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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树是一种高产高价值的树种，成材率比较高，在

当前我国人工造林中广泛推广。尤其是在我国广西壮族

自治区林业发展的过程中，对桉树人工造林技术研究已

经非常成熟，许多林场依靠桉树发展特色林业经济。以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博白林场为例，该林场在发展的过

程中，就非常重视桉树人工造林发展。近些年，该林场

一直以高效造林技术研究为目标，针对桉树人工林栽培

技术、施肥技术等进行研究，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桉树造

林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林场桉树造林现状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林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

市博白县，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是广西壮族自治

区林业局直属国有大一型林场。林场经营总面积 75万

亩，其中场内林地 48万亩，场外林地 27万亩，活立木

蓄积量 304 万立方米，年产商品材 20万立方米以上。

2021 年实现总产值 10.4 亿元，营业收入（不含土地价

值）6.5亿元，净利润 2988万元，资产总额 32.99 亿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林场一直都在发展林业，桉

树、马尾松以及湿地松是比较常见的树种，对于该地区

林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2019 年以来，广西国有博

白林场亩单产量达 15m³以上为目标，大力实施森林质

量提升工程，培育桉树精品林。根据调查，两年生桉

树平均胸径 237.5px，平均树高 13.5m ；三年生桉树平

均胸径 300px，平均树高 16.5m ；四年生桉树平均胸径

337.5px，平均树高 18m。排除客观因素，预计造林 7a

后亩单产量达 15m³以上。3年期间桉树精品林面积达

14.5 万亩。

通过上述博白林场桉树造林现状可见，该林场桉树

造林过程中，产业逐渐发展，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尤其

是在桉树造林施肥技术研究方面，提出了桉树人工造林

高效施肥技术，同时也根据经验分析，总结桉树造林实

施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在进行桉树人工造林的过程中，

施肥技术应用非常关键，对于桉树造林有非常关键的

浅析桉树人工林高效施肥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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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但是在施肥技术应用方面还存在问题，影响到桉树人工林造林。因此，桉树人工造林还需要优化施肥技术，确保施肥合理，更能够提升施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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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肥技术问题分析

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施肥技术研究发现，高效施

肥技术应用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影响到施肥效果，不利

于桉树造林发展。以下是对桉树造林过程中，比较常见

的施肥技术问题进行分析。

（一）施肥技术不够规范

个别林场桉树人工林施肥的过程中，施肥不够规范

化，未建立明确的施肥技术体系，施肥量、施肥方法、

施肥种类不够规范。原因是林区内缺少桉树种植经验，

对规范化施肥不够了解，导致施肥受到影响。如，施肥

的过程中，经常出现施肥量不足、施肥过量、施肥种类

不合理等问题，也会出现遗漏施肥的问题，严重影响到

施肥应用效果。如果施错肥，甚至可能导致桉树生长效

率较差的问题，严重影响到桉树生长。

（二）施肥缺少科学依据

个别林场进行桉树人工造林过程中，存在桉树施肥

不科学的问题。桉树生长对氮、磷、钾肥料需求量最

大，同时对钙、镁以及锌等微量元素也有所区别。但

是，部分林区施肥过程中，仅仅施用氮、磷、钾等大量

元素肥料，配方中缺少微量元素，或者微量元素施肥效

果较差，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桉树生长，缺少微量元

素也容易导致桉树出现病虫害问题。

（三）桉树施肥过于依赖化学肥料

桉树施肥过程中，过量使用化学肥料，从而给人工

造林造成诸多影响。研究发现，桉树施肥过程中，大

量使用化学材料，有机肥料使用比较少，生物性化学研

发使用比较少。导致化学肥料大量应用造成桉树生长影

响，不利于桉树生长。化学肥料增加，容易造成环境污

染，影响土壤肥力。研究发现，桉树造林过程中，氮肥

易转化为氨气挥发散失，磷肥易被土壤固定，钾肥易被

雨水淋溶流失，肥料利用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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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林场施肥技术研究

