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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究化肥减量配施两种不同黄腐酸钾有机肥对土壤有机碳(SOC)及其组分的影响，采取盆栽试验模拟大田花生种植，

以不施肥、纯施化肥为对照，设置 100% 化肥配施 100% 有机肥、75% 化肥配施 25% 有机肥、50% 化肥配施 50% 有机肥、25% 

化肥配施 75% 有机肥和施用 100% 有机肥处理，探讨了 SOC、可溶性有机碳(DOC)、微生物生物量碳(MBC)、易氧化有机碳(LOC)

和惰性有机碳(ROC)在花生不同生育期内的含量特征。结果表明：化肥减量配施有机肥各处理 SOC 及其组分含量在花生各生育期均

表现为：花针期显著高于结荚期和成熟期，其中 DOC 和 MBC 含量结荚期显著高于成熟期(P<0.05)；各处理 SOC 及其组分含量均

表现为：25% 化肥配施 75% 生化黄腐酸钾处理显著高于不施肥、单施化肥和单施有机肥处理，50% 化肥配施 50% 矿源黄腐酸钾

处理显著高于不施肥、单施化肥和单施有机肥处理；其中花针期 25% 化肥配施 75% 生化黄腐酸钾处理 SOC、DOC、MBC、LOC

和 ROC 含量分别为 133.0 g/kg、284.4 mg/kg、269.7 mg/kg、30.76 g/kg 和 111.2 g/kg，50% 化肥配施 50% 矿源黄腐酸钾处理 SOC、

DOC、MBC、LOC 和 ROC 含量分别为 130.9 g/kg、250.5 mg/kg、251.7 mg/kg、29.86 g/kg 和 110.8 g/kg。综上，化肥减量配施生化

黄腐酸钾对 SOC 及其组分含量的影响整体优于配施矿源黄腐酸钾，化肥减量配施黄腐酸钾花针期含量显著高于结荚期和成熟期

(P<0.05)，其中 25% 化肥配施 75% 生化黄腐酸钾处理对提升 SOC 及其组分含量效果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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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hemical Fertilizer Reduction Combined with Organic Fertilizer on Soil Organic 
Carbon and Its Components in Peanut Soil 
ZHANG Hui1,2, WANG Bin1*, SUN Jiusheng1, SUN Chen1, HUAI Guolong1, CUI Lei1 
(1 Institute of Soil Fertilizer and Agricultural Water Saving, Xinji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Urumqi  830091, China; 
2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chemical fertilizer (CF) reduction combined with organic fertilizers (OF biochemical 

or mineral fulvic acid potassium) on soil organic carbon (SOC) and its components, pot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simulate 

field peanut planting, the treatments included: no fertilization (CK1) and pure chemical fertilizer (CK2) as controls, and 100% 

chemical fertilizer combined with 100% organic fertilizer (100%CF+100%OF), 75% chemical fertilizer combined with 25% 

organic fertilizer(75% CF+25% OF), 50% chemical fertilizer combined with 50% organic fertilizer(50% CF+50% OF), 25% 

chemical fertilizer combined with 75% organic fertilizer(25% CF+75% OF), and 100% organic fertilizer (100% OF). The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of SOC, soluble organic carbon (DOC),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MBC), labile organic carbon (LOC) and 

recalcitrant organic carbon (ROC) were determined and discussed in different peanut growth stag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OC 

content and its components in each treatment of CF reduction combined with OF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flowering stage than 

in podding and mature stages, and the content of DOC and MBC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odding stage than in mature stage 

(P<0.05). SOC contents and its components under 25% CF+75% biochemical OF and under 50% CF+ 50% mineral OF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under CK1, CK2 and 100% OF. In flowering stage, the contents of SOC, DOC, MBC, LOC and ROC 

were 133.0 g/kg, 284.4 mg/kg, 269.7 mg/kg, 30.76 g/kg and 111.2 g/kg respectively under 25%CF+75% biochemical OF, 130.9 

g/kg, 250.5 mg/kg, 251.7 mg/kg, 29.86 g/kg and 110.8 g/kg respectively under 50% CF+50% mineral OF. In summary, th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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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F reduction combined with biochemical OF on SOC content and its components are better than with mineral OF, the effects 

of CF combined with OF is better in flowering stage than in podding and maturity stages, and 25% CF+75% biochemical OF is 

better in improving SOC and its components. 

