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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施用绿肥能积 累一定 皿的土坡有机质
,

其 中以豆料与非 豆料混播 绿肥 的效果优于豆料单播绿

肥
。

绿肥还能改善土班物理性状
,

增加土凝供肥保水能力
,

增加土坟徽生物数量 和提高土坡酶活性
。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肥力的重要物质基础
,

而绿肥则是土壤有机质的重要给源之一
。

从 1 9 8 1

年开始在本所试验场设立了绿肥定位试验区
,

研究不同轮作条件下
,

绿肥对土壤有机质的影

响
。

研究表明
,

在江苏滨海盐渍土上种植绿肥对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有明显的效果
。

一
、

试验方法

试验分 田间
、

微区和盆钵三种方法
,

供试土壤均为滨海盐土
,

土壤母质为黄淮冲积海相

沉积物
。

田间试验表土的有机质含量 1
.

49 %
,

全氮 0
.

10 4 %
,

速效磷 (P ) 5 一 8 p p m
。

主要轮作

方式为
: “

绿一稻一绿
”

和
“

麦一稻一麦
” ,

分别设不同播种量处理
:

( 1)

舒
5 斤 + 黑麦草 1 斤

(均为每亩用量
,

下 同 )
。

(2 )大荚箭豌 10 斤 ; (3 )大荚箭豌 8 斤 + 黑麦草 1斤 ; (4 )大荚 箭 豌

6 斤 十 蚕豆 20 斤 ; ( 5) 大荚箭豌 6 斤 + 蚕豆 20 斤 + 油菜。
.

2斤 ; (6 )小麦 20 斤 (对照 )
。

小区面积

为 0
.

05 亩
,

每处理重复 4 次
,

绿肥于 9月下旬播种
,

第二年 5 月初收割鲜草称重
,

翻埋入土
,

然后栽插水稻 ; 微区试验用 1 m
Z

的水泥池 12 个
,

设大麦
、

苔子
、

菩子 + 黑麦草和黑麦草 4 个

处理
,

每个处理 3 次重复 ; 盆钵试验也设 6 个处理
:

( 1) 苔子 1 0 0 0 0斤 ; ( 2) 若子 5 0 0 0斤
; ( 3) 细

绿萍 1 0 0 0 0斤 ; ( 4 )大荚箭豌 5 0 0 0斤 ; ( 5 )大英箭和黑麦草各 2 5 0 0斤 ; ( 6 )不施绿肥 (对照 )
,

重

复 5 次
。

各处理都不另施肥
,

其他措施 同一般大田
,

绿肥茬水稻收后再种绿肥
,

大麦茬水稻

收后再种大麦
,

依次循环
,

如此连续进行 5 年
。

采用多点混合法取土样
,

拣净残根
,

风干
,

磨碎后供分析用
,

在作物 (包括绿肥 )不同生

育期
、

定期测定生长动态
、

养分含量
、

产量 (生物产量和经济产量 )和土壤有机质
、

土壤微生

物区系和酶活性等
。

二
、

试验结果

(一 )绿肥积累土壤有机质的效果

绿肥对积累土壤有机质的作用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

且变化也较缓慢
。

试验资料表明
,

在

水早轮作条件下
,

种绿肥的试区
, 3 年内土壤有机质含量由 1

.

49 %增加至 1
.

63 %
,

累计增加

0
.

1 44 %
,

年递增率为 2
.

79 % ; 而不施绿肥的田
,

由于受稻根
、

麦根 (每年有 1 00 一 17 5公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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茬翻埋入土 )的影响
,

土壤有机质亦能维持在原有水平
。

从微区和盆栽试验看 出
,

绿稻轮作田
,

土壤有机质递增率是 2
.

“ 一 2
.

92 %
,

而麦稻连作土 (拾去麦
、

稻根 )
,

土壤有机质 递 减 率 是

1
.

62 一 1
.

67 %
,

这说明在水早轮作地上
,

种植绿肥能提高土壤有机质的含量
。

从田间试验还看出
,

种植绿肥的田块
,

土壤有机质含量有随绿肥种植年限的增长而增大

的趋势
。

在亩施新鲜绿肥 6 00 一 8 0 0 0公斤的条件下
,

三年累计土壤有机质增长 0
.

09 一。
.

12 %
,

四年增长 0
.

08 一 0
.

27 %
,

其中尤以豆科与禾本科或豆科与十字花科绿肥混播增长较明显
。

在

盆栽试验中
, 5 年内土壤有机质增加 0

.

09 一 0
.

38 %
,

在微反试验中
,

四年内土壤有机质增加

0
。

1 0一 0
.

2 6 %
。

(二 )绿肥影响土壤有机质积累的因素

1
。

绿肥的碳氮比

不同的绿肥其C / N 比不同
,

同一种绿肥在不同的生育期
,

其 C / N比也不同
。

绿肥地下部

分的 C / N 比大于地上部分
,

禾本科和十字花科绿肥的 C / N比大于豆科绿肥 (表 1 )
。

同一种绿

肥
,

不同时期植株 C / N比也不同
,

例如若子在开花初期植株的 C / N比为 1 3
.

5 ,

盛花期为 1 4
.

4 ,

结英期为 1 7
.

6 ; 而大荚箭豌开花期植株的 C / N比为 9
.

46
,

结英期为 20
.

3
。

众所周知
,

一般而言
,

在土壤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

C / N比值高的植物物质
,

其分解残留

物较高
,

因此对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的贡献较大
,

而 C / N比值低者
,

其贡献则相对较小
。

表 1 供试绿肥作物的 C / N

—
节

~

猛丫『
,

百
别

了
”

!一丽下
.

