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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 土 的 微 生物 学 特性

(l) 华东华中主要类型水稻土中徽生物数量及

其活动性的研究

曹正都 郝文英 游提芬 顾希鬓
(中国科学院土典研究所)

水稻土是我国南方主要的耕作土壤
,

这种士壤的性质不仅受着分布地区
、

气候条件
、

成土母厦等自然因素的影响
,

更重要的是受人俩从事生产过程中一系列农业技术措施的

支配
。

由于耕作施肥等措施的不同
,

各种水稻士的肥力水平有着悬殊的差异
。

士壤肥力水平的高低非但反映在土壤的剖面性状和理化性盾方面
,

同时也反映在微

生物的特性上
,

后者在土壤形成过程中起着互大的作用
,

密切地与植物营养相联系
。

环境

因素固然严重地影响微生物的数量
、

成分及其活动性
,

而微生物的活动却支配着士壤中曹

养物盾的棘化速度
,

直接影响到土壤肥力的提高或降低
。

为了阴明各种类型水稻土之简

和同一类型中肥力水平高低不一的水稻士中微生物的特征及其活动鼓度对士壤肥力的影
响

,

19 , 9 年我何从华东和华中(江苏的南京
、

无踢
、

常熟
、

徐州
、

新海速
,

辉西的进臂
、

查澳
、

乐平以及湖北的孝戚 )选取了一些主要类型水稻士标本
,

进行了微生物数量
、

成分的分析

以及部分生化张度的测定 [1] ,

作为从微生物学的角度总拮农民生产握瀚的开始
,

为进一步

研究擦制士壤微生物的活动
,

提高土壤肥力奠定基础
。

心
. _

一
、

水稻土中栩菌
、

放挂菌
、

魄菌的数皿

水稻土中微生物主要分布于耕作层中
,

就三大类微生物而言
,

以翩菌数量最多
,

放技

菌次之
,

真菌较少
。

大量标本的分析拮果指出
,

每克土壤中翩菌数量在 3 00 万一2, 00 0 万

之简
,

放枝菌在 10 万一30 0 万之简
,

其菌在 0
.

7 万一12 万之简
。

燕将各地区水稻土中微

生物的数量分析拮果列举如表 i 。

(兑下育)

表 1 的拮果表明
,

无萧在什么地区
、

何种母盾上发育形成的水稻土
,

在其肥力水平高

的土壤中
,

韧菌
、

放枝菌和真菌的数量均比肥力低者为多 ; 其中以江西餐溪花尚岩母厦上

发育的焉砂土
、

白砂土
,

江苏新海速市滨海盐土形成的水稻士和江苏无踢太湖湖积物上形

成的黄泥土差BlJ 桌为显著
。

各地区之朋微焦物数量方面无明显的差异
,

可能
,

这是由于当

季施肥对微生物数量有很大影响的椽故
。

二
、

好气性非共生固氮菌在水稻土中的分布

好气
‘

哇非共生固氮菌 (t4 go
t砧ac 。) 在士壤中的分布前人研究此较多

。

它的分布受着

复杂土壤环境因子和作物复被的影响因1。 我们过去的研究精裂
”征明

,

荒地中这种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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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 1 全要类型水稠土耕作层中栩苗
、

放翻苗
、

砚苗的吸-

绷菌(万 / 1克干土) 放胶菌 }其 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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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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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 1

万一 1
善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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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0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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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证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

物物积积冲冲江江长长白白

物物积积冲冲江江长长土土肝肝篇思6 .
1

吕~ 1

1 02 0

2 9 吕

8 3 7

2 9 5

物物积积冲冲江江长长3仁1
3乡1

9- 1

2- 1

1一1

13 1 0

1斗10

1 1 4 0

5 3 8

5 7
。

0

5 7
。

0

1 7 6

1 1斗

斗2
·

12 3
。

1 09 0

2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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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3

2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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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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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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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低系甭系蜀蜀蜀下下下

土土肝肝 肝肝肝再再思思思青赶黄

196838歼29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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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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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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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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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等岛山土
里头岛山土
下等黄泥土

1初0

13 0 0

1 2 7 0

1朽 0

13 5 0

12 8 0

1 2
.

