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众利用
“

自毛
”

摆廖瞄厩肥肥效的微生物分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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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
,

我国劳动人民就有应用厩肥的习惯
,

并 施用或妥加管理
,

坐待
“
白毛

, ,

减少
,

而代之以出现白色

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关于堆腐肥料的丰富耀麟
。

不仅 斑点时
,

肥料己属过劲
。

耀我们分析研究的藉果
,

靓明

如此
,
而且在肥料品盾鳃定方斌亦广泛地应用微生物

’

拿众利用“ 白毛
”
谧别厩肥肥效的握赚是有其科学依据

学方法来郭定属肥肥效和堆腐的适宜时筒
。

北京郊区 的
c

因此
,

在堆腐厩肥时
,

霓砚井掌握拿众的这种微生

农民应用
“
白毛

”
来糯别厩 n巴肥效就是一个十分宝青的 物学糯定肥效的指标

,

有助子我仍及时获得优质厩肥
。

握输
。

攀众敲为 : 在厩肥堆腐过程中
,

其肥数是不断变 由麦 1着出
,

在厩肥不同堆腐阶段
,

微生物的数量

化的
,

当厩肥上刚 出现
“
白毛

’ ,

时
,

肥效最高
,

若不及时 一和生化强度娜
同的

.

,

其中叔长
“
白毛” 阶段微生物活

表 丈 厩肥不同堆腐陪段微生物数量及其生化活性的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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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最为旺盛
,

不仅表现在微生物总量的增加
,
而且还显

示了强盛的生化活险
,

其精果必然导致肥料中养左圣的

迅速搏化
。

从微生物粗成来看
,

袖菌和潺菌在 “ 白毛 ”

阶段出现最多
,

在这一 阶段 ,
声于真菌的夫量繁殖

,

使

厩肥表面出现肉眼可以见到的发毛现象
,

`

因此攀众把
-

它称作
“
白毛

, ’
;而放摸菌则大量出现于

“
白斑

, ,

阶段
,
由

于它不成毛状
,

菌落小
,

因此鼠众把它称作“ 白斑
” 。

根据现有对这些微生物生理研究的查料靓明 : 袖

菌和厦菌分解复杂有机物盾的能力一般蛟弱
,
因此只

有在营养物厦的存在疮态是蛟筒单的情况下
,

才能大

最繁殖
,

所以它俐大量的出现可以作为桩物有效养分

和易于分解的有机物盾 含量丰富的指标
,
而放袋菌恰

恰相反
,

它具有强烈分解复杂有机盾的能力
,

因此
,

当它

大量出现时
,

可以款为肥料的分解已进人后期
,

此时有

效养分已大量耗擞
,

残留下来的是大量不易分解的有

机物盾
。

为耗实这种桔果的正确性
,

我们同时进行了不

同堆腐阶段肥料中的儿种形态氮的含量分析 (表 2 )
。

由表 2 可瓜在出现
“
白毛 ”的阶段

,
易为植物利用

的水解氮和蛋白盾氮的百分数显著堵加
,

术素氮的首

分数急剧下降
,

而在
“
白斑”阶段

,

术素氮的百分数大量

增加
。

这种现象靓明在
“
白毛

, ,

阶段植物的有数养分含

量最高
,

到后期若不管理
,

则有效养分可玖迅速稍耗
,

因

此不雅理解拿众敲为“ 白召
,

阶段肥劲大的基本道理
。

粗溉定
“
白毛 ”主要为具菌

,
归于下列 几属 (表 3 )o

`

上述各属佩菌
,
一般均有蛟强的氨化能力

,

达就

厦 菌 各 属

毛髦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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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枝霜 ( cl “ 。 oP 而。 那 )

其 他
’ -

保靓了肥料中有效态氮的膊化 和 稍 化作用的津行
。

,

播定精果视呱
“ 白斑” 主要为白色放楼菌 (

J

介脚
。 -

。珍介 , al 如
,
) 和灰色放钱菌 (沂

t
.

尸汤二 ) 等
。

一

总之
,

篆众利用 “ 白毛
”
糯别厩肥肥效是很科学的

,

既有理输意义又有普湿实际应用价值
。

关于
“
白毛” 出

现时简快慢
,

决定于水分和通气状况
,

因此若能控制属

肥堆穷中的水分和通气状次`就能提高厩肥品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