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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了不同茬 口 对土壤肥 力的结果表明
,
碗豆茬好

, 小 麦笼 差 , 油 菜茬居中
。

豌豆

茬
、

油 菜茬和休闲地肥力水平接近
,
产量 无明 显差异

。

碗豆茬
、

油 菜茬后 作产量高
, 有

益微生物数量多
,
特别是固氮菌和纤维素分解菌占优势

。

休闲茬有效养分虽高
, 但却消

耗了土攘潜在的肥 力
。

关艳词 油菜
; 豌豆 ;

茬 口 , 土壤肥力 ; 微生物

一般认为油菜
、

豌豆都是好茬 口
。

油菜是用地
、

养地二者兼有的作物 ,
具有改善土

壤理化性质
, 提高土壤有效养分

,
有利于后作物增产的作用

〔’ 〕 ; 豌豆是一般 禾 谷类作

物及其它作物的良好前作
, 而且对禾谷类作物种子的品质亦有 良好的影响 , 这是由于栽

培豌豆不仅能促进土壤氮素的累积
,
并能改良土壤的物理性质

〔“ ’ . 〕 。

但也有认为油菜不

能增加土壤营养物质
, 豌豆等秋播豆科作物也不能增加土壤氮素营养

。

油菜和豌豆的茬

口 究竟如何 ? 它们在轮作中处于何种地位 ? 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

材料和方法

(二 )
砂峪单

本试验在学校农作一 站不同田块上进行
, 土壤为红油土

。

试验 自1
.

9 81 年 9 月至 1 9 8 5

年 6 月止
,
共进行 了三次 (见表 1)

。

试验小区面积为0
.

05 亩
, 重复四次

, 随机排列
。

.

八二届学生 ; ’ .

八三届学生 ; ’

二八四届学生
。

本文承蒙吴守仁
、

许聋副教授审阅
,

并提出修改意见
,

本文于 1 9 8 6年 1 月片 日收到
。

特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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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脸各处理与茬口

试验次钦 处 理 茬

I (
。 ,

A i `对照 i )

B z

C ,

小麦一玉米一小麦

油菜一玉米一小麦

碗豆一玉米一小麦

9 8
1

年 9 月

1 9 8 3年 6月

1 9名2年 9 月
l ( “ 〕

A :
(对照 2一 )

B :

C 2

D t

E i (对照 2 : )

小麦一玉米一小麦

油莱一玉米一小麦

碗豆一玉米一小麦

豌豆一玉米一小麦

休闲一玉米一小麦

x 9 8 4年 e 月

1 9 8 3年 9 月
皿 (’ ,

A : (对照 3 1 )

B ,

C :

D ,

E : (对照 3二 )

小麦一玉米一小麦

油菜一玉米一小麦

眺豆一玉米一小麦

魂豆一玉米一小麦

休闲一玉米一小麦
1 9 8 5年 6 月

a) 实验地前茬为青贮玉米 , b) 实验地前茬为黄豆 ; c ) 实验地前茬为夏闲
。

作物品种
:
小麦 (小堰 6 号 ) , 玉米 (户单一号 ) , 油菜 (华油九号 ) ; 豌豆

。

播种方式
:

油菜育苗移栽
, 每亩 4 5。。株

。

小麦条播行距 8 寸
,

播量 17 斤 /亩
。

玉米条

潘 ,
行距 2 尺

,

每亩 2
,

40 0株 , 施肥各次各类各处理均相同
。

头茬施过磷酸钙 80 斤 /亩 (合 P
:

O
。 14 % )

,

尿素 10 斤 /亩 ; 二茬玉米施尿素 10 斤 /亩 ,

三茬小麦施尿素 10 斤 /亩
。

其余各处理均按当绷
: 一般作务进行

,

并保证田间无杂草生长
。

(二 ) 分析刹定项目

作物产量按小区单打单收
。

裹 2 微生物区系测定项目

微生物 培 养 基 培养时间 (天 )