5

7
。

9

9
。

9

土土盐盐梅梅滨滨田田稻稻老新1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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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梅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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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8

_

2
·

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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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8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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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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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物是不存在的 ;在耕作土壤中
,

除南方酸性土壤外一般均可发现其存在
。

在水稻土中
,

每

年随着作物的栽种施入大量的肥料
,

而且土壤握常灌水
,

丰富的营养料和充足的水分条
声

件
,

为好气性非共生固氮菌的生长和发育提供了有盘环境
。

各地区固氮菌分析拮果列如

表 2 。

农 2 几种水袖土中好氛性非共生固盆苗的分布

二 I
分析标本二

}
数量(个/ 1克干土)

地 区 土 坡

江苏常热

江苏新梅澳市

江苏徐州

江苏南京市

江苏南京市

江苏无踢

江四乐平

江四进皿

江四黄误

江四资澳
’

溯北李感

湖北拳感

岛山土
、

黄泥土 湖 积 物

滨 梅 盐 土

长江冲积物

岛砂土
、

白砂士

第四靶赶色粘土

花尚岩风化物

花 裔 岩

长江冲积物

长江冲积物

4 ,
斗2 0

763 7

3 6 8 0

3 8 7 0

0

62
12 斗

17

0

0

’

O

7

3 2 8 0 0

14 2 0 0

2 1 8 0 0

5 3 8 0

2 15 0 0

1 1 7

1 7 0 0 0

1 3 9 0

14 8

2 0 7

2 0斗

29 6

1 3 3 5 0

1 0 9 0 0

1 0 5 1 0

4 4 6 2

1 2斗8

9 0

6 3 12

2 69

25

10 6

9 0

1 5斗

023262366三
.

99
目l
‘.二

系岩物蜀枚积湖下千

土土土土么土肝肝泥泥泥泥肠属黄污黄黄

土土肝替篇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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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的材料指出
,

在江苏省内
,

好气性非共生固氮菌分布较广
,

数量也比被多
,

如常

熟
、

新海速市笼徐州等地
,

每克土壤中固氮菌数量达 i 万以上 ;南京市长江冲积物形成的水

稻士次之 ;下蜀系母盾上发育的禺肝土再次之 ;无踢黄泥土最少
,

平均每克土壤不足 1 00 个

袖菌
。

在江西省的士壤中
,

这种翩菌数量有限
,

除乐平的污泥土由于每年大量施用石灰
,

土坡反应巳成微碱性(p H 7
.

5一 8. 0 )
,

合有较多数量的固氮菌以外(平均 6 0 0 0八克干土 )
,

其

他两地(进置
,

青溪 )土壤中固氮菌时有时无
。

湖北孝戚两种土壤(白善士
、

禺肝士)平均每

克土壤中含量不足 2 00 个
。

三
、

其他生理攀徽生物的数且及其生化强度

各种有效的农业技术措施
,

都可促进土壤中有盘微生物布的生长发育及其活动
,

从而

提高士壤肥力和作物的产量
。

除固氮菌外
,

在表 3 的拮果中还可看出
,

在肥力高的士壤

中
,

稍化翩菌
、

氨化栩菌
、

好气性杆椎分解翩菌的数量
,

一般均较肥力低的土壤为多
,

而反

稍化翩菌却是适得其反 (表 3 )
。

-

我 3 主要类型水抽土耕作层中各生理. 橄生物欲月

标标本号号 采土地点点 土 奥奥 母 盾盾 肥力力力
, 州‘ , ‘ 古州喇台台

反梢化化

黔黔
好气性性

水水水水水水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栩菌菌菌 分分勿勿勿勿勿勿勿
.

