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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施肥是二十世纪发展林业的 新途 径之

一
。

林木施肥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 这一问

题很难准确地解答
。

距今 1 ,
40 0 余年以前

,
贾思

魏在 《 齐民要术 >>[ ‘1一书中
,

就已经记下了林木

施肥的经验
。

例如
,

在谈到种榆的时候
,

他写道 :

“

以堑坑中种者
,

必陈屋革布堑中
” 。 “

陈草速朽
,

肥良胜粪
。

无陈草者
,
用粪粪之亦佳

。

不粪
,

虽生

而瘦
。”

在欧洲
,

最早的林木施肥试验大约 是在
1 9。。一 1 9 0 6 年间开始的

。

例如
, 1 9 0 0 年在比利时

布置了林地施矿质肥料的试验沙〕, 1 9 0 , 年在德国

进行了松树造林地施用玄武岩屑的试验 [33 J , 1 9 0 6

年在德国又布置了云杉造林地施用过磷酸钙和钾

镁矾的试验 [37 」
。

在 1 9朽 年以前
,

世界各国关于林木施肥的文

献资料是不多的
。

但自 1 9 4 5 年以后
,

林木施肥的

研究报告和资料骤然增加
。

据 w ild e

(2 9 ‘i )[ 2 3 ]

的估计
,

在 1 9 4 5一 1 9 ‘。年的 巧年间
,

有关这方面

的文献资料 (包括树木营养和森林苗圃施肥) 达
2 , 。00 篇以上

,

其中主要是西德
、

捷克
、

美国
、

苏

联
、

英国
、

日本和北欧诸国的资料
。

近几年来
,

有

许参人对这方面的资料作过系统 总 结
,

其 中 比

较完 整 的 有 M a y e r

水
r a p o ll 。9 , 6 ) [3 5 ]

、
B r o n in g

(1 9 5 9 )〔3 6 )
、

大谷滋 (2 9 5 。)[
4 8〕

、
A r n e m a 。 (1 9 6 0 )[ 2‘]

等人
。

以上情况说 明
,

林木施肥问题开始被重视

起来了
。

这种趋势井不是偶然的
,
因为随着林产

品消费量的增加和水土保持的需耍
,

有必要在短

期内增加林业生产
,

以及恢复和扩大森林面积
,

而

肥料是达到这些 目的的有效措施之一 ;同时
,

林业

生产的技术水平 日盆提高
,

人们发现和制造的肥

料品种也正在 日益增参
,

这就为发展林木施肥提

供 了 可 能
。

正如 M it s eh e r lieh (2 9 , o )[ 3夕J 所说 :

“
当抚育不再能使材积进一步增长的时候

,

人们就

只能期望从土壤改良和施肥来增加生 产 了
。” 然

而
,
国外的林木施肥实际上绝大部分还是处于试

验阶段
,

其中仅有少数
,
如西德的杨树施肥 [48 」

、

澳

大利亚的松林施肥[25 」等
,

达到了生产的规模
。

在我国
,

山区农民早就有农林间作
、

以农肥养

林木的习惯
。

大约在 20 多年以前
,

浙江奉化的农

民
,

就进行过毛竹林施肥的试验 [2]
。

然而
,

在解放

前反动派统治下
,

这些经验得不到重视
。

只有解

放以后
,

这些经验才得到了总结和推广
。

1 956 年

前后
,

浙江奉化石门山区的毛竹林施肥
,

就达到了

生产规模
,

使竹子增产 1一4 倍 [z]
。

1 9 5 8 年大跃进

时
,

全国各地的许多林踢
、

研究所
、

林业院校等
,

纷

纷系统总结这些经验
,

井且在营造速生丰产林时

都施 用了肥料
,

有些单位还专门进行了林木施肥

试验
。

1 9 5 8 年以来
,

发表了不少关于林木施肥方

面的文章
。

由此可见
,

随着林业生产的发展和科

学水平的提高
,

林木施肥问题已提到 日 程上来

了
。

一
、 “

营养元素生物循环
”
不能作为

林木施肥的理论墓础

林木施肥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 过去和 现 在
,

许多学者企图通过植物分析来解答这一问题
。

例

如
, B a k e r

(1 9 5 0 )[
2 6 ]曾经对比过农作物与林木对

矿质营养元素的吸收和归还率
,

他认为林木所消

耗的养分远较农作物为少
,

因而林木对士攘养分

的要求不如农作物那么高
。

p e M e 3 o B 等(1 , , , )[
18 ]

