

4
.

65

4 冈

1
.

30 3

1
.

33 7

,̀O
ù

O碑ùU月,一、ù

807044nn4
ùnù、甘,̀,

口自了06内̀,孟喷 2 年

不喷

0
.

4 2 0
.

234

0
.

3 5 0
.

2 1 1

6 9
.

18

肠
.

48

经过连续 3 年喷施草甘麟后
,

在 0一 2 c0 m 土层中土壤有机质
、

全磷
、

速效钾喷施的和不喷

的土壤中含量几乎没有变化
,

只有速效磷喷施的比不喷的增加较多
,

但含量仍很低
,

而全氮和

水解性氮喷施的反而比不喷的下降 8
.

4 % 和 5
.

8 %
。

这可能是因为经过 3 年杉木林吸收和喷

施草甘麟的幼林地中土壤变得疏松而使氮素矿质化加快及下渗到 20 一 40 cnT 土层中造成的
。

因为在 20 一 4 c0 m 土层中土壤有机质
、

全氮
、

水解性氮喷施的比不喷的土壤分别增加 47
.

6 %
、

34
.

2 % 和 2 8
.

4 %
。

而速效钾在 20 一 40
c m 土层中喷施的与不喷的差异极小

。

喷施的与不喷的

相比土壤容重在 。一 2c0 m 和 20 一 4 c0 m 土层中分别下降了 1
.

9% 和 1
.

4 %
。

土壤 p H 值喷施的

与不喷的相比在 。一 2c0 m 下降了 0
.

18 单位
,

加一 40
。 m 下降 0

.

52 单位 (表 3 )
。

降低 p H 的原

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

表 3 杉木幼林地第 1 组试验结果

土层深度

( ctn )
处理

有机质

(以吨 )

全氮

(以吨 )

全磷

(以吨 )

水解性氮

(叱 /纯 )

速效碑

(mg /掩 )

速效钾

(mg /掩 )

P H

( H z O )

容重

(以cm
3 )

0一 2 0 喷 3年

不喷

肠
.

3

3 6
.

7

1
.

4 2

1
.

5 5

0
.

104

0
.

10 3

1 7 0
.

14

1 8 0
.

6 7

2
.

15

0
.

5 7

3 2
.

0

3 2
.

5

4
.

4 7

4
.

65

2 6 9

2 9 4

2 0 一 4 0 喷 3年

不喷

0
.

13 7

0
.

11 2

1 2 7
.

7 8

99
.

54

0
.

6 9

0
.

7 1

1 7
.

5

1 6
.

0

4
.

10 1
.

3 5 9

4
.

6 2 1
.

3 7 8

,̀ù6ot了自.

.̀孟óU,矛, J

:

,人月,气̀
` .二

3
.

2 对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影响

喷草甘麟后
,

从第二年开始
,

其土壤 自然含水率都有所增加
。

0一 2 0 c m 土层增加 10 一

15 %
,

2 0一 4 0 e m 增加 3一5 %
。

土壤自然含水率的变化是
:
喷 3 年草甘麟后

,

O一 ZOc m 和 20 一 40 mr 土层中比不喷林地分

别增加 9
.

6% 和 5
.

1%
,

喷 2 年后 比不喷林地分别增加 15
.

3 % 和 2
.

8 % ;土壤毛管孔隙度
、

总孔

隙度
、

非毛管孔隙度
、

饱和含水量和田间持水量在 。一 2 0 cm 土层中
,

喷 3 年比不喷的分别增加

0
.

8%
、

1
.

1 %
、

1
.

9 %
、

1 4
.

5 %
、

10
.

3 % ;喷 2 年的分别增加 4
.

9 %
、

2
.

2%
、
一 6

.

6 %
、

2
.

7 %
、

9
.

9% ;在 2 0一 40
c m 土层中

,

这些水分物理性质指标变化较为复杂
。

大部分都有所有增加
,

而喷

1 年草甘麟的杉木幼林地土壤中这些水分物理性质变化并不明显 (表 4 )
。

(下转第 1 0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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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我们还就不同施钾方法对甘薯产量

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

施钾方法包括
:
1

.

深施
,

起垄时将钾肥集中施人垄底 ; 2
.

浅施
,

起垄时
,

先扶两犁
,

然后将钾肥集中施到垄顶部 ; 3
.

穴

施
,

先浇水
,

然后将钾肥施人秧穴中复土 ; 4
.

撤

施
,

起垄前将钾肥均匀擞于小区内
,

然后起垄 ;

5
.

追施
,

在甘薯团裸期
,

用木棍在垄的中上部

扎洞施人钾肥
,

复土
。

小区面积 0
,

05 亩
,

重复

坡
·

1 0 5

表 3 不同钾肥施用 t 对薯块产t 的影响

处理号
产 t 差异显著性

( kg/ 小区 ) 5 % 1%

AAAA人B名刃涛石.86130126126124116.93
ù

6r、ù4
几吃ù内̀,人

4 次
,

随机排列
。

试验结果表明
,

不管采用何种方法施用钾肥
,

对甘薯产量的影响很小
,

达不到

显著性水平
。

为了施肥方便
、

减少工序起见
,

可在起垄前将钾肥撒人土壤作基肥
。

综上所述
,

在白浆化棕坡上种植甘薯
,

应重视钾肥的施用
,

但亩施 殊 0 最好不超过 5 公

斤
,

试验涉及的几种施钾方法对甘薯产量的影响均达不到显著性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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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杉木幼林地喷草甘麟后土坡的水分物理状况

土层深度 处理
(cm )

自然含水率
(以吨 )

毛管孔旅度
(% )

总孔限度
(% )

非毛管孔峨度
(% )

饱和持水t

(以掩 )

田间持水 t
(盯掩 )

自、à,产1孟自丹,盛八,O
ù产b八汽ù咤曰6
户」

……
IJ冉JO

, .人,̀` .二`.二J.占1占
曰.几,二.

.

人

璐5295835652 445150495049巧85142595853837403837377
1了1àù七份00
ù

……
11内J矛七n,00,
刃JO峙̀,

J月J咤J气口,̀,山,̀,̀,̀,̀Owe 20 喷 3年
不喷
喷 2年
不咬
喷 1年
不喷

4 75
.

7 3 5 6
.

2

4 15
.

6 3 2 2
.

9

48 6
.

8 3 5 7
.

3

4 7 3
.

8 3 2 5
.

2

礴创
.

0 3 1 8
.

9

拓3
.

5 3 1 6
.

8

3 8 3
.

8
·

2 7 8
.

5

34 5
.

8 2 6 7
.

4

3 9 4
.

0 2 5 5
.

0

4 18
.

4 266
.

0

4 16
.

7 2 9 4
.

1

4 1 6
.

2 2 8 7
.

8

óó..912706ù.124
月兮O八,̀
ù

O戈曰护」,二月,月矛,孟汽,àO八494844444847849460103536 604535373531
ù“月,O
产
,
者

戈ùn

……
ù鱿ù,月矛峪ó盆U
..二,二

.
二ó“ù,自11叹Jù甘工凡̀汽̀气̀,̀几̀,̀2 0 ee 40 喷 3年

不喷
喷 2 年
不喷
喷 1年
不喷

从实验地杉木的长势来看
,

喷草甘麟的二年生杉木林分和三年生杉木林分生长情况与进

行人工除草抚育的相同年龄的杉木林分长势非常相似
,

但它们都比不喷草甘麟
、

未进行人工除

草抚育的杉木林分长势明显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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