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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对砂姜黑土重组

有机碳氮的影响
颜廷梅 张喜群 徐 琪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

砂姜黑土是黄淮海平原地区的低产土壤之一
。

其低产原因有二
:一是土壤有机质含量低

,

而且难以分解的组分又占相当大的比重
,

有效养分贫乏 , 二是粘粒含量高
,

湿时土壤膨胀
,

干

时收缩
,

结构性差
,

保墒能力弱
,

耕性不良
。

但砂姜黑土大量施用有机物质可以改善其性质
,

提高其肥力
。

本文研究了稻草对砂姜黑土的重组 (能被比重为 2
.

0的碘化锌重液分离的组分 )

有机碳
、

氮含量的影响
。

材料与方法

(一 )供试土壤 采 自江苏省泅洪县姚牙乡的砂姜黑土耕层土壤 (0 一 20
c m )

。

土壤呈微碱

性 ( p H 8
.

0 8)
,

有机质含量为 1 3
.

l g k g 一 ` ,

富含钾及钙
,

粘粒及物理性粘粒和阳离子交换量均

较高
。

土样经风千
,

拣去作物根茬后
,

磨碎
、

过 20 目筛
,

备用
。

(二 )供试稻草 为当地产稻草
,

其c/ N为 42
.

3
。

稻草经 40 ℃烘干
,

磨碎
、

过 20 目筛
,

备

用
。

(三 )富内培养试验 称取供试土壤 5 00 克若干份
,

分别置于 5 00 m l的烧杯中
,

加入供试稻

草及适量的氮
、

磷肥 (加入量列于表 1 )
。

表 l 室内培养试验各处理的稻草及化肥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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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共分三组
:
好气培养组

、

厌气培养

组和兼气培养组
。

好气培养组的土壤含水量

调至土壤田间持水量的60 % , 厌气培养组的

土壤保持 cI m 厚的水层 , 兼气培养组的土壤

水分状况前期 ( 以第 12 0天为界 )同好气培养

组
,

后期同厌气培养组
。

各处理均 3 次重复
。

试验系在 25 一 28 ℃条件下培养 2 00 天
。

在试验

开始的第 2 0
、 4 0 、

8 0
、

12 0
、 1 6 0及 2 0 0天

,

各

试验组取样
,

风干后过 60 孔筛供分离重组并

non“工月几ó
,

:
丹O几甘n口n甘n nU`̀,巴U

测定它们的有机碳
、

氮含量
。

(四 )土壤贯组的分离 称取过 60 目筛的土样 5 克于 l o o m l离心管内
,

加入碘化锌重液 (比

重 2
.

0 ) 2 5m l
,

置于振荡机上振荡 i 小时
,

然后离心 ( 2 5 0 0一 5 0 0 0转 /分 ) 1 0一 z
盼钟

,

弃去上

清液
,

再加入 25 m l碘化锌重液
,

继续离心
,

弃去上清液 (至此
,

土样中的轻组有机物已基本

被提取完
,

残留部分即为土壤的重组 )
。

用 95 % 乙醇洗涤离心管内的残留部分
,

离心
,

弃去上

清液
,

如此反复 5一 6次
,

直至用 6% A g N O 3
检测无乳黄色A g l沉淀为止

。

将离心管置于 鼓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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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箱内 (5 。一60 ℃ )烘干
,

用减重法准确称出重组的重量
,

并供测有机碳
、

氮用
。

(五 )土滚工组有机碳
、

氮的侧定 有机碳用 K
:
C r :

O
,
法

;
有机氮用 K : C r : O

,

一H
: 5 0

`

消

煮法
。

二
、

结果与讨论

(~ )土旅 , 组残留暇含最的变化 试验结果表明 (表 2 )
,

土壤重组残留碳含量与稻草的

用量
、

培养方式及培养时间均有一定的关系
,

其中尤 以受培养方式的影响为甚
。

表 2 培养方式及培养时间对土堆重组残留碳的影响 (残留碳 : g / g )

培培养方式式 处 理理 堵 养 时 间 (天 )))

2222222 000 4 000 8 000 1 2 000 1 6 000 2 0 000

好好气培养养 111 0
。

3 222 0
。

3 222 0
.

3 444 0
.

2 555 0
。

2 333 0
。

1 999

2222222 0
.

3 000 0
.

3 333 0
.

2 444 0
.

2 555 0
.

1 888 0
.

1 666

3333333 0
.

2 666 0
。

3 222 0
.

2 333 0
.

2 333 0
。

2 000 0
。

1 777

兼兼气培养养 111 0
.

3 111 0
.

3 000 0
.

2 777 0
.

2 222 0
.

2 888 0
.

2 111

2222222 O
。

2 666 0
.

2 999 0
.

2 999 0
.

2 555 0
.

2 666 0
.

2 333

3333333 0
。

2 444 0
.

3 000 0
.

3 111 0
.

2 777 0
.

2 555 0
。

2 333

厌厌气墙养养 111 0
。

1 555 0
.

3 111 0
.

3 777 0
.

3 111 0
.

2 888 0
.

2 777

2222222 0
。

2 000 0
.

3 222 0
.

3 333 0
.

3 222 0
.

2 999 0
。

2 666

3333333 0
.

1 777 0
。

2习习 o
·

3 3砂砂 0
。

3 222 0
.

3 000 0
.