氨化细菌

真 菌

放线菌

芽抱菌

固氮菌

纤维素分解菌

牛肉* 蛋白旅琼脂培养基 ( M )

寮贝克氏敌化培养基 ( C )

高氏一号 ( K a )

M 十
麦芽计 (各半 )

阿须贝无氮培养基

纤维絮分解细菌培养基 ( H )

8 ~ 5

3 wt 6

3 ew 7

2 ~ 4

8 wt s

3 wt 1 5

微生物区系测定项目见表 名
。

所用方法均采用涂抹法 ,
各项处理均为四次重复

。

对

照 ( C K ) 试脸为无 菌 水接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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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养分测定
:

有机质
, 全氮

、

水解氮
、

全磷和有效磷测定均按常规法
。

酶活的测定 〔’ 。 ’

川
:

采用 A
·

U l r a IJ o T 二 H气量法测过氧化氢酶 ; 用 A
·

U J F a 二 。 T a H
奈

氏比色法测脉酶
; 用 G

.

H o
ff m a n n与 D

.

J
.

R 0 s s
磷铂酸比色法测转化酶

; 用 G
·

H of f m a n n

与 E
.

H o ff m a n n 法测定淀粉酶
。

呼吸强度的测定
:
各新鲜土样采回后

, 除去植物根系
、

杂物等
, 用土培养碱 吸收酸

滴定法进行分析测定
。
以每克干土 1小时释放出的二氧化碳的毫克数表示土壤的 呼 吸强

度
。

所有测定项 目均取之土壤表层 ( 0 一 2 c0 m ) 混合样品
。

结果与分析

(一 ) 产 , 结果与分析

试验从 19 8 1年 9月至 1 9 8 5年 6月分三次进行
,

各处理
、

产量结果与分析见表 3 。

表 3 不同处理后 茬产 t 比较

不同前作后茬产量及其对照 区增产数

实验次数 处 理
(前作号 )

产
(斤 / 0

后茬玉米小
区产量 (斤
/ 0

。
0 5亩 )

较对照 A

增产%

第二料小麦产
量 (斤 0/

。

05
亩 )

较对照 A

增产%

试验地
前 茬

一勺、产

量.0亩

_

I
A ! ( : k , “、

麦

1
3 2

·
7”

1
2 7

·
5

}
一

_ _

{
, 5

· ”

}
_ _

}
, 贮

I }B
`油菜 }

` 9
·

“ }
“ 3

·
o

}
“ 0

· 。一 }
` 8

·
6

} “
·
7
一 ’

}

— }生竺里̀ 一 {二竺生
一

卜里
.

竺一
~

{兰竺二 }一兰兰
一一

}二里二一卜三宜生
一

{
A , ( c

卜
,刁

`
麦
}

“ ` ·
7 0

}
3` ·

6

}
` _

}
’ 8

·
0

} }
二

{
B ,
油菜 {

` o
·
7 0

1
` 5 ·

9
}

” 2 ·
7一 {

` 9
·
6

}
8

·

8 }
`

}
C ,
豌豆 }

’ 2 ·
5 0

{
` 5 ·

0

{
“ 0 · `

{
’

}
“ 2

· `
}

“ 2 ·
8” } 黄 豆

}D
,
豌豆麦 }

2 5
·
6

}
“ 8

·
5

1
` , ·

3
一

_

}
1 9

·

8 {
’ 0

_
’

}
}E

,
休闲 } 一 }

4 6
·
0

{
“ 2 ·

9” }
“ 4

·
0 { ” 3

·
3 ” }

}A
,

刁
、
去 }

2 1 一。
{

: 5
.

1 } } 1 、 .

1
} }

!B : 油菜 1 8
.

0 ! 34
`

3 , 22
。

1二 ! 1 5
。

6 1 10
。
6二 l

` }C
:
豌豆 } 9

。

10 } 32
.

5 } 15
。

7’ . 15
。
0 1 6

。

4’ } 况阴

ID s豌豆麦 } 2 3
。
2 } 2 8

。
9 { 2

。
8 } 1 4

。
3 } 1

。
4 }

_ _

_ {
E ,休闲 { 一 }

“ 2
·
6

{
` 6 ·

0 .

