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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栽培技术措施对银杏苗木生长的影响

李家玉 叶火华
( 广西植物研究所 )

摘要 通过苗圃栽培试验
,

研究了不同栽培技术条件下苗木的生物量
,

对比了施肥
、

断胚 根
、

遮 荫等

技术措施的效果
,

并用析因试验的方法进行分析
,

认为关键性技术措施是重施基肥
.

银杏 ( G i n k g o
ib l o b a L

.

) 俗称公孙树
、

白果
,

是中国特产的著名孑遗植 物
。

其 材质

优 良
,

果可食并具药效
,

叶含黄酮类化合物可制
“ 冠心舒 ”

等药
。

故目前发展银杏巳成为农

村致富的重要途径
。

银杏树形美观
,

也是绿化美化的观赏树种
。

银杏育苗技术措施
,

是我们所从事的银杏早实丰产技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以往广西

多采用根葵繁殖
,

按照传统的栽培技术措施
,

一般需要 18 一 20 年才开始结果
。

我们要解决的

问题是如何促进银杏大幅度提早结实及丰产的措施
,

以便调动群众发展银杏生产的积极性
。

为此
,

我们于 1 9 8 0年开始着手银杏早实的试验研究
,

至 19 8 5年首批定植的 5 年生银杏巳有部

分开始开花
。

按照这一情况
,

银杏至少可以提前 10 一 15 年结果
。

培育壮苗是早实丰产技术的

重要基础
。

本文报道 1 98。年以来用种子繁殖和培育苗木的一些技术措施
。

除小规模实验外
,

我们育苗 7 万株
,

并指导群众育苗 4
.

5万株
,

以检验我们实验中的初步结论
。

最后确认 我 们

所采取的技术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

试验地自然条件

试验地位于桂林雁 山广西植物研究所苗圃内
。

地理位置北 纬 25
0

1 1`
。

东 经 1 10
0

1 2,
,

海

拔 1 7 8米
,

年平均气温 1 9
.

2 ℃
,

7 月平均气温 2 8
.

4℃
,

l 月平均气温 8
.

4℃
,

无霜期 3 15 天
,

年

降雨量 1 6 5 5
.

6毫米
,

多集中于 4 一 6 月
,

占年降雨量的 6 3
.

9%
,

年相对湿度 78
.

3%
。

土壤为砂页岩风化发育成的酸性红壤
,

沙质壤土
,

pH 值5
.

0一 6
.

5
,

土层较深厚
,

排水良

好
。

试验地养分状况
:

全氮 2
.

45 毫克 / 1 0 0克
、

磷 。
.

5毫克 / 1 0 0克
、

速效钾2
.

4 6毫克 / 10 0克
。

材 料 与 方 法

供试种子购 自广西兴安县
,

先将种子进行选种
、

分级
,

去掉霉变种子
、

裂种子
,

再经水

洗除掉上浮种子
,

随即沙藏
,

置室内备用
,

采取综合措施育苗
。

进行断胚根
、

遮荫
、

施肥的对 比试验
,

并观察这些措施的效果
。

用 3 个因素 2 个水平检

因实验法判断关键技术措施
。

按照 3 个因素 2 个水平析因实验设计要求做 4 个试验
:

试验 1
,

多肥 ( 每亩施猪牛厩肥 1 万公斤 )
、

遮荫 ( 40 % )
、

断胚根
。

试验 2
,

多肥 ( 每亩施猪牛厩肥 1 万公斤 )
、

不遮荫
、

不断胚根
。

试验 3
,

少肥 ( 每亩施猪牛厩肥 0
.

5万公斤 )
、

遮荫 ( 40 % )
、

不断胚根
。

土城养分由本所葛开玉同志分析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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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4
,

少肥 ( 每亩施猪牛厩肥 0
.

