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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无机氮肥配合施用

对土壤和水稻的影响

王元贞 潘廷国 柯玉琴

( 福建 农学院 )

有机无机肥料配合施用是改 良中低产稻田的重要措施
。

经济利用化肥和选择适宜的有机

肥品种并确定其用量
,

是农业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

本文就化肥配施有机肥对稻苗生理活

性
、

根 际微生物菌数
、

土壤酶活性及土壤有效养分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试验 处理

试验是在福建省建贩县城的西 门外的稻田上 进行的
。

供试土壤的常年平均产量 为 40 0一

45 0公斤 /亩
。

田 间小区面积 0
.

1亩
。

试验处理及肥料种类和用量列于表 1
。

表 1 试验处理及肥料种类和用量

处 理

早晚季 N
、

P
、

K 用量
(公斤 /亩

·

季 )
早稻有机 肥氮用量

( N公公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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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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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量化肥

半 量化 肥

减量 化肥 + 稻草

半量化肥 + 牛栏粪

半量 化肥 十 紫云英
半量化 肥 + (早季 )紫 云英

(晚季 )稻草
稻 草

(二 )采样及测定

1
.

在各试验小区采集 。一 20 厘米土层的土壤
,

供测定 , 2
.

根际微生物数量用稀释培养

法测定〔 1〕 , 3
.

水稻几个生理 活性的 测定
:

根系活力用 T T C 法 , N a 十 一 K
+

A T P 酶活性按
“

植物生理学实验手册
”

中介绍的方法进行 〔 3〕 ;
叶绿素含量用 72 1型分光光度计测定

; 4
.

土壤

酶活性及土壤养分含量测定
:

纤维素酶用葱酮比色法〔 4〕 ; 脉酶用靛青比色法 〔 5〕 ,
脱 氢 酶用

ll e T e p e o 。
法 , 蛋 白酶用 H o f f m a n n

与 T e i e h e r
法

;
磷酸酶用 P一硝基苯磷酸钠法 〔 4〕 ; 转化酶

用还原糖法 〔幻 ;
有机质用重铬酸钾容量法— 水合热法

; 速效氮用蒸馏法
;
速效磷用盐酸一

氟化胺法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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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果与讨论

( 一 )有机无机肥配施对稻田土壤微生物数量的影响

测定的各处理水稻根际微生物数量的结果 ( 表 2 )表明
,

厌气性固氮菌和纤维分解菌数量

较好气性固氮菌和纤维分解菌高 10 倍左右
。

凡施有机肥的处理
,

土壤 中各种菌数均高于施化

肥者 (包括对照区 )
。

这是因为有机肥 中的纤维素在分解过程中
,

产生大量可溶性碳源
,

并提

供能源
,

为固氮菌的生长及其固氮功能创造了有 利条件
。

而大量好气性固氮微生物的存在
,

一方面为水稻提供氮素外
,

更重要的是
,

固氮微生物以其产生的植物生长刺激素 (赤霉素
,

细

胞动素
,

昭}噪 乙酸 )和病原菌抑制物质而有助于水稻生长
,

土壤微生物细胞同时又是土壤酶的

重要来源〔幻 ,

能加强土壤的生物活性
。

表 2 有机无机肥配施对水稻根际微生物数量的影响

处 理
好气固 氮菌

x 1 0 2

(个 /克干土 )

厌 气固氮菌
x 10 3

(个 /克 干土 )

好气纤维分解 菌
x 1 0 1

(个 /克干土 )

厌气纤维分解 菌
x 1 0 2

(个 /克干土 )

对 照 36 8 0 0
.

