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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含水量对秸秆分解的影响及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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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采用秸秆与土壤混合培养的方法, 研究了秸秆分解时对土壤含水量的需求以及土壤水分的动态变

化。结果表明, 土壤含水量主要影响秸秆前期的分解, 在土壤含水量为 20. 0% 和 15. 0% 的条件下, 秸秆分解率在第

10 天分别为 30. 73% 和 14. 01% , 在第 60 天分别为 52. 90% 和 43. 20%。同时, 秸秆在分解过程中可以释放出水分,

从而提高土壤含水量, 并使之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加入秸秆组的土壤含水量在第 50 天比对照组高出 5. 41% ,

说明秸秆还田的保水、增墒作用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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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水分状况影响着土壤中每一个物理化学和

生物过程的进行, 当然也影响到秸秆还田后的分解

速度。秸秆分解过程的化学本质是植物光合作用的

逆反应[1 ] , 由于反应中会产生二氧化碳和水分, 因

此, 秸秆分解过程势必影响到土壤的水分变化。一般

试验认为, 秸秆还田可以减少土壤蒸发、蓄水保

墒[2, 3 ] , 但对秸秆还田可以增墒[4, 5 ]、造水的机理却很

少涉及。本研究通过对秸秆在土壤中进行分解的培

养试验, 比较不同的土壤含水量对秸秆分解速度的

影响, 同时测定了秸秆分解过程中土壤含水量的动

态变化。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材料

　　供试土壤为关中土娄土。1998210 初采自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农作一站。采集 0～ 25 cm 耕作层土壤,

风干后除杂、破碎, 过 2 mm 筛备用。土壤容重为

1. 30 göcm 3, pH 8. 02, 有机质 13. 65 gökg, 全氮

0. 91 gökg, 速效磷 26. 23 m gökg, 速效钾 129. 43

m gökg。

供试秸秆为当年玉米秸秆, 晒干后粉碎备用。

1. 2　试验方法

先用架盘天平称取质量约为 60 g 的土样和 4 g

的秸秆粉, 再分别用 1 m g 感量的分析天平准确称

量, 然后装入塑料口杯中。每杯加入 0. 8 g 碳酸氢

铵, 混合均匀, 按试验设计加入额定水分, 杯口加盖

塑料薄膜, 置温度为 18 ℃的恒温箱中进行培养分解

试验。

1. 3　试验处理

土壤含水量试验设 4 个水分处理组, 即土壤含

水量分别控制为 22. 5% , 20. 0% , 17. 5% 和 15. 0%。

试验周期为 60 d, 每隔 10 d 各处理组取出 3 杯测量

秸秆的分解率。不加秸秆粉的作为空白土样称重, 计

算空白土样的损失重量。试验共有 4 个水分处理组,

6 个取样时间点, 每点重复 3 次, 总共为 72 个杯次。

土壤水分动态变化试验设加入秸秆粉 (秸秆组)

和不加秸秆粉 (对照组) 2 组。试验开始时, 土壤含水

量均控制为 22% , 试验周期为 60 d, 每隔 5 d 各组取

出 3 杯测定土壤含水量。试验共设 2 个处理组, 12

个取样时间点, 每点重复 3 次, 总共 72 个杯次。

1. 4　分析方法

土壤含水量按照 105 ℃烘干法进行测定[6 ]。

秸秆分解率及剩余率的计算:

t 时间秸秆分解率ö% = ( (初始样品总重 - t 时间样品

总重- t 时间空白土样失重) ö加入秸秆粉重量) )×100%

t 时间秸秆剩余率ö% = 1- t 时间秸秆分解率

式中, 初始样品总重为土样和秸秆粉重量之和, 重量

均以烘干重计。

试验中所使用的风干土样在使用前进行吸附水

测定, 风干土样的吸附水含量为 4. 88%。风干土与

烘干土的转换公式为:

烘干土重 =
风干土重

1 + 土壤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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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土壤含水量对秸秆分解的影响

　　从整个分解过程看, 土壤含水量对秸秆分解率

有较大的影响 (表 1)。土壤含水量较高的组, 秸秆分

解速度明显较快。在 60 d 试验结束时, 土壤含水量

为 22. 5% 和 20. 0% 的组, 秸秆分解率基本相同, 分

别为 53. 67% 和 52. 90% ; 土壤含水量为 17. 5% 和

15. 0% 的组, 秸秆分解率仅为 47. 36% 和 43. 20% ,

分别比土壤含水量 20% 的组低 5. 54% 和 9. 7%。

从试验阶段看, 土壤含水量主要影响秸秆的前

期分解。在第 10 天时, 土壤含水量为 20% 的秸秆分

解率已高达 30. 73% , 而土壤含水量为 17. 5% 和

15. 0% 的秸秆分解率只有 23. 17% 和 14. 01% , 与土

壤含水量 20. 0% 的组相比, 秸秆分解率相差悬殊,

竟少分解了 7. 56% 和 16. 72%。
表 1　秸秆在不同含水量土壤中随时间的分解率

T able 1　D ecompo sit ion rates of the straw w ith differen t so il mo istu re con ten t %