Key words: Chemical fertilizer substitution; Peanuts; Soil; Organic carbon and its components 

 

土壤碳库约占陆地总碳库的 2/3，土壤有机碳库

的微小变化会影响植被动态、全球气候变化以及碳循

环和碳平衡[1-2]。土壤有机碳库的组成比较复杂，大

体上可分为稳定性碳和不稳定性碳两种，其中稳定性

碳被称为惰性有机碳，理化性质比较稳定，不容易被

氧化或水解[3]；不稳定性碳又被称为活性有机碳，容

易被分解、转化，如可溶性有机碳、微生物生物量碳、

易氧化有机碳等，能够快速响应外界环境变化，是土

壤碳库研究中的热点[4-5]。然而，土壤各碳库组分之

间能够相互转化，共同调控土壤碳库的稳定性[6]。因

此，厘清土壤各组分碳库的变化特征，对深入理解土

壤生态系统碳循环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可为实现中国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施肥是促进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之一。据 FAO

数据库统计，我国是全球化肥用量 多的国家[7]。研

究表明，过度施用化肥会导致土壤养分快速积累，土

壤有机质减少，进一步导致农产品品质下降，严重损

害农田土壤的绿色可持续发展[8-9]。土壤有机碳的稳

定性与其结构的稳定性密切相关，施肥可通过影响土

壤有机碳的化学结构影响有机碳的稳定性[10-11]。因

此，不合理施肥，可能导致农田土壤碳的快速流失，

加剧农田土壤退化。目前，施肥影响土壤系统有机碳

组分变化的观点[12-13]已被广泛接受，但关于化肥减量

配施有机肥尤其是黄腐酸钾有机肥与土壤有机碳及

其组分变化的关系未有相关报道。 

黄腐酸钾是一种分子量相对较小、容易被作物吸

收利用的有机化合物[14]，富含微生物菌群和有机质，

单价虽高，但用量相对化肥较小，达到效果的同时并

未增加太大成本。生化黄腐酸钾主要从秸秆中提取的

木质素磺化、裂解而成，还可以从蔗糖、味精、造纸

下脚料等植物残渣中提取。其原料来源丰富，是可再

生资源，生产耗时短，仅用数小时便可以完成自然界

数万年的反应过程，且提取纯度和提取成本远远低于

矿源黄腐酸钾，在促进植株生产上也明显优于矿源黄

腐酸钾[15]，适于在农业上大面积长期发展应用。而

矿源黄腐酸钾则从泥炭、风化煤、褐煤中采用碱溶酸

析的方法提取，对于农作物在抗寒、抗旱、提高肥料

利用率及其效果可靠性与稳定性等方面[16]，比生化

黄腐酸钾更胜一筹，这也是其在农业方面和实际生产

销售中具有独特优势的地方。市场上这两种黄腐酸钾

肥料均有销售，除了价格和来源等，在应用上的具体

区别没有相关研究报道。基于此，本研究利用盆栽试

验，探讨了两种不同种类的黄腐酸钾替代部分化肥条

件下土壤中有机碳及其组分在花生不同生育期内的

含量特征，研究结果对农田生态系统的绿色可持续生

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可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数

据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2022 年 4—8 月在乌鲁木齐市新疆农业科学院试

验基地内，选择高 22 cm、顶部圆形直径 30 cm、底

部直径 10 cm并带有 4个通气孔的塑料花盆开展盆栽

试验。供试土壤采自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长山子

镇，土壤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1。试验灌溉用水为自来

水，供试花生品种为 XJY-1(2021)，由新疆农业科学

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提供。 

供试肥料：氮肥为尿素(新疆心连心能源化工有

限公司生产，总 N≥460 g/kg)，磷肥为磷酸二氢钾(四

川蜀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含 P2O5≥520 g/kg，

K2O≥340 g/kg)，钾肥为硫酸钾(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K2O≥510 g/kg)，钙肥为乐钙

(MINERA MICHI LLA.S.A 智利 MC 矿业生产，CaO 

190 g/kg，N 155 g/kg，Te 10 g/kg)；有机肥包括以下

2 种：生化黄腐酸钾(海南佰施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黄腐酸≥500 g/kg，N+P2O5+K2O≥50 g/kg，

