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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
、

塑料大棚等设施为蔬菜栽培和育苗提供了特殊的环境
。

因其能保温保湿
,
促进作

物早熟
,

提高产量
, 因而效益十分显著

。

但是
, 随着温室

、

塑料大棚使用年限的推移
,
其土

壤的盐渍化问题 日益突出
,

影响微生物的活性
, 导致产量逐步下降

。

本文研究了设施土壤的

微生物区系的变化
。

一
、

材料和方法

(一 )土样 系南京市东郊紫金山乡农科站内已使用 8一 10 年的温室和塑料大棚内的土壤
,

采样深度为。一 5厘米
,
采样时间为 19 90 年的 2

、
理月的上旬和 5 月下旬

,
共 3 次

。

以温室外的

露地土壤作对比土样
。

多点采集来的土样
,

经混合和过 40 日筛后备用
。

(二 )试剂 格利斯试剂 I 及 I
;
奈氏试剂

。

(三 )培育基 牛肉膏蛋白豚培养基
,
高氏 1

一

号培养基
, 马丁氏培养基

, 硝化 (一 )培养基

和硝化 (二 )培养基
。

(四 )方法

1
.

混菌平板法测定土样的好气性细菌
、

放线菌和真菌的数量
。

2
.

平板涂抹法测定土样优势真菌种类
。

3
。

M P N法测定亚硝酸细菌和硝酸细菌数量
。

4
.

烘干法测定土样含水量
。

5
.

用二氧化碳直接吸收滴定法测定微生物活性
。

二
、

结果与分析

(一 )不同设施下土城性质的差异

表 1表明
,
同一土壤由于受不同设施的影响

, 导致了它们在性质上的差异
:

温室内土壤

表1 不同设施下土壤的性质比较 单位
: ( g / k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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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并已 通过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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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机质
、

全氮
、

全盐含量 >塑料大棚内土壤 >露地土壤
。

由于温室及塑料大棚内土壤受雨

水淋洗较少
,

因而它们的养分和盐分含量相对增加
。

因此
,

防治土壤盐渍化是设施栽培的一

大课题
。

(二 )不同设施下土微生物类群的差异

不同设施下土壤的微生物种类及数量均较多
, 而且均 以细菌占绝对优势 (表 2 )

。

由于 2
、

表 2 不同设施下土壤微生物类群及数量的变化 (个 /克干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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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温室内土壤的含盐量远高于塑料大棚内土壤
,

从 l心抑制了部分微生物的生长发育
。

因

此 , 上壤的总菌数 以塑料大棚内土壤 > 温宝内上壤 > 命地土壤
。

待至 5 月份
,

山于温室内土

壤的含盐量已肩达 6
.

1克 /千克
,

而塑料大棚 内上壤因大棚的拆除而重新受雨水的淋洗
, 其盐

分含量远低于温室内土壤
,

此时土壤总菌数仍以它为最高
,

露地土壤次之
,

温室内土壤最低
。

但真菌数量始终以设施土壤高于露地土壤
。

真菌数量的增多是否与蔬菜产量下降有关 ?为此
,

我们对 3 种土壤的优势真菌菌种进行
一

J
’

调查与鉴定
,

结果表明
,
设施土壤的真菌以腐生性的

青霉
、

曲霉和小克银汉毒为主 (表 3 )
,

这些菌对蔬菜并不构成危害
。

表 3 3种土壤的优势真菌比较
表 4 3种供试土壤的微生活性的比较

(二氧化碳发生量 单位 : 毫克 / 10。克 于土 )

土壤

温 室内土壤

塑料大棚内土壤

游 地土壤

2 月 4 月

曲霉腐霉

镶霉

青霉毛霉

青霉 曲霉

腐霉镶霉

青霉腐霉

5 ] J

青霉长蠕抱霉

青每小克银

粉抱 霉青霉

测定 时间 ( 月 ) 温 室内土壤 塑料大棚 内土嚷

15
.

6 7

19
.

0 2

18
.

4 6

1 5
.

9 2

19
.

4 9

2 1
.

17

落地土坡

1 5
.

0 8

1 7
.

6 4

18
.

8 4

设施土壤的亚硝酸和硝酸细菌的数量也较多
, 从而使土壤中积聚了相当数量的硝酸盐

。

(三 )不同设施条件下土壤微生物活性的差异

在供试的 3 种土壤中
,

微生物活性 以塑料大棚内的上壤最高
,

温室内土壤次之
,
露地土

壤最弱 (表 4 )
。

说明温室内土壤由于受土壤盐渍化的影响而降低了它的微生物活性
。

总之 , 从土壤学的角度考虑
,

为了保证设施栽培的蔬菜的产量 和质量不受土壤盐渍化的

影响
,
定期更换土壤是十分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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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麦一玉米轮作中还研究了有机氮肥与无机氮肥配合施用对作物单产及土壤养分积累

的影响
。

结果 ( 表 3 )表明
,

在有机氮肥与化学氮肥的比例为 7 : 3
、

5 : 5
、

3 :7 三个处理 中
,

它们

的平均 ( 10 年 )单产分别达 9 3 5
.

5千克
、

9 5 8
.

8千克和 92 7
.

2千克
,
变异系数分别为 8

.

5%
、

8
.

2%

和 8
.

7%而且在获得高产稳产的同时
, 土壤肥力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

与试验起始时相比
,

土壤有机质增加了 3
.

29 一 8
.

叮克 /千克
,

相对提高了 2 7
.

6一 7 1
.

。%
,

土壤 全 氮 增 加 0
.

4道一

0
.

71 克 /千克
,

相对提高了 S G
.

o一 9 1
.

0% , 7 : 3
、

5 :5 两处理的土壤速效磷分别增加了 19
.

] 和

19
.

d毫克 /千克
,
相对提高了 1 89 % 和 7 5 % ,

但施入钾量仍嫌不足
。

表 3 有机 N肥与无机 N 肥配合比例对作物单产及养分积累的影响

项 日 有机 N 肥与无 机 N 肥配合比 例 基础土壤养分

7 : 3 5: 5 3 : 7 0 : 1 0 0 : 0

1 0年平均 产量 (千克 /亩 ) 9 3 5
.

5 9 5 8
.

8 9 2 7
.

2 5 8 7
.

8 3 6 3
.

9

单产 C V 早乞 8
.

5 8
.

2 8
.

7 3 7
.

0 10
.

8

10年土壤 有机质 (g /k g ) 2 0
.

3 7 18
.

1 1 15
.

19 1 1
.

6 3 10
.

8 5 1 1
.

9

养分积累 全氮 (g /k g ) 1
.

4 9 1
.

3 8 1
.

2 2 1
.

0牛 0
.

8 3 0
.

7 8

速 效磷 ( P
·

n l g )k g ) 7 5
.

1 4 6
.

0 1 1
.

4 4
.

5 4
.

6 2 6
.

0

速效钾 ( K
·

m g /k g ) 70
.

1 5 8
.

5 5牛
.

3 4 8
.

6 4 6
.

3 8 1
.

0

总之
,

有机肥与无机肥长期配合施用
,

不仅可 以获得高产稳产
, 而且可 以逐渐 丰富土壤

有机质与氮磷含量
,
提高土壤对作物生长及产量构成的贡献率

,

是一种科学合理 的 施 肥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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