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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 99 2一 19 9 4年在天津市大港
、

山东省无棣县
、

河北省海兴县的盐碱荒地上建立草畜系统后
,

土壤的呼吸作用
、

固氮作用及硝化作用的强度都明显增大
; 土壤微生物生理群落和数量增多

,

活性增强
; 土壤腐殖质含量增加

,

但在

不同栽培年限的首楷地土壤中
,

其含量变化不大
。

同时
,

土壤的蓄水性能明显提高
。

中国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珍贵的国家
。

在现有的 1
.

3亿公顷的耕地中
,

盐碱土就占了 7 %
。

在我国
,

盐碱荒地将是我国扩大耕地面积的主要后备土壤
。

无论从当前还是今后考虑
,

改良盐

碱土仍是农业生产中一项重要任务
。

尽管冲洗
、

排水
、

增施有机肥料以及其它一些能够减少土

壤水分蒸发
,

抑制盐分上升的农业耕作措施
,

已被认为是改良盐碱土行之有效的方法
。

但是冲

洗
、

排水措施的应用中尚存在不少问题
。

如 由于灌溉水资源 日趋紧张
,

冲洗所需水分往往不易

满足
,

而排水排盐又常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
。

盐水排入河流
,

势必将增加河水的盐分
,

从而影响

灌溉和城市用水
。

因此
,

从生态和环境保护考虑
,

必须研究新的改良方法
。

为此
,

本文研究了在

盐碱荒地建立草畜系统对土壤生物活性及土壤肥力的影响
。

盐碱荒地通过栽培牧草
,

使草食畜

的大量粪尿能施入土壤
,

对于改 良盐碱荒地 的生物活性有明显效果
。

盐碱荒地既得到充分利

用
,

又在利用中得到改良
。

一
、

试 验 概 况

1 9 9 2一 1 9 9 4年
,

分别在天津市大港
、

山东省无棣县
、

河北省海兴县盐碱荒地上栽培首蓓
,

饲

养草食畜
,

利用其粪尿施入土壤 (即草畜系统 )
。

然后在中心试 区定期
、

定位采用 田间监测和取

土室 内培养分析测试等手段
,

对涉及土壤生物活性的土壤呼吸作用强度
、

固氮作用强度
、

硝化

作用强度
、

微生物生理群落变化以及土壤腐殖质含量
、

土壤水分状况等进行了监测
。

二
、

试 验 结 果

(一 ) 草畜系统增强了土壤呼吸作用

关于土壤呼吸
,

在早期通常利用 C O
Z

释放量来表征土壤的呼吸作用
。

据研究
,

土壤 C O
Z

释

放量与微生物总数
,

土壤中有机质量
,

以及有机残体分解过程强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

因此
,

可

以认为对土壤呼吸过程的了解
,

主要是了解土壤生理生化过程的实质
。

1 9 92 一 1 9 9 4年
,

我们于河北海兴县明泊洼农场和天津大港中心试区内种首蓓地和对照地

上
,

于首稽不同生育期内
,

定位 (用
“
田间测定法

”
)连续 3年进行测定

。

兹将结果列于表 1
。

1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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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中可以看出两个问题
,

首先
,

随着种植首楷年限的延长
,

土壤呼吸强度增强
。

这主要

是因为随着年限的增加
,

首信根量增多
,

土壤中有机物质增多
,

供给微生物能源增多
。

微生物的

数量增多
,

微生物活性增强
,

导致土壤呼吸强度增强
。

其次
,

土壤呼吸强度随首蓓的不同生育期

而变化
。

现蕾期之前
,

土壤呼吸强度逐渐增强
,

现蕾期之后土壤呼吸强度逐渐减弱
。

其原因是
,

现蕾期之前
,

首着以营养生长为主
,

根量增加
、

微生物数量增多
,

微生物活性增强
; 另外

,

地温逐

渐升高
,

所以土壤呼吸强度逐渐增加
,

现蕾期之后
,

首信以生殖生长为主
,

养分主要输送到花
、

种子里
,

根增长的速度减慢
,

因此
,

土壤呼吸强度减弱
。

可见
,

盐碱荒地建立草畜系统后能增强

土壤呼吸强度
。

表 1 土壤呼吸强度 ( g /m
Z

·

天 )