}
` 4
少 }

5
·
0 】 _

1% 显著水平 ;二 5%显著水平

从试验情况看
,

油菜茬和豌豆茬均能提高后作玉米和第二料小麦的产量
。

豌豆茬的

后 作玉米三次试验的增产值分别为 1 40 斤 /亩
、

20 斤 /亩
、

88 斤 /亩
; 增产百分率 分 别 为

2 5
.

5%
、

30
.

1%和 1 5
.

7%
。

油菜茬的后作玉米三次试验增产分别为 1 10 斤 /亩
、

22 6斤 /亩
、

1 2 4斤 /亩
, 增产百分数分别为 20

.

0%
、

32
.

7%和 22
.

1%
。

第二料小麦的增产情 况是
, 油

菜茬分别增产 17
.

0%
、

22
.

8%
、

1 0
.

6% , 豌豆茬各次分别增产 20
。

8%
、

5
.

6%和 6
.

4%
。

从经济角度观察
,

虽然油菜
、

豌豆茬和休闲地对后作均有增产作用
, 但油菜和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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茬的经济效益远较歇茬高得多
,

平均每亩多收油菜 2 58
.

7斤
,

豌豆 2 68
.

7斤
。

小 麦
、

油

菜
、

豌豆
、

休闲地三次试验的各茬三季作物的总收入从表 4 可以看出 , 以油菜茬收入最

高 , 其次是小麦和豌豆茬
, 体闲地的后茬玉米产量虽 比油菜茬和豌豆茬高

, 因少种一季

油菜或豌豆
,
所 以经济收入最低

。

表 4 各茬作物总收入比较

后作第二茬小 麦产
量 (斤 /亩 )

处理或前茬

前茬小麦
、

油菜
、

碗豆产量 (斤 /亩 )

8 2年 183年
6 月

收

8 4年 }三年
6 月 }合计
收 }(斤 )

{堕作第一 }簇岁乞二早
}丝

~

一

— }丛匡兰卫主上

}82 髻{8 3誉}8 4髻{手牛
} 9 月 } 9 月 }马月 }分甘
!收 }收 }I玫 )(斤 )

8 3年 {8 4年 {8 5年 !只年
6 月 { 6 月 16 月 {合 j }

`

收 }收 !收 1(斤 )

按市场价折 合人
民币总价 值

(元 )

nén白今n
ù户曰OOJ任八O

8J72别一
自乃内匕曰八q自l
`卜八OU一J尸J̀ó公户n肉b户n匀9白八乃八é八们

ù
口nó曰11八曰勺山ō丹nQUOUO以ó六éné八“一飞阳匀内O八Dn.no八O

577780一况6082一
J任J.1, L

咧3470一
月性9口叮山

545482一
八匕八jnjA

。

C K (小麦作前茬 )

B (油菜作前茬 )
`

C (豌豆作前茬 )

E (冬闲地 )

1 8 0礴

2 2 6嫂

2 2 J 0

1 5了2

2 8 2

3 1 2

3 0 0

2 9 6

9 6 0

10 6 4

1 1 2 6

7 7 6

8 9 0
。
8

9 9 3
。
4

8 8理
。
3

4 3Q
。
7

注 〔约 按国家收购价格小麦为 0
.

1 76 元 /公斤
、

油华介 ,
.

乡
一
,元厂公斤

、

王米 为。
.

3 2 /公斤
;

豌豆为议价 0
.

64 元 /公斤
。

〔幻 冬闲地的后茬产量及折合的人 民币为两个轮回的总 和
。

由以上试验得出
, 油菜茬和豌豆茬是轮作中的好茬口

。

以油 埃和豌豆作为前作
, 不

仅后作产量高
,
而且三料的总收入也相当可观

。

(二 ) 豌豆茬和油菜茬后效原因的分析

豆科作物的后效问题
, 早 已为实践所证实

。

从理论上讲豆科作物根瘤固氮作用是显

而易见的
,

但据不少学者意见
,
作为收获种子种植豌豆

、

大豆之类一年生豆科作物
, 对

土壤中的氮素含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不受影响
,

对后作的影响很小或者没有 ( E
.

