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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植被类型或土壤利用方式是决定进入土壤中有机物质数量的主要因子
。

为研究红壤

在不同利用方式下的微生物学特点
,

我们对广西南亚热带的针叶 (杉木
、

马尾松 )
、

阔叶 (格

木
、

红木荷 )人工林及邻近的农 田 (水田
、

早地 )土壤中微生物的种群和活性进行了比较
。

一
、

材料和方法

在南宁市郊广西林业科学研究所内选择 6 种不同利用方式的土壤供研究用
,

土壤均属砂

岩发育的赤红壤
。

土壤的一般情况列于表 1
。

各项微生物分析均按
“

土壤微生物研究法
”
进

行
,

真菌鉴定按魏景超
、

H
·

L
·

巴尼特方法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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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红壤在不同利用方式下的微生物数量

土壤中微生物的数量取决于土壤有效基质
、

温度
、

湿度及养分状况
。

凋落物是林地有机

质的主要来源
,

其数量和组成随树种和季节而异
,

土壤中微生物的数量亦因此而变化
,

杉木

地
、

马尾松地和格木地的凋落物以 5 一 6 月为最多
,

红木荷地则 12 月最多
。

对林地而言
,

土

壤中真菌数量最多时
,

亦即凋落物最多时
。

一般而言
,

土壤真菌数量 以冬季为最少
,

但林地

变化的幅度较大 (表 2 )
。

土壤中放线菌数量则以早地为最多
,

水田和林地较少
,

林地仅马尾松地较多
,

放线菌数

量的季节变化明显
,

以夏季最多
,

冬季最少 (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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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红墩在不向利用方式下真菌数量

(千 /克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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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红康在不同利角方式下放线菌数量 (方 /克土 )

} 农 田 } 林 掖

取 样日期

取样 日期 水 田 早地 衫水

水田
「

早地 { 杉水
’

马尾松 格木 红木荷

马尾松
{
格 木 {红木荷

2 2
.

6 1 1

3 6
.

4 { 7
.

洲
.

7 { 16
.

5 9
.

。
{

:
.

4 8
`

3 7
.汽

…
一匕J任ōh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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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针叶林下真菌和放线菌数量较多的

事实与在鼎湖山所测定的结果相一致
。

进入土壤的植物残体
,

其组成以纤维素

为主
。

测定结果表明
,

早地的好气性纤维分

解细菌最多
,

水田次之
,

林地最少
,

其中又

以马尾松林地和红木荷林地更少 (表 4 )
。

可

见
,

农田中的纤维素分解菌 以细菌起主导作

用
,

而林地土壤 中纤维素的分解 以真菌和放

线菌为主
。

表 4 红壤在不同利用方式下好气性纤维

分解细菌的数量 (个 /克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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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亚硝化细菌及好气性固氮菌各林地为数均低
。

前者受土壤中钱态氮含量所制约 , 后

者以水田稍多
。

(二 )红滚在不同利用方式下的微生物活性

测定结果表明
,

红壤的呼吸强度
、

纤维分解强度及硝化强度均以水田最高
;
早地次之

;
林

地最低
。

棉布片埋入土壤一定时间后
,

在水田失重 34
.

8% ; 早地为 24 % ;
林地不超过 6%

。

这

是因为农田土壤有效养分多
,

有机质碳氮比低
,

有利于纤维素的分解
。

而红壤的硝化强度
、

呼

吸强度及有机质分解速率
,

一

也以农 田 > 林地
。

以薰蒸一培养法测得的微生物生物量碳表明
,

红壤在不同利用方式下
,

其微生物生物量

碳均以夏季为最高
。

而不同利用方式之间
,

除红木荷林地外
,

其余差异不大
。

( 三 )红坡在不同利用方式下真菌的优势属

红壤的真菌优势属随土壤的利用方式和季节变伟西异
。

早地以镰抱 属 ( F
u s a r i u m )和轮

枝抱属 ( V er it o il l iu m )为优势菌
,

它们中大多数是土传植物病原菌 ; 水田则以小 威 氏 曲 霉

( W
e s t e r d y k e l l a )占优势 , 林地土壤常以犁头霉 ( A b s id i a

)
、

毛霉 ( M
u e o r

)
、

被抱霉 ( M o r t s-

er
e l al )等藻状菌为优势

,

这可能与林地经常有新鲜有机物进入有关
。

综上所述
,

红壤水田的微生物活性最大
,

硝化细菌和纤维分解细菌较多
,

并有好气性自

生固氮细菌 , 红壤早地以放线菌数量最多
,

真菌以雄抱
、

轮枝抱占优势
,

微生物活性
、

纤维

分解菌和硝化菌数量仅次于水 田 , 红壤针叶林地真菌和放线菌数量较高
,

红木荷林地和马尾

松林地好气纤维分解菌和硝化菌极少
,

各林地的微生物活性较农地低
,

这也许是林地土壤有

机质得以积累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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