桉树人工造林过程中，肥料应用起到重要作用，如

果肥料使用不合理，将会给桉树造林造成严重的影响。

广西国有博白林场是自治区林业局直属国有大型林场，

正处级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是全国林业第一个开展空间

规划的单位和全区第一个开展机械化、智慧林场和林业

工业互联网的区直林场。该林场在施肥技术研究方向，

有着成熟的经验。因此，本文研究高效施肥技术，以博

白林场施肥技术为研究对象。以下是对广西壮族自治区

博白林场施肥技术进行研究，总结林场施肥技术要点，

保证施肥达到良好的作用。

（一）标准化施肥技术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林场发展桉树人工林产业已经

取得良好成功，桉树高效造林施肥技术也非常成熟，该

林场已经形成了标准化施肥技术，施肥量、施肥种类、

施肥方法非常标准，根据林地实际情况进行轻微调整，

就能够提升施肥效果。以下是对其标准化施肥技术进行

研究。

1.标准施肥技术。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林场

的桉树人工林造林技术进行研究发现，人工造林标准化

施肥技术主要包括基肥和追肥，根据人工造林不同情况

合理进行施肥，有利于桉树良好生长。

①桉树更新造林追肥。桉树幼林第一次追肥在定植

60d之后，追施无机混合肥料，按照 0.5kg/株用量追肥

即可；第 2 ～ 6年生桉树进行施肥时，分别于头年 12

月至当年 5月开始追肥，追肥采用无机复合肥料，按照

1kg/株用量进行施肥。

②萌芽林进行追肥。追肥的过程中，采用先要对林

地进行清理，清理多余杂草，并且在定萌后开始进行

追肥，按照 1千克/株用量施放有机肥。第 2 ～ 6年生

桉树进行施肥时，分别于头年 12月至当年 5月开始追

肥，追肥采用无机复合肥料，按照 1千克/株用量进行

施肥。

通过先进技术经验总结发现，桉树生长过程中，桉

树施肥还需要在合理时间完成。如，一般情况下施肥 12

月 1日起至次年 5月 31 日止，6月 1日至 11月 30 日暂

停追肥，场内严禁施冬肥。

2.标准施肥方法。

①植苗更新造林进行追肥的过程中，在距离植株侧

下方（水平线与施肥点线夹角 15°左右）分左、右两边

距离植株 20cm（一般于沿树冠滴水线外）挖施肥坑，

要求按照 20cm、15cm、15cm（长宽高）挖掘，每坑施

有机无机复混肥 0.25kg，确保施肥高效完成。施肥完成

后，对散落到林地的肥料包装袋进行清点，统一运输，

有效避免污染问题，同时做好流向台账记。

②萌芽林沿山体等高线进行施肥。整个施肥的过程

中，第一年在树冠滴水线左、右侧挖坑施肥。第 2～ 6

年进行施肥的过程中，尽量避开上一年施肥的位置进行

施肥，要求设置 30cm、20cm、20cm（施肥坑），坑内施

肥完成后，用地表土轻轻覆盖。施肥完成后，对散落到

林地的肥料包装袋进行清点，统一运输，有效避免污染

问题，同时做好流向台账记录。

（二）科学施肥技术研究分析

桉树种植高效施肥技术还应该完成无污染施肥，传

统施肥过量，施肥中化学肥料过多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

到桉树生长。

1.测土匹配方施肥技术。当前，为解决桉树造林中

施肥不合理的问题。当前，桉树造林过程中，开始应用

测土配方技术进行桉树施肥管理。林地测土配方施肥是

以土壤测试和田间试验为基础，根据林木需肥规律、土

壤供肥能力和肥料效应，提出氮、磷、钾及中、微量元

素的施用量。通过试验研究明确优质适产条件下的林木

需肥总量，林木需肥总量减去土壤供肥总量即为目标用

肥量。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实施可有效地防止地肥力衰

退，保护林地生态环境，达到林木速生高产的效果。

测土配方技术应用主要是为了确保桉树施肥与桉树

土壤和桉树生长情况保持一致，桉树施肥过程中，各项

技术应用达到良好的效果，有利于提升桉树施肥质量。

2.应用新型肥料。传统桉树造林实施过程中，桉树

施肥效果比较差，长期使用单一肥料，造成施肥化学污

染问题，影响到施肥效果。因此，桉树高效科学施肥技

术应该采用新肥料，减少施肥过程中的污染问题。

研究发现，当前桉树人工造林过程中，开始应用桉

树专用肥料，桉树专用肥是专门根据桉树生长而制作

的专门肥料。该肥料中不仅含有氮磷钾等主要元素，同

时也含有镁、锌以及水溶性钙等多种元素，满足桉树生

长过程中对养分的需求。研究发现，桉树专用肥中氮、

磷、钾的肥料比为 15 ∶ 5 ∶ 15，材料中镁、锌含量也

超过 0.1%，能够为桉树生长提供良好的养分。

另外，针对化肥材料的污染性，现代桉树栽培管理

过程中，已经开始应用新型生物性肥料，生物性肥料

中包含有机质、有效菌、中微量元素等多种元素，在桉

树人工造林中应用，不仅能够有效解决技术问题，更能

够防止桉树造林时大量使用化学药剂对桉树造林造成影

响。例如：某桉树化肥针对桉树幼林期成活、生长养分

需要而配制生产的专用微生物基肥，并按标准添加了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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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硼、锌、铜微量元素，还添加了经过充分发酵和灭菌