W
.

R u ss e ll , 19 79 )
。

至于油菜茬的后效
, 过去研究较少

, 这方面报道也不多见
。

为此
,

我们从微生物区系
、

酶活性
、

土壤有效养分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测定
。

1
.

不同茬 口微生物区系及其变化趋势

土壤微生物对土壤肥力的形成
、

植物营养的转化
,
有着重要的作用

“ ,

坛
。

进 行 微

生物区系分析是探 明土壤肥沃和作物生长关系的基本方法之一
。

几种重要的微生物类群

数量 比较见表 9
。

( 1) 氨化菌
:
氨化菌各个生育期各处理经方差分析差异都达到显著或极显著 水 平

。

说明氨化菌在各处理间有质的差 异
。

油 菜
、

豌豆茬氨化菌多 (8 7
.

2 义 1沪
、

76
.

6 x 1 0 ,

个 /克干土 )
,

小麦茬和 休闲地氨化菌少 (5 4
.

4 x 10 气 41 x 10
6

个 /克干土
, 经多重 比较

,

豌豆
、

油菜茬与小麦茬
、

休闲地相比
,

_

差异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

而油菜与豌豆茬
、

小

麦茬与休闲地之间差异不明显
。

但成熟期小麦茬与休闲地差异也达显著水平
。

说明休闲

地随时间的延续氨化菌数递减
。

( 2 )真菌

真菌多重比较见表 6
。

由表看出
,
休闲地真菌数最少

,

其次是小麦茬
, 油菜和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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茬含量最高
。

表 5不同作物真菌数的 L
.

S
.

D多盆比较

处 理 平均菌数
(个 /克千土 )

X一 1
.

0 1 2 X一 1
。

1 3 5X一 1
。

2 3 7

B油菜

C豌豆

A小麦

E休闲

1
。

2 6 9

1
。

2 3 7

1
。

1 3 5

1二
0 1 2

2 5 7二 1 3 4

1 0 3

0
。

0 32

。
2 2 6.

。
1 2 3

L
.

S
.

D。一
。

一 , = o
,
1 7 5 , L

.

S
。

D (

…
: ) = 0

.

2 5 6

( 3 )纤维素分解菌
:

土壤中分解纤维素的微生物很多
, 这对降低 C / N及提高有效肥

力水平有一定的意义
。

本试验地主要是好气性纤维素分解细菌
,
优势菌是生抱食纤维菌

( SP or co yt o

hP ag a)
,

纤维素分解菌的统计结果为
:

生育期的前三个时期各处理 间 差异

不显著 , F值分别为 1
.

14
, 1

.

67
, 1

.

97
。

成熟期各处理经方差分析差异达 到 极 显 著水

平 , F值为 9
.

3 2母 . 。

表 6 成熟期纤维素分解菌 L
.

S ` D 多孟比较

处 理 }平均菌数 (个 /克千土 ) } X 一 6 1
.

4 9 ! X 一 1 1 7
.

14 X 一 1 17
。

94

B油菜

C豌豆

A小麦

E休 闲

13 2
。
2 5

1 1 7
。
9 4

1 1 7
。
1 4

6 1
。
4 9

7 0
。
7 6二

5 6
。
4 5二

5 5
。
6 5二

1 5
。
1 1 1 4

。

31

0
。
8

L
.

5
。

D ( o一 。一 = 2 7
。
2 2 , L

.

S
.

D (一 。 一、 = 3 7
.

