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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回旱地耕作管理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
。

适当推迟播种
,

提前追肥促苗

早春季节回早地的地温回升较慢
,

一般比旱地棉田的地温要低 0
.

5一 1
.

o
O

C
,

针对回

早地
“

冷茬
”

的特性
,

棉花播种期应较一般棉早田迟 7 天左右为宜
,

这样可使绿肥推迟耕

翻
,

延长绿肥生长期
,

增加绿肥鲜草量
,

待地温逐步上升
,

稳定至 12
O

C 左右时
,

再播种棉

花
,

有利于棉苗发芽生长
。

为了促进棉苗早发
,

追肥也应适当提早
。

2
.

勒中耕深中耕
,

加速耕层熟化

盐碱地种稻
,

若用养结合不当
,

往往容易板结
。

回旱后
,

棉苗长势不旺
,

易形成迟苗晚

发不封行
,

因此苗期开始就应勤松土多中耕
,

营养生长阶段更要勤中耕深中耕
,

以加速耕

层土壤熟化
,

提高土壤吸热保温性能
,

促使板土变松
,

死土变活
,

为棉花正常生长发育提供

良好的环境条件
。

3
.

小行匀株
,

密植争高产

回早地头年植棉
,

一般明显地表现 出迟苗晚发
,

后期难 以封行
。

实践证明
,

采取小行

( 1
.

6尺 )密植 ( 7 0 0 0一8 0 0 0株 /亩 )是夺取当年回早高产的有效措施之一
。

在当前一般的耕

作管理条件下
,

采用这种方法
,

每亩可获百斤皮棉的产量
。

几种紫云英品种的产里
、

含氮量和根瘤中固氮酶活性的研究

浙江 农业大学农业化学教研组
*

紫云英是我国水稻地区的主要绿肥
,

也是发展牧畜业的优良饲料
。

研究提高紫云英产

量和固氮量是提高农业生产一项重要措施
。

影响紫云英产量和固氮量因素很多
,

主要是紫

云英品种和它共生的根瘤菌
。

此外环境条件如气候
、

土壤
、

肥料等也要影响紫云英和根瘤

菌的生长
。

根据一些研究报导
,

豆科植物的固氮量与共生的根瘤菌中固氮酶的活性有一定

的关系
。

如在不同时期测定根瘤中固氮酶的活性
,

还可以推算出固氮量 〔’ 〕 。

因此选择固

* 化学 教研组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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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能力较高的根瘤菌菌株进行接种
,