比年因困困 门日花 用国困困困困 菌菌

(((((((((((((万/l 克干土))) (个/ 1克干士)))

江江西进资资 青 格 田田 第四纪叙色粘土土 高高 1 13 000 1
.

8999 1
。

8 999 1 8 9 0 000

江江西进资资 黄 格 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 低低 1 1 1000 2
.

3555 2
。

3 666 5 0 555江江西资澳澳 黄 泥 土土 第四纪征色粘土土 高高 6 1222 2
。

3 000 7 555 12 5 000

江江四资溪溪 黄 泥 士士 花尚岩风化物物 低低 3 0 222 0
.

0000 27 666 5 999

江江四黄澳澳 岛 砂 土土 花商岩风化物物 高高 7 7 555 2
.

0 111 15 888 1 5 8 0 000

江江西贾澳澳 白 砂 土土 花 击 肇肇 低低 2 8 000 0
.

2 888 2 0333 3 6 3 000

湖湖北举感感 白 善 土土 花 尚 谁谁 高高 1 1 2 000 18
。

9 000 1和 000 5呼呼

湖湖北孝感感 白 善 士士 长江冲积物物 低低 12 1 222 0
.

8 888 1和 000 3斗斗

江江苏南京市市 黑 属 肝肝 长江冲积物物 吧rrr
1 0 1 000 斗1

.

3 000 7朽朽 2 2 8 0 000

江江苏南京市市 青 思 肝肝 下 蜀 系系
.习 111 19 1 000 2 0

。

3 000 3 3 888 18 6 0 000

江江苏南京市市 杠 思 肝肝 下 蜀 系系 高高 9斗000 2
。

3 222 10 9 000 1 9 7 0 000

江江苏南京市市 黄 再 肝肝 下 蜀 系系 低低 1 2 1 000 19
.

7 000 10 6 000 3牛0 000

江江苏无踢踢 黄 泥 土土 下 蜀 系系 低低
, 斗1 000 3

。

9 666 14 8 000 1 9 8 000

江江苏无踢踢 黄 泥 土土 湖 税 物物 高高 2 2999 17
.

3 000 19 777 3 1 555

江江苏新梅莲市市 老 褶 田田 湖 积 物物 低低 1 2 5 000 2
.

5 777 2盯盯 5 5 666

新新新 胭 田田 滨 梅 盐 土土 高高 8 2 88888 9 666 l9333
滨滨滨滨 梅 盐 土土 低低低低低低

土壤肥力的高低
,

一方面反映在各类微生物攀的数量上
,

同时也反映在微生物生命活

动所引起的生化张度方面
。

从氨化孩度的测定拮果可以看出
,

在肥力高的土壤中氨化作

用被鼓(表 4 )
,

呼吸作用(表 5 )也有同样的趋势
,

然而土壤中生化作用孩度的大小与微生

物数量之简并不呈筒单的此例关系
。

在氨化竣度方面
,

如江西青溪的两种土壤(白砂土与

扁砂士
,

黄泥土 )和江苏无锡的黄泥士等肥力较高的土壤中氨化抽菌的数量为肥力低者的

1
.

7一2
.

7 倍
,

而氨化孩度之此仅为 1
.

0一L 3 倍
。

象南京下蜀系母盾发育的黑思肝和黄思

肝
,

其肥力高低表现在氨化袖菌数量上的差别与氨化张度刻较一致
。

在长江冲积物和第

四耙杠色粘土母盾上的士壤
,

肥力水平不同者
,

表现在氨化孩度方面有区别(1
.

3一 1
.