} 生 育 期

地 名

渊一除一ō一翩一哪一渊一姗一.761
天津大港

河北海兴

年 份

19 92
,

一年生首楷地

1 99 3
,

二年生首稽地

1 99 4 ,

三年生首蓓地

对 照

1 9 92
,

一年生首蓓地

1 99 3
,

二年生 首楷

19 9 4 ,

三年生首蓓地

对 照

返青期 分枝期

6
.

8 1 7
.

0 2

7
.

2 1 7
.

7 3

9
.

2 7 9
.

98

7
.

6 4 7
.

8 7

现蕾期

7
.

7 5

8
.

5 1

9
.

3 7

7
.

3 6

8
.

6 9

9
.

57

1 0
.

5 1

8
.

2 7

盛花期

7
.

32

8
.

0 3

8
.

8 5

6
.

97

8
.

4 1

9
.

27

1 0
.

2 3

8
.

0 1

刘割期

洲.1669一..8261909
86一48一02一43

(二 ) 草畜系统增强了土壤固氮作用

固氮作用是指在土壤固氮微生物群作用下固定大气氮的过程
。

因此可以根据土壤全氮量

的变化来表示土壤固氮作用强度
。

盐碱荒地建立草畜系统后提高了土壤固氮作用强度
。

兹将测定结果列于表 2
。

表 2 土壤固氮作用强度 ( m g / g 土 )

} 生 育 期

地 名
返青期 分枝期 现蓄期 盛花期 XlJ 割期

.4001.400一一
攀

....004100510051004
天津大港

12一13一10一15

年 份

1 9 92
,

一年生首蓓地

1 9 93
,

二年生首蓓地

1 9 94
,

三年生首楷地

对 照

1 9 92
,

一年生首蓓地

1 9 93
,

二年生首蓓地

1 9 94
,

三年生首稽地

对 照

1 9 9 2
,

一年生首蓓地

1 9 9 3 ,

二年生首蓓地

1 9 94
,

三年生首蓓地

对 照

提
托

河北海兴
色
O

.

振
器

黑
坠
O

.

兴

09一13一14一16一12呸
O

.

.0一.0一住一.0一.0一.0一.0一.0一.0

.0一.0一.017一18一14

17一19一2020一22一25

山东无棣 戮
摧

些
O

。 段
0

.

1 9 0
.

1 6 0
.