在提高紫云英产量和固氮量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
。

本试验着重研究紫云英各种品种的产量
、

含氮量和根瘤中固氮酶的活性及其相互关

系
,

并设想从中选择固氮能力较强的根瘤菌菌株
,

以便进一步研究它的固氮效率
。

一
、

试 验 方 法

选用 n 种紫云英品种 (早熟的三种
,

迟熟的八种
,

均由浙江省农科院土肥所绿肥组供

给的 )
。

试验采用盆栽方法
,

土壤选用未种过紫云英早地底土
,

属华家池小粉土
,

每盆装

土 12 斤
,

用刚刚萌发的种子
,

每盆播30 粒
,

供给除氮的海立格尔完全营养液
。

于播种后 12

天和 24 天分两次施入
,

每盆用 20 0毫升
。

由于土壤肥力很低
,

一月底施磷肥过磷酸钙每盆

3 克
。

开春后因紫云英叶色转淡
,

于三月初施磷
、

钾肥
,

每盆用纯磷酸一钙和氯化钾各 1

克
,

到三月下旬
,

每盆再施过磷酸钙 1 克
。

所有处理都重复 9 次
,

并于生长期间间苗二次
,

最后每盆留苗十株
。

平时定量灌水
,

喷药防虫
,

从初花期每隔 3 天记载开花情况
,

以明确

各品种成熟的早晚
。

于盛花后期分别测定各品种整个植株的鲜重
、

干重
、

根瘤重
、

含氮量

以及固氮酶的活性
。

根瘤中固氮酶活性的测定〔“
,
3 〕系称取鲜根瘤 1 克

,

放入注射器内
,

注

入乙炔 6 毫升
,

使总体积为 30 毫升
,

在室温下作用 1小时
,

抽取 10 0微升气体
,

用 10 2型气

相层析仪测定乙炔一乙烯峰
,

并计算 乙烯峰的面 积作为衡量固氮酶的活性 (因仪器 书缺定

量管
,

故未作乙烯标准曲线 )
。

因为固氮酶不但能活化空气中的氮并还原为氨而被固定
,

同

样也能还原乙炔为乙烯
,

两过程 中固氮酶的催化反应相似
,

故可根据乙烯的浓度来测定固

氮酶的活性
。

这里要特别指 出
,
乙炔和氮气对固氮酶是竞争性的抑制剂

。

因此在氮气存

在时
,

所测得的乙烯浓度比在氮气或氢气下要低
,

一般约低 10 一20 %
。

由于我们试验条件

的限制
,

未用氢气而是在空气中加乙炔经酶促作用后测定的
,

所以比理论数据偏低
。

植株

全氮量是用半微量克氏法测定的
。

紫云英根瘤菌系自然选择
,

紫云英产量是三盆的平均值
。

植株全氮量和固氮酶的测定

均重复一次
。

根据紫云英产量 (干重 )
,

含氮量和固氮酶的活性
,

选择固氮效率较高的紫云

英根瘤菌菌株
。

最后统计分析紫云英产量
、

含氮量和根瘤中固氮酶活性间的相互关系
,

并

计算出相关系数及其回归方程式
。

二
、

试 验 结 果

1
.

各种紫云英品种产量和含氮量

试验的 n 个品种有 3 个早熟品种
,

产量和植株含氮量都 比晚熟的低
,

其中四川南充种

成熟最早
,

产量和植株含氮量最低
。

湖南湘肥 1 号次之
,

日本种又次之
。

在迟熟的八个品

种中
,

除 62 一 18 和平湖大叶种成熟稍早外
,

其余六个品种生育期大致相似
,

其中 67 一 1 03 品

种产量最高
,

较宁波姜山种 (对照 )高 1 1
.

36 %
,

较平湖大叶种 (第二对照 ) 高 1 2
.

3 2 %
。

据显

著性测定
,

均超过 1%机率的显著水平
,

植株总氮量同样也是该品种最高
,

分别较宁波姜山

种和平湖大叶种高 10
.

12 %和 17
.

87 %
。

表 1 和图 1是各品种鲜重
、

干重和整个紫云英植

株含氮量及其百分率
。

浙江省紫云英的栽培以宁波姜山种和平湖大叶种较多
,

所以重点分析了迟熟品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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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紫 云 英 产 量 和 含 氮 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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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种种 紫 云 英 鲜 重重

代代 号号 (克八 0株 )))

DDDDD 1 6 0
。

222

CCCCC 1 9 1
。

222

EEEEE 1 9 2
。

666

晚晚晚晚 HHH 3 2 5
。
555

熟熟熟熟 BBB 2 8 2
。
222

AAAAAAAAA 2 7 6
。 999

FFFFFFFFF 2 7 6
。
333

IIIIIIIII 2 8 7
。

111

JJJJJJJJJ 2 7 5
。
333

KKKKKKKKK 2 8 1
。

777

GGGGGGGGG 2 8 1
。
666

云 英 千 重
(克八 0株 )

含 犯 t
(克 / 1 0株 )

N %

2 0
。

0

2 5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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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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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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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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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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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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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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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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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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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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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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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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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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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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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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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 ) Y和植株含氮量 ( ) X的关系 (图 2 )
。

据统计分析
,

两者相关系数为 0
.

9刁达到极显

著水平
,

其回归方程式为
: Y 二 17

.

47 X + 1 5
.

0 7

2
.

