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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施肥方式和施肥量对桉树生长效应的影响研究

杨　强

沈阳农业大学林学院　辽宁沈阳　110866

摘　要：在林业生产领域，桉树因其迅猛的生长速度和卓越的生产能力而备受瞩目。但如果要充分发挥桉树的生长潜能，

要设计有效的施肥策略。不同的施肥方法和施肥量，对桉树养分摄取与利用效率产生直接影响，更关系到其成长速率、木

材的品质，甚至是整片林地的生态平衡与经济效益。因此，研究各种施肥方式和量度对桉树生长效果的影响，对于引领桉

树种植技术、提高林业的整体生产效益，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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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树以低成本投入、稳定的风险控制、迅速的成效展

现及显著的经济效益，已成为绿化荒山工程中的优选树种。

为确保桉树造林项目的长期效益，必须从桉树幼林的栽培管

理这一环节入手。对此，探索并确立高效的抚育方法，通过

科学实验，将对比分析各种抚育方式对幼林桉树生长的具体

影响，筛选出最佳的抚育策略，从而为桉树幼林的健康成长

提供有力支持。这一过程是对抚育技术的探索，更是对提升

桉树造林整体效益的重要保障。

1. 桉树的概述

桉树是桃金娘科的一种代表性常绿乔木，在我国木材

产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性源于其在家具、建筑等

多个行业的广泛应用，在化学工业、纸浆生产和能源领域也

发挥一定作用。正因为如此，桉树的经济和应用价值备受推

崇，引发大规模的种植趋势。但这种价值的提升也产生一系

列问题。回顾过去二十年，特别是 2001 年至 2011 年这十年间，

广西地区的桉树种植经历迅猛扩张，但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

种植规划，盲目地扩种导致桉树人工林土壤养分迅速消耗，

造成土壤肥力降低、地力衰退等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广西

国有黄冕林场，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气候条件，成

为广西地区桉树产量和经营效益的佼佼者。在近期开展的桉

树人工林土壤肥力检测与评价工作中，黄冕林场再次展现卓

越的管理水平，林场对 135 个土壤样点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

结果表明，该林场桉树人工林的土壤 pH 值稳定在 4.39 到 4.64

适宜范围内，有机质含量也维持在 21.97 到 39.46 克千克的

理想水平。土壤肥力达到Ⅰ级的优质区域主要集中在林场的

北部，尤其是洛清江分场和板勒分场的部分区域。

2. 培育桉树的重要意义

2.1. 有助于维护我国木材的安全

目前，我国桉树木材市场主要依赖进口，这种高度依

赖外部市场的状况不仅会增加资源战略层面的不确定性，更

会带来国际贸易摩擦。因此，通过在国内大力培育桉树，能

有效减轻对国际木材市场的依赖程度，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国内木材供应紧张状况，这对于稳固国家木材安全、降低外

部风险影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2. 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

桉树以快速生长和高产特性而闻名，通过广泛推广桉

树种植，并实现其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不仅能积极响应国

家绿色发展的战略要求，更可以显著提高区域绿化水平和森

林覆盖率 [1]。与此同时，大规模种植桉树还有助于调节和改

善地方气候，进一步推动生态环境的整体优化。这不仅能创

造显著的经济效益，更能确保生态效益的提升，也彰显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理念。

2.3. 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桉树林因显著的经济效益备受关注，但这种效益的背后

也伴随着相对较高的投入成本，每亩桉树林的启动资金大约

需要 2,000 元，这笔费用包含多个方面，从土地租金、土地

的前期整治（如，清除荒地、炼山准备）到种植前的土壤处

理（包括挖穴、回填），再到苗木的购买与运输，以及后续

的施肥、除草、修枝等一系列管理活动。另外，定期的间伐

作业和长期的林地管护也是成本中重要组成部分。当以 7 年

作为桉树的一个完整生长周期来考量时，可以发现其年均生

长量非常可观，达到每亩 2 立方米的水平。因此，在整个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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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每亩的蓄积总量能累积到 14 立方米。如果按照 78%

的出材率进行计算，那么在一个生长周期内，每亩的桉树林

便可产出近 10.92 立方米的可用木材。考虑到桉树木材在市

场上的售价稳定在每立方米 700 元左右，尽管桉树从种植到

成材需要一段时间，但通过管理与科学培育，最终的经济效

益比较显著。特别是在近年来，随着我国对桉树木材需求的

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开始从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而

科学的种植方法能提升木材的产量与质量，还可以有效地促

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为桉树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

