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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方式对红壤的细菌区系及活性的影响

尹 瑞 龄

(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坡研 究所 )

土壤的利用方式不仅影响土壤某些性质而且还改变了土壤微生物区系及其生化活性
。

本

文研究了广西南宁地区不同利用方式下红壤的细菌数量和组成
,

氨化强度和解磷酶活性及其

季节性变化
。

该地区红壤的基本性状列于表 1
。

表 1 南宁地区红壤的基本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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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法测定
,

所获细菌菌株按贝捷氏细菌鉴定

手册 (第八版 )进行鉴定
,

氨化强度及解磷酶

活性分别用康维法及铂兰比色法进行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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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表明
,

不 同利用方式下红壤的

细菌数量
,

无论就平均数而言
,

还是以雨
、

早

季而论
,

它们之间均有明显的差异 (表 2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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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利用方式对红壤的细菌及有机磷细菌数量的影响(万 /克千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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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共测定 4 次
,

其 中早
、

雨两季各测定 2 次
,

均为平 均数
。

中以农 田土壤的细菌数量为最高
; 针叶林地土壤次之 , 阔叶林地土壤再次之 , 荒地为最低

。

各土壤的有机磷细菌的数量变化规律亦然
。

一般而言
,

红壤中细菌数量随季节的变化而异
,

雨季明显高于早季
,

在旱季以水 田土壤中的细菌数量最高
。

农地土壤的有机质含量虽低于林

地土壤
,

但就土壤性质和生态环境而言
,

农地土壤可能较林地土壤更适宜于细菌的发育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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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地土壤侮年施入大量腐熟的有机肥料
,

适量的矿质肥料和频繁的耕作为细菌的生长发育

创造 良好的生态条件有关
。

至于林地土壤
,

每年虽有相当数量的凋落物进入土壤
,

但由于土

壤 p H值较低和缺乏矿质养分
,

凋落物的分解速度较慢
,

可供细菌作为能源的物质不如农地土

壤丰富
,

因而其细菌数量低于农地土壤
,

可见
,

林地土壤除了依靠物质的自然循环外
,

还必

需进行人工干预
,

适当施用有机肥料
、

矿质肥料和适当的耕作
,

对于加速土壤熟化
、

提高和

保持肥力水平
,

提高土壤生产力都是必不可少的
。

至于各种利用方式下红壤的细菌数量和活性的季节变化和差异
,

主要与土壤温度及水分

状况有关
,

这是不言而喻的
。

不同利用方式下的红壤
,

其细菌组成也有一定的差异
。

就多数土壤而言
,

以芽抱杆菌为主
,

其中又 以巨大芽抱杆菌 ( B
.

m e g a t e r i u m )
、

蜡质芽抱杆菌 ( B
。 e e r e u s )

、

坚硬芽抱杆菌 ( B
.

f i r -

m t t s
)

、

草状芽抱杆菌 ( B
.

m y e o i d e s )和枯草芽抱杆菌 ( B
. s u b t i l i s

)等占优势 (表 3 )
。

坚硬芽抱

表 3 利 用 方 斌 对 红 壤 细 菌 组 成 (% )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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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菌和巨大芽抱杆菌分别在水 田和早田土壤中占绝对优势并与其他地区各土类相类似
。

对阔

叶林地而言
,

除芽抱杆菌外
,

还约有 30 %左右的无芽抱捍菌
,

而且以多粘芽抱杆菌
、

覃状芽抱

杆菌和节细菌为主
,

表明阔叶林地在细菌组成上具有某种特点
。

这或许与阔叶林地凋落物的

化学组成有一定的关系
。

荒地土壤细菌组成 中
,

巨大芽抱杆菌所占比例明显地低于其它利用

方式 下的土壤
,

而大量的巨大芽抱杆菌的存在
,

似乎预示着土壤熟化和肥力水平已进入一个

新阶段
。

二
、

利用方式对红壤氨化强度和解磷酶活性的影响

不同利用方式下红壤的氨化强度和解磷酶活性的差异和变化与细菌数量的差异和变化是

一致的
。

其中以农田土壤为最高
,

针叶林地高于阔叶林地
,

荒地为最低
。

在同一利用方式下

则以雨季高于旱季
,

在高温高湿的雨季
,

土壤的氨化强度通常较早季高 2~ 3倍
,

但解磷酶活

性的变化则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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