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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讨了播种时间
、

播种用土及不同杀菌剂处理育苗用土对云南松育苗成苗率的关

系
。

结果认为
#

插种时间三月最好 , 使用菌根土或生红壤播种效果较好
。

对于防治拌倒病
,

提高

成苗率
,

高锰酸钾
、

代森锌
、

多菌灵
、

托布津
、

波尔多液均为较理想 的药物
,

百菌清和硫酸亚铁

亦有效果
。

关键词 云南松 , 葬倒病 ( 成苗率

云南松 ! )艺∗ #‘、 夕 #‘∗ ∗ + , ( 。∗ # �% ∀ 是西南

地区荒山造林的先锋树种
。

过去云南松造林

多用品质低劣的种子进行飞播或撒播
,

不仅

耗种量大
,

成林率低
,

而且所形成的林分多

为低劣林分
,

生产力极低
。

现已建成了几个

云南松母树林基地
,

用这些基地提供的较优

良的种子进行容器育苗造林
,

容器育苗时
,

云南松碎倒病发生率很高
,

严重时达,− . 以

上
,

所以防治该病是容器育苗成功的关键
。

经鉴定
,

镰刀菌 !尸。 / + , ‘。 , , ( # 0 1+ , ( 2 + 3 45∀
、

丝核菌 !6 爪 二 。784 。爪 # # 01 。俪 9 吐
∗ ∀ 为碎倒

病主要病原
,

可以土壤或空气为媒介感染松

苗
。

我们从 � � � �年开始在云南松育苗过程中

进行播种时间
、

播种用土及杀菌剂处理等试

脸
,

试图找到减少碎倒病发生
,

提高成苗率

的有效方法
。

一
、

材
一

料与方

。 试验地设在本所苗圃内
,

种子于 � �� �年

飞月采自富宁县优良林分
。

种子在清水中浸

泡∃: 小时后捞去空粒与杂质
,

用沉积水底的

种子进行播种土壤和时间的试验
。

各次试验

的每一种处理均播种� −− 粒
, % 次重复

,

待苗

根部木质化后统计成苗率
。

土壤试验
# : 月中旬播种

,

气温为 � −
8

:

一 ∃ ∋
8

 ℃
,

相对湿度为%, 一 ∋− .
。

播种土壤

有 ; 一
腐殖土

# 生红 壤 二 � #  的 混 合 土

!) <值=
8

%∀ ( > 一
腐殖土 !) < 值∋

8

%∀ ( ?

生红壤 !) < 值=
8

%∀ ( ≅ 一采 自云南松林下的

菌根土 !Α< 值=
8

−∀ ( Β 一
采自本所百草园内

的熟土 !) < 值∋
8

−∀
。

播种后的田间管理一

致
。

播种时间选择试验
#

从  月 起 至 � 月

止
,

每月中旬播种一次
,

土壤都用相同的混

合土
。

杀菌剂处理试验
# , 月中旬播种

,

气温

为 �: 一 ∃ :
8

= ℃
,

湿度为,− 一 �− .
,

设置 � 种处

理
。

Χ一 %− .代森锌 ( Δ 一 ∋% .百菌清 ( <

一%− .托布津 ( Ε一∃% .粉锈宁 ( Φ一 %− .

多菌灵 ( 9 一等量式的波尔多液 ( Γ 一 � .

硫酸亚铁 ( 2一 −
8

% . 高 锰 酸 钾 ( ?9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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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 !浇清水∀
。

播种时的处理方法为浸种∃:

小时 !9
、

Γ
、

2
、

∀ 或水浸后拌种 !Χ
、

Δ
、

<
、

Ε
、

Φ ∀
。

播后每十五天分别用相应药剂

喷土表�次
,

浓度为
#

9 用等量式
,
Γ 用 � .

