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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 了茶树落叶
、

猪厩肥
、

可可饼及菜籽讲在茶 园土坡 中的分解状况
。

结果 表明
,

它们的年分解率在 3 5 -

50 % 之间
,

并能提高土壤腐殖质的H / F值及土壤生物活性
。

茶树是江南低山丘陵区的一种重要经济植物
。

近年来茶园土壤的研究已愈来 愈受 重视
,

但大多研究土壤条件与茶树生长的关系〔卜
3〕 。

如何利用人为措施
,

培肥茶园土壤
,

提高茶叶

产量和品质
,

是一个很重要的间题
。

调查表明
,

低产茶园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均较低
。

本文研究

不同有机物质进入茶园土壤后的转化特征
,

为合理利用有机肥源
,

提高茶园土壤有机质含量

提供科学依据
。

一
、

试验材料与方法

( 一 )有机物料分解试验

1
.

用砂滤管法测定有机物料的分解速率 〔妇
。

以茶园常用的有机肥料及茶树落叶作为供

试物料
。

供试土壤取自江苏省宜兴市阳羡茶场
。

该场地处中亚热带
,

年平均气温 15
.

7 ℃ ,

年

降雨量 1 1 6了
.

1毫米
,

土壤为红壤 (黄红壤亚类 )
,

母质是第四纪红色粘土
,

土壤有机质含量为

1
.

19 %
,

全氮。
.

0 71 %
,

碱解氮98
.

7 o p p m
, p H 4

.

89
。

腐解试验设对照
、

菜籽饼
、

可可饼
、

猪

厩肥
、

茶树落叶 5 泞处理
,

物料加入量为 4 % ( 以干上重为基数计 )
。

砂毽管于 1 9 8 5年 12 月秋肥

施入后埋设于试验地表土层 ( 。一 2 0厘米 )中
,

并于分解 2
、

3
、

4
、

6
、

9三和 12 个月后分批取样分

析
。

2
.

用尼龙袋法 (尼龙袋大小为 25 K 15 厘米
“ ,

网孔为 0
.

5 x l 毫米
2

)进行茶树鲜叶的分解

试验
。

将已知重量的修剪的茶树鲜叶装入尼龙袋内
,

置于茶树树冠下的枯树枝落叶层上
。

试

脸过程中
,

定期 (分解 1
、

2
、

3
、

5和 8个月后 )取回一定数量的尼龙袋
,

于 65 ℃下烘 72 小时
,

称重
。

腐解样品经磨细后供分析用
。

(二 )培育试脸

分别将可可饼
、

猪厩肥及茶树落叶以 4 % 的加量与茶园表土混和
,

并以不加有机物料的

茶园土壤作对照
,

于 3。士 2 ℃条件下恒温培养
。

在培养期间
,

土壤湿度保持在饱 和持 水量的

60 %
。

在培养第 7
、

1 5
、

30
、

45
、

60 天后分别取出供试土样
,

分取部分置于 。 ~ 10 ℃冰箱中供测

* 现在中国科学院土族研究所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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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酶活性用
,

其余部分风干后供其他分析用
。

(三 )侧定方法

1
.

酶活性的测定 〔5〕 :

多酚氧化酶用 A
.

川
.

r a 二cT 二 H
法 ( 19 7 4 )

,

转化酶用 E
.

H of f -

m a n n a n d A
.

S e e g e r e r
法 ( 1 9 5 1 )

,

服酶用 G
.

H o f f m a n n a n d K
.

T i e h e r法 ( 1 9 6 1 )
,

酸性磷

酸酶用 G
.

H
o f f m a n n

法 ( 9 6 7 )
。

2
.

测定土壤有机质用重铬酸钾容量法〔 6〕 ,

土壤全氮用开氏法娜
,

土壤碱解氮用扩散法 〔的 ,

土壤腐殖质分组用科诺诺娃法的
,

土壤 p H用电位法 c6 〕
。

测定植物物质有机碳 用 重 铬 酸 钾

容量法〔 8〕 ,

氮
、

磷
、

钾的测定采用H : 5 0 4
一 H

Z
O

:

消化
,

蒸馏法测氮
,

铂蓝法测磷
,

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测钾 〔幻
。

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有机肥与茶树落叶的分解特征

1
.

茶树鲜叶在地表的分解
。

测定结果表明
,

茶树鲜叶中干物质和不 同元素在 分解过程

中的释放量是不同的
。

如干物质在分解最初的 32 天内损失最大
,

达 2 1
.

6% ,
其中碳的损失量

与干物质的相似 , 而氮释放量最大的时间是在开始分解后的 32 一 62 天期间
,

达 1 1
.

2 %
,

磷释

放量最大是在最初 32 天内
,

为 36
.

0 % ;
钾在最初的 32 天及 62 一 92 天内的释放均很快

,

分别损失

了 3 0
.

5 %和3 5
.

1%
。

尽管不同元素前期释放速率各有不同
,

但分解 5一 8个月后
,

其损失率趋

于接近 (图 1 )
。

茶树鲜叶经 8 个月腐解后
,

其失重率达 43 %
,

其中碳残留46 %
,

氮残留 61 %
,

磷残留45 %
,

而钾仅残留 17 %
。

随着分解的进程
,

物料的碳氮比出现下 降的趋势 (表 1 )
。

表 1 茶树鲜叶在地表分解过程中C / N值的变化

诀à僻砚粥

时间 ( 月 )

图 1 茶树鲜叶在地表分解过程中总干物质和

营养元素残留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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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有机肥料及茶树落叶在表土层中的分解特征
。

用砂滤管 法测定 有机物料在茶园土壤

中的分解速率
。

结果表明
,

不同有机肥料在茶园土壤中的分解速率及特征各不相同
。

尽管砂

滤管在冬季埋入田间表土层中
,

但菜籽饼和可可饼在最初两个月内分解最快
,

其有机碳的损

失率分别为 2 7
.