应用这一原理研究了林木与土壤间矿质营养元素

的生物循环状况
,

他的主要结论是 : 林木自土壤

中所吸收的营养元素
,

每年有大部分通趁雕落物

的形式归还给土壤
,

因而森林可以自肥
。

同时
,

他

认为可以根据林木一生中吸收养料最多的年份的

状况
,

来代表林分对矿质营养元素的最大需要量
。

按照他的计算
,

栋林的最大需 肥 量是: N l , 6
,

PZ o , 呼6 , K Zo 5 2 公斤/ 公顷
。

尽管在自然条件下森林土壤大都趋向肥 沃
,

林木对土壤养分的耍求一般不如农作 物 那 么 迫

切
,

但是
,

上述
“

营养元素循环
”

的计算并不能代表

林木对矿质养料的实际要求
。

因为 : 第一
,

林木

对养分的吸收不单只有年变化
,

还有季节变化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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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昼夜变化 ;第二
,

雕落物不一定顺利地分解 ; 第

三
,

某些不良的生境上不一定能顺利地建立起这

种生物循环
。

阿赫洛明科等 [3] 在 1 9 斗9一 1 9 究 年

已证 明
,

一
、

二年生的幼树吸收养分的状况有昼夜

变化
,

可以清楚地看到养分的吸入和排出
。

所以
,

郎使是在一天里所作的植物分析
,

也不能代表当

天的养分吸收量
。

T lo JIH
H

等 (l” 5 )[19 I分析了栋

林下的土攘
,

以一年内不同季节 中有根 区土样和

无根区土样营养元素含量的最大差额为基础
,

来

计算林分的最大需肥量
。

显然
,

他没有考虑到树

木吸收养分的昼夜动态
。

尽管如此
,

他算出来的

数值
,

仍然比 Pe Me 3 oB 所确定的数值约大 10 倍
。

另外
,

有许多事例说明林木的生长与土攘养分状

况有密切关系
。

例如
, z in k e

(1 9 6 0 ) [2夕J 通过调

查统计发现
,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
,

美国黄松

的树高与土壤全氮量之间有乡酱道线相关关系
。

又

如
,

号称天然森林责源丰富的瑞典
,

在土壤全氮量

达 1
.

70 一2
.

28 % 的林地上施用氮肥时
,

由于促进

雕落物分解
,

仍然取得显著效果
。 T a m m (2 9 ‘o)[

2 8)

指出
,

郎使是在这种增产情况下
,

施入的氮绝大部

分以雕落物的形式归还给土壤
, “

营养元素循环
”

的计算就不能说明这种氮肥已经起了作用
。

至于

象澳大利亚西部的海岸砂地那样的生境
,

如果不

使用肥料
,

就不能建立森林 [25 J ,
当 然更谈不上

“

营

养元素生物循环
”
了

。

所以
, “

森林营养元素生物循环
”
只不过 是

Li
e bi g “

归还
”

学说在林业上的应用
,

它显然不能

作为林木施肥的理论基础
。

然而
,
目前在林学教

科书中还有引用这种
“

养分循环
, ,

的理论
。

例如
,

T K a : e o K o (1 9 5 , ) 在他所写的 << 森林学 》 教科书

中〔ZOJ就援引了 Pe Me3 o B 的资料
,

然后说 : “

根据

以上所说
,

在林业方面只有在下列条件下郎采伐

期短
,

同时由士表把叶子和细枝一起楼走的情况

下
,

才需要施肥
。”

