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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澳中居住着无数的微生物

,

这些微生物有的对

竹物有盆
,

有的对作物有害
,

但一确受来税
,

有益微生物

占极大冬数
。

有爷微生物能提高士壤肥力
,

增加或改

善植物营养
,

刺激作物生长
,

抑制有害微生物繁勉
。 : h

壤 巾有盆微生物愈多
,

作物生长愈有利
。

因此我们必

须用各冲方汰来发展有益微生物
,

控制和消灭有害微

生物
。

而使用袖菌肥抖就是用人工方法稠节土壤微生

物祖成
,

使
`

自句盖矛划凹需要的方向发展
。

这种用人工

方法培养繁殖有能微生物
,

施入土壤中去提高上壤肥

力
,

以改善植物营养
。

由于利用的东西是袖菌
,

但起的

是肥料作用
,

因此称为袖菌肥料
。

袖菌肥料和化学肥料或其他肥料在性质
_

h 不 同
,

化学肥料主要是把作物需要的养分直接施人上中
,

以

增加土壤养分
,

供拾植物背养
,

但是韧菌肥料不是把作

物洛耍的养分道核施人一
:
中

,

而是用土墩中分离出来

的 汁农价洲劲有盆的微生物通过人工培养方法
,

使它大

景繁殖
,

然后施入土中
,

利用它的生命活动和繁殖来堵

加作物所需耍的养分
,

提高士壤肥力
,

因此袖菌肥料本

身不含作物所需养分
,

这是袖菌肥料区别 其他肥料的

概念
。

根据目前农业生产中已广泛应用的袖菌肥料的特

性和不同作用
、

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

(一 )能直接固定空气中分子态冬素
,

供拾植物吸

软
。

属于这一类的有以下几种 :

1
.

根瘤菌肥料 : 豆科作物
,

如花生
、

大豆
、

若子
、

紫

云英
、

蚕豆等
,

根部生长有补多权瘤
,

这些根瘤中生长

沽许夸袖菌
,

哄作根瘤菌
。

这些袖菌具有一种特殊能

力
,

就是能直接荀定空气中氮素
,

供拾豆科作物对氮的

需要
。

这样豆科作物有根瘤存在就可以从空气中得到

大量氮素
,

而不必依蛆土壤中氮泰来源
。

根瘤菌虽然

分布于土壤中
,

但由于土壤类型和气候条件以及作物

种飞不同
,

根瘤菌的数量亦不同 ; 因此用人工方法大量

培养根瘤菌制成菌剂
,

{安种到豆科作物种子上
,

最后在

豆科作物上形成根瘤
,

从而固定空气中的见
,

供拾作物

需要
。

根据国外杳料和我国农业生产突践蔽明
,

凡是正

确使用这种菌肥
,

都能提高产量
。

根瘤菌与豆科作物 :

共生时才能固定空气中氮
,

但它的共生有一定的专化 留

性
,

亦就是靛根瘤茵并不是与听有豆科作物都能共生

固定空气中氮
,

而只能和某种豆科作物共生时才能固

定空气中氮素
。

如大豆根瘤菌只能在大豆上形成根瘤
,

这就是靛根瘤菌对自 己的寄主有一定专化性
。

为了使根瘤菌剂施入土壤中发杯更 弋效果
,

必须

创造根瘤菌生命活动条件
。

根瘤菌一股适宜干湿稠
、

有机质丰富
、

洒气良好的中性士壤中
。

酸哇」:壤中使

用必须注意加石灰和厩肥
,

这样才能发揖根瘤菌最大

作用
。

2
.

固氮菌肥料 : 固撼菌广泛分布于士壤中
,

它不必

与豆科植物共生固定空气中氮
,

而是自己单独的固定

空气中橄素
,

因此它的应用不限于豆科作物
。
另外

, `

它

能分泌生长刺激素
,

刺激作物生长
。

固叙菌施人土壤

中还能增加嫌气性固氮菌
、

硝化菌
、

反稍化菌和杆推分

解菌的发育
,

加强根际微生物的活动
,

从而促进士攘有

机质分解
,

因此简凄地增加了植物矿质养分
。

根据苏联 20 多年来丰富的资料蔽明
,

使用固笼菌

对不同作物邻有一定增产效果
。

在我国几年来拭级敬

明
,

不少作物使用了固氮菌亦得到了增产效果
。
虽然

如此
,

但固氮菌的肥效不及权瘤菌毯定
,

主要是因为固

氮菌受环境条件影响较大
。

为 了保征固擞菌肥料的堵

产数果必须注意几个同题 :

(劝在足够量有机肥料存在时
,

固忽菌的繁殖和固

擞作用进行得最强烈
,

因此在上雄中 , 加有机盾肥料

能改善固氮菌的发育和固定氮素的数盘
。

( 2 )固皿菌一般适宜于中性或微诫性土壤中发育
,

在这种条件下固氮作用最好
。

一股在酸比士壤对这种

固撅菌发育不适合
,

会引起死亡
。

酸性上中施用石灰



可提高周觅菌数量和固氮能力
。

(3) 固惫菌对营养元素中磷的需要较其他微生物

为多
,

因此施用磷肥对进一步发挥固氮菌的作用有很

大意义
。

此外
,

钙对固氮菌的发育亦是必须的
,

因此施

用石灰不但可以中和土壤酸度
,

而且增加了钙素的营

养
。

(叼在干早条件下应用固氮菌肥料作用不大
,

这是

由于固掀菌比其他土壤微生物更需要水分
。

一般固氮

菌在土壤持水量 20 % 以下固氮菌的发育受到影响
。

(5 )空气是固氮菌呼吸和固笼作用的来源
,

因此只

有在通气良好的有拮构土壤中固擞菌才能发挥效果
。

(二 )分解上维有机盾
,

释放营养物盾
,

供抬植物营

养
。

属于这一类的有 :

1
.