霭下
一

! C % } N % } C / N ! C % } N % } C / N

署 子 { 4 2
_

2 } 3 1 3 } 1 3
.

4 } 3 2 6 } 2
.

2 8 } 1 4
.

3

大 茎箭舌豌豆 } 4 0
_

O } 4
_

2 3 } 9
.

4 61 4 1
_

1 1 3 4 4 } 1 2
_

0

佃 菜 } 4 2
.

0 } 4
.

3 3 } 17
.

4 } 3 6
_

9 1 1
.

4 0 } 2 6
.

4

蚕 豆 ! 4 2 2 } 3
.

5 0 } 1 2
.

1 } 3 7 7 } 2
.

4 6 1 1 5
_

3

袭 爱 草 } 4 0
.

5 ! 2
.

2 3 } 17
.

4 { 2 1
_

9 } 0
_

6 8 } 3 2
_

1

石 5 黑 1 } 3 6 9 1 3
.

0 3 1 12
.

2 } 3 7
_

3 } 1
.

1 3 } 3 3
_

2

大 8 黑 1 ! 4 2
.

2 } 3
.

3 8 } 12 5 } 3 7 5 } 1
.

3 2 } 2 8
.

4

大英箭豌 1 0 ! 38
.

6 1 4
.

1 7 } 9
.

2 6 { 3 9
.

9 } 2
.

0 9 1 1 9 1

大 6 班 2 0 1 4 2
.

2 1 4
.

5 3 1 9 4 3! 3 5
_

1 1 2
.

1 6 { 1 6
_

2

翌竺翌坚生丝止竺丛
二

竺卫』l二上望止竺
,

注 : 若 6黑 1指播 种时用若子 5斤
,

黑 麦草 1斤混播
,

共

佘类推
。

表 2 不同绿肥在水旱条件下的腐殖化系数

处 理
C

%

N

%

。 l 侧水田 腐殖!早 田腐班
, ` 占 ’

}化系 数 } 化系数

2
.

绿肥的腐殖化系数
,

1 9 8 4一 1 9 8 5年用沙滤管法测定了若子
、

大英箭豌
、

油菜
、

黑麦草等 9 种绿肥的腐殖

化系数
。

结果表明
,

绿肥的 C / N与其腐殖化

系数成正比
。

禾本科
,

十字花科等 C / N较高

的绿肥和混播绿肥其腐殖化系数均大于 C / N

较低的豆科绿肥 (表 2 )
。

(三 )绿肥对提高土壤微生物数量和酶活

性的作用
。

1
.

增加土壤微生物的数量

绿肥耕埋后
,

土层中的有机营养型微生

物数量急剧增加
。

据测定
,

绿一稻一绿轮作区

的微生物数量较稻麦连作田增加 74 一 1 28 %
,

其中以细菌最多
,

放线菌次之
,

真菌最少
。

生

理群微生物数量
,

每克干土中达 5 3 8 1一 1 4 3 8 4

万个
,

比对照增加 40 一 27 4 %
,

其中以氨化细

菌最多
,

纤 维菌和固氮菌较少
。

种植绿肥时间

越长
,

土壤微生物数量也越多
。

2
.

提高土壤酶的活性

土壤酶活性是鉴别土壤肥力 的 一 个 指

标
。

据对田 间试验土样的分析
,

土壤中酶活

性以豆科一禾本科混播的绿肥田高于豆科绿

肥田
,

混播绿肥的农田和纯种绿肥田的土壤

酶活性
,

高于麦稻连作田
。

从土壤层次来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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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酶活性则以表层高于底层
,

绿稻轮作田高于麦稻连作田
。

所有结果表明
,

绿肥与土壤中

有机质有明显的相关性
,

可以提高土壤酶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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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方法
: 尿醉用靛酚法

, 过氧化纽酶用比色法
, 蔗糖酶用 3

,
5二硝 墓水杨酸法

。

(四 )改善土旅的物理性质

由于翻压绿肥
,

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和土壤生物学活性质
,

使土壤形成良好的有机无机复

合胶体
,

促进土壤团聚体的形成
,

使土壤疏松
,

容重降低
,

增加土壤孔隙度
,

有效地调节了

土壤三相比
,

使土壤水分物理性状得到改善 (表 4 )
。

据测定
,

豆料一禾本科混播区的耕层土

壤中> 0
.

2 5m m的水稳性团聚体为 13 %
,

豆料绿肥区为 n %
,

对照区只有 9 %
。

土壤容重绿肥

田较大麦田减轻
,

土壤孔隙增加
,

毛管孔隙减少
,

非毛管孔隙增加
,

大小孔隙比在 1 : 2 一 4

之间
,

土壤三相比更趋向合理
。

豆料绿肥 田耕层土壤的渗透速度为 1
.

6 o m / 10 m i m混播肥田则为 1
.

8一 2
.

c4 m八 Om in
,

而大

麦田是。
.

6 c2 m / m in 表明土壤板结严重
。

可是
,

使用绿肥有助于改善土壤的渗透速度
。

表 4 绿 肥 对 壤 物 理 性 状 的 影 响

处 理
容 重
( g /

e m s
)

孔隙度
( % )

毛管孔晾
( % )

大小孔晾比

1: 3
.

7 6

1: 3
.

7 1

1 : 3
.

2 3

1: 3
.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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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在江苏滨海盐土上种植并施用绿肥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
。

随着绿肥种植

年限的增加这种效果就越明显
。

其中以豆料与非豆料混播绿肥的效果优于单播豆科绿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