有机质≥450 g/kg)，矿源黄腐酸钾(新疆锦昊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黄腐酸≥500 g/kg，K2O≥120 g/kg，

腐殖酸≥500 g/kg，有机质≥650 g/kg)。 

表 1  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Table 1  Soil basic physiochemical properties 

pH 总盐
(g/kg)

有机质
(g/kg)

碱解氮
(mg/kg) 

有效磷
(mg/kg) 

速效钾
(mg/kg)

7.27 16.30 167.00 323.60 42.43 361.00 

 

1.2  试验设计 

盆栽试验前，除去土壤中石块和植物残体等杂质

并充分混匀备用。按照每盆 5.00 kg 的规格称取供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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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与基肥混合后装盆。 

试验共 13 个处理，每个处理 3 次重复，共计 39

盆(表 2)。尿素总用量的 50% 作为基肥，余 50% 作

追肥，并按照 10∶3 比例分别于花生花针期(6 月 20

日)和结荚期(7 月 18 日)随水追施；磷酸二氢钾、硫

酸钾、生化黄腐酸钾有机肥和矿源黄腐酸钾有机肥作

为基肥一次性施入；乐钙作为追肥于结荚期一次性施

入。花生室内育苗后移植于盆中，每盆 2 株。2022

年 4 月 20 日育苗，5 月 1 日移栽，8 月 10 日收获，

收获时花生各处理均已完全成熟。 

表 2  试验处理肥料用量(g/pot) 
Table 2  Fertilizer rate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有机肥 处理 肥料比例 尿素 磷酸二氢钾 硫酸钾 乐钙 有机肥 

– CK 0% 化肥 + 0% 有机肥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ST0 100% 化肥 + 100% 有机肥 1.493 0.432 0.784 0.640 5.333 

ST1 100% 化肥 + 0% 有机肥 1.493 0.432 0.784 0.640 0.000 

ST2 75% 化肥 + 25% 有机肥 1.120 0.324 0.588 0.480 1.333 

ST3 50% 化肥 + 50% 有机肥 0.747 0.216 0.392 0.320 2.667 

ST4 25% 化肥 + 75% 有机肥 0.373 0.108 0.196 0.160 4.000 

生化黄腐酸钾(S) 

 

ST5 0% 化肥 + 100% 有机肥 0.000 0.000 0.000 0.000 5.333 

KT0 100% 化肥 + 100% 有机肥 1.493 0.432 0.784 0.640 0.043 

KT1 100% 化肥 + 0% 有机肥 1.493 0.432 0.784 0.640 0.000 

KT2 75% 化肥 + 25% 有机肥 1.120 0.324 0.588 0.480 0.011 

KT3 50% 化肥 + 50% 有机肥 0.747 0.216 0.392 0.320 0.021 

KT4 25% 化肥 + 75% 有机肥 0.373 0.108 0.196 0.160 0.032 

矿源黄腐酸钾(K) 

KT5 0% 化肥 + 100% 有机肥 0.000 0.000 0.000 0.000 0.043 

注：化肥用量参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标准[17]，有机肥用量参考产品推荐使用量。 