从表 2可以看出
,

盐碱荒地实行草畜系统时间愈长
,

土壤固氮作用愈强
。

因为时间愈长
,

残

留于土壤中的枯枝落叶
,

根系愈多
,

增加了土壤有机质
,

有利于土壤微生物活动
,

固氮微生物数

量增加
,

增强土壤固氮作 用强度
。

另外
,

在首藉的不同生育期
,

其固氮作用强度是两头弱
,

中间

1 3 0



强
,

高峰出现在分枝期
,

因为分枝期首蓓根瘤正处在年轻旺盛阶段
,

固氮作用最强
。

花期后固氮

作用降低
,

因为首蓓开花和生殖生长开始标志着叶片迅速衰老
,

固氮作用随着作物成熟根瘤迅

速衰老并锐减
。

这是 由于根部光合产物的供应量减少所致
。

(三 ) 草畜系统增强了土壤硝化作用

土壤硝化作用强度可作为判断排灌
、

客土
、

调节土壤酸度等改土措施
,

以及新垦地熟化程

度的一个指标
。

同时在探讨旱地土壤供氮能力时具有重要意义
。

盐碱荒地建立草畜系统后增强

了土壤硝化作用强度 (表 3 )
。

表 3中资料表明
,

盐碱荒地建立草畜系统时间愈长
,

土壤硝化作用强度愈大
。

因为实行草畜

系统之后
,

增加了土壤有机质
,

为土壤动物及微生物提供了必需的营养物质
,

提高了土壤中动

物和微生物的活性
,

使比较紧实的土壤变得比较疏松
,

增强了土壤的缓冲性能
,

改善了土壤的

水气热状况
,

增加了土壤通气及热容量
,

为硝化细菌的生活和生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条件
。

增

强 了土壤的供氮强度和供氮水平
。

表 3 土坡硝化作用强度 ( m g / g 土 、

地 名

阵一一一一一一一兰一宜一竺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天津大港

河北海兴

山东无棣

年 份

1 9 9 2
,

一年生首蓓地

1 9 9 3
,

二年生首楷地

1 9 9 4
,

三年生首蓓地

对 照

1 99 2
,

一年生首楷地

1 9 93
,

二年生首楷地

1 9 94
,

三年生首蓓地

对 照

19 9 2
,

一年生首蓓地

1 9 9 3 ,

二年生首蓓地

1 9 94 ,

三年生首蓓地

对 照

返青期

0
.

0 1 2

0
.

1 3 1

0
.

1 3 9

0
.

0 1 1

0
.

0 1 4

0
.

0 1 5

0
.

0 1 7

0
.

0 1 3

0
.

0 1 8

0
.

0 2 0

0
.

0 2 2

0
.

0 1 7

分枝期

0
.

02 7

0
.

0 3 1

0
.

03 4

0
.

0 2 6

0
.

0 3 1

0
.

0 3 5

0
.

0 3 7

0
.

0 2 9

0
.

0 4 1

0
.

0 4 5

0
.

0 5 1

0
.

0 3 9

现蕾期

0
.

0 7 6

0
.

0 8 4

0
.

0 9 2

0
.

0 7 2

0
.

0 8 8

0
.

0 9 7

0
.

10 8

0
.

0 8 4

0
.

13 8

0
.

15 5

0
.

16 6

0
.

1 3 1

盛花期

0
.

19 1

0
.

2 1 3

0
.

23 5

0
.

18 2

0
.

22 3

0
.

24 6

0
.

2 6 9

0
.

2 1 1

0
.

2 5 9

0
.

2 8 8

0
.

3 1 5

0
.

2 4 7

又lJ割期

0
.

0 8 3

0
。

0 9 2

0
.

0 2 9

0
.

0 7 8

0
.

1 1 9

0
.

1 3 2

0
.

1 4 7

0
.

1 1 3

0
.

2 1 6

0
.

2 3 9

0
.

2 6 1

0
.

2 0 5

从首楷的整个生育期可以看出
,

从返青期至盛花期硝化作用逐渐增强
。

原因是由于在返青

期
,

气温和地温都很低
,

这些条件直接影响了硝化细菌的活动
,

因而硝化作用很微弱
。

现蕾期至

盛花期
,

温度明显上升
,

通气良好
,

因而硝化作用明显增强
。

(四 ) 草畜系统丰富了盐碱荒地微生物生理群落

施入到土壤中的有机物质和化肥等能转化成植物可直接吸收利用的形态
,

主要是 由于土

壤中存在大量微生物
。

土壤中微生物的数量是土壤肥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

试验中选择 3个菌种
,

即好气性 自生固氮菌
、

根瘤菌
、

纤维素分解菌
。

测试方法用稀释平板法
; 用混菌法接种

。

在整个

试验期间 3种微生物群落在首猎不同生育期的数量统计见表 4
。

表 4中资料表明
,

盐碱荒地建立草畜系统年限愈长
,

微生物的数量愈多
。

首藉是多年生牧

草
,

种植时间愈长
,

根系扩展的范围愈广
,

根量也愈大
,

因此好气性 自生固氮菌
、

纤维素分解菌
、

根瘤菌的数量愈多
。

在整个生育期内从返青期至盛花期 3种微生物数量呈上升趋势
。

在返青期地温低于 20 ℃微

生物活动能力很弱
,

随着气温的升高
,

首楷生长很快
,

根量逐渐增加
,

分泌物随之增加
,

到盛花

期 3种微生物数量达到最高峰
。

1 3 1



表 4 3种微生物不同年限不同生育期生理群落变化 (个 / g土 )

返青期 分枝期 现蕾期 盛花期 刘割期

5
.