磷袖菌肥料 :磷是作物主要营养元素之一
,

如果

士壤中缺乏植物能吸收的磷
,

作物就会减产
。

一般税

来
,

士缝中含磷并不少
,

但作物常常感到磷的不足
,

这

主要是因为士续中磷大部分呈有机磷的状态存在
,

而

不被植物吸收
。

耍搏化这些化合物为可吸收态磷
,

需

耍通过某种微生物来实现
。

微生物分解有机磷化物
,

变成植物易吸收的磷 ;达种微生物称为磷袖菌
。

因此

利用磷袖菌制成的肥料施人士壤 中可叔分解有机磷化

物
,

改善植物磷紊营养
。

另外
,

在这种肥料影响下
,

能加

张土壤中稍化菌和其他微生物活性
,

从而改善植物根

部营养
。

根据现有瓷料征明
,

磷袖菌肥料有一定嘴产
、
效果

,

特别是在有机质丰富土攘中效果更为明显
。

在

酸性的粘质土壤中发育不良
。

2
.

粽合袖菌肥料 : 苏联制造的 A M B 袖菌肥料就

是属于这一种
。

这种菌肥中含有大量参与腐殖盾棘化
、

井形成植物根部可吸收营养的微生物攀落 ; 其中有氨

化菌
、

硝化菌
、

好气性固笼菌
、

好气性杆椎分解菌
、

分解

有机磷袖菌
、

反稍化菌
、

硫化菌等
,

因此这种肥料是利

用了微生物粽合体
,

发撞了冬方面的作川
。

(三 )分解士壤中难溶性矿物
,

棘化成易溶性化合

物为植物吸收
,

主耍有硅酸盐袖菌肥料
。

硅酸盐大量分布于地壳中
,

是士壤矿物主要粗成

部分
,

在这些矿物中含有丰富的钾
,

但是它不能为植物

所吸收
。

另外在磷灰石中含有丰富的植物不能 吸 收

的磷 ;若没有微生物作用植物是不能利用的
,

而硅酸盐

袖菌能分解绍硅酸盐和磷灰石
,

把植物可以吸收的磷
、

钾释放出来
,

以改善植物营养
。

这种袖菌肥目前在苏

联己广泛应用
,

我国近三
、

四年来亦开始生产
,

对农业

增产起有 一定作用
。

(四 )能防治植物育害
,

从而促进植物生长发育
,

主

要有抗生菌肥料
。

抗生菌肥料是一切具有杭生作用的微生物的 通

称
,

其中包括袖菌
、

真菌
、

放钱菌等各类微生物
。

这种

肥料是由一片能产生主九生物盾和刺激物女的微生物祖

成的制剂
。

它与上述袖菌肥料不同
,

它不能从土坡中

增加植物营养
。
目前国内广泛应用的是在棉子饼和土

壤混合物
_

七生长的抗生菌肥料
,

其作用是防治植物病

害
,

刺激植物生长
。

由于它有这种作用
,

目前已在大力

推广
。

由
_

匕可见
,

袖菌肥料种类是多种龙样的
,

作用亦是

多方面的
,

因此大力推广袖菌肥料是提高农业产量措

施之一
。

但是必须指出
,

袖菌肥料只有在高度农业技

术的条件下
,

与有机肥和无机肥配合施用
,

才能发抓作

用
,

否 lRJ 得不到应有的效果
。

(上接第 12 直 )

急流处砂粒容易沉落
,

而在援流处污泥容易沉下
,

因

此攀众把入水 口言弥生曲折急流和平直的援流之简
。
口

子可为方形或长方形
,

底部高出河流水平面的 。
.

5一 1

尺
,

用以阻隔夹沙人田
。
口子应稍斜对水流方向

,

以便

迎水
。

2
.

抓好时机
, 弓l洪漫淤

。

洪水基发时
,

先从地头开始
,

打开淤地 口子
,

引泥

水人田
,

使淤泥沉落
。

为防止淤泥厚薄不一
,

胎以后整

地透成困难起晃
,

当进水口稍淤厚时
,

就堵住第一个人

水口
,
扒开邻近的入水 口雄技漫淤

。

沿堤防上
、

中
、

下段

钓口子逐块引撇
,

使各个口子内的田块都能淤上肥泥
。

3
.

应注意的几个简题

( )t 引撇要选择暴雨冲下来的黑泥水 (含腐殖质

多 )
,

不宜采用速阴雨夹沙水淤灌
。

引淤时要随灌随

排
,

田中保留淤泥而不积水
。

( 2 ) 淤地时简应视洪水量而定
。

洪水大
,

含泥舟

可少漫 ;洪水小
,

淤泥少可适当加卡漫撇日.lJ 闭
。

征次淤

泥厚度掌握到 2一3 寸郎可
。

( 3 ) 洪水口和排水口应错开位置
,

否期会使淤泥

下沉不均匀
。

同时耍注意在当季作物收获后
,

把入水

口附近因淤沉下的粗砂蒯除
,

以免使土壤物理性质变

坏
。

( 4 ) 淤地要密切与作物生长时期配含
.

不宜过早

进行
。

水稻田要侯水稻返青后始可进行
,

在分孽和抽

穗时最适宜 ;对玉米田的漫淤
,

.

则在圆程
、

抽穗只 后最

好
,

否刻庄稼就会受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