 
1.3  样品采集 

分别于花生花针期、结荚期及成熟期(收获后)，

取部分盆内土壤，混匀后去除样品中植物根系等杂

质，自然风干，过 2 mm 筛，用于土壤有机碳及其组

分测定。 

1.4  土壤有机碳及其组分测定 

土壤有机碳(SOC)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测定[12]；

可溶性有机碳(DOC)采用蒸馏水浸提法(水土质量比

5∶1)测定[6]；微生物生物量碳(MBC)采用氯仿–熏蒸

法测定 [12]：易氧化有机碳 (LOC)采用 333 mmol/L 

KMnO4氧化法测定[6]；惰性有机碳(ROC)采用 6 mol/L 

HCl 进行消煮，总有机碳分析仪进行测定[6]。 

1.5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Excel 20、SPSS 22.0 软件进行处

理与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下土壤有机碳的含量特征 

SOC 是土壤固相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植物和动

物组织及处于不同分解阶段的土壤微生物体组成，是

表征土壤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18]。由图 1 可知，各

处理 SOC 含量在花生不同生育期各不相同。各生育

期 SOC 含量表现为：化肥减量配施生化和矿源黄腐

酸钾各处理花针期显著高于结荚期和成熟期，各处理

SOC 含量表现为： ST4>ST5>ST0>CK>ST1>ST3> 

ST2，KT3>KT0>KT5>KT4>CK>KT1>KT2，其中化

肥减量配施生化黄腐酸钾中 ST4 处理各生育期 SOC

含量均 高，花针期、结荚期、成熟期分别为 133.0、

130.3、128.2 g/kg；化肥减量配施矿源黄腐酸钾中 KT3

处理各生育期 SOC 含量均 高，花针期、结荚期、

成熟期分别为 130.9、126.5、126.8 g/kg。 

由图 2 可知，T2、T4 和 T5 处理在各生育期内

均表现为配施生化黄腐酸钾处理 SOC 含量显著高于

配施矿源黄腐酸钾处理，花针期分别高 2.60%、

4.44%、2.06%，结荚期分别高 6.14%、6.62%、3.63% 

和成熟期分别高 3.78%、2.33%、3.14%，且 ST4 处

理 SOC 含量高于 KT3 处理。由此可见，25% 化肥

配施 75% 生化黄腐酸钾处理效果 佳。 

2.2  不同处理下可溶性有机碳的含量特征 

DOC 是土壤碳库中流动性和活性 强的碳组

分，对温度变化具有较高的敏感性。DOC 对增温的

响应将深刻影响土壤养分周转，进而影响土壤生态系

统碳循环[19]。从图 3 得知，各处理 DOC 含量不同生

育期表现为：花针期>结荚期>成熟期，各生育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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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显著(P<0.05)。与 CK 处理相比，花针期 ST0、ST4、

ST5、KT0、KT3、KT4、KT5 处理 DOC 含量增加

2.00% ~ 41.85%；结荚期相应处理 DOC 含量增加

1.84% ~ 56.76%；成熟期相应处理增加 1.29% ~ 43.91%。 

 

(图 A、B 分别是化肥减量配施生化、矿源黄腐酸钾处理；图中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处理不同生育期间差异性显著(P<0.05)，不同小写

字母表示同一生育期不同处理间差异性显著(P<0.05)；图 3、5、7、9 同) 

图 1  不同生育期各处理 SOC 含量 
Fig. 1  SOC contents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有机无机肥料比例下不同类型肥料间差异性显著(P<0.05)；图 4、6、8、10 同) 

图 2  不同有机肥处理 SOC 含量特征 
Fig. 2  SOC contents under different organic fertilizer treatments 

 

图 3  不同生育期各处理 DOC 含量特征 
Fig. 3  DOC contents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从图 4 可知，T2、T4、T5 处理 DOC 含量各个

生育期内均为配施生化黄腐酸钾处理高于配施矿源

黄腐酸钾处理(P<0.05)，花针期、结荚期、成熟期分

别高出 7.90%、39.07%、26.54%，31.90%、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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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0% 和 24.67%、42.08%、15.68%。综上，各生育

期化肥配施不同有机肥对 DOC 含量均有一定的影响，

其中以 25% 化肥配施 75% 生化黄腐酸钾效果 佳。 

2.3  不同处理下微生物生物量碳的含量特征 

MBC 是 SOC 中 活跃的部分，直接影响 SOC

的转化过程和土壤理化性状，能够准确反映土壤质量

的变化[20]。如图 5 所示，化肥减量配施生化和矿源

黄腐酸钾各处理 MBC 含量不同生育期均表现为：花

针期>结荚期>成熟期，各生育期间差异显著 (P< 

0.05)。各处理 MBC 含量表现为：ST4>ST5>ST0> 

CK>ST1>ST3>ST2，KT3>KT0>KT5>KT4>CK>KT1> 

KT2，其中 ST4 和 KT3 处理花针期、结荚期、成熟

期 MBC 含量分别为 269.7、229.6、183.1 mg/kg 和

251.7、175.9、158.7 mg/kg。 

如图 6 所示，花针期和成熟期 T2、T4、T5 处理

MBC 含量均为配施生化黄腐酸钾处理高于配施矿源黄

腐酸钾处理，花针期分别高 6.50、125.10、22.40 mg/kg，

成熟期分别高 6.00、63.60、14.10 mg/kg；T0、T3 处

理 MBC 含量表现为配施矿源黄腐酸钾处理显著高于配

施生化黄腐酸钾处理，花针期分别高 3.10、125.50 mg/kg， 

 