6 4

从表 6 可知
, B

、

C
、

A 三个茬 口 之间纤维素分解菌差异不显著
,
但B

、

C
、

A 与 E

比较差异都达到极显著水平
,

反映了休闲地微生物数量减少
。

( 4 )好气性自生固氮菌
: 固氮菌在本地分离得到的只有圆褐色固氮菌 ( zA ot ob ac t er

c hr
o
co co

o u m ) 数量在数千至一万多个 /克干土
。

其数量随土壤熟化程度和土壤 肥力水

平的提高而增加
。

各处理固氮菌测定结果经方差分析
,
整个生育期 F值分别为 2

.

9
,
1

.

4 ,

1
.

9 , 2 2辛 . 。

前三时期差异不显著 , 只有成熟期差异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

从多重比 较看

C
、

B
、

A差异不显著 , 但 C
、

B
、

A 与 E比较差异达到极显著 水平 (表 7 )
。

表 7 成熟期固氮菌数 L
.

S
.

D 多置比较

处 一 理 平均菌数 (个 /克干土 ) X 一 3 6
。
9

8 7
。
5二

7 4
。

6二

6 7
。
3二

又
一 1 0 4

.

:
} 又

一 1 1 1
.
5

C豌豆

B油菜

A 小麦

E休闲

2 0
。
2

7
。
3

1 2
。
9

J
住氏勺口乙0口

.

…
通
ō

1月伙一七今自11C甘空」,止,土,上

L
.

S
.

D ( 0 . 0。 ) 二 2 6
.

6 6 ; L
.

S
.

D t o . o x ) = 3 7
.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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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固氮菌各处理全部重复进行方差分析
, 差异达到极显 著 水平 夕 方 差 比 F 值为

6
.

7二
。

经多重 比较
, 结果见表 8

。

表 8

处 理

各处理 L
.

S
.

D 多重 比较

平均菌数 (个 /克干土 )

B油莱

C碗豆

A小麦

E休闲

9 2
。
6 4

8 8
。

8 0

80
。
9 9

6 2
。
7 5

X 一 6 2
。
7 5

2 9
.

8 9一
2 6

。
0 5一

1 8
。
2 4二

X 一 8 0
9 9

{又
一 , ,

·

, 。

1 1
。
6 5

7
。
8 1

3
。

8 4

L
。

5
.

D `一。

一 ) = 1 4
。
7 2 , L

。

S
.

D (

一
1 , = 1 9

。
5 8

。

固氮菌在休 闲地随生育期的变化而逐渐降低
, 由每克干土 4 ,

00 。 多个降至 1 , 。00 多

个
。

从各处理整个生育期固氮菌变化的趋势图 1可看出
,

休闲地是下降趋势
, 而种 植作

物的各处理是上升趋势
。

表 g 不同处理在小麦收获期微生物类群和数 t (个 /克干土 )

处理

A小麦

B油菜

C碗豆

E休闲

氨化菌

9
。

06

9
。

77

1 0
。

6 1

6
。

6 2

放线菌

1
。

8 9

2
。
1 2

1
。

9 7

1
。
0 9

真菌

1
。
1 4

1
。
2 7

1
。
2 4

1
。
0 1

纤维素分解菌
!
好气性自生固 , ,

1 1 7
。

1 4

1 3 2
。
2 5

1 1 7
。
9 4

6 1
。

49

1 0 4
。

2 0

1 1 1
。

50

1 2 4
。

40

3 6
。

9 0

注
:

氨化菌
、

放线菌菌数为
、 /丽下

x l 。一卜 真菌数为了爵丽 又 10一多 纤维素分解菌及好

气性自生固氮菌为丫西丽
。

表 9表明了不同茬 口与微生物的关系
, 可 以看出 , 在五种微生物类群中

。

均以油菜

茬和豌豆茬的数量最高
,
一般而言

,
土壤肥力愈高

,
微生物数量愈多

, 即油菜茬和豌豆

茬的肥力水平均较小麦茬高
。

从微生物的生理活动 分析
, 。

氨化细菌 分解有 机 质 生 成

N H
` + , 它的数量增多

,
表明土壤供给作物更多的 N H 4一 N

,

从而增加土壤的氮素 营养
,

使玉米获得高产
。

放线菌
、

真菌和纤维素分解细菌分解有机质
, 它们的数量直接反映了

有机质分解性能的强弱
。

分解性能强
, 供给作物的营养多

,

其产量高也是必然的
。

2
.