9 )
,

但

氮化韧菌数量几乎没有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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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4 盆 化 姗 宙 橄 t 与 峨 化 强 度 的 关 系

翩
肥力 ! 孙 山 秘 甲_

菌

标本号l 采土地点 土 缝 } 母
水平 (万 / 1克

干土)
高肥/低肥

32明035932肠886650芍60阳768357邪28邓2528抖000000
动1, 10000007 7 5

2 8 0
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岩尚”花3 0 一

3 1一 {
江西资溪 岛砂土

白砂土

2 8 一l

四
一1

江四查溪 黄泥土 花高岩风化物 6 1 2

3 0 5

1 1一:

1 2ee :
江苏无踢 黄泥土 湖 积 物 牛10

2 2 9

系蜀”下1 16

1 18

江苏南京市 青思肝
黄禹肝

1匆9

12 10

2弓一 1

2 3一 1
江西进置 青格田

黄格田
第四牵己肚色粘土 1 13 0

1 11 0

3卜1

3 5 一 1
江苏南京市 l 禹肝土 长江冲积物

, ,

13 1 0

1斗1 0

不1

5一1
湖北李感 白善土 长江冲积物 1 12 0

12 2 0

2
.

7 0

2
.

0 1

1
.

7 9

1
.

5 8

1
.

0 2

0
。

9 3

0
。

9 2

表 s 徽 生 物 总 徽 与 呼 吸 强 度 的 关 系

肥力

水平

微 生 物 总 数

(

珊 ⋯
高肥/”

呼 吸 弛 度

男螃到
‘00

1
高肥/
觑

本号标

月了门了,夕月了
6222.

⋯
心
l,111门l

、

2
.

8 0

2
.

19

.工jl.1八」7
古1
·

一,斗8373

奥一士士士

一砂砂泥”

土一岛白黄

3 0 一1

3 1一 1

2 8- 1

2 9 ~ 1

采土地点

江西黄溪
, ,

江西查溪
, ,

花 尚 岩
, ,

花尚岩风化物
, ,

107061016102加703261
,‘11�1二1二,‘,‘t
一J
.
1

1 16

1 18
江苏南京市 青篇肝

黄禹肝 赞
2 0 27
1 10 5

, 65
3 8 0

1
。

8 3

1
.

4 8

高高低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

物积”湖牛} 江苏无踢

3- 1

5 一 1
湖北拳感

黄泥土
, ,

白善士 长江冲积物 14 3 3

15 0 0

1 15

1 1 8

江苏南京市
, ,

江西进资
, ,

黑禹肝
黄思肝

青格田

黄格田

1 15 4

1 1 05

2 弓~ 1

2 3一 1

第四发沫r色粘士} 高
l 低

1 3 0 8

1 3 3 2

0
.

95

1
。

04

0
。

9 8

1
.

2 7

1
.

0 0

1
.

2呼

1
.

5 9

0
.

80

1
.

5 9

1
。

g q

系蜀”下

在呼吸弦度方面
,

也有与氨化竣度类似的三种情况 : 江西青溪的两种土壤 (扁砂土与

白砂士
,

黄泥土 )和江苏南京市士镶 (青思肝和黄局肝)
,

高肥与低肥相比
,

反映在微生物总

数方面的比例为 1
.

8一 2
.

8 ,

而呼吸弦度的此例为 1
.

0一1. 3 。

江苏无踢的黄泥士和湖北孝威

的白善土高肥和低肥土壤中微生物总数的比值 ( 1
.

0一1
.

幻和呼吸弦度 ( 0
.

8一1
.

力相近
。

江

西进资的青格田和黄格田其呼吸弦度相差的 1 倍
,

而微生物总数却几乎相等
。

‘

显然
,

生化孩度和微生物数量简的这种结粽复杂的关系
,

是由于土壤微生物区系的粗

成以及各种徽生物的生理特性所引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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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水稻土剖面徽生物的分布
-

水稻士中微生物的剖面分布状戈与其他土壤有着一个共同点
,

即表土中微生物数量

最多
,

愈向下数量愈少
。

现将这方面的典型材料列入表 6
。

我 ‘ 主典类型水扭土中截生物的制面分布肚况

奥次土层
标本·

}。
‘

性
一

-

群竺华华产, }
营养潮旨{

查
航姗降~ 卢巡

气
.

