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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根际环境的研究中
,

对林木根际的研究较少
,

近年来
,

南方连栽杉木林地地力衰退
,

杉木生长不良现象日趋普遍
,

引起林业界的极大关注山
。

本文拟从杉木根际微生物数量和酶

活性方面
,

探讨杉木根际的生化特性及其对杉木生长的影响
。

一
、

材料与方法

土壤样品采自浙江省开化县
、

临安县 和余杭县杉木林地
。

土壤微生物分析用新鲜土样 〔幻
。

土壤细菌
、

放线菌
、

真菌用平板培养法闭
,

氨化细菌用 M P N 法即
。

磷酸酶活性用 日一甘油

磷酸钠法〔们 ,

脉酶活 性用 R ot i n i奈氏比色法
,

蔗糖酶活性用磷铂 比色法
,

脱 氢 酶 活 性用

L en ha dr 法
,

纤维酶用葱酮比色法
,气
多酚氧化酶活性用邻苯三酚比色法 4t, 5〕 。

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杉木根际微生物的分布特征
一

从表 1可见杉木根际和非根际土壤微生物以细菌为主
,

占 70 % 以上
,

其次是放线菌
,

约

占 2 2一27 %
,

真菌最少
,

只 占 2一 3%
,

说明杉木林地有机物的分介和转化主要靠细菌 类微

生物完成
。

根际和非根际土壤氨化细菌的数量都很大
,

但前者大于后者
,

这对杉木根系利用

有机 N是有利的
。

一从表 1 还可见
,

杉木根际土壤的氨化细菌和微生物总数都高于非根际土壤
,

放线菌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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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也有相同趋势
,

这表明杉木根系对上迷微生物的影响为
“
正效应分

。

也说明杉木根际的生化

活性较高
。

(二 )杉木根际的主要醉活性

土壤中的生物化学过程都是在土城酶作用下进行的
,

土壤酶活性的高低也能表征土壤生

物化学活性的强弱
,

从表 2可见
,

杉木根际土壤的脉酶
、

磷酸酶和脱氢酶活性都显著地高于

非根际土壤
。

这表明杉木根际的生化活性较高
,

物质转化较活跃
,

有利于根系摄取养分
。

杉

木根际的酶活性较高
,

看来是由于根系分泌物和根际微生物的作用
。

而与上述情况相反
,

根

际多酚氧化酶活性较非根际土壤低
。

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

表 2 杉木根际和非根际土堆酶活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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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水平有显著性差异
。

醉活性单位分别衷示如下
: 脉醉—

N H一N mg / g土 ( 5 7℃ )
·
2 4 h , 确酸醉一

P
:
O s m g / 2 9土 ( 3 0℃ )

·
l h ;

脱红醉— H
+ + 料1抽土 ( 3 7℃ )

.

2 4 h , 多阶氧化醉— 役食子酸 m g / 19土 ( 3 0℃ )
`
l h

(三 ) 杉木连毅对根际徽生物和曲活性的影晌

表 3
、

4 列出的是一些立地条件相似的头栽和二栽杉木根际土壤微生物和酶的资料
。

从表

3 可见
,

二栽杉木根际土壤细菌
、

放线菌
、

真菌和氨化细菌以及总菌数大大低于头栽杉木林
,

由此表明
,

杉木连栽会显著降低微生物数量
,

这对于根系生长是不利的
,

而且二栽杉木根际

的氨化细菌较头栽少 1 6倍
,

将显著降低土壤 N 的有效性
,

进而影响根系对 N 的吸收和林木生

表 3 头栽和二栽杉木根际微生物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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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头栽和二栽杉木林地的微生物R / S比值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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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平均生长量较低 (表 3 )
。

二栽和栽头杉木林地土壤微生物的 R / S 比值也不 同
。
从表 4 可见

,

头栽杉木林地的细菌
、

放线菌和真菌的 R / S 比值大于或等于 1 ,

说明头栽杉木林根系对微生物影响表现
“
正效应

” ,

即增加根际微生物数量
。

而二栽杉木林地的细菌和放线菌和氨化细菌的 R / S 比值小于 1
,

说

明二栽杉木根系对这些微生物的影响为
“

负效应
” ,

即抑制其生长
,

这也说明杉木连栽对根系

微生物有不良影响
。

此外
,

头栽杉木林地根际脉酶
、

蔗糖酶和磷酸酶活性低于二栽林地
,

但脱氛酶和纤维素

酶活性则前者大于后者
。

相反
,

二栽杉木根际的多酚氧化酶活性较头栽高得多
,

这与俞新妥

的结果相似〔幻
。

看来杉木连栽引起土壤多酚氧化酶活性增加有普遍性
。

有人认为多酚氧 化

酶活性高
,

阻碍着有机质矿化过程中产生的酚类中间产物进一步合成腐殖质
,

其结果导致了

酚类化合物在根际内累积
,

易造成连栽杉木中毒
,

生长缓慢
。

这种推论还有待于从有毒物质

的 ;的离鉴定实验中得到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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