力的支持 [2]。

图 1：桉树林

3. 不同施肥方式和施肥量对桉树生长效应的影响

3.1. 生长速度的影响

不同的施肥方式与肥料用量对桉树的生长速率具有显

著影响，在桉树的培育过程中，采用分期施肥与深层施肥，

能确保桉树在各个生长阶段得到良好的营养支持，提高其生

长速度。在桉树幼苗阶段，适量施用氮肥可以有效促进其叶

片与枝条的繁茂，为后续的快速生长奠定坚实基础；而在桉

树进入速生期以后，要适时调整磷钾肥的比例，有助于树干

增粗，提升木材品质。同时控制施肥量，过度施用肥料，特

别是氮肥过量，会导致桉树根部受损，出现“烧根”现象，

影响整株树木的水分与养分吸收能力。在极端情况下，还有

可能引发桉树的异常生长，如徒长、枯梢等，导致枝干细长

脆弱，抗风能力下降 [3]。相反，如果施肥不足，无法满足桉

树正常的营养需求，导致生长迟缓，生产力下降。因此，在

规划桉树的施肥方案时，要考虑多种因素，如桉树生物学特

性、土壤肥力、当地的气候条件等。例如，在土壤养分贫瘠

的区域，要通过增加施肥次数和施肥量补充土壤中的不足，

促进桉树健康生长；而在土壤肥沃的地区，应适当减少施肥

量，避免造成资源浪费，对环境产生污染。

3.2. 抗病能力

实际上，恰当的施肥措施有助于桉树茁壮成长，更能提

升对抗病害的能力，通过科学施用有机肥和微量元素肥料，

能大幅度优化土壤生态环境，增加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的多样

性，为桉树提供更全面和均衡的营养支持。这种综合营养供

给方式能进一步强化桉树的内在免疫系统，提高其对外来病

原体的抵御能力。例如，在特定种植区，周期性地施用富含

锌、铜等微量元素的肥料已被证实能增强桉树对真菌性病害

的抗性。施肥不当同样也会对桉树的病害抵抗力造成不利影

响，过量施用氮肥，尽管在短期内会刺激桉树的快速生长，

但长期连续施用会导致桉树叶片变得过于嫩绿，更容易引起

病虫害。另一方面，如果肥料施用不足，会导致桉树因营养

不足而免疫力下降，对病害的自然抵抗力也会减弱。因此，

在制定施肥方案时，必须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如土壤类型、

当地气候条件、及桉树所处的生长阶段等。在病虫害易发季

节，可以适当增加磷钾肥的施用比例，由于这类肥料有助于

提高植物的抗逆性，更能进一步增强桉树的病害抵抗能力。

3.3. 环境适应性方面的影响

施肥方式与肥料的施用量，对桉树在不同环境中的适

应性有着显著的影响。由于桉树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对肥料

的需求与反应模式各不相同，因此要制定准确的施肥计划，

增强桉树的环境适应性。干旱地区，通过提高钾肥的施用比

例，可以有效地提升桉树的抗旱能力。钾肥能帮助桉树调节

体内的水分平衡，稳定细胞膜结构，从而在干旱条件下保持

较高的生理活性。对于盐碱地，要采用不同的策略，使用硫

酸铵等酸性肥料，减轻土壤盐碱度对桉树生长的不良影响，

这种肥料能有效地中和土壤碱性，能为桉树创造一个更适宜

的生长环境。不恰当的施肥也会导致一系列环境问题，过度

施肥会破坏土壤的自然结构，造成土壤板结、通气性变差，

甚至引发土壤盐碱化。这些问题都会严重影响桉树根系的生

长与功能，影响整株树的水分和养分吸收，最终降低对环境

的适应性。因此，在制定桉树的施肥计划时，必须考虑其生

长环境的特性，包括气候、土壤类型、及可能面临的环境压

力，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施肥策略，才能确保桉树健康茁壮

地成长，且有效地适应各种复杂多变的环境条件。在这样的

前提下，不仅能保障桉树的生态效益，还可以实现经济效益

的最大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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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施肥对桉树产量的影响