应该说
,

这种提法是片面的
。

二
、

要及早开展林木施肥试验工作

为什么林木施肥问题的提出
,

远落后于农业

化学化的进展呢 ? 最主耍的原因可能是林业生产

状况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关系
,

因为在肥料来源
、

施

肥技术和成本核算等方面
,

都还存在着问题
。

一

般来说
,
目前林业生产的集约程度远较农业为低

,

正如早期的农业一样
,

不使用肥料也能获得一定

的收获
,

加以林区大都是地广人稀
,

在人力物力上

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

所以
,

林木施肥的进展比较

迟一些
。

但是
,

最近十几年来已有了较大进展
。

例如
,

德国在本世纪之初就已经开始进行林

木施肥试验
。

早期的工作着重于用基性岩粉 [33 J
、

钾镁矶 [34 〕
、

石灰[29 J等来改良贫清的酸性森林 土

壤
,

证明这些肥料对林木生长都有一定效果
,

而且

肥效可以持续十几年到几十年
,

其中似玄武岩粉

的效果最好
。

更重要的是利用绿肥作物 (特别是

羽扇豆 )改良森林土壤卿
,

42. 43]
,

能加速林木生夭
,

尤以同时施用石灰的效果更佳
。

德国在本世纪二

十年代起就布置了一些化学肥料试验 [35 〕,

从 1 9 , 。

年开始
,
西德所进行的林木施肥试验就更多

。

总

的来说
,

在新植林方面
,
试验表明

,

对幼林使用
N P K 完全肥料

,

比单独使用任一两个肥料要素的

效果为好
。

对于云杉幼林
,

使用 N 3 PI KI 的肥料得

到最好的结果
。

至于壮龄林和老龄林
,

则主要是

氮肥问题 [35 」
。

同时
,

有人尝试以化学肥料促进森

林雕落物的分解
,

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40
,

41]
。

在

多数情况下
,

成林施肥能增产木材 10 % ,

有时达到

2 5 %
。

林木施肥的肥效一般可以持续 10 一巧 年
,

最低限度也不少于 5 年[39 〕
。

西德对白杨等速生

树种施用化肥
,

使林木生长量增加到 1 00 一 20 。万

立方米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从 1 9 5 6 年起也大力

推行造林地施肥的工作[48 」
。

根据 T a m
, n [2 8」 (2 9 6 0 ) 的报道

,

瑞典自 2 9 1 0

年起就在排干的泥炭土上以及 1 9 2 2 年以来在 矿

质土攘上布置了一些林木施肥试验
。

其 结 果 表

明
,

在矿质土攘上
,

云杉一般对氮肥都有正反应
,

径向生长量通常增加 10 一 60 %
,

但肥效至参只能

维持 10 一 12 年
。

这种土攘上磷
、

钾和石灰的效应

很小
。

至于泥炭土上的桦木
,
则对单施磷或钾肥

都有正反应
,
而同时施用含磷

、

钾的肥料常能得到

最好的结果
,

井且
,

肥效能持续几十年之久
。

晚近

瑞典还尝试在林木采伐前 5一7 年
,
用飞机施 追

肥
,

证明在这个很短的时期内
,

林木生长增加的价

值要比施肥所用成本大得多[30 ]
。

这些研究成果
,

已经为开展林木施肥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

由于林木的生长期比农作物要长得多
,

布置

一个施肥试验
,

一般井不是在一两年内就能得出

结论的
。

例如
, 1 9 。。年在比利时布晋的 肥料 试

验 [47 ] ,

是经过了 抖 年之后
,

到 1 9 , 4 年才总结出

来的
。

这是因为
,

尽管有时施入的肥料可能产生

一时的效果
,

然而这种肥效能维持多久
,

对于最后

产量是否有显著的影响
,

却难以覆言
。

上述德国

和瑞典的经验
,

都证实了这一点
。

目前国外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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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献资料虽参
,