不 同茬口的土壤酶活性

在不同前茬作物的生长后期
, 我们对花期和收获期的过氧化氢酶

、

转化酶和探酶的

活性进行了测定
, 结果见表 10

。

土壤酶活性经方差分析
,
淀粉酶

、

过氧化氢酶及脉酶活性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

淀粉

酶 F值为 1
.

1 ; 过氧化氢酶 F值为 1
.

1 9 ; 脉酶 F值为 3
.

25 ;
只有转化酶活性各处理 间 差异

达到显著水平
, 其方差 比 F值为 6

.

6 3
. 。

多重比较见表 1 1
。

从表 11 可知
,
转化酶多重 比较差异极显著或显著

。

转化酶与微生物的数量和代谢活

性有关
。

豌豆茬转化酶的活性最强
, 其次是休闲地

,
脉酶虽未达显著水平 ( F为 3

.

2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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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但已接近显著 水平 ( F值 3
.

9 )
。

土壤中的

生化反应靠酶的催化作用来实现
,

因此土壤

酶活性 f内大小反映了土壤肥力水平的高低
。

脉酶与土壤速效氮密切相关
; 过氧化氢酶又

可防止土壤中过氧化物的形成
, 所以 , 酶被

视为土壤中生物活性和有效养分的一个重要

指标
。

由表 10 可看出油菜和 豌豆地三种重要酶

活均较小麦地高
,

这表明油菜地和豌豆地较

小麦茬地的生物活性大
,

即肥力水平高
, 因

此后效也高
。

3
.

各处理土壤养分的测定

各个处理的土样养分分析结果
,

经方差

分析各处理间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
、

速效磷

差异不显著
,

F值分别为
:

有机质 0
.

1 8 8
、

全

氮 1
.

85
、

全磷 0
.

62
、

速效磷 0
.

35 , 只 有速

效氮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
,

F值为3
.

6 6今
。

各处理经多重比较 (见表 12 ) 可 知 , E
、

C
、

B之间虽有差异
,

但未达 到显著 水平
; E

、

C与 A 比较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

休闲 地和豌豆

茬水解氮高
,

估计是作物产量高的原因 之一
。

、、、、

仁è\I从
、

!l,,,,I几广11

肠对心
菌数浓双争
盯导、

苗期 么青期 花期 威撇

图 1 固氮菌在不同作物生

育期的变化趋势
1

.

小麦地 2
.

油菜地 3
.

豌豆地 4
.

休闲地

表 1 0 不祠 前茬作 物的生育后期土壤酶活性

生育期 l作物种类
脉 酶

( m g N H一 N /克干
转 化 酶

( m g糖 /克干土
.

2 4小时 )
过氧化氢酶

( 0 : m l/ 克干土
。

分钟 )

土
。

24 小时 )

小麦

油菜

碗豆

休闲

5 3
。

6 3

6 1
。

8 4

63
。
4 3

4 2
。

87

4 5
一
0 2

5 0
。

66

3
。

6 5

3
。
9 5

4
。
4 0

花期

一
一

~

一
, 百、 . , . , . 勺. . . . , , ~ ~ ~

小麦

油莱

豌豆

休闲

成期熟

4
.

油菜根对固氮菌的刺激试验

将油菜根用清水和无菌水充分冲洗
,
然后研磨

, 用滤纸吸收汁液
, 以不吸收汁液的

为对照 (无菌水浸湿 )
, 置于无氮培养基表面

,
喷洒好气性 自生固氮菌悬浊液

,

重复三

次
。

经 28 一 30 ℃培养一周后
,
可观察到浸有汁液的滤纸片周围固氮菌明显增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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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各处理转化醉活性多重比较

处 理
酶活性 (糖毫克 /克干

土
。

24小时 )
X一 4 3

.