5万公斤 )
、

不遮荫
、

断胚根
。

在附近另作重复试验一组
。

冬季落叶前进行生物量调查
,

每实验小区选定 1米
“
面积样地 2 快

,

并在重复区作 重 复

选样
。

样地内逐株实测苗高
、

地径
、

叶片数
,

每样地随机选择标准株 6 株
,

进行 破 坏 性 取

样
,

实测根
、

茎
、

叶生物量
,

每实验小区分别作地径平方乘苗 高 ( D
ZH ) 对 根 之W

, )
、

茎

( W s )
、

叶 ( W
L ) 生物量及全株生物量 ( W

B ) 的对数回归方程
。

如
:

W
B == a + b 10 9 ( D

艺
H )

用各组 回归方程计算不同地径与苗高的苗木生物量或各部分生物量
,

估算单位面积生物

量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

不同技术措施下苗木生物 t 的回归方程

试验 1
。

多肥
、

遮荫
、

断胚根综合措施下的苗木生物量回归方程

表 1

一

翌里壁鼓卜
一一一旦一尘

一一兰二一兰
一一一一

一…
一

卜兰一
全株生物量 }

`o g w “ = 0
·

7 8 3 4 2 0̀ 9 ( D
,
H )一 2

·

34 85 9

}
”

·

9 7
}

“
·

94

根生物量 {
`o gw a一 0

·

66 3 6 2 ’ 0 9 ( D
,
H )一 2

·

0 7 00 3
}

” ·

9 7
1

”
·

9 4

茎生物量 } l
o gw s一 0

·

80 5 4“ 0 9 ( D
“
H )一 2

·

9 540 5
1

” ·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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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叶生物量 }
l o gw L一 o

·

9 7 7 0 3 10 9 ( D
, H )一 3

·

92 5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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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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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4

试验 2
.

多肥
、

不遮荫
、

不断胚根综合措施下的苗木生物量回归方程

表 2

犷…兵犷{扩…一)
试验 3

。

少肥
、

遮荫
、

不断胚根综合措施下
.

的苗木生物量回归方程

表 3

因 变 量 I 回 归 方 程
}

r

{
r ,

9288昭98
nU八UóUO

内匕盛任O甘OóOUO口OtIQó

.

…
ó“ù八UnùóU全株生物量

根生物量

茎生物量

叶生物量

l o g w a = 1
.

0 7 17 4 10 9 ( D Z H )一 3
.

5 5 4 8 3

l o g w : = 1
.

1 2 2 0 2 10 9 ( D Z H )一 4
.

0 6 1 6 5

l o g w s ~ 0
`
9 8 6 4 6 10 9 ( D : H )一 2

.

下2 6连8

l o gW L = 1
.

1 3 9 4 9 10 乙( D
, H )一 4

.

5 4 2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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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4
.

少肥
、

不遮荫
、

断胚根综合措施下的苗木生物量回归方程

表 4

-
~

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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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一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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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兰1 一三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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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一一一-
{

一
卜兰

- 一

全株等钾量 1
’ 0 9

丝
“ 一 `

·

026 2 4 ’ 0 9 ( D
“ H ,一 3

·

3 9 7“
}

”
·

9 9

{
“

·

9 8

根生铆量 1`
o gW R一 ,

·

o` 9 0 2 ` 0 9 ( D
, H ) 一 3

·

8 , ` 2 4

1
”

·

9 7
}

”
·

9 4

茎生钾量 }
’ o g w s一 0

·

96 25 , ’ 0 9 ( D
, H )一 3

·

6 32` 6

}
”

·

99
}

”
·

9 8

叶生物量 }
l o gW L= ,

·

0 7 9 , 8 ’ 0 9 ( D
, H )一 3

·

3` 9` 5
1

“
·

96
}

”
·

9 2

二
、

断胚根对银杏幼苗生长的影晌

由于银杏种子无胚率高 ( 10 一 25 % )
,

直播造成缺苗现象
,

且在鼠害较严重情况下
,

种子在土壤中停留时间过长
,

也易造成

苗不整齐
,

催芽点播克服了以上弊端
,

同时又可延长 苗 木 生 育

期
,

起到早播的作用
。

在催芽过程中
,

为促使银杏播种苗根系发达
,

从 而 成 为 壮

苗
,

利用银杏根系可塑性大
,

再生能力强的特点
,

采用切断胚根

的方法
,

促使根系发达
。

断胚根结合湿沙催芽进行
,

当胚根长约

1 厘米时
,

自根颈以下 0
.

2一 0
.