但其 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恰恰是

犯了这个毛病
。

正如 w ild e

(1 9 6 1 )[
2 3 ] 所指出

,

目前世界各国的许多林木施肥文献
,

有很大一部

分是可疑的
。

因为
,

他们的试验小区面积太小
,

甚

或仅以单株进行研究
,

树木年龄又不超过 5 年
,

所

用的方法不是切实可行的
。

所以
,

这些人就只能

依靠书面计算
,

来论证林木施肥的效果
。

我们应

当吸取这个教训
,

从长远利纂考虑
,

有必耍从现在

起
,

就在总结丰产经验的墓础上
,

有计划有步骤地

开展林木施肥的科学试验
,

以适应林业生产发展

的需耍
。

三
、

森林施肥方法

林木施肥是一个长远方向问题
,

其关键在于

巧施肥
,

过去的林木施肥经验
,

有不少可供我们借

鉴
,

而在当前的林业生产条件下
,

以下几个问题很

值得我们注意
。

(一 ) 促进森林腐殖厦的分解

森林腐殖质 (指森林土壤有机质
,

下同)是一

项重要的天然肥源
,

根据西德资料
,
当林地的粗腐

殖质层厚 斗一 5 厘米时
,

每公顷有机物总量 约 为
7 0 , 0 0 0 公斤

,

其中矿质养料的含量为 : N l
,

00 0
,

PZo ; 5 9
,

K Zo 斗‘
,

e a o 2 0 0 公斤 / 公顷 :而其中的

有效量仅为 : N 2 9
, p Zo , 1七 K Zo 3 7

,

C a o 1 7

公斤 /公顷
。

因而
,

这里面大有潜力可挖
, T he m lit

z

(1 9 洲)。0J 应用氰氨化钙和石灰于云杉林
,

证明此

两者混施于腐殖质层中
,

可以促进软腐殖质的形

成和林木对养料的吸收
。

然而
,

这个过程需耍几

年才能完成
。

M a y e r 一K r a p o ll (1 9 , 6 )[斗1 ] 认为
,

施

用氨的效果更快和更好一些
。

他用氨水喷射来促

进粗腐殖质分解和软腐殖质形成
,

这个过程只要

几天就可以完成
,

井可使土层的全氮 量 增加 到
3一斗倍

,

氨态氮的含量增至 30 一铭倍
。

瑞典的

施肥经验 [28 〕也表明
,

森林腐殖质层愈厚
,

施 用矿

质氮肥的效果就愈佳
。

这自然是由于施入的矿质

氮吧能使森林腐殖质加速分解的绿故
。

据李昌华的研究(l% 味)[41
,

在我国南方
,

20 一

2 , 年生杉木人工林
,

平均每年的雕落物为 6 , 0一

7 知 公斤 / 公顷左右
,

而分解试验表明
,

一年之后

杉卞叶仅有 知 % 左右分解掉
,

因此在林地上果积

粗腐殖质很多
。

如何促进这些粗腐殖质分解
,

是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

总之
,

利用少量的肥料来促进森林腐殖质的

分解
,

以小肥引大肥
,

是比较经济有效的措施
,

值

得进一步试验研究
。

(二 ) 利用释肥和有机肥料

德国在森林中试种绿 肥
, 已 有多 年 历 史

。

w it tieh (: 9 , o )[‘2 ] 指出
,

德国林分中最常见的绿

肥作物是多年生弱扇豆
,

它在林带郁闭以前可以

生长 6 年
。

另据 W ie d e m a n

(1 9 3 4 ) [4 3] 报道
,

在

云杉林生长的最初 10 年内
,

林地栽植多年生弱扇

豆后
,

能使 20 年生的云杉生长量增加 2一3 成
。

B e ek e r 一D ixlin g e n

(1 9 3 9 ) [4 4 ]指出
,

刺槐可以作为松

林下木
,

以改良土壤
。

H ilf (1 9呼9) [4 5 ] 认为
,

在缺

乏腐殖质的砂土上
,

三叶草比朋扇豆好
。

日本在

林地上试种
“
肥料木

” ,

例如赤松林中杂入染赤杨
,

也有一定效果
。

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早
。

例如
,

南方

农民在利用红壤方面早就有 “根不离土
,

土不离

根
”