0 5又 1 0 3

2
.

2 9 X I O 7

4
.

9 8 X 1 0毛

5
.

0 9 X 1 0 3

2
.

8 1 X 1 0 7

6
.

4 9又 10 4

7
.

0 2 K 1 0 3

3
.

5 0义 1 0,

8
.

8 7 又 10月

7
.

7 2义 1 03

3
.

9 2 X 1 0 7

9
.

0 l X 1 0 4

7
.

3 8 X 1 0 3

3
.

7 3 X 1 0 7

8
.

9 0 X 1 0 4

GXH第一年

6
,

5 6 只 1 0 3

3
.

0 3 X 1 0 7

6
.

7 5 沐 1 0 4

6
.

9 7 又 1 0 3

3
.

0 1又 1 0 7

6
.

8 1 又 10 4

7
.

4 6 义 1 0 3

4
.

0 1 只 1 0 7

8
.

2 8 丫 1 0 4

8
.

3 2 X 1 0 3

4
.

6 5 X 1 0 7

8
.

8 l X 1 0 4

8
.

1 1 X 1 0 3

4
.

2 1 X 1 0 7

8
.

6 2 又 10
.

GHX第二年

山东无棣
1

.

12 X I O书

3
.

4 1 又 1 0 7

7
.

1 8 火 1 0 `

1
.

3 2 X I O`

4
.

0 1 又 10 7

9
.

3 9 X 10 4

1
.

3 5 X 1 0 4

5
.

1 6 X I O 7

1 0
.

9 7 X 1 0咭

1
.

4 4 X I O 4

5
.

7 l X 1 0 7

12
.

0 l X 1 0 4

1
.

4 l X 1 0 4

5
.

6 5 X 1 0 7

1 1
.

7 l X 1 0 4

GHX第三年

对

照

5
.

2 6 X 1 0 2

0
.

9 5 X 1 0 7

3
.

6 9 X 1 0 4

5
.

3 l X 10 2

1
.

2 1 X 10 7

3
.

5 8 X 1 0 4

5
.

9 2只 10 2

1
.

3 1又 10 7

4
.

1 0 X 10 4

5
.

7 2 X 10 2

1
.

6 l X 10 7

4
.

3 9 X 10 4

5
.

6 5 X 10 2

1
.

4 2 X 10 7

4
.

2 1 X 1 0 4

XGH

4 8 1 X 1 0 3

2
.

18 X I O 7

4
.

8 3 X 1 0 4

4
.

8 3 X 1 0 3

2
.

5 2 X 1 0 7

6
.

0 9 X 1 0 .

6
.

g l X 1 0 3

3
.

4 1 X 1 0 7

8
.

17 X I O 4

7
.

2 4 X 1 0 3

3
.

4 7 X 1 0
7

8
.

7 2 X 10 4

6
.

9 8 X I O3

3
.

4 3 X 1 0 了

8
.

3 1 X 1 0 4

XGH第一年

6
.

2 4 X 1 0 3

2
.

8 7 X 1 0 7

6
.

4 1 X 1 0 4

6
.

8 1 X 1 0 3

2
.

8 6 X 1 0
下

6
.

4 8又 1 0 屯

7
.

4 1 X 1 0 3

3
.

9 5 X 1 0 7

7
.

8 9义 10 4

7
.

9 6 X 10 3

4
.

0 2 X 10 7

8
.

2 5 X 10 书

7
.

5 8 X 1 0 3

3
.

9 8 X 1 0 7

7
.

9 9 又 1 0 4

XGH第二年

河北海兴

1
.

0 6 X 1 0
4

3
.

2 4 又 1 0 7

6
.