3厘米处剪断胚根
,

随即播种或在

室内催根再播
。

银杏实生苗的主根发达
,

一旦根部受伤
,

能在愈

伤部位形成发达的侧根系
。

开始时
,

自愈伤部位长出 3 一 4 条

较粗壮的侧根
,

构成骨干根
,

随着侧根的生长
,

吸收 根 逐 渐 分

生
,

形成发达的侧根系 (图 )
。

断胚根的实生苗与不断胚根的实生苗相比
,

在根系发育上显

然差异很大
。

与对照苗相 比
,

断胚根苗侧根数增至 1
.

39 倍
,

侧根总

长增至 1
.

56 倍
,

地下部干重增到 1
.

30 倍
,

根幅平方增至 1
.

33 倍
。

由于根系发达
,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苗木根系吸收水份和矿质营

养元素的能力
,

扩大了吸收面积
,

因而也促进了苗木地上部的生

长
,

并为翌年的生长奠定良好基础 ( 表 5 )
。

图 银杏一年生断胚根苗

( 辛茂芳绘 )

断胚根对银杏一年生幼苗生长的影响

主 }》 0
.

1

根 l厘米
长 I侧根数

(厘米 ) } (条 )

地上部!地下部】地上部{地下部

重 }鲜 重 }干 重 }干

幅方平根根长侧总地径苗高

(厘米 )}(厘米 )

断胚根

对 照

2 1
.

39

1 7 2 3

0
.

95

0
。

82

6 0 }无主根

2 8
.

4 01 5
.

20

9 0

(厘米 )

162
.

3 0

1 03
.

8 5

(厘米)

3 9 6
。

4 8

2 9 6
.

2 8

(克 ) (克 )

片叶数枚

都一处理

1 7
。

6 0

8
.

9 9
翔号
1 5

。

5 8 1 3
.

4 3

5
.

6 6

4
。

3 7

每样地调查

标准株 6 株

用断胚根方法培育砧苗和造林用苗 ( 苗高 60 一 90 厘米 )
,

出圃前不必移植
,

减免缓苗过

程
,

有利于缩短苗木出圃年限
,

又能节省劳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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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胚根方法简便
,

易操作
,

效果好
,

值得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

三
、

遮荫对幼苗生长的影响

银杏是阳性树种
,

但苗期稍耐荫
,

适度遮荫有利于幼苗生长
。

经试验证明
:

在其他措施

相 同的条件下
,

全光育苗
、

遮荫 65 %与遮荫 40 %
,

以遮荫 40 %的苗木生 长为最健壮
,

生物量

最高 ( 表 6 )
。

表 6 遮荫对银杏苗木生长的影响

雕撇湘苗

龄

遮荫 40 拓

全 光

遮荫 65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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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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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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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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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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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已 长移
,」杖 } 5 6 6

·

4
}

生年

遮荫 40 万

全光

遮荫 “ 多

二年生

适度遮荫 ( 40 % ) 苗木叶色深
,

长势旺
,

而全光苗的叶色浅甚至呈黄绿色
,

长势次于前

者
。

强度遮荫 ( 65 % ) 苗叶虽呈绿色
,

但 长势差
。

适度遮荫的苗木与强度遮荫的同龄苗相比
,

一年生时
,

前者为后者的1
.

75 倍
,

二年生时为2
.

5 5倍
,

说明随着年龄增长
,

银杏苗木趋向于

喜光而不耐过度遮荫
。

银杏遮荫
,

目的在于减少强光直射
,

缓和高温的影响
,

促进光合作用
。

5 月下旬至 8 月

中旬平均温度达 2 5
.

0一 2 8
.

4 ℃
,

高温频繁出现
,

在全光条件下
,

幼苗处于高温下时间 过 长
,

呼吸作用增强
,

中午往往由于过度蒸腾 出现萎蔫现象
,

气孔关闭
,

光合作用停止
,

中午前后

光合作用削弱
; 而适度遮荫既可避免强光直射

,

又能改善温
、

湿度状况
,

也可满足光合作用

所需光能
,

幼苗能旺盛生长
。

强度遮荫虽改变了棚下温
、

湿度状况
,

但光照不足
,

光合作用

产物少
,

甚至还不及全光育苗的
。

实践证明
,

适度遮荫是培育银杏壮苗的措施之一
。

当然
,

遮荫不一定要搭荫棚
,

如
: 山

区合理利用坡向
,

利用附近树木侧方遮荫
。

利用绿肥
、

灌木侧方遮荫等都可达到适当遮荫的

目的
。

四
、

施肥对银杏 幼苗生长的影晌

银杏喜肥
,

不同施肥量对银杏生 长的茁壮程度和苗木生物量有明显的影 响
。

表 7 施肥对银杏一年生苗生长的影响

处 理
施肥量

(万公斤 /亩 )
平均苗高
(厘米 )