8 1 4

全量化 肥 3 0 4 0 1 2 9

半量化 肥 4 0 3 8 1 5

减量化肥 + 稻草 1 5 6 1 8 3 1 4 7 1

半量化肥 + 牛栏粪 2 6 8 1 9 7 1 9 9 2

半 量化 肥 + 紫云 英 2 7 6 2 5 3 8 9 5

半量化肥 + (早季 )紫云 英 8 4 2 2 5 1 1 6 0

( 晚季 )稻草

(二 )对水稻幼苗生理活性的影响

各项测定结果 (表 3 )表明
,

水稻根系活力 以施半量化肥和加牛栏粪者最强
,

施全量化肥

和施半量化肥加稻草的 2 个处理次之
;
水稻根端酶的活性也有同样的趋势

;
水稻叶片中叶绿

素含量以施半量化肥加紫云英的处理者含量最高
,

施半量化肥加紫云英 (早季 )
、

稻草 (晚季 )

处理者次之
。

表 3 有机无机肥配施对水稻幼苗生理活性的影响

处 理
根系 活力

( 甲潜 “ g / g :根鲜重
·

小时 )
根端 N +a

一 K
+

A T P 酶活性
(召M P i / m g

.

小时 )
叶片叶绿素含量

( 占鲜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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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量化 肥 + ( 早季 ) 紫云英

(晚 季 ) 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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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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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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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7
.

7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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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8
.

9 7 1

1 4 6
.

8 5 7

0
.

18 3

0
.

3 5 7

0
.

3 3 5

0
。

3 5 9

0
.

3 7 2

0
.

5 59

0
.

4 4 1

(三 )对土壤酶与土坡养分的影响

测定结果 ( 表 4 )表明
,

脱氢酶活性均以半量化肥加施有机肥者为高
,

它反映土壤中以微

生物为主 的生物总量增加
。

纤维素酶
、

脉酶
、

蛋 白酶
、

转化酶
、

磷酸酶的活性在各处理中也

表现了相似的趋势
。

说明土壤中有机碳分解良好
,

并提供了可溶性碳源物质
,

促进有效氮
、



表 4有机无机肥配施对稻田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处 理

纤 维素 酶
(召g 葡萄糖 / g

干 土
·

小时 )

脉 醉
(拜g N H3 一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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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g 氨基 N/ g

干土
,

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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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一硝基苯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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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化 酶
(硫代硫酸钠
m l / g 干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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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照

全量化肥

半量化肥

减量化肥 + 稻草

半量化肥 + 牛栏粪

半量化肥 十 紫云 英

半量化肥 十 (早季 )紫云 英
晚季 (稻草 )

8
.

9 4 5 7 7 5 2
_

9 1
_

0 5 0
.

4 6 3
_

0 3

表 5 有机无机肥配施对土壤

速效氮
、

磷的影响

处 理
速效 氮

( N
,

m g / k g 土 )

速效磷
( P

,

m g / k g土 )

对 昭 1 6
_

1 5 2
_

1 8对
八曰一h内川`哆

J组óó,曰月̀一hn八任̀q目nJúL刁O山全量化肥

半量化肥

减量化肥 十 稻草

半量化 肥 + 牛栏粪

半量化肥 + 紫 云 英

半量化肥 十 (早季 )紫云 英
(晚季 ) 稻草

19
.

5 0

1 9
.

4 5

2 1
.

4 3

2 1
.

9 2

2 4
,

2 9

1 9
.

3 1 2
.

7 0

磷的矿化作用
,

既有利于水稻生长
,

又有助

于水稻根际微生物的繁殖
。

土壤中酶活性的

增强与土壤速效氮
、

磷含量 的增长是相一致

的 (表 5 )
。

表明土壤酶在有机残体的分解和

养分转化方 面有很重要的作用〔“ 〕 。

综上所述
,

可得如下结论
:

1
。

无机肥
、

有机肥配施能增加稻 田微生

物数量及酶活性 , 提高水稻根系活力及根端

的 N a + 一
K

+

A T P 酶活性
,

促进了根系吸收

养分 的能力
,

因而促进水稻生长
,

提高当季

水稻的产量
,

对提高中
、

低产稻 田肥力也有裨益
。

2
.

在供试的有机肥 中以牛粪与化肥配施 的效果最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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