4 3 X一 4 3
。

8 4 X一 4 7

豌豆

休闲

油菜

小麦

5 0
。

0 9

4 7
。

4 0

4 3
。

8 4

4 3
。

4 3

6 6二 2 5二

。
9 7

。

3 7

L
.

S
.

D ( o。 一。 ) = 3
.

9 1, L
.

S
.

D (

…
l ) 二 5

.

6 2

表 1 2 各处理水解氮多贡比较

理
!水解

N 含量 ( p p皿 ,
X 一 5 2

.

2 2 X 一 5 4
.

6 0 X 一 5 8
。
1 0

E休闲

C豌豆

B油菜

A小麦

6
。
6 7

5
。
8 8

2
。
3 8

0
。
7 9O公

ù
nùn甘,曰一石,l自O咋自

.

…
OURà Jq勺山比Jùa10LO

L
.

S
.

D ( 0
. 0。 ) = 4

。
9 1 , L

。

S
.

D ( -

一
) 二 6

.

8 5

将用上述方法清洗过的根段和活植株根系置于无氮培养基上
, 其它步骤 同上

,

也可

观察到上述 同样的效果
。

油菜根粉与土壤混合培养
,
测固氮菌的试验是将油菜根系阴干后粉碎加 入 土 壤中

( R ) , 以不加根粉和加等量豌豆根粉作对照 ( )S
, 加入适量水

, 重复三次
。

28 一 30 ℃

温度 下培养一周
, 测好气性 自生固氮菌数

, 结果 (见表 1 3) 表 明
, 油菜根对好气性自生

固氮菌具有刺激生长的作用
。

表 1 3 油菜根对好气性 自生固氮菌的影晌

处 理 纯土
土样 + O

。
1%

的碗豆根粉
土样 + 1 %

的豌豆根粉

菌数个 /克干土

R / S

3 5 4 0 3 1 3 7

0
。
8 9

5 0凌2

1
。 4 2

土样加叭飞娜 1土 样士
_

生场的
. .

迫壑迪噩退置一卜
~

丝笙鱼卫二
4 0 2 2

{
5 8 8 2

1
·
1 2

}
1

·
6 6 _ _

结 论

1
.

以小麦茬作对照与油菜
、

豌豆和休闲茬 口相比较 , 玉米产量均高于小麦茬
。

经统

计分析处理间产量
,
差异达到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 说明油菜
、

豌豆及休闲茬 口都比小麦

茬 口好
,
影响产量的主要原因是茬口的不同

。

2
.

休闲
、

油菜及豌豆茬 口 的玉米产量虽有差异
, 但差异未达显著 水平

, 说明这三个

茬 口肥力近似
。

3
.

休闲地产量高是土壤有效养分增加
, 特别是有效氮

、

磷在各处理中最高
,
速效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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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 已达显著水平
;其次转化酶和脉酶的活性也比较高

。

休闲地有效肥力的提高消耗

了土壤潜在肥力
。

休闲地有益微生物数量减少
,
特别是氨化细菌

。

好气性自生固氮菌和

纤维素分解菌等与油菜
、

豌豆地相 比
, 差异已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 好气性自生固氮菌

数随生育期成直线下降趋势
。

4
.

豌豆茬产量高后效长
, 与小麦茬相 比

,
差异已达显著水平

, 有益微生物数量多
,

特别是氨化细菌
、

自生固氮菌及纤维素分解菌
,
放线菌和真菌也 比休闭和小麦茬高

,
有

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 土壤酶活性强

, 而以转化醇和脉醉
一

活性增加得更加明

显
;
豌豆茬的速效磷和速效氮与休闲地近似

,
速效氮的含量与小麦相 比差异已达显著水

平
。

因此 , 豌豆是好茬 口 , 是养地作物
。

5
.

油菜茬产量高
, 与休闲和豌豆茬产量近似

。

氨化细菌
、

奸气性自生固氮菌及纤维

素分解细菌在各处理中最高
, 这可能是油菜茬较好的重要原因

,
加之

,

收获期早 , 经济

效益高
, 在轮作中应 占一定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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