土壤含水量ö%
So il mo istu re con ten t

时间öd T im e

10 20 30 40 50 60

22. 5 32. 58 41. 34 46. 12 50. 85 52. 04 53. 67

20. 0 30. 73 39. 99 45. 91 49. 84 51. 29 52. 90

17. 5 23. 17 34. 43 40. 35 44. 34 45. 73 47. 36

15. 0 14. 01 26. 27 33. 19 39. 12 40. 57 43. 20

　　从各试验组来看, 秸秆在前期的分解速度都比

较快。在前 30 d, 各组的分解率均迅速上升, 之后上

升速度逐渐减慢。在第 30 天时, 土壤含水量为

20. 0% , 17. 5% 和 15. 0% 的各组, 其秸秆分解率分

别达到45. 91% , 40. 35% 和 33. 19% , 分别占各组秸

秆分解总量的 86. 78% , 85. 20% 和 76. 83%。这表明

秸秆在分解前期的降解速度较快, 也急需水分供给。

在 30～ 60 d 时, 各组的秸秆降解速度趋同。

2. 2　秸秆分解过程中土壤水分的动态变化

从图 1 可以看出, 土壤中加入秸秆后有助于减

少土壤水分蒸发, 使土壤含水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范围内。加入秸秆的土壤含

水量从试验开始的 22% 一直保持到第 50 天的

20. 10% ; 而未加秸秆的对照组, 土壤含水量一直呈

下降趋势, 从一开始的 22% 下降到了第 50 天的

14. 69%。

在土壤中加入秸秆能显著提高土壤中的含水

量, 这一效果在试验初期并不十分明显。而在试验中

期和后期却非常显著。在第 10 天时, 秸秆组的土壤

含水量仅比对照组多 0. 94% , 第 30 天时多 3. 6% ,

到了第 50 天, 二者已相差 5. 41%。

与对照组相比, 秸秆组的土壤含水量变化的另

一个显著特点是: 从第 10 天起, 土壤水分有一个回

升过程, 并在以后的 50 天内使土壤含水量保持在一

个较高的水平上。

秸秆组的土壤含水量从第 5 天的 20. 61% 回升

到第 20 天的 22. 84% , 这说明秸秆在分解过程中确

实将有机碳水化合物彻底分解为CO 2 和H 2O , 产生

出了水分。可见, 秸秆中的纤维素是宝贵的内在水

源, 在其分解过程中, 存在着造水机制, 能有效补充

土壤水分。

图 1　秸秆分解中土壤水分动态变化

- ●- . 秸秆组; - ▲- . 对照组

F ig. 1　D ynam ic changes of the so il mo istu re con ten t

during straw decompo sing

- ●- . Straw group; - ▲- . CK

3　结　论

1) 秸秆分解过程是一个需水过程, 土壤含水量

对秸秆的分解有较大影响, 由于秸秆在初期分解量

较大, 需要水分较多, 因此土壤水分含量主要影响秸

秆前期的分解。

2) 秸秆分解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造水过程, 按照

纤维素最终分解为CO 2 和H 2O 的化学反应推算, 秸

秆分解时可以产生水分, 补给土壤水分, 起到保墒、

增墒作用。

3) 土壤中加入秸秆后, 土壤含水量在较长时间

内较为稳定, 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变化幅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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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4) 秸秆纤维中蕴藏着宝贵的内源水分, 应大力

推广秸秆还田, 这对于减少土壤水分蒸发、提高土壤

含水量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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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o il m o istu re con ten t on st raw decom po2
sing and its dynam ic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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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effect of so il mo istu re on straw decompo sing and its dynam ic changes are studied by

straw decompo sing tests. T he resu lts show that so il mo istu re con ten t affects m ain ly st raw decompo sing in

earlier stage. W hen so il mo istu re con ten t are 20% and 15% , straw decompo sing ra te are 30. 73% and

14. 01% respect ive on ten th day; and are 52. 90% and 43. 20% on six t ieth day. Straw m ay give ou t w ater

du ring decompo sing, and increase so il mo istu re con ten t. So il mo istu re con ten t of st raw group is 5. 41 per2
cen t h igher than that of CK on fif t ieth day.

Key words: so il mo istu re con ten t; st raw decompo sing; dynam ic changes of the so il mo istu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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