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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土壤的肥力特征及酶活性
`

刘志民 李家金 薛继迢 毕德义

(南京农业大学 )

摘 要

本文初步研 究了设 施 土岌 中 刘 6种肥力 因 于和 2 种土壤 醉 活性
,

发 现温室 土 壤 的 全笼量
、

入H犷一N 量
、

N O 3

一
N 量

、

速效磷 ( )P 量
、

速 效钾 ( K )址和 服 酶活性 比 峪地土壤高 1 ~ 3倍
, :三壤 有机质量含提高 7

.

s g/ gk
,

过

氧化 氢酶活 性与耳地接 近 ( SO H ZO : m e q 1/ 00 9 」 )
,

硝态 氮含 量有继 续增加趋势 ; 大栩土壤的 肥 力因 子也比 , 地

明显提 高
。

设施土壤是指玻璃温室
、

氏寿脱塑料温室和塑料大棚等园艺设施内的土壤
。

由于它不受

雨水淋失
,

土壤次生盐渍化是设施土壤上进行疏菜连作 的主要障碍
。

如何进行合理施肥以消

除土壤
、

疏菜体内的硝酸盐累积和捉高汤犯菜产量是设施栽培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

本研究 的

目的是揭示设施土壤 的肥力特征和酶活性的变化趋势
,

为设施土壤 的合理施肥和消除障碍 因

子提供科学依据
。

`
、

材料与方法

以南京紫金山乡的温室
、

大棚和露地为定位观察点
,

土壤皆为黄棕壤
。

温室
、

大棚
、

温

室间菜地 (简称对照 1 )及临近温室
、

大棚的大田土壤 (简称对照 2 )上均种植有辣椒
。

第 1 次

取样 ( 1 9 8 9年 3 月 10 日
,

简称 A 期 )分析全氮 ( N )
、

速效氮 ( N )
、

速效磷 ( 尸 )
、

速效钾 ( K )及

酶活性
、

p H 值和土壤质地 ; 第 2 次取样 ( 19 8 9 年 5 月 n 日
,

简称 B期 )进一步分析速效氮

与酶活性
。

测定速效氮
、

酶活性及 p H 值时分上
、

一

下 2 层 (0 一 s o m 及 5一 20 o m )
。

有机质含

量用丘林法
、

全氮用开氏法
、

p H 用 电位法
、

质地用 比 重 计法
、

N H奋一 N 用 M g O 蒸馏法
、

N O 石一 N用 电极法测定
,

速效磷用钥兰 比色法
、

速效钾用原子吸收法测定
,

土壤腥酶活性 用

比色法
、

过氧化氢酶活性用容量法测定
。

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土壤有机质及全氮含量

测定结果表明
,

温室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 2 4
.

6 9 / k g )和全氮含量 (￡
.

15 9 / k动要 比对照 1 增

加 5
.

3 9 / k g 和 1
.

l0t g / k g
,

比对照 2 增加 7
.

5 9 / k g 和 1
.

23 9 / k g (表 l )
。

大棚土壤的有机质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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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 9
.

5 9 / k ) g和全 N量 ( 1
.

5 9 9 / k ) g增加幅度较小
。

温室和大棚内土壤养分含量差异的原因可

能是 由于二者集约化栽培 时间不同引起的 ( 温室栽培 已有 7年
,

而大棚仅有 2 年 )
。

由此可见
,

温室土壤的集约化种植在提高土壤肥力方面有很显著作用
。

(二 )土壤速效确和速效钾含量

温室土壤的速效磷 ( P )含量 ( 1丁几 lm g / k g )比对照 1 高 6了
.

4 m g / k g ,

是对照 2 的 3倍多
。

上壤速效钾含量分别是对照 1 和对照 2 的 1
.

5
、

2
.

8倍
。

这说明
,

设 施土壤所施用的无机肥很

大部分没有被设施内的作物吸收利用
。

大棚土壤的磷
、

钾 含量也 显示出 」
`

类似的变化趋势
。

如

何进行设施土壤的合理施肥 尚须进一 少探讨
。

表 1 没施土 壤有机质
、

全氮及速效磷
、

钾含量

有 机质

: g }k g
、

全 X

( g }k g )

速效 p

(m g {k g }

速 效 K

`
rn g {k g

质地

名 称

设施土镶 (温室 )

设施土城 (太棚 、

璐地 土坡 (对 照 1 )

耳地土壤 (对照 2 、

1 1 7
.

4

16 9 三、

10 9
.

9

二3
.

1

斗1j
.

斗

2 5 1 2

2 7 3 冬

1乃O
一

冬

粉壤
_

卜

枯城土

粉 城土

枯壤土

(三 )土坡速效氮含量

在第 1 次采样期
,

土壤氨态氮含量
,

设施土壤明显高于对照土壤 (设 施土壤 凌
.

邓一 5
.

03 m g

N / 1 0 0 9土
,

对照土壤 2
.

93 一 3
.

16 rn g N / 1 0 0 9土 ) ; 而到第 2 次采样时
.

各处理间的氨态氮含量

已很接近 (表 2 )
。

但是
,

无论是表层还是底层
,

两个采样期所得到的土壤硝态氮含量都是设施土壤高于对

照土壤
。

温室土壤表层的硝态氮含量 ( 4
.

2 5 m g N / 1 0 0 9土 )是对照 1 的 4 倍多
,

大棚土壤表层

的硝态氮含量也明显地高于对照
。

童有为等 ( 199 1) 报道的结果更高
,

玻璃温室和塑料温室的

硝态氮含量分别是露地的 1 6
.

5和 5
.

9 倍
。

前后两期相比
,

各处理中的氨态氮含量都有不同程

度地降低 (温室
、

大棚分别降低 6 1
.