2 777

表 3 培养方式及培养时间对土堆追加友合氮的影响 (复合扭
, g /枯土 )

培 养 时 间 丈天 )

培养方式 处理代号
2 0 4 0 8 0 1 2 0 16 0 2 0 0

好气培养

0
.

3 5 2

0
.

3 6 4

0
.

4 50

0
.

4 7 0

0
.

5 1 0

0
。

6 3 2

0
.

4 2 0

0
.

5 4 2

0
,

6 4 2

0
.

4 1 8

0
.

5 3 4

0
.

6 7 2

0
.

3 8 2

0 5 2 4

0
.

6 1 6

0
。

1 8 a

0
.

2 8 0

0
.

4 3 6

兼气培养

0
.

4 2 6

0
.

2 8 4

0
。

4 9 4

0
。

5 4 4

0
.

6 2 2

0
.

6 8 4

0
.

3 0 2

0
.

4 5 0

0
.

5 7 6

0
.

2 0 6

0
.

4 2 8

0
.

4 9 0

0
.

22 6

0
.

4 3 6

0
.

4 6 2

0
。

1 9 8

0
.

4 0 6

0
。

4 8 2

厌气培养

0
.

3 8 2

0
.

5 2 2

0
.

5 0 0

0
。

8 66

0
.

3 36

0
.

4 80

0
.

4 12

0
.

4 9 8

0
.

6 8 2

0
.

3 9 2

0
.

5 0 0

0
.

6 5 8

0
.

5 0 4

0
.

6 0 4

0
.

7 3 0

0
.

5 5 0

0
。

6 2 6

0
.

6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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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 以看出
:

1
。

在稻草用量及培养时间相同的情况下
,

土壤重组残留碳含量通常 (个别例外
,

原因待查 )

以厌气培养的土壤最高
,

兼气培养的次之
,

好气培养的最低
。

这一结果表明
,

若要使土壤有

机质的分解和积累处于较为协调的状况
,

就必须实行水早轮作
。

2
.

在稻草用量及培养方式相同的情况下
,

土壤重组残留碳含量一般随培养时间的延伸而

降低
,

且有培养前期 ( 0一即天 )降低的速率高于培养中期 ( 80 一 1 60 天 )
,

待至培养后期
,

土壤

1 9



重组残留碳含量变化较小而渐趋平衡的趋势
。

3
.

在相同培养方式及培养时间的条件下
,

稻草用量对土壤重组残留碳含量的影响不明显
,

且无规律性可言
,

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

但必须指出的是
: 即在整个培养过程中 曾 有 一 段

时间处于高温天气
,

培养温度并非完全控制在 25 一 28 ℃之间
,

这也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

因
。

(二 )土城追加盆合氮含最的变化 从表 3 可以看出
: 土壤追加复合氮含量的变化

,

受培

养方式
、

培养时间的影响
,

其总趋势与土壤重组的残留碳含量变化相近似
。

(参考文献略 )

(
_

L接第 6 页 ) 市场商品经济
,

将中低产田改良与地区龙头产品的发展结合起来
。

4
。

试区应不断通过科研与生产机制的调整
,

面向广大农村和基层县市
,

推广试区新的科

研成果
,

并在科技宣传
、

干部培养上起积极推动作用
。

5
。

与县市联合
,

逐步推动以农业开发为主的农
、

工
、

商及第三产业的综合开发
,

探索建

立各种农业综合开发的典型模式
。

( 四 )开展盆点项目的综合研究

1
.

南方农业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

主要包括南方农业持续发展总体战略与对策 ; 土地资源

开发与管理对策 ; 水资源利用与管理对策 , 生态环境问题及对策 , 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布局

与优势互补 , 粮
、

经
、

林
、

果发展战略 , 农
、

牧
、

渔综合利用与评价 , 旱涝灾害时空变化规

律与战略对策 , 高效持久耕制及提高地力研究 ; 适度规模经营与示范研究
。

2
。

南方丘陵地区农业生态系统优化模式研究
。

构
、

功能及提高生产力
,

稳定农业生产系统的研究
;

布局农业生态系 统 结

质与能量流动规律及调

控研究 , 系统中水分
、

养分的平衡及调控研究
;
提高作物生产品质及肥力的综合定位研究

;
城

郊型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
。

3
.

人类活动对南方丘陵地区生态环境影响的长期研究
。

主要包括低丘红壤区生态环境的

历史演变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 红壤肥力性状及系统生产力的动态研究 , 工业污染源的

监测与控制 , 城乡废弃物综合利用途径研究 , 污染物在土壤一水体一植物体内迁移及转化规

律的研究
。

4
。

南方红壤退化的时空变化
、

发生机理及预控防治的研究
。

主要包括红壤退化 (包括侵

蚀
、

酸化
、

污染及肥力衰退等 )的发生机理
、

演替规律及防治途径的研究 , 退化红壤的更新
、

恢

复及配套措施的研究 , 红壤退化与水
、

肥
、

气
、

污染的动态变化与综合影响的定位研究 , 红

壤退化数学模拟应用遥感
、

计算机技术预测预控的研究
。

5
。

南方经济区域发展及综合开发的研究
。

主要包括区域可更新资源利用现状
、

问题及潜

力 ,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 , 长江流域产业带开发和区域综合治理 , 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

研究 , 沿海沿江高开发区与内陆丘陵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综合开发 , 合理布局与配置 , 区域综

合开发的措施及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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