3.4.1 不同施肥处理下桉树蓄积量的比较

在探究施肥如何影响桉树产量时，要先注重不同施肥

策略对桉树蓄积量的影响。蓄积量是衡量树木生长潜力的重

要指标，能直观地反映出施肥措施的效果。通过对比分析各

种施肥方案下的桉树蓄积量数据发现，采取恰当的施肥策略

能进一步提升桉树的蓄积量。尤其是那些注重养分均衡供给

且施肥量适中的方案，更有助于促进桉树树干的增粗和树冠

的扩展，能增加整体蓄积量。反之，不恰当的施肥方法或肥

料施用过量，都会对桉树的正常生长产生不利影响。尽管肥

料是植物获取养分的必需来源，但一旦施用超出合理范围，

会扰乱土壤内部的生态平衡，导致盐分在土壤中过度累积，

阻碍桉树根系对水分和养分的正常吸收，甚至引发根系的灼

伤，对桉树的健康生长产生直接威胁。而肥害现象的表现不

应该只局限于桉树叶片的黄化和枯焦，更要注意的是，会降

低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减少有机物质的合成与积累。这一

系列连锁反应最终会导致桉树的生长速率下降，木材蓄积量

大幅度减少。且在极端的情况下，肥害还会引发桉树的死亡，

对林业经济造成难以预估的损失。

3.4.2 施肥对桉树出材率的影响

除了对蓄积量的影响以外，施肥还直接关乎桉树的出

材率。出材率作为衡量木材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受多种因

素共同影响，其中施肥策略的选择尤为重要。通过对比不同

施肥处理下的桉树出材率数据发现，合理的施肥措施能进一

步提高桉树的出材率 [5]。这是因为恰当的施肥能满足桉树在

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有助于树干保持通直、减少节疤

和裂纹等不良特征的出现，从而提升木材的整体质量和利用

率。但过度施肥或施肥不均衡则会导致木材生长速度过快、

内部结构疏松或产生其它质量问题，还有助于降低出材率 [6]。

因此，在桉树的栽培管理过程中，必须重视施肥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确保在提升蓄积量的基础上，也能实现出材率的最

大化。

4. 桉树人工林培育中的施肥策略及其效果

在人工造林实践中，施肥策略对林木的生长状况起着

决定性的影响，通过策划的施肥方案，可以有效地促进林木

的茂盛生长，保障整个林分的优质发展。例如，对于桉树的

研究，系统探究几种施肥方法，并对它们的效果进行详细的

对比分析。经过研究结果表明，各种施肥方法都能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桉树的生长。但随着桉树生长年限的递增和施肥方

式的不同，其促进效果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桉树栽植后

的前两年，采用追肥撒施的方式能进一步加速桉树的生长速

度 [7]。但当桉树进入第三年生长周期时，该方式的促进效果

会逐渐减弱。与追肥撒施相比，基肥穴施在桉树生长初期的

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但从第三年开始，基肥穴施的效益逐渐

凸显，成为推动桉树健康生长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追肥

沟施在效果上与基肥穴施存在相似之处，但实际操作中，基

肥穴施展现出更突出的优势。而在桉树的培育实践中，将追

肥沟施与基肥穴施结合在一起，不仅能高效保护土壤养分，

还可以提升桉树的生长质量。当然，在选择具体的施肥方式

时，必须充分考虑当地的土壤状况、气候条件及桉树的生长

习性等。桉树以快速生长的特点而广受关注，因此，在幼林

期，对肥料的需求尤为迫切。选择恰当的施肥方式对于提高

桉树的生长速率具有重要的作用。另外，随着桉树生长周期

的不断推进，其养分需求也会逐渐演变。因此，在施肥管理

角度，必须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进行探究，了解桉树的生长

习性与需求变化，不断优化、调整施肥方案，更准确地识别

桉树在各个生长阶段的具体养分需求，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

肥料选择和定量投放。而提升施肥的准确性，是为避免肥料

的无谓损耗，更体现对桉树生长环境的精细化管理。这种管

理方式能确保桉树在生长的重要时期获得充足的营养补给，

从而实现健康、迅速地成长。

结束语：

总而言之，经过对不同施肥方式和施肥量对桉树生长

影响的研究认识到，施肥策略在桉树栽培中的作用，通过对

比分析，揭示出施肥方式与量度对桉树生长速率、木材蓄积

量及品质的重大影响。科学的施肥计划不仅能加速桉树的成

长，更会显著提升木材的产出率和综合品质，以此来符合市

场对优质木材的需求。这既为桉树的合理施肥提供坚实的理

论支持，也为林业实践人员提供更明确的操作指南，帮助他

们更准确地制定施肥策略，实现桉树人工林的高效管理和可

持续发展。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将进一步拓展这一研究领

域，探索更多促进桉树生长的施肥方案，来推动我国林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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