图 4  不同有机肥处理 DOC 含量特征 
Fig. 4  DOC contents under different organic fertilizer treatments 

 

图 5  不同生育期各处理 MBC 含量特征 
Fig. 5  MBC contents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图 6  不同有机肥处理 MBC 含量特征 
Fig. 6  MBC contents under different organic fertilizer treatments 

 



338 土      壤 第 56 卷 

http://soils.issas.ac.cn 

成熟期分别高 5.70、54.10 mg/kg。结荚期化肥减量配

施生化和矿源两种黄腐酸钾 T0、T1、T2 处理间无显

著差异(P>0.05)。综上，化肥减量配施生化黄腐酸钾

各处理整体优于配施矿源黄腐酸钾，其中 ST4 处理

各生育期 MBC 含量均 高。 

2.4  不同处理下易氧化有机碳的含量特征 

LOC 是在土壤酶和微生物作用下易被分解的有

机碳，能表征 SOC 的稳定性[21]。由图 7 可知，不同

生育期化肥减量配施有机肥各处理对 LOC 含量有影

响。各生育期不同处理下 LOC 含量均表现为：ST4> 

ST5>ST0>CK>ST1>ST3>ST2，KT3>KT0>KT5>KT4> 

CK>KT1>KT2，其中化肥减量配施生化黄腐酸钾中

ST4 处理各生育期 LOC 含量均 高，花针期、结荚

期、成熟期分别为 30.76、29.59、29.49 g/kg，与 CK

处理相比分别增加了 16.65%、26.08%、25.76%，与

单施化肥处理 (ST1) 相比分别增加了 19.83% 、

31.34%、32.90%；而化肥减量配施矿源黄腐酸钾中

KT3 处理各生育期 LOC 含量均 高，花针期、结荚

期、成熟期分别为 29.87、28.85 和 28.64 g/kg，与 CK

处理相比分别增加了 13.27%、22.92%、22.13%，与

单施化肥处理 (KT1) 相比分别增加了 16.36%、

28.05%、29.07%。 

由图 8 可知，T4、T5 处理各生育期内均为配施

生化黄腐酸钾处理显著高于配施矿源黄腐酸钾处理

(P<0.05)，花针期、结荚期、成熟期分别高出 14.56%、

10.81%，26.02%、14.71% 和 11.75%、3.53%；T0、

T2、T3 处理各生育期内配施生化黄腐酸钾处理明显

低于配施矿源黄腐酸钾处理(P<0.05)。 

 

图 7  不同生育期各处理 LOC 含量特征 
Fig. 7  LOC contents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图 8  不同有机肥处理 LOC 含量特征 
Fig. 8  LOC contents under different organic fertilizer treatments 

 
2.5  不同处理下惰性有机碳的含量特征 

ROC 相较于活性有机碳，稳定性更高、更难分

解，在维持土壤质量及健康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2]。

由图 9 可知，化肥减量配施生化黄腐酸钾各处理与

CK 处理相比，花针期 ROC 含量在 ST0、ST4、ST5

处理下增加 4.76% ~ 14.99%，在 ST1、ST2、ST3 处

理下减少 0.62% ~ 3.21%；结荚期 ROC 含量在 ST0、

ST4、ST5 处理下分别增加 3.33%、11.24%、8.53%，

在 ST2、ST3 处理下分别减少 2.60%、1.66%；成熟

期 ROC 含量在 ST0、ST4、ST5 处理下分别增加

2.19%、7.91%、5.00%，在 ST1、ST2、ST3 处理下

分别减少 2.39%、5.52%、4.58%。化肥减量配施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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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腐酸钾各处理与 CK 处理比较，花针期 ROC 含量

在 KT0、KT3、KT4、KT5 处理下增加 2.59% ~ 14.58%，

在 KT1、KT2 处理下分别减少 0.52%、4.99%；结荚

期在 KT0、KT3、KT4、KT5 处理下增加 0.62% ~ 

8.95%，KT2 处理下减少 4.89%；成熟期在 KT0、KT3、

KT4、KT5 处理下增加 0% ~ 7.49%，在 KT1、KT2

处理下分别减少 2.39%、4.99%。 

由图 10 可知，T4 和 T5 处理在各生育期内均表

现为配施生化黄腐酸钾处理 ROC 含量高于配施矿源

黄腐酸钾处理，花针期、结荚期、成熟期分别高 12.0、

7.8 g/kg，10.2、5.6 g/kg，7.6、3.1 g/kg，且 ST4 处理

SOC 含量高于 KT3 处理。综上，化肥减量配施不同

有机肥在不同生育期对 ROC 含量有一定影响，其中

以 25% 化肥配施 75% 生化黄腐酸钾效果 佳。 

 

