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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虽然具备瑙微生物生活的一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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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由

意义
。 器霸

土壤是橄生物道宜的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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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ir勿矛生产的固氧矶磷釉菌肥魄
是禺于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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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搔王壤有机鬓分解有一定作用。

土攘微生物的活动

由于上壤微生物种类繁多
,

因此土壤中微维物的

如 啼



活动有着多种复杂的变化
。

( 1) 土壤微生物
一

与作物的关系
:

作物对微生物的

影响
,

不仅在于其晓本仁胎上壤微生物的养料
,

而且不

同的作物根系对微生物种类
、 `

数 量有刺激或抑制的作

用
。

相反的
,

极际微生物对植物生狡亦有 1
一

分重要的

影响
,

其作用可以是有利
,

亦可以是有害
。

总之
,

微生

物与作物生反有着密切的关系
,

作物不同
,

根际微生物

不同
。

同时
一

相同的作物发育阶段不 !司
,

根际微生物亦

不同
。

(2) 上壤微主物1剐的关系
:

在上壤中各种微生物

井不是孤立的生活
,

而它们之明有着相互联系和相互

制钓的复杂关系
。

它 们 的 相 互关系一般可以分成四

种
,

共尘关系
,

互生关系
,

寄生关系和拮抗关系
。

共生关系
:
却二种生物密切生活 注一起

,

形 成生

理上的一种整体
。

如我俏常兑的地衣
,

它是由藻类与

厦菌桔合而成的
,

藻 类分成有机臀供浦合
’

了自身及真菌

山生长
,

而真菌从地中吸收水分和无机咙供拾藻类生

长
,

从而形成它俏互相依存的整沐
。

互生关系
:
二种微生物生活在一起互为有利

,

如

一种微生物白ftJ 弋榭产物为后一和户微生物创造 营 养 条

件
,

而后者对代榭产物的利用
,

是有利于前者生活的环

境条件
,

象亚稍酸 韧 菌和稍酸韧菌尚就有这种关系
,

却巫研消酸棚菌产生的亚稍酸被稍酸 糊菌利用
,

这样不

只因前者戊召护
:

物的果积而影响了自身生活的环境条

f仁
。

寄生关系
:
一种微生物寄生庄另一种微生物 沐内

行寄生生活
,

可使寄主死 亡
,

这种微生物一形 l垂摹一性较

强
。

拮抗关系
:
二种微生物相互有敌对关系

,

它 侧 之

阴进行着不断斗争
,

一个种抖除另外一个种 ; 目〕访常用

的杭生菌肥料就是利用这种关系来抑制有害微生物 门

生 j是
。

( 3) 土壤微生物对上壤物咒的搏化
:
上壤微生物

在土壤中均亘大工作
,

主要表现在对上壤物胃的蟀化
,

从而丰富了植物营养
,

提高了土壤肥 力
。

其作用
:

1
.

分解
_

七壤中有机鬓成为植物可吸收的无阳鞭
,

供抬植物营养
。

2
.

分解植物不能吸收的矿物贸
,

使其恻葱化成植物

可以利用状态
。

如磷矿粉
,

骨粉
,

介壳 中磷
,

红扣的搏化
。

3
.

同化大气游离氮
,

供翰合寸直物氮素营养
。

如固氮

菌
,

根瘤菌的作用
。

4
.

微生物新陈代榭产物刺激植物 生 长
。

如代榭

产物中的椎生素 B
。

5
.

微生物产生的抵抗体对植物病原菌的抑 制 作

用
。

如目前应用的抗生菌剂
。

6
.

微生物合成榭殖胃
,

增加上壤团粒余i与丰薄
,

供拾

植物营养
。

7
.

微生物吸收养料
,

形成的生物体
,

死亡后分解

为植物利用
。

总之微生物在土壤中
,

加速上缓物 l季霎的搏化
,

增加

植物营养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灼
,

它 的 很多作用还待进

一步研究
。

上壤微生物在农巢实践中的应用
:

微生物的发现虽然还是近代的事
,

但是远在二 千

年以前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已在生产中
,

日常生活中
,

医莉卫生等方面发现了不少微生物作川规律 ; 并 且控

制 了这些规律
,

拾人类创造了不少月{富和幸矛禹
。

农集

生产方 盯 :
如积肥

,

沤上
,

翻上压青
,

这都是有意澈的钊

造有机肥料腐熟条斗 ; 另外如农蘸所靓
, “

换茬不换 匕
,

一亩一石五
” 。 “

种瓜不重茬
,

重茬把心挖
” 。

这是利用

蝙作
,

来改善土缓微生物步伏弓己
,

防止作物病害的一种方

法
。

以上这些都靓明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已翘掌握了

微生物规律
,

少卜在农类实践中得到了应用
。

“

在现代化的农当煌生产过程中
,

我码采用一系列的

深耕
,

施肥
,

愉作
,

灌 i既
,

整地等农类技术措施
,

实际上

就为进一步改善上嚷微生物肤祝提高上壤肥 力创造了

条件
。

如我俩现在进行的土地深翻 ; 其作用不能二翔土苯屯

理解为上壤机械物理状祝的变化
,

更重要的是它对植

物和上壤微生物的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

另外如大量

施用有机肥料 ;它的使用不但改变了上壤的营养环境
,

同时亦接种了大量微生物
,

丰富了微生物种类
,

加速了

土缓养分的蟀化
,

这些性肤是无机肥所不及的
。

其它

还有合理蝙作
,

其作用亦是嗣节 微生物状祝阶止作物

病害
,

恢复上壤健康
。

另外江有人工接种土壤微生物
,

打破上壤微 生物

平衡
,

使它向着我俏需要的方内发展
。

目前我俏所应

用的韧菌肥料
,

就是把人工培养 下有益的
,

能起良好作

用的微生物力! l入到浚有它俏孰缺少它俏的土缓 中去
,

改变上级微生物粗成
,

提高土壤肥 力
,

增加植物根部营

养
。

目前晋遍应用的韧菌肥料有
:
固氮菌剂

,

根瘤菌

剂
,

有机磷菌剂
,

矽酿嚓(菌剂及各种抗生菌剂等
,

而后

者躺能加速上壤养分栋化外
,

还有刺激生长和防 止 植

物病害作用
。

总之微生物在农当竺突践中的应川是多方面的
。

随

着人类掌握上嚷微生物活动规律的 增 加
,

土嚷微生物

在农类实践中的应用
。

将会更加广泛更加深人
,

从而

不断提高 七壤肥力
,

增加作物产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