,

2用 Η
。

% .
,

其它均用,− −倍液
。

二
、

结果与分析

�
8

成活情况与分析

不同杀菌剂对松苗成活率有较大的影响

!表 � ∀
,

有 ∋ 种杀菌剂处理成苗率高于对

照
,

其中9
、

Χ
、

2
、

<
、

Φ 的 成 苗 率较

高
,

分别为对照的 �  − .
、

� ∃∋ .
、

� ∃∋ .
、

�∃ : .
、

�∃ : .
。

Ε的成苗率则低于对照
,

其

出苗率也低于对照
,

说明粉锈宁拌种已发生

了药害
,

需做用药量试验后才能对它做出正

确评价
。

不同播种时间的成苗率也有 明 显 变 化

!表 ∃ ∀
,  月份平均气温为�=

8

% ℃
,

温度

范围�− 一∃= ℃
,

相对湿度较低
,

为:了
8

∋.
,

松苗成苗率最高
,

为, ∃
8

− .
。

而平均温分别

为� �
8

% ℃
、

��
8

∃ ℃
,

湿 度为 ,% .
、

,∃ .的

=
、

∋ 两个月播种
,

成苗率最低
,

仅为 :� .
、

%∃ .
。

� 月份温度下降
,

湿度虽较高
,

但松

苗的成苗率仍达傀.
。

经计算
,

成苗率与平

均温的相关系数
3 # 二 一。

8

= ∋ � ,

成苗率与湿度

的相关系数
3 # 二 一 −

8

∋ � ,

两者都为负相关
,

但

都没有达到显著程度
。

可见
,

云南松碎倒病

发生率与温度
、

湿度呈正比
,

因而云南松育

苗最好在  月份播种
,

应避免在高温多雨的

=
、

了两月播种
。

这样既可提高成苗率
,

又

利于用百日苗在当年 =
、

∋ 两个 月 上 山 造

林
,

降低育苗成本
。

不同土壤对松苗成苗率也有 显 著 影 响

表 � 不同杀菌剂对松苗成苗率的影响

编 号 Χ Δ < � Φ 9 Γ 2 7 Ι

成 苗 率 !. ∀

为对照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Γ 2 7 Ι

, = � : ∋ :

� � = � ∃ ∋ � − −

八ϑΚ八 口∗−−

表 ∃ 不同播种时间的松苗成苗率

月 份  : % = ∋ , �

成 苗 率 , ∃
8

− ∋  
8

− = :
8

− : �
8

− % ∃
8

− =  
8

− ∋ ∃
8

−

平 均 温 � =
8

% � ,
8

∃ ∃ −
8

� � �
8

% � �
8

∃ � ∋
8

% � %
8

∃

温度范围 � −一∃ = �
。 8

:一∃ ∋ � 一 ∃ ∋ � =一∃ ∋ �%一 ∃ ∋ � :一 ∃ : � :一 ∃ ∃

相 对湿度 : ∋
。

∋ =  
8

 ∋ �
8

 , %
。

− , ∃
8

− , ∃
8

= , =
8

−

!表  ∀
。

用菌根土播种成苗 率 最 高
,

达

, ∋ .
,

生红壤次之为,� .
。

成苗率最低的是

园中熟土播种
,

仅 � .
。

园中熟 土 常 年 耕

作
,

土中病原菌多
,

因而淬倒病发生率高 ,

生红壤一般带菌较少
,

但其成苗率仍不如菌

根土高
,

这可能是因为菌根土中的根菌
,

促

进幼苗生长
,

从而增强松苗的抗病能力
。

表  不同土壤对松苗成苗率影响

编号 ; > ? ≅ Β

成苗率

Α< 值



∃
8

松苗成苗率的方差分析

对不同杀菌剂处理和不同土壤播种的云

南松育苗成苗率进行方差分 析
,

结 果 !表

: ∀ 表明
,

不同的杀菌剂处理和不同的土壤

播种
,

其成苗率均有极显著差异
。

对成苗率进行 4 检验
,

结果 !表 %
、

表

= ∀ 表明
#

≅
、

?
、

; 成苗率极显著高于 >
、

Β
,

≅ 的成苗率显著高于 ;
、

>
、

Β
。

≅ 于 ?