紫云英根抽菌固氮醉活性和根抽皿

紫云英植株含氮量是受着紫云英品种本身特性和根瘤菌的特性两方面的影响
。

虽然

紫云英品种特性是其中一个方面
,

而根瘤菌的固氮能力和它的感染力即结瘤性是影响紫

云英植株含氮量两个重要因素
。

由于根瘤菌的固氮能力与紫云英生育期有关
,

因此观察

记载了各品种从开花期到盛花期的开花情况
,

力求在生育期相同的情况下 比较根瘤菌中

固氮酶的活性
。

关于根瘤菌固氮能力的测定
,

国外有将根连同根瘤一并测定其中固氮酶的 活 性〔 3〕 。

它的优点是保持整个根瘤的自然状态
,

操作比较方便
,

但结果只能说明整个植株总的固氮

能力
,

不能区分根瘤菌的结瘤性能和固氮能力
,

而这两者是选择菌株的重要条件
。

开始时

我们曾试用了这个方法
,

感到对选择菌株不甚适当
,

以后改用单位重量根瘤测定其中固氮

酶的活性
,

同时计算整个植株的根瘤重量
。

前者作为衡量根瘤菌的固氮能力
,

后者作为

衡量结瘤性能
。

改用单位重量根瘤必然要去根
,

这样根瘤表面就有少量破口
,

对固氮酶 活

性可能有影响
。

因此比较了去根的根瘤和带少量根保持完整根瘤对固氮酶活性的影响
,

测

得结果证明差异很少
,

所以就采用了这个方法
。

但去根后必须立即测定
,

不能久放
,

以免

影响酶的活性
。

表 2 和图 3是紫云英根瘤重和固氮酶活性
,

用乙烯峰表示
。

表 3 是紫云

英各品种成熟期的比较
。

表 2 紫云英根瘤重和根瘤中固氮酶的活性

品 种 名 称

根瘤鲜 重

(克八0株 )
乙 烯峰
(厘米

固 抓 酶 活 性

高)屯碌
峰面积 }

. 。
_ _ * , ` _

二点三丁二J二丁万…点
-

王
_

卜
一

竺迷竺土
“

竖坚严竺
` “ ,
份“ “ ” 坏

竺
, ”
毛

’

湖南湘肥 i 号 ( C )

日本种 ( E )

四川南充 ( D )

3
。

6 3

3
。

8 4

l
。
7 2

1 2
。

2

6
。

8

2
。

5

2
。

74

l
。

53

0
。

5 6

2 9
。

5 8

1 7
。

6 4

2
。

8 8

早熟

6 7一 1 0 3 ( H )

宁波姜山 ( B )

6 7一 2 3 7 ( I )

6 7一 1 19 ( K )

平湖大叶 ( A )

6 7一 2 3 2 ( G )

6 2一 1 8 ( J )

6 6一 1 4 0 ( F )

5
。
16

4
。

3 9

3
。
8 5

3
。
4 7

3
。
5 0

4
。

6 7

4
。
7 3

4
。

8 0

1 4
。

0

13
。

7

1 2
。

5

1 0
。

6

1 0
。
1

9
。 4

8
。

1

6
。
6

2
。

8 0

2
。

7 4

2
。
5 0

2
。

1 2

2
。

0 2

1
。
8 8

l
。
6 2

1
。

3 2

4 3
。
3 5

3 6
。
0 9

2 8
。

8 9

2 2
。

0 8

2 1
。
2 1

2 6
。
3 4

2 2
。
9 8

1 9
。
0 1

表 3 各紫云英品种的开花悄况比较

日本种

;琳署…
6 7

一 6 7一 2 3 7 6 7一 1 19 6 7一 23 2 } 6 2一 1 8
1票】湖南

6 6一 1 4 0 } 军 }
l 陌 1

{ 充 }湘肥 1 号

平大湖叶

…
一

…
一764

宁波姜山

1二O协O而 口n
1.1八11

J.二心̀

八01.lt̀O曰厅̀11

心1勺」
,

;:

2 4 1

3 4 8

4 2 1

O曰,曰n仙

一bn

一In

拭
4月 4 日

4 月 7 日

4 月 1 0 日

20

1 2 5

注
:

开 花数 系重复 9 盆的统计数
,

其中 4 月 10 日浏定的四川南充
、

湖南湘肥 1 号
、
日本 种三个 品种是 8 盆

的开祁统计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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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指出
,

早熟的三个品种到 4 月 10 日开花数差异较大
,

生育期不一致
,

而测定根

瘤中固氮酶的活性又在盛花期到结荚期
,

时间较晚加之气相层析仪运来较晚
,

因此测定

结果仅供参考
。

现将晚熟的八个品种根瘤中固氮酶活性测得的乙烯峰绘制如图 3
。

用乙烯峰的面积代表根瘤中固氮酶的活性
,

紫云英整个植株的含氮量 ( X )与整个植

株根瘤中总固氮酶活性 ( Y )成正相关 (图 4 )
,

相关系数为 0
.