8 4 又 1 0 4

1
.

2 6 X 1 0 4

3
.

8 1 X 10 7

8
.

9 4 又 1 0 4

1
.

2 8火 10 牛

4
.

9 1 X 10 7

1 0
.

4 5 义 10 4

1
.

3 l X 10 书

5
.

1 8 X 10 7

1 1
.

2 1 X 1 0 4

1
.

2 7 又 1 0 4

5
.

0 2 X 1 0
7

1 0
.

g l X 1 0 4

XGH第三年

对

照

5
.

0 1 只 1 0 2

0
.

9 1 X 1 0 7

3
.

5 1 X 1 0 4

5
.

1 4 只 10 2

1
.

0 l X 10 7

3
.

4 1 又 10 `

5
.

8 3 丫 』。 2

1
.

1 8又 I C ,

3
.

9 1义 1 0 `

5
.

6 9 X 1 02

1
.

3 4 X 1 0 7

4
.

1 8 X I O 4

5
.

6 1 X 10 2

1
.

2 1 X 1 0 7

4
.

0 2 X 1 0 4

XGH

4
.

5 6 X 10 3

2
.

0 7只 10 7

4
.

5 9又 10 4

4
.

5 9 又 1 0 3

2
.

3 9 X 1 0 7

5
.

7 9 X 1 0 `

6
.

5 1 ,丈1 0 3

3
.

2 4 丫 1 0 7

7
.

78 X 1 0 4

7
.

0 1 X 1 0 3

3
.

3 1 丫 1 0 7

8
.

2 9 X 1 0 4

6
.

7 8只 1 0 3

3
.

2 8 X 1 0 7

7
.

8 9 X 1 0 4

XGH第一年

5
.

9 4 丫 10 3

2
.

7 l X 10 7

6
.

1 1 X 10 弓

6
.

5 1 X 1 0」

2
.

6 9 X 1 0 7

6
.

1 3 X 1 0名

7
.

0 1 丫 1 (少3

3
.

7 5 丫 1 0了

7
.

5 1只 1 0 `

7
.

53 只 1 0 3

3
.

8 1 X 1 0 7

7
.

59 X 1 0 4

7
.

1 7 X 1 0 3

3
.

7 8 X 1 0 7

7
.

6 2 X 1 0
4

XGH第二年

天津大港
1

.

0 1 X 10 4

3
.

0 8 X 10 7

6
.

4 9 X 10 4

1
.

19 火 1 0 4

3
.

6 2只 1 0 7

8
.

4 8 又 1 0 4

1
.

2 1 大 1 0名

4
.

7 0 又 1 0 7

9
.

9 4 义 10 4

1
.

24 X 10 4

5
.

0 1丫 10 7

] 0
.

6 6 X 10 4

1
.

2 0 X 1 0 4

4
.

7 4 X 1 0
,

1 0
.

3 1又 1 0名

GXH三年第

4
.

7 0 X 10 2

0
.

8 7丫 10 7

3
.

3 义 1 0 4

4
.

9 2义 1 0 2

0
.

9 7 X 1 0了

3
.

1只 1 0 4

5
.

6 2只 102

1
.

0 1又 10 7

3
.

7 2又 10 4

5
.

4 7 沐 10 2

1
.

2 6 火 1 0 7

4
.

0 1 X 10 4

5
.

4 2义 1 0 2

1
.

1 5 X 1 0 7

3
.