的习惯
。

浙江农民早就知道混杂在毛竹林中

的枫香能肥地
,

有助于毛竹生长 [6] ;而营造马尾松

林时也有与枫香混交的作法
。

目前浙江已有在毛

竹林中种黄花首楷的成功经验
,

在油茶林中也引

种过紫云英和猪屎豆
,

有一定的效盆 [5]
。

所有这

些经验
,

都有待总结和推广
。

在林地上应用有机肥料
,

是我国独创的经验
,

最早可以上溯到 1 斗。。年玖前 [1]
。

目前在浙江奉

化石门山区
,

对毛竹林使用有机肥料已达到了生

产的规模
。

他们就地取材
,

在夏季割取青草及灌

丛嫩枝
,

同时养牛上山以收取牛粪
,

然后将上述物

料沤制或堆腐成肥料
。

每年大量使用
,

覆盖成层
,

再在上面压一层土
。

年年如此
,

可使竹林中的这

种土肥间层厚达 20 一50 厘米
,

最厚甚至可达 1 米

左右
。

结果使毛竹大面积丰产
。

1 9 , 8 年的新竹产

量为 1 9 5 ‘年的 4 倍
,

成为全国的林业丰产模范单

位之一
。

我国南方山地草木茂盛
,

在人 口比较参
、

劳动力也比较足的一些山区社队
,

这种办法是可

行的
。

东北林学院帽儿山林塌的资料 [8J
,

落叶松造

林时每穴施入 , 斤泥炭
,
结果使三年生幼树的高

生长增加 3 成
。

东北地区的泥炭资源很丰富
,

所

以这一途径值得进一步试验采用
。

(三 ) 应用基性岩粉

已经有一些国家试用基性岩粉作 为林木 肥

料
,
这可能是在林业生产上开辟肥源的一个办法

。

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在这方面的工作 做得 比 较

多
。

据 N 芭m e e

报道 (1 9 , 6 )[川
,

在贫清的酸性的

冲积土
、

灰壤
、

铁矶上和潜育上上
,

粗玄武岩粉
、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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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岩粉和辉长岩粉等
,