的鱼粉等生物有机质，营养充分全面，是培育高产桉树

林的优质基肥。研究发现，该化肥材料具有良好的作

用，肥料中的生物活性因子，有效抑制 30多种植物病

虫害，降低肥料投入，提高产量、品质和效益作用，实

现真正“药肥”双效作用。

四、广西博白林场桉树高效施肥技术研究以及

发展对策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林场在发展的过程中，非常重

视高效施肥技术研究和发展，该林场近些年一直致力于

新技术研发，希望能够通过高效施肥技术研究，优化施

肥效果，确保施肥良好发展。

（一）高效施肥技术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林场为了对高效施肥技术进行

研究。该林场进行了技术试验研究，采用巨尾桉DH32-

29 为研究对象，对华沃特、正桉、桉宝、林化公司、绿

拓肥、桉胜丰 6种桉树专用肥料进行了应用对比。在技

术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针对一年生桉树追肥和生长进行

对比发现，采用正桉促进桉树树高生长的效果最佳，施

加桉宝的性价比最高；在桉树树龄为 1.0 ～ 1.3a时，

施加华沃特促进桉树树高生长的效果最明显且性价比最

高。由此可以推断，在桉树造林的过程中，采用以上两

种肥料进行高效施肥，更能够促进肥料应用良好，提升

肥料施用效果。在进行施肥的过程中，选择华沃特或

者正桉作为主要肥料，更有利于促进桉树人工林良好

生长。

（二）高效施肥技术推广

桉树人工林高效施肥技术应用过程中还存在问题，

代表桉树造林施肥技术还未实现标准化普及，导致桉树

造林受到影响，也影响到桉树造林应用效果。实际上，

进行桉树造林的过程中，需要对高效施肥技术进行推广

研发，助力技术应用升级，使施肥技术应用得到全面化

普及，防止部分地区出现施肥技术不标准，影响桉树生

长的问题。

1.强化高效施肥技术推广。技术推广是指在范围内

对技术应用进行宣传、使各林场以及相关人员对技术有

所了解，了解后能够确保合理应用技术。当前，虽然我

国广西壮族自治区许多林场已经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了桉

树标准化施肥技术，但是也有部分地区桉树施肥技术落

后，导致施肥效果受到影响。针对此种情况，要求现代

桉树种植过程中，应该全面推广高效施肥技术。推广过

程中，可以通过新型技术方式进行施肥技术推广，包括

技术下乡、技术指导、网络宣传等多种形式的施肥技术

宣传。

高效施肥技术应用的过程中，可以应用网络媒体进

行高效施肥技术推广宣传。宣传时，桉树造林技术推广

部门在网络中设置技术推广公众号、定期在公众号内发

布桉树种植、施肥、新肥料等技术视频，林区为配合建

设也要求工作者定期对公众号的技术内容进行学习，了

解先进高效施肥技术，通过反复不断的技术学习，不断

提升桉树高效施肥技术经验。

2.注重高效施肥技术研发。目前，我国大力推广桉

树种植，而面对桉树高效施肥存在的技术性问题，本文

更应该优化发展，针对性解决技术问题，对高效施肥技

术进行研发。如，上文中发现，部分地区已经开始研发

新型桉树肥料，并取得良好应用。因此，现代桉树种植

的过程中，应该注重桉树高效施肥技术研发。各林场都

应该为技术研发提供资金、人力、创新研发新型施肥技

术，解决化学施肥等顽固性问题，为桉树种植发展打好

基础。

例如，当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正在大力开展桉树施肥

技术研究，包括对施肥技术体系的创新研究等内容。

如，博白林场在近些年的桉树人工造林时，开始采取精

品桉树种植技术，包括研发新型施肥技术。该林场桉树

人工造林时开展了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建立精准配肥施

肥技术体系，解决了土壤酸碱度高、有机质含量低问

题，创造有利于林木生长的条件，以保证目标产量的

实现。

五、结束语

通过本文研究发现，桉树人工造林时，高效是施肥

技术是根据林地情况进行施肥，施肥用量、方法以及时

间都需要按照标准化完成。另外，研究发现，桉树人工

林施肥还存在有施肥数量不精、化学肥料影响大、肥料

应用效果差等多项问题，在施肥技术研究时，可以采用

新肥料研发、标准化技术推广等方式解决问题，保证施

肥工作完成良好，提升施肥技术应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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