8 7 X 1 0 4

GXH对照

,

表中 X 代表纤维素分解菌
; G 代表根瘤菌

; H 代表好气性 自生固氮菌
。

(五 ) 草畜 系统增加了盐碱荒地的腐殖质累积

据研究
,

栽培首稽后土壤中累积的腐殖质数量是相当大的
,

这对于土壤的改 良有着良好的

作用
。

我们于 1 9 8 4一 1 9 9 3年对河北海兴县明泊洼不同栽培年限首借地土壤中的腐殖质进行了

测定
,

结果列于表 5
。

1 3 2



从表 5可以看出
,

栽培首蓓后土壤腐殖质皆比连作小麦地大大提高
。

一般看来
,

表层 0 一

7c m 增加量最多
,

为半倍至一倍
,

7一 1c5 m 的增加量次之
,

15 一 2 c0 m 增加量较少
。

上层增加较

多的原因是由于栽培首楷多年来脱落于地表的残枝枯叶经过XlJ 割后的耙耘等措施混于表层逐

渐分解所致 ;不同栽培年限首蓓地腐殖质含量变化不大
,

以 6月份测定结果为例
,

栽培 3一 8年首

蓓地 。一 c3 m 的腐殖质含量变动在 16
.

3一 1 8
.

09 / k g 之间
,

3一 7cn l
腐殖质含量变动范围为

1 2
.

5一 1 3
.

0 9 / k g
.

7一 1 5e m 变动范围为 10
.

5

一 n
.

3 9 / k g
。

这种情况使我们考虑到既然栽

培 3年与栽培 8年的腐殖质积 累量差异不大
,

故缩短栽培年限仍会收到改良土壤的良好效

果
。

当然
,

栽培年限长一些
,

在翻耕后可能分

解的腐殖质数量会多一些
,

维持肥效的时间

会长一些
。

但是靠延长年限以提高肥力就不

如把年限缩短更为有效
,

因为缩短年限后就

可使首蓓栽培在更大的轮作面积上
,

使所有

的土地都可以得到改 良
。

表 5 不同栽培年限首待地在翻耕前腐殖质含 t

取样地块 取样 日期

(月 / 日 )

各层 c( m ) 土壤中腐殖质 ( g / k g )

0一 3 3一 7 7一 1 5 1 5一 2 0

一般小麦地
6 / 2 0

10 / 2

8
.

5 8
.

4 8
.

2 7
.

2

8
.

1 8
.

3 8
.

1 7
.

6

3年曹蓓地 1 8
.

0 1 3
.

9 1 1
.

3 1 3
.

8

3年首蓓地
1 6

。

3

1 8
。

4 }:: :
1 0

。

8

9
.

8

8
。

8

吕
。

3

8年曹蓓地
6 / 2 3

1 0 / 1 1 ; ;: ;
1 2

。

9

1 0
.

9 { ;: ;
9

.

1

9
.

2

(六 ) 草畜系统提高了盐碱荒地的蓄水性能

草畜系统引起盐碱荒地水分的一系列变化
,

概括起来说
,

水分在栽培首楷后先消耗
,

翻耕

首楷后再恢复
,

最后则大大提高土壤蓄水性能
。

1
.

盐碱荒地种植首蓓后土壤水分的消耗

首蓓是深根作物
,

枝叶繁茂
,

生长量很大
,

每年需XlJ 割数次
,

故需消耗大量的土壤水分
。

干

旱地 区由于雨水较少
,

首楷从土壤深层吸收了土壤水分后就造成深层土壤的干早状态
。

一般认

为谷茬地是比较旱的
,

但是新耕翻的首蓓地 比谷茬地水分还少
。

曹蓓地在秋耕后
,

连作地在收谷子后
,

进行同样耕作
。

从两次水分测定结果 (表 6) 看出
,

首

蓓地各层土壤水分皆比谷茬地要低
,

特别是下层土壤水分更少
,

这说明首猎在生长期间消耗了

大量的土壤水分
,

在翻耕后的短期内还未获得补充
。

表 6 新翻首有地与谷茬地土城水分含 t

不同深度 ( c m )土集含水量 ( g / k g )

测定日期 地别 0一 1 0 10一 2 0 2 0一 3 0 3 0一 40 4 0一 50 50一 6 0

4月 1 0日
新翻曹箱地

谷茬地

3 0
.

2

3 1
.

6

9 9
-

1 11

9 9
.

1

1 2 1
.

8

9 5
。

7

1 2 4
.

2

9 9
。

4

1 21
。

0

10 6
。

l

12 6
.