4 %和 2 1
.

2 % ; 在分解 4一 6个月期间
,

有机碳损失率分别为 1 2
.

8 %和 1 2
.

0 %
。

分

解 1 年后
,

菜籽饼的有机碳损失 47
.

3%
,

可可饼的有机碳损失较少
,

为 36
.

4 %
。

由于可可饼

含有一定数量的可可碱和咖啡碱
,

对于微生物的分解可能有抑制作用
。

猪厩肥的分解特征是

在最初 3个月内分解相当缓慢
, 3个月后分解速率加快

,

至分解 9 个月后
,

又趋于平缓
。

而

茶树落叶的分解与上面 3种物料不同
,

在分解最初的 4 个月中
,

茶树落叶有机碳的损失速率

并不 比菜籽饼和可可饼快
,

其分解最快的时期在 4一 6冷月间
,

有机碳损失达 1 1
.

7 %
。

看来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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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中的多酚物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微生物的活动
,

从而在分解前期减缓了物料的分解速率
。

分解 1 年后
,

茶树落叶的有机碳损失 53 %
。

腐殖化系数可作为判断植物残体对土壤有机质含量贡献大小的指标
。

林心雄等在苏南地

区农田所得的资料表明〔幻
。

有机物料的腐殖化系数一般为 0
.

2左右
,

高者可达 0
.

5
。

而茶园土壤

的试验表明
,

腐殖化系数均比农 田高
,

即使分解较快的茶树落叶
,

腐殖化系数亦近 0
.

5
,

菜籽

饼为。
.

53
,

可可饼为 。
.

6 4
。

由于茶园土壤水分不如农田充足
,

土壤 声 较低
,

物料中多酚物

质含量较高
,

微生物活动受到抑制
,

因此分解较慢
。

3
.

茶树鲜叶的年腐解率及有机肥料的残留年限
。

茶树鲜叶与有机肥料的分解符合 o l s
on

提出的植物物质腐解的指数衰减模型〔 10 〕 :
X = x 。 e一 k ,

式 中
: x 。

— 物料

的初始量 ; x 一一时间 t时的枯叶剩余量 ; k

— 年腐解率
。

用尼龙袋法测定的茶树鲜叶腐解试验结果
,

按照上式推算
,

茶树鲜叶中总干物质的年腐

解率为 0
.

58 克 /克
·

年
,

碳
、

氮
、

磷
、

钾的年释放率分别是 0
.

71
、

。
.

55
、

。
.

71
、

。
.

94 克 /克
·

年
。

用砂滤管法测定的有机物料腐解试验结果
,

按照上式推算
,

95 %有机物料被分解所需的

时间是
:

菜籽饼约需 4
.

7年 , 可可饼约需 6
.

7年 ; 而茶树落叶只需 3
.

9年
。

(二 )有机肥料对茶 目土坡腐殖质组成
、

性质和醉活性的影晌

1
.

胡敏酸
、

富里酸含量与 H / F值的变化
。

施用不同有机肥料 1 年后
,

都不 同程度地提高

了土壤腐殖质的 H / F值 (表 2 )
。

不同物料形

成的芳香碳网的缩合程度不同
,

反映在其光

谱特征上
,

则有不 同的光密度
,

其顺序是菜

籽饼 > 可可饼> 猪厩肥 > 茶树落叶
,

茶树落

叶与有机肥料相 比
,

在同样的分解时间内
,

其所形成的胡敏酸缩合程度较小
。

2
.

有机肥料分解过程中土壤 酶 活性的

变化
。

土壤中加入有机物料后
,

其酶活性均

表 2 分解 1年后不同处理土堆胡敏酸
、

富里酸含借及 H / F值

处 理
胡敏酸碳 富里酸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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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添加有机物料后土壤转化酶活性变化 图 3 添加有机物料后土壤多酚氧化醉活性变化

比对照的高
。

但从培育期间的变化来看
,

土壤转化酶
、

脉酶
、

酸性磷酸酶活性表现下降的趋

势
,

而多酚氧化酶活性除茶树落叶处理的外
,

其余处理的均表现上升的趋势 (图 2
、

3 )
。

相关分析表明
,

转化酶与土壤有机碳含量 ( r 二 。
.

87 4**
, n = 7 )

、

脉酶与土壤有机碳含 量

3 0 0



( , 二 。
.

9 5 4 * * , 。 二 6 )
、

脉酶与水解氮含量 ( , = 0
.

93 9* * , n 二 8) 均呈极显著正相关
。

由此可见
,

土壤中加入有机物料
,

不仅可补给土壤有机质
,

同时也可提高土壤的生物活性
。

。 综上所述
,

茶园土壤中有机物料的分解
,

一般以最初两个月最快
,

年分解率为 35 一 50 %
,

有机肥料的施入不仅可补给土壤有机质
,

而且可提高腐殖质的 H / F值及生物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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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的环境条件来说
,

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施肥措施
。

但由于有机肥的积造需要一定的人工
,

在 目前劳动力价格提高的情况下
,

从能量的投入与产出
,

也即从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来考虑
,

这种施肥措施是否具有最大的能量产出比及最好的经济效益
,

还有待作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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