2 %一 6 2
.

8 %和 6 3
. `

1% 一创
.

工%
,

对照土壤分别降低 3 2
.

8%

一 10
.

8% 和 46
.

7%一 5 7
.

5% )
,

而硝态氮含量有所增加
, 特别是温室土壤底层后期比前期增加

了 1倍以上
。

这说明设施土壤施用的氮肥
.

部分被作物吸收利用
,

部分转化成了土壤硝态氮
。

表 2 没施土壤速效氮含量
、

p H和酶活性

上层 入 H 4
一 N 入 0 3

一 N P H 服醉活性 过氧化氢醉活性

士: 类 深度 \
m g X j I 0 o g土 ) 、m g / 10 0 9 士 ;

(N H
;
一入m g / 10 0 9 士 ) `H : O Z

m
e q {10 0

气c m 尹 A B
`

\ B
,
\ B A B \ B

设 施 土懊 0一 5
一

备
.

丁9 1 8 6 斗
.

2 3 5 12 6
.

8 6
.

8 9 8
.

9 1 16
.

斗 任9
.

0 5 0
.

0

(沮 室 ) 5一 20 斗 78 1 78 2
.

07 斗
.

3 5 6
.

9 7
.

0 9 7
.

2 1 13
.

丁 加
.

1 5 0
.

1

设 施 上城 O一 5 4
.

8 3 1
.

料 2
.

2 6 2
.

科 6
.

6 6
.

2 7 1
.

4 5 2
.

b 49
.

王 5 0
.

9

(大 枷 ) 5一 20 5
.

0 3 1
.

7 9 1
.

10 1
.

3 5 6
.

4 6
.

4 了0
.

8 3斗
.

6 4 6
.

1 5 0
.

6

, 地 土坡 O一 5 2
.

93 1
.

97 1
.

扒 0
.

50 7
.

7 7
.

6 历
.

3 39
.

8 犯
.

0 5 0
.

3

(对照 1 ) 5一 20 3
.

邻 2
.

的 0
.

6 2 0
.

79 7
.

8 7
.

9 沼
.

斗 38
.

3 犯
.

1 犯
.

5

, 地 土维 0一 5 3
.

4 1 1
.

乃 1
.

0 5 1
.

5 9 7
.

9 7
.

0 63
.

0 科
.

3 打
.

2 5 1
.

0

又对照 2 ) 5一 2 0 3
.

4 1 1
.

4二 1 0二 1
.

6 7 7
.

9 7
.

2 6 3
.

( ) 4 1
.

9 牛7
.

2 5 !
.

1

(四 )土坡醉活性

上壤酶活性与土壤肥力有显著地相关性
,

施肥也能使土壤酶活性提高
。

设施土壤的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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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施肥
,

也显著地增加了土壤的脉酶活性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温室土壤的脉酶 活 性 ( 98
.

9
、

9 7
.

2 ; 1 1 6
.

4
、

1 1 3
.

7 N H言一 N m g八 0 0 9土 ) 儿乎是露地土壤 ( 5 3
.

4一 6 3
.

0
:

3 8
.

5一 选4
.

3N H土一 N

m g / 1 0 0 9土 ) 的 3 倍的大棚土壤的酶活性 ( 52
.

6一 7 1
.

JN H言一 N m g / 1 0 09 土 ) 也比露地土壤明

显增加
。

而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
,

各处理间差异不大
。

这是因为催化 H
:
O

:

分解时 F e 、

M
n

催化力 占相 % 以上
,

同是一种母质其 F e
.

M n 含量应当是接近 的
,

即无机催化 H
:
0

2

分解的

能力大致相同
。

另外
,

各处理的 p H 值 ( 6
.

2一 7
.

9) 变化不大
,

E h对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力

也较小
。

由此可见
,

土壤肥力对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比较小
。

朱平等 ( 1 6 9 0) 的研究结果也

表明
,

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与肥力状况的变化规律不如磷酸酶
、

脉酶明显
。

结

设施土壤的养分含量明显地高于露地
。

其中
,

温室土壤的全氮量
、

速效磷含量
、

速效钾

含量
、

氨态氮含量和土壤脉酶活性分别比露地对照增加 1一 3倍
,

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 7
.

5 9 /

k g
,

上壤硝态氮含量是露地土壤的 4 倍
,

并有增加趋势
,

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各处理差异不

明显
,

基本在 50 H
:
0

2 m e q / 1 0 0 9土左右 ,
大棚土壤与露地 比较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趋势

,

但

增加幅度没有温室大
。 。参考文献 咨篇峪)

(上接 2 工0 员 )

值得提出的是
,

台湾当前采用的省工经营的坡地利用新模式
,

乃是水土保持工作与经济

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
。

因为随着工商业高度发展
,

人 口逐步流向城市
,

农村劳动力缺乏
, 加

之
,

坡地非农业用地面积愈来愈大
,

坡地利用方式 日趋多元 化
,

促使各方面对水土保持工作

愈加重视
。

在新的形势下
,

台湾 目前的坡地利用方式和新的水土保持技术便应运而生
。

综上所述
,

在台湾省的经济发展中
,

水土保持起了重要的作用
,

随着我国内地经济的发

展
,

对农业也将有着特殊的要求
,

其中水 上保持的巨大作用决不能忽视
。

如何将南方红壤丘

陵区的整治与开发
,

与沿海诸省经济的发展 以及与京九铁路沿线的开发协调起来 ? 怎样将水

上保持工作与这些地 区的土地利用规划
,

与工
、

农
、

林
、

牧
、

果
、

旅游业的发展协调起来?

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

其他沿海地区和内地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
,

同样面临这样的同题
。

台

湾省的水土保持方法和经验
,

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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