的成苗率无显著差异
。

因而播种土以 ≅ 为最

好
,

其次为 ?
。

不同杀菌剂处理
,

松苗成苗

率差异为
#

9
、

Χ
、

2
、

<
、

Φ 与?9
、

Ε有

极显著差异
。

Ε 的成苗率低于对照
,

但无显

著差异
。

因而育苗期对碎倒病防治所用杀菌

剂以选用 9
、

Χ
、

2
、

<
、

Φ 为好
。

表 : 成 苗 率 的 方 差 分 析

Χ 理论值
项 目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Χ 值

杀菌剂时

云 南松碎

倒病防治

试验

农药间

重复间

机 误

总 变异

土攘间

重复间

机 误

总变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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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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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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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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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土攘

对云南松

碎倒 病的

影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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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播种用土的云南松成苗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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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杀菌荆处理的云南松成苗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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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郁闭
。

杉木采伐迹地萌芽更新抚育方法
,

进行

全垦抚育松土深∃− 厘米以上
,

连续抚育 � 一

 年直至杉木郁闭
,

通过抚育砍去多余的
、

生长不良的萌发条
,

一个萌芽伐桩保 留 � 一

∃棵生长健壮的杉树
,

在全垦松土的同时对

萌芽伐桩进行培土
,

给树木根系穿插到土壤

中吸收营养脱离母体创造条件
,

并修去 ∃ 一

 台枝哑预防风折
,

通过全垦抚 育及林粮间

作 � & ∃ 年
,

杉木的高生长比一般造林平均

高−
8

: %米
。

对香坪山林 场� � � −年以来 的 大 部 分和

�� , %
、

� � , =年的少部分杉木采伐迹地
,

进行

了调查
。

调查情况见表 �
、

表 ∃
。

通过表 �
,

�− 块采伐桩萌芽更新样地和

表 ∃ ,

�− 块采伐迹地实生苗更新样地的调查

数据分析
,

更新后幼苗的生长情况
,

不论高

生长和粗生长
,

萌芽更新大多比实生苗更新

生长要快
。

但萌芽更新由于伐区内原来的造

林规格较稀
,

加之主伐后伐桩有∃− . 左右不

萌芽
,

导致第二代更新每亩株数更少
,

每亩

仅有� −  
8

∋株
,

大大降低 了土地的利 用 率
,

今后应在原株行距的基础上
,

每两行之间增

加一行实生苗和将不萌芽的伐桩取除补植实

生苗
,

使每亩株数增至  %− 一 : −− 株
。

杉木采伐迹地实生苗更新
,

由于采取了

集约经营和林粮间种
,

苗木保存率均在 �: .

以上
。

又促进了树木的生长
,

既获得较高水

平的粮食收入和直接的经济效益
,

大部分地

块杉木长势都接近速生丰产林的要求
,

是可

喜的
,

而且是今后林业发展的方向
。

同时
,

两种不同的更新方法
,

均应采取不同的抚育

管理
,

特别对于萌芽更新的地块
,

一定要随

时摘去除应保 留以外的萌条
,

以保证 留下萌

条的优势生长
。

总之
,

对杉木采伐迹地第二

代杉木的更新
,

由于地力本身就没有第一代

高
,

更应采取高强度集约经营的管理方法
,

方能保证杉木优质高产
。

!上接∃∋ 页∀

三
、

结 论

苗当年上山造林
,

降低育苗成本
。

 
8

用杀菌剂防治拌倒病以波尔多液
、

代

森锌
、

高锰酸钾
、

托布津
、

多菌灵为好
,

百

菌清与硫酸亚铁亦有效果
。

�
8

云南松袋苗播种用土最好用松林下的

菌根土
,

也可用当地生土
。

这样才能有效防

止碎倒病的发生
,

提高松苗成苗率
。

∃
8

播种时间最好在  月份
,

不能晚于 :

月
。

这样既可避开发病高峰期
,

又可用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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