图 9  不同生育期各处理 ROC 含量特征 
Fig. 9  ROC contents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图 10  不同有机肥处理 ROC 含量特征 
Fig. 10  ROC contents under different organic fertilizer treatments 

 
 

3  讨论 

施肥是影响土壤活性有机碳的主要因素之一，且

为直接有效[23]。不同的施肥措施不仅会通过影响土

壤的碳输入和输出过程而影响 SOC 的含量，还会通过

影响 SOC 的矿化进而影响农田 SOC 库的稳定[24]。本

研究中，化肥减量配施不同种类有机肥均不同程度影

响 SOC 及其组分含量，这与周泉等[25]、Wang 等[26]

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配施有机肥各处理条件下

输入外源碳有关，农田土壤中直接补充有机物质能够

促进作物吸收 CO2，提高根系固碳能力，以及促进土

壤微生物对新鲜有机物质的固定。在花生不同生育期

内 SOC 及其组分表现为花针期显著大于结荚期和成

熟期，这与杜倩等[27]对连作植烟土壤的研究结果相

符合，原因可能是花生作物生长过程中不断吸收土壤

中的养分，随着时间的延长 SOC 及其组分含量有一

定损耗导致[28]。刘强等[29]研究结果表明，单施有机

肥是有效提高旱区土壤质量、增强土壤碳汇功能的农

田施肥措施，这与本研究结果不一致，原因可能是研

究的土壤类型和试验条件不同。谢丽华等[30]研究表

明，50% 有机肥替代比例下较单施化肥能显著降低

农田碳汇效应，这可能是因为施肥种类及用量影响作

物生长，改变农田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影响土壤呼

吸与土壤有机碳收支，这也是影响土壤碳平衡的重要

因素[31]。施用不同类型有机肥对 SOC 及其组分的含

量有一定影响，本研究选用两种黄腐酸钾(生化、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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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进行试验，结果表明，化肥减量配施生化黄腐酸

钾各处理 SOC 及其组分含量整体高于配施矿源黄腐

酸钾各处理，这可能与不同有机肥类型对 SOC 固存

性能、土壤微生物活性及有机组分活化不同有关。由

于本研究仅测定了施肥当年花生地 SOC 及其组分的

变化规律，后续的研究应充分考虑盆栽与大田试验相

结合的条件下新疆花生地长期的碳循环问题，跟踪研

究配施情况下花生土壤 SOC 及其组分在年际间的动

态变化，结合目前农作方式，探索新疆花生产业化肥

减量配施有机肥对土壤有机碳库的影响机制，为农田

土壤碳库管理优化提供理论基础。 

4  结论 

化肥减量配施生化黄腐酸钾对 SOC 及其组分含

量的影响整体优于配施矿源黄腐酸钾(P>0.05)，花生

各生育期 SOC 及其组分含量均表现为：化肥减量配

施黄腐酸钾花针期显著高于结荚期和成熟期 (P< 

0.05)。化肥减量配施生化黄腐酸钾处理中，生育期

内 25% 化肥配施 75% 生化黄腐酸钾处理对 SOC 及

其组分的影响显著高于不施肥、单施化肥和单施有机

肥处理，该处理花针期 SOC、DOC、MBC、LOC 和

ROC 含量分别为 133.0 g/kg、284.4 mg/kg、269.7 mg/kg、

30.76 g/kg 和 111.2 g/kg。化肥减量配施矿源黄腐酸钾

处理中 50% 化肥配施 50% 矿源黄腐酸钾处理对

SOC 及其组分的影响显著高于不施肥、单施化肥和

单施有机肥处理，该处理花针期 SOC、DOC、MBC、

LOC和ROC含量为130.9 g/kg、250.5 mg/kg、251.7 mg/kg、

29.86 g/kg 和 110.8 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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