对增加林木生产量有相当

大的效果
,

井且能使以前生长过阔叶树的地方重

新成为阔叶林
。

土壤分析表明
,

岩粉的分解物逐

渐琳溶到相当深的地方
,

可以引起硬结层软化和

进一步分解
,

井且使过强的酸度矫正至 p H S 左右

(K C I悬液 )
。

同时
, N 任m e c

(1 9 5 6 ) 还曹经作过如

下试验哪〕: 在酸性土壤上
,

施用玄武岩粉和辉绿

岩粉
,

成功地使水青圆和锻树在 3一乡年内恢复结

实能力
。
由此可见

,

基性岩粉在酸胜土集上是一

种有效的肥料
。

我国浙江丘陵地区的农民
, 已经有使用紫色

页岩风化物来改良红集的经验
。

南方山区的土壤

很酸
,

盐基饱和度很低
,

但玄武岩的分布却比较

广
。

基性岩粉是否可以作为林木的肥源 (特别是

在速生林和粮食
、

油料木本化方面)
,

值得考虑果

纳
。

不过
,
由于基性岩粉中的矿物都是难溶性物

质
,

因此
,

在中性
、

碱性土壤上是无效的
。

(四) 在不夏生境上以肥料帮助幼苗成林

农业上不能使用的士地
,

大都用于营造森林
,

而其中有些是非常负清的
。

在这些不良生境 上
,

如果不作特殊处理
,

就很难建立起森林
。

在这种

条件下
,

有时施肥是重耍的营林措施之一
。

从世界各国的文献来看
,

在不良生境上磷肥

特别重耍
。

例如
,

根据 s r o a : e
(1 9 , , )[

2 5 ] 报道
,

在澳大利亚西部砂地上的 1 8 , 0 0 0 亩法国海岸松

(Pi ”
‘ 娜“““) 的生长

,

就完全是靠过磷酸钙维

持住的 ; 没有这种肥料的地方
,

树木就萎缩起来
,

在 。
.

9一 1
.

