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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 了玉米和大豆根系对土坡生物盈
、

土城呼吸
、

土城醉活性的影响
。

土坡生物活性在根系的生 育盛期

出现高峰
,
玉米根 系高于大豆根 系

。

栽培作物其根系在生育期间
,

不识是只从土壤中吸取养分即所谓的耗地过程
,

同时也在

不断向土壤中分泌各种有机物
,

如氨基酸类
、

有机酸类
、

糖类
、

核普酸类
、

生长素类和酶类等
,

用以调节根际微生物的活动
,

为自身创造更为良好的土壤环境
。

研究资料还表明
,

作物在其

生育过程中不断有死亡和破坏的根冠
、 根毛和表皮脱落下来

,

另外围绕着根还有粘胶 产 生
,

而这些物质也是根际微生物的重要营养源和能源田
。

由于根际微生物的迅速死亡和 被分解
,

K
.

R i t z 〔 2〕则认为微生物生物量 ( m i c or b ia l b io m as s )是土壤中有机质养分的一种短暂而最有

效的贮存形式
。

本文通过试验河定了玉米和大豆两种作物不同生育时期根系土壤生物活性的变化
,

了解

作物通过根分泌物和根脱落物来调节根际微生物的活动
,

以改善土壤环境
。

供试土壤为黑钙土和黑土
,

表 1 供试土壤的农化性状

一
、

材料和方法

两种土壤的农化性状如表 1
。

试验方法采用油毡纸筒在试验地上挖成

土坡
有机质

(克 /千克 )

全 抓
(克 /千克 )

黑钙土

骤
5 4 2

速效礴
m g /kg )

12
.

7

黑 土 2 0
.

1 0
.

8 8 0
.

9 9
.

3

圆柱形规则土坑
,

周围用油毡纸围成筒状 (直

径 50 o m ,

筒高 30 c m )
,

筒底接原土地的底土
。

筒内装供试土壤各 50 k g
,

每筒施用磷酸二按
2 0 9 ,

尿素 6 9
,

硫酸钾 2 9
。

3 次重复
。

以黑

色休闲为对照
,

栽培玉米 (品种四单八 )每筒

1 株
,

大豆 ( 品种吉林 20 ) 每筒石 株
。

在不 同生育时期分别采集根际土壤
,

测定土壤生 物活

性
。

土壤生物量 C 的测定用 V a
cn e, E

.

D
.

的 F E 法 ; 土壤呼吸的测定用减压一呼吸法 , 过

氧化氢酶用容量法
;
多酚氧化酶用没食子素比色法 , 转化酶用 3

.

5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
;
磷酸

酶用本所改进法
。

二
、

试验结果

对不同生育期玉米和大豆两种作物根系土壤的微生物生物量测定结果如图 1和图 2
。

从

图中可以看出两种土壤呈现一致的规律
。

玉米在吐丝期
,

大豆在结荚期 ( 8 月上旬 )
,

即作物的

生育盛期出现高峰
,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显著增加
。

并且玉米根系土壤的微生物生物量明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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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大豆
。

对照 (不种作物且黑色休闲 )在整个生育期变化幅度不大
。

土壤呼吸强度的变化状况从 C O:
的变化量 (图 3

、

图 4)看
,

种植作物的显著增强
,

而同

样是在作物的生育盛期出现明显的高峰
,

且玉米高于大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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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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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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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 (黑土 )图例同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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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不同生育期根系土滚呼吸 ( C O : )

t 的变化 (黑土 )图例同图 3

0034

图

猫朝浮州

玉米和大豆不 同生育时期根系土壤的几种土壤酶活性的变化
,

不论黑钙土和黑土依然同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的变化呈现同一的规律性
,

即种植作物的土壤酶活性明显增强
,

出现酶活

性的高峰期也在作物生育盛期
。

这与陈恩凤等人测定的土壤转化酶活性的结果是一 致的仁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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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酶活性测定的结果是
,

过氧化氢酶和磷酸酶为大豆高于玉米
,

而多酚氧化酶和转化酶则

仍为玉米高于大豆
。

三
、

讨 论

通过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和土壤呼吸 ( C O : )量及土壤酶活性的测定结果可以看出
,

栽培

作物明显增妞土攘的生物括性
。

除作物根系本身的呼吸作用使土镶增加 C O
: ,

作物根系分泌

一些酶类外
,

总体的土壤生物活性的变化表明
,

作物在其生育期不仅只是从土壤中吸取养分
,

而且通过根分泌的和脱落的有机物来调节土壤微生物的活动
,

使土壤生物活性的变化和根系

自身的生育相适应
。

虽然土壤微生物的生命活动也在吸取土壤中的有效态养分
,

但其躯体很

快会死亡而被分解
,

再释放出养分来 , 同时土壤微生物又在促使土壤中难利用态养分的转化
,

有利于作物根系对养分的吸收
。

土壤生物活性的变化
,

是随着作物的不同生育时期而发生变化的
,

在作物生育盛期出现

高峰
,

可以认为这是作物通过其根系的代谢作用来调节土壤生物活性
,

为自身生活创造有利

的土壤环境
。

例如
,

根系分泌物还可以增加土壤中的团聚体
,

改善土壤物理性状
,

这也已为

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资料所证实
。

从宝米和大豆两种作物 (前者被认为是
“

耗地
”

作物
,

后者被认为是
“

养地
”

作物 )的对比

中
,

可以看出玉米根系使土壤生物活性增强的能力高于大豆根系
。

现代农业的特点之一是利

用矿质肥料补充高产作物所需要的养分
,

只要不断改善土壤环境
,

充分发挥矿质肥料的供给

作用
,

集约栽培高产作物是可行的
。

因此
,

对于传统的简单的把作物分为
.
养地作物

”

与
`
耗

地作物
”

的论点是值得商榷的
。

玉米根系为什么会比大豆根系能更增强土壤的生物活性 ? 这一方面是由于玉米有庞大的

根系
,
其根系量超过大豆根系量的 30 % 以上① ,

并且随着施用化肥数量的增加而增加闭
;
另

一方面是玉米根系的分泌物及脱落物的数量高于大豆 , 这从玉米适当连作会使土壤水稳性团

聚体增多的测定结果仁
“ ,

6〕中可 以得到证实
。

再从许多的研究资料中
,

认为反映土壤肥沃状况

时
,

转化酶炜其它酶反映更为明显
,

而我们的测定结果也进一步证实玉米根系比大豆根系使

土城转化酶活性明显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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