80
,

达到显著水平
,

其回归方

卜门N·卜9

曰嫩嘱卜|

N价N户公

古长哭降|6ù一-卜9

1

0叮ù 199

图 3 各紫云英品种根瘤中固氮酶的活性 (乙稀峰系按原图缩小 1/ 2)

4 4
·

60

5050; |
l

川||.j门1
.

日`̀(
亡̀八.亡é4433扮妇l

-护术
尸
乙,土

10书海并弘回踌珊印阵ǎ创添派酬弛冷半2è

上
·

1 1
·

之 1
·

3 1
·

4 X

植株含氮量 (克 / 10 株 )

图 4 紫云英植株含氮 t 与根瘤中固氮酶活性的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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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为
:

Y二 63
.

90 X一 4 4
.

6 0

试验结果指出
,

根瘤中固氮酶活性的强弱和根瘤重对于紫云英植株总氮量有明显的

关系
。

凡是根瘤较重
,

根瘤中固氮酶活性较强
,

固氮量则较多
。

就是说
,

紫云英根瘤菌

的感染力即结瘤性能和根瘤菌的固氮能力
,

也即根瘤中固氮酶的活性是选择根瘤菌菌株

的重要指标
。

据晚熟的八个紫云英品种比较
,

无论是结瘤性和固氮能力
,

品种 67 一 1 03 的

根瘤菌均超过所有试验品种
。

虽然紫云英各品种的根瘤菌本身是否有差别
,

我们未进行

研究
,

但是我们认为
,

品种 67 一 103 的根瘤菌
,

对这个品种而言
,

是比较有希望的一个菌株
。

至于它对其他品种是否有类似效果
,

有待进一步试验
。

三
、

结 论

1
.

在试验的 n 个紫云英品种中
,

早熟品种产量和含氮量均较晚熟的低
。

早熟的三个

品种其干重和含氮量顺序为
:

日本种呈湖南湘肥 1号 > 四川南充
。

晚熟的八个 品种其顺

序为
:

产量
: 6 7一 1 0 3 > 宁波姜 ilJ > 平湖大叶

、

6 6一 1 4 0 > 6 7一 2 3 7
、

6 2一 1 5
、

6 7一 1 1 9 > 6 7

一2 3 2

含氮量
:

6 7一 2 0 3 > 宁波姜山> 平湖大叶
、

6 6一 14 0> 6 7一 2 3 7
、

6 7一 2 3 2 > 6 2一 1 8
、

6 7一 1 1 9

无论产量和含氮量均以 67 一 1 03 品种为最高
,

产量较宁波姜山和平湖大叶两个对照品

种分别高 1 1
.

36 写和 12
.

32 %
,

均超过 1%机率水准
,

非常显著
。

含氮量分别较宁波姜山和

平湖大叶高 1 0
.

12 %和 17
.

87 %
,

与增产率相似
。

2
.

凡产量较高的紫云英品种
,

整个植株的含氮量也较高
,

两者成正相关
,

相关系数为

0
.

94
,

达到极显著水平
,

其回归方程式为
:

Y 二 17
.

47 X 十 15
.

0 7

Y =
紫云英干重 (克 )

,
X 二
植株含氮量 (克 )

3
.

早熟的紫云英三个品种
,

因成熟期差异较大
,

而固氮酶的活性随着生育期而有差

别
,

因此难以比较
。

在晚熟的八个品种中
,

整个植株根瘤中总固氮酶活性大小顺序为
:

67

一 1 0 3> 宁波姜山> 6 7一 2 3 7
、

6 7一 2 3 2 > 6 2一 1 8
、

6 7一 1 1 9
、

平湖大叶 > 6 6一 1 4 0

在以上品种中
,

67 一 1 03 的根瘤菌无论是结瘤性能和固氮能力均超过所有的试验品

种
,

而且它的产量和含氮量也最高
,

所以这个根瘤菌菌株对 67 一 103 品种而言
,

是比较有希

望的一个菌株
。

4
。

就整个植株根瘤中总的固氮酶活性而论
,

凡是活性较强的
,

植株 中含氮量也较高
,

成正相关
。

相关系数为 0
.

8 0 ,

达到显著水平
。

其回归方程式为
:

Y = 6 3
。

9 0 X一 4 4
。

6 0

Y 二 10 株紫 云英根瘤总固氮酶的活性又乙烯峰面积
,

分米
“
)

X 二 10 株紫 云英植株含氮量 (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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