4

5月 20 日
新翻首楷地

谷茬地

4 5
。

6

4 5
。

4

1 0 5
.

6

9 4
.

6

98
.

7

95
.

6

9 1
.

6

1 07
.

8

94
.

1

l ] 7
.

3

1 16
.

6

12 2
.

7

注
:

土坡质地为粉砂壤土
。

2
.

首楷地翻耕后土壤水分的恢复

我们选择了同一块首稽地不同时间翻耕的地段与未翻耕地段进行了土壤水分的测定
。

从

测定结果 (表 7) 可以看出
,

秋翻耕首楷地与春翻首楷地土壤水分较高
,

春翻首稽地又比未翻耕

首信地土壤水分高
。

可见
,

首楷地在翻耕以后
,

土壤水分已逐渐得到补充
。

1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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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8可以看出
,

经过夏季多雨 季

节
,

40
c m 以上土壤含水量已经超过了连

作地
,

到 1 9 9 3年 9月 已经过 了两个夏季
,

在 60
o m 土层 内土壤含水量也超过了连

作地
。

这表明了草畜系统能大大提高盐

碱荒地的蓄水性能
。

表7 首荷地翻耕时间与土攘水分的关系 (6 月 4 日测定 )

不同深度 c( m )土壤含水量 ( g / k g )

地别 0一 1 0 1 0一 20 2 0一 3 0 3 0一 4 0 4 0一 5 0

O住J,
l

…
此卜ó11比bó减一ó匕口勺秋翻首稽地

春翻首楷地

未翻首楷地

3 0
.

7

4 5
.

1

18
.

5

9 3
.

1

8 9
.

4

6 4
.

7

1 0 7
.

6

1 0 4
.

6

7 1
.

1

表8 翻耕第二年首落地土壤含水 t ( g k/ g )

土壤深度
( e m )

1 9 9 2年 1 9 93年

6月 6日

首蓓地 连作地

7月 1 1日

曹楷地 连作地

9月 8 日

首蓓地 连作地

9月 3 0日

首稽 连作

2月 1 8日

首稽 连作

3月 2 3 日

首箱 连作

4月 3 0 日

首稽 连作

O一 1 0

10一 2 0

2 0一 30

3 0一 40

4 0一 5 0

5 0一 6 0

1 2 6

1 6 8

1 7 0

1 1 2

1 3 6

9 2

1 1 7

1 0 5

1 1 8

1 3 6

1 6 7

14 3

1 8 8

1 69

1 4 5

1 6 1

1 5 8

1 4 4

1 5 4

1 5 7

1 5 8

2 0 3

1 84 16 1

1 9 1 16 1

1 7 5 18 1

2 0 1 17 2

1 9 7 17 5

2 0 3 20 7

1 5 1

1 8 6

19 6

19 5

2 1 1

19 9

1 0 7

1 7 0

1 7 2

1 5 9

1 6 1

1 9 8

2 0 8

2 0 0

2 2 1

2 3 0

2 3 6

2 34

1 7 1

1 8 7

1 8 3

1 5 4

1 5 8

1 9 7

1 2 9

1 78

2 2 3

1 8 5

2 0 3

2 1 9

14 0

1 5 7

1 6 3

1 44

2 14

1 78

1 4 0

1 5 5

14 4

14 2

16 5

13 6

12 5

1 1 9

1 5 5

1 2 3

1 6 9

1 8 3

三
、

小 结

在天津大港
、

山东无棣
、

河北海兴盐碱荒地建立草畜系统后对土壤有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

1
.

盐碱荒地建立草畜系统时间愈长
,

土壤的固氮作用
、

硝化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强度都呈上

升趋势
。

土壤中微生物数量增加
,

微生物活性增强
。

2
.

草畜系统提高了盐碱荒地的蓄水性能
。

3
.

不同栽培年限的首楷地腐殖质含量变化并不大
。

这为缩短年限使首蓓栽培在更大的面

积上轮作
,

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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