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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壤微生物数量及养分的影响
。

由

于土壤经地膜覆盖而改变了土壤的含水量和

温度状况
,

从而导致土壤微生物数量和有效

养分的改变
。

由表 3 可见
,

无论施肥与否凡

有地膜覆盖的小区
,

其微生物数量均明显高

于无地膜覆盖小区
。

由于地膜覆盖小区微生物数量的增加
,

土壤氮素矿化率也随之而增高
。

经测定
,

无

论施肥与否
,

有地膜覆盖小区的氮素矿化率

较无地膜覆盖小区高 出 65 %左右
。

施肥又有地膜覆盖的小区
,

其速 效 氮
、

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既高于无肥无地膜覆盖

小区
,

也高于施肥无地膜覆盖小区和无肥有

地膜覆盖小区 (表 4 )
。

(二 )地膜菠盖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鉴于地膜毅盖能减少土壤水分的蒸发
,

提高土温和增加土壤的速效养分
,

为作物生

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
,

从而获得了高产
。

试验表明
,

地膜覆盖小区的玉米产量高于无

地膜覆盖小区 (表 5 )
。

因为生长在有地膜覆

盖小区中的玉米其植株高度较高
,

百粒重较

重
,

且结穗部位偏低
,

有较强的抗倒伏性能

这些都是获得高产的必要条件
。

表3 地膜覆盖对土壤微生物数见的影响

处 理 … 徽生物数虽 ( 、乙 /克 土 )

施 肥一地膜授 盖
’

62
.

56

施肥 一无 地膜 粗盖 4 8 89
无 肥一地膜覆 盖 } 44

.

75

无月巴一无 地膜毅 盖
{

4 1
.

。 4

注
:

取样深度为 O一 15 厘米
。

表 4 地膜翟盖对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 ( p p m )

处 理 · 有效氮 ! 速 效磷 ( P ) 速效钾 (K )

月皿一U八甘匕」
.

…
几七n材
ù”U厅了八“ù月了óódo口nj,人,曰勺自施肥 一地膜夜盖

施肥 一无 地膜授 盖

无 肥一地膜授 盖

无肥 一无 地膜授 盖

1 2 4
.

7 } 1 5

7 3
.

0 1 互2

9 7
.

4
,

里6

1 0 2
_

9 } 2 5

注
:

速效磷 ( P ) 用 O
.

SN N a H C O 3浸提
,

相兰 比色法

测定 , 速 效钾 ( K )用 I N N H 4 A c 汉提
,

火焰 光

度计法测定 ; 有 效抓 用扩散吸收法
。

表 5 地膜茬盖对玉米产量的影响(公斤 /亩 )

处 理

施肥 一地膜孤盖

施肥 一无地膜狡盖

无肥一地膜覆益

无肥 一无地膜毅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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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小区面积为 2 0平方米
。

最后
,

应该指出的是
,

由于地膜覆盖能促进土壤有机质分解
,

为防止长期采用地膜毅盖

栽培而引起土壤肥力下降
,

增加有机肥料用量是推行地膜覆盖栽培和获得高产的重要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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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阳离子交换量的测定
:
一种用于石灰性土壤

、

含石膏土壤和盐土 的

新的电位法

最近 R
.

C r u a n as 和 J
.

C ar d us 提出测定土壤阳离子交换量 ( C E C ) 的新的电位法
。

他们将

若干物理
、

化学和矿物特性不同的西班牙土样和预制的酸型的强阳离子交换树脂做成忿液 (按

土 :树脂 : 水的比率为 1 : 7
.

5一 15 : 75 0 )
,

经平衡
,

离 心
,

用 96 % 乙醉溶液洗涤
,

即得酸型土壤

样品 (土壤
一 H )

。

在标准条件 (即 pH S
.

1的 1 N B a
1C

2

溶液 )下加入一定量土壤
一
H悬液进行再交

换过程
,

此 后 B a( O H )
:

的加入使原来的 p H和盐浓度实际上保持不变
。

此法用于石灰性土壤
、

含石膏土壤和盐土时
,

其标准偏差 ( C D ) 小于 5 %
。

所测得的阳

离子交换量值与土壤交换复合体的本性关系较大
,

能用作不同土壤本性的比较
,

而与其含盐

量无关
。

在对碳酸盐和其他盐分进行校正后的 C E C值与 B o w e r
法 ( N a O A 。 , p H S

.

2) 测得的

为同一数量级
。

(刘志光据 5 0 11 S e i
. ,

l d通: 3 ] 1
.

一 3 ] s
,

1 9 8 7 )

1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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