平均地径
(厘米 )

平均叶片数
(枚 )

每平方米生物量
(克 ) 备 注

否荫遮是

..

…
月了O八ù月性几七产ap口,上no八O八汽

,土,上乃̀Q白

nù
ǎ
日é冉Uō合ó日ùno勺自丹匕一衬ùó丫

..

…
内O, l八匕O心J任

嘴工1上1一

内00ù刀怡nù几QJ任斤犷月才八0OU

…:
nón八UùóUnU无 肥

猪牛厩肥

猪牛厩肥

猪牛厩肥

猪牛厩肥

适度遮荫 16
.

4 7

1 3
.

9 0

1 4
.

1 0

1 6
。

0 6

1 8
.

9 7

施肥试验处理

均追肥 3次
,

追

肥种类
、

时间

均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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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7 看出

,

在其他措施相同条件下
,

施基肥 1 万公斤比施 0
.

5万公斤的苗木 粗 壮
,

苗

高
、

地径
、

叶片数均大
。

尤其是苗木的生物量
,

施肥 i 万公斤的相当于施 0
.

5万公斤的二倍
,

而相 当无肥对照的 4 倍
。

无肥苗木细弱
,

尽管平均高度超过施肥。
.

5万公斤的
,

但平均地径要

小得多
,

因而每平方米生物量比施肥的差得多
。

从苗木 分级看
,

施肥足的苗木质量高
。

施 1 万公斤基肥的
,

地径 0
.

7厘米以上壮苗占75
.

7

一 85
.

7%
,

施 0
.

5万公斤的占45
.

5一 6 3
.

6%
,

而不施肥的苗木地径都在 0
.

65 厘米 以 下
,

且 《

0
.

45 厘米的苗木占50 % 以上
,

说明要培育银杏壮苗
,

不仅要施基肥
,

而且要重施基肥 (表 8 )
。

表 8 施肥对一年生银杏各级苗木比例的影响

施 肥 量 !平均地径 标准差

处 理

(万公斤 /亩 ) (厘米 )
地
夕 0

.

9 0厘米 )0
.

7 0一 0
.

5 5厘米 5一 0
.

65 厘米
{ 地
」0

。

5
-

地

簇 O

谷 教 苗 木 比 例 (界 )

地 径 …地 径 { 地 一石万不厂
一

奢
-

.

d s厘米

5 3
.

3

一一

19打16一

几匕0
Jd占八UqaJ任一月了̀ē己O己

..

…
ǎ
日
ù
八UCé八U内日ó无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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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性的技术措施

银杏育苗的 3 项主要技术措施中究竟哪一项更起主导作用 ? 为探讨这一问题
,

我们作了

3 个因素 2 个水平的析因实验 ( 表 9 )

表 9 银杏育苗措施的析因实验

每平方米苗木生物量

(克 )

3 8 0
.

3 3

2 0 2
。

5 2

1 8 2
.

2 0

1 8 6
.

1 5

从表 9 可知
,

施基肥的极差最大
,

断胚根与遮荫极差较小
,

说明施肥作用最大
。

为此可

以断
’

f
,

飞

欢施 峡吧是银杏育苗的关键性技术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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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1
.

在桂林采取综合措施培育银杏实生苗
,

已育出大量壮苗
,

根系发达
、

形质良好 一 年

生苗每平方米生物量 ( 干重 ) 可达 3 80 克 ( 相当 3
.

8吨 /公顷 )
,

为早实丰产奠定良好基础
。

2
。

银杏育苗的主要技术措施是切断胚根
、

适度遮荫 与重施基肥
。

3
.

在上述技术措施中
,

施肥对培育壮苗作用最大
。

重施基肥是关键性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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