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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目前我国在林木施肥、特别是在水肥耦合对林木影响效应等方面缺乏深入研究的问题，
以毛白杨杂种无性系为试材，通过盆栽与田间试验，深入研究了不同氮磷钾配施对毛白杨无性系生长
及生理特性的影响，探讨了不同水肥耦合下毛白杨无性系在生长、光合特性、酶活性、养分含量等方
面的变化规律，最终确立了毛白杨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水分条件和最佳养分投入组合，从而实现林木
按需施肥、合理施肥、环保经济的目的。
本书可为我国毛白杨等速生丰产林的优质高效生产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强力的技术支撑。

《毛白杨无性系施肥与水肥耦合》对从事树木水肥管理方面研究的人员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是林学、
土壤学、植物生理学等相关专业广大师生的参考用书。
本书由李吉跃、董雯怡、赵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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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地势平坦的毛白杨林内，可采用大水灌溉。
为使灌水均匀，可在植树行两侧筑垄灌溉。
灌溉时间、次数及灌水量，可根据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决定。
成林较幼林灌溉量要大，次数可减少。
天气干旱少雨时，灌水次数要多，灌溉量要大（陕西省林业研究所，1981）。
　　培育1年生毛白杨苗木，自始至终都不能缺水，这是保证苗木生根成活和生长的关键。
培育营养繁殖苗，要经历生根成活、迅速生长和后期牛长等阶段，在任何阶段，沙壤土的含水量不能
少于12010，也不能多于23%。
扦插、移栽或者埋条育苗，都要做到及时灌水，争取适时不过夜。
第一次灌水要灌透，甚至连续灌水两次，以便使插穗或小苗与土壤密结。
插条育苗由于早春气温不高，蒸腾不强，为有利于提高土温和保证土壤通气良好，在扦插生根前不可
灌水次数太多。
到5月上旬以后，气温较高，空气相对湿度很低，则要注意土壤不能于旱，一次不注意都会引起苗木
大量死亡。
一般10天左右应灌水一次。
5月下旬以后，苗木已经生根，开始进入速生时期，应减少灌水次数，抑制苗高生长促进根系发育，
起“蹲苗”的作用。
这样可增强苗木抵抗雨季狂风暴雨的能力，减少倒伏现象。
雨季应注意排水，雨季以后仍应根据土壤水分状况进行灌溉。
9月中旬苗木封顶后，可减少灌水，但仍应保证苗木对水分的需要。
平床育苗，在苗木生长初期，要小水慢灌，以免叶子上沾污泥土，影响成活。
小苗如因降雨或灌溉，叶子上沾污了泥土，最好用喷雾器喷清水，将叶子上的泥土冲洗掉（裴保华等
，1985）。
　　杨建伟等（2004）对不同干旱土壤条件下杨树的耗水规律及水分利用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耗水量大、抗旱性差的杨树在黄土高原缺水地区不适宜大面积栽植，只能用于水分条件较好的立地条
件下造林。
赵秋梅、李艳茹（2007）的研究表明，除新造杨树幼林要立即浇水外，4～6月干旱季节，要对林地适
时灌溉，以保证林木旺盛生长。
秋季干旱时也要进行灌溉，对美洲黑杨等品种进行冬灌可提高林木的抗旱、抗寒能力。
灌溉次数和灌水量视天气和土壤情况而定。
一般降水年份浇水4次，一是返青水，在3月下旬发芽前；二是促进水，每年5～6月促进枝叶扩大；三
是夏季干旱时浇水；四是11月浇封冻水。
每亩每次浇水30～50m3，浇水后要中耕保墒。
E文全等（1997）对毛白杨幼林连续8年在4个灌溉水平下进行控水灌溉试验，结果表明田间持水量
的50%～60010为毛白杨幼林生长季节灌溉的阈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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