2 米高时就死亡
。

比利时的试验 [47 J也

证明 (1 9 , 斗)
,

在贫清地造林前施加少量磷肥
,

就能

够促进林木生长
。

苏联在砂地上营造落叶松林时

(2 9 5 7 )[
2 11 ,

也特别强调磷素 的 作 用
。

M c C o m b

(1 94 9 )[3z 」在美国的试验证明
,

刺槐对磷肥反应很

强
,

因此
,
如果耍利用刺愧来迅速复被沟壑和裸露

的心土
,

造林时需施磷肥
。

我国在华南砖红壤化

土地区的造林试验也表明
,

磷肥对根系有重大的

影响
。

从上述资料可以推测
,

在我国南方缺磷的红

攘荒山上
,

磷肥在造林方面可能有互大作用
。

而

南方有许多磷矿
,

其中不符合工业要求的矿石
,

是

否可以用于林业
,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

此外
,

在东北砂地上营造樟子松
、

油松林时
,

常在定植穴中施入泥炭
,

造成间层
。

由于改善了

水分和养分状况
, 3 年内就使得幼树生长加速 4

成到 5 成
。

在沙荒地区泥炭的资源很丰富
,

可以

就地取材
。

所坦
,

这个办法也是可行的〔9J
。

(五 ) 应用微量元素肥料
s‘o a ‘e

(1 9 5 , )报道 [2 5) ,

在澳大利亚林业中应

用锌很有效
。

澳大利亚有些地方的辐射松 (p i洲
、

。击。召

)常常梢枯
,

以致不能成材
,

甚或因而致死
,

喷射或施入锌盐能矫正这种病症
。

在某些 试 验

中
,

甚至把涂锌盐的钉子打入树千中
,

也有效果
。

有些地区 已经把锌肥作为造林标准技米 措 施之

一
。

在一个试验中
,

锌肥处理地区在 州 年时的间

伐量已达 l ,

00 0一 1 , 2 50 立方米
,
而未处理的对照

区则仅为上述数量的一半左右
。

在苏联莫斯科地区
, 5 年生桦木由于施入 M n

肥
,

生长量增加了 50 %
, 5 年生云杉对 B 和 M n

的

反应也很强 [22 J
。

Ill
K o 几、H H ‘ 等(l , , 7 ) [2 2 ]曹报道 : 在美国佛罗

里达大量引种油桐时发现
,

在不久前砍伐了森林

的土缓上
,

油桐长得很好
,

而在相邻的
、

前作为玉

米或棉花的地段上
,
油桐却生长得很坏

,

往往在一

两年内就死亡
。

原因在于
,

砍伐了森林的土壤中
,

还留有枯枝落叶层
,

其中富含微量元素
,

但在玉米

或棉花地里则缺乏有效态锌
。

美国的柑桔
、

薄壳

山核利匕等
,

也常有缺锌的病害发生
。

因而
,

那里锌

肥的重要性不亚于氮肥
。

在达方面
,

我国也作了一些工作
。

崔 征 等

(1 96 4 )[10 J调查了京津地 区果木缺铁的情况
,

初步

肯定了石灰性土壤上对苹果树喷 施 Fe so
; 有 效

。

刘铮等 (1 96 的〔川 在浙江黄岩的试验表明
,

胡
、

锰
、

锌肥对柑桔的产量有良好的影响
。

朱淇等

(1% 4 )[12 1 用硼
、

锰
、

铜
、

锌
、

拍喷射棕壤上的一年

生加拿大白杨和落叶松
,

发现在不同程度上都有

促进生长的作用
,

特别是钥和铜对落叶松的效应

最显著
,

使这种幼树的新增高几乎增加一倍
。

但

是对黄壤上的二年生杉木喷射上述元素则 无 效
。

1 9 5 8 年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曹 试 用 硫

酸亚铁溶液进行注射
,

治愈了悬耸木的黄化病 [13 」
。

陈贻金等(1 9 5 8 )[14 」督对钻天杨喷射微量元素
,

发

现硫酸锌使高生长增加 1 斗% ,

硫酸亚铁则增加为

17 % ;硫酸锌使树木发根数量增加 郊%
。

彭幼芬

(1 % 。)[15 」用硫酸铜
、

胡酸铁
、

硼酸
、

高锰酸钾等处

理擦木种子
,

发现能提早 4 天发芽
,

发芽率提高
。

·

34 一 1
.

6 斗倍
,

井且促进了幼苗生长
。

考虑到如果能对症下药
,

微量元素可能产生

互大的效果
,

成本小而收获大
,

因而
,

达方面也有

进一步研究的必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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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以农肥养林木

农林间作
,

以农肥养林木
,

在我国已有悠久历

史
。

清乾隆年间编纂的 《 授时通考 》 ,

就已经明

确地记下这方面的经验
。

例如种千年桐
,

书中写

道 : “
仍要种豆

,

使之二物争长
。”

[16 」我国南方农

民营造杉林时
,

多数是混农作业的
,

一般在造林前

先炼山
、

整地
,

造林后的最初 2一3 年间种玉米等

农作物
,

每年中耕施肥
,

玉米收获后也多是真捍还
田的

。

这样既对林木施了肥
,

又收获了农产品
,

因

而是切实可行的
。

方奇等(1% 0 )[17 ] 总结了福建
、

浙江
、

江西等地的经验
,
证明间作可使移木高生长

为不间作的 1一 4 倍
,

是一种高度集约的经 营 方

式
。

在油茶和油桐幼林方面
,

也有类似的 情况
。

浙江南部的农民还有在杉木幼林内间种特殊的纤

维作物水营花 (E d g e留o r , 左ia c乃, , , a 。 , 人a L in d x
.

)

2一 3 年的习惯
,
由于杉木幼树不换叶

,

而每年水

葛花的落叶很肥沃
,

因而也有利于杉木的生长比几

西欧在栽培杨树时
,

也有农林间作的习惯
,

他

们也对间作地使用肥料
,

获得良好的效果
。

由此可见
,

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汰
。

当然
,

其中

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

例如耕作施肥方法
、

间种年

限
、

间种方式
、

水土保持等
,

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和

总结
。

不过
,

一般来说
,

对于幼林都有较好的效

果
,

这是可以肯定的
。

综上所述
,

林木施肥是有发展前途的
。

但是
,

目前在这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脱离生产
、

脱离实

际的烦向
。

w il de 在 l % 1 年曹指出了其中的一

个方面
,

他说
,

世界各国的林木施肥文献之所以脱

离突际
,

原因在于搞林业的和搞土壤的人各搞一

套
,

由于相互不熟悉对方业务
,
因而得出来的成果

是片面的
,

甚或错改的 [z3 ]
。

然而
,

w il de 没有能

够了解到劳动人民的智慧
,

没有了解到 自然科学

知识归根到底来源于兰红七斗争
。

从上面的总结中

我们可以看到
,

绝大多数切实可行的办法都是农

民的生产经验
。

由此可见
,

耍研究林木施肥问题
,

必须是林业工作者
、

土壤工作者和林业工人或林

农三结合
,

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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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本刊第 13 卷第 1 期 89 一 90 页中所有
“

构溶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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