1

放技菌

(万 / 1克

干土)

武菌

(千 / 1克

千士)

381了
0047080
1,063

1,3
‘10曰3咤
子
3

. .1
斗弓

�刁1Jl斗4
训r一嘴�

2 5一 1

2

江四进嘴 }青格田

的
一1 }江四获课 }白砂土

第四祝
赶色粘土

花尚岩

表
.

土
牵底层

1 13 0

1叨

5
·

00 1 0
·

科
3 0

。

0 0 1 2 1污5

13 2 1 杨
·

1

6 4 1 8
。

8

表 土
荤底层
心 土

19 1

5 1
。

6

1 7
.

3

0
.

必
0

.

19

1 0
。

05

32
。

6

1 2
.

8

斗
。

斗

1 2
。

9 0

0
.

6 1

O
。

25

一
表 土
造底层
心 土l

19 10

科6

呼2

2
.

6 0

1
。

6 0

3
。

2 0

0
。

1斗

0. 35
7

.

‘1

3 0 7 1 3 9
·

2

7 6 1 1 9
·

5

12 1 呼
。

6

系蜀””下肝属””清|l市京南””苏江

江苏南京市 }禹肝土}长江冲积物 表 土
华底层
心 土

1 4 1 0

63 6

斗5

5 7
。

0 0

3 1
。

0 0

3
.

0 0

呼
。

叶
斗

.

8 7

6
.

“

1 1斗

1 10

针

1 23
。

oo
6

。

0

1 2
.

0

‘工23
�19多

3

一
13

.

0 0

斗
.

00
0

.

2 0

68391212- 1 1江苏无踢 演泥土} 湖积物 表 土
堆底层
心 土

2 99 } 1 13 1 1
·

10 1 0
·

3 6

刀8 1 2 9 1 1
·

9 0 1 0
·

8 3

29 1 5
.

斗 1 0
.

6 0 1 2
.

0 6

一
156 }暴

新‘

际
田

}。
盐土

}:
15 7 ! , , l

, , . ” l甲

土
底层

1 25 0

63 9

一 } 2. 盯
一 1 1斗

。

2 0

0
.

2 0 1 2 29 1 25
,

0 0

2
.

2 2 1 70 ! 8
.

7 0

‘

好气/嫌气之比
,

系以营养稼脂上生长的栩菌代表好气性翩菌数量为 100 舒算
。

从表 ‘的拮果可以看出
,

无渝是翘菌和放修菌
,

或者是真菌
,

其数量以耕作层表士为

最多
,

犁底层数量突然下降
,

一般均为耕作层微生物数量的 20 一50 拓
,

心土中微生物数

量更少
,

微生物数量随着土壤剖面深度增加而剧诚的现象
,

显然是由于自犁底层以下土城

通气状况与养分条件和有机质含量等限制了微生物的生长和发育的稼故
。

在翩菌类中
,

好气性栩菌 (以营养琼脂上生长的胭菌为代表 ) 和嫌气性翩菌的比值
,

随土层深度的增加

而递增的事实
,

突出的孩刹了通气状况在这方面的作用
。

五
、

农业技术措施对于土攘徽生物的影响

撅生物的生长和发育与士墩环境因子密切相速系
,

无疑地
,

人俩在进行农业生产的过

程中
,

加褚土壤一系列的技术措施将孩烈地影响到其中数量亘大的微生物生命活动
。

施肥不仅直接向土滚补加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物盾
,

同时也引起了土城中有益微生

物 . 数量与活动性的改变
。

我俩曹于 1 9 % 年在我所江西新建甘家 山赶城献阶锡 (现

移交江西农业科学研究所) 的分析青料征明
,

有机肥料对士竣微生物区系的影响极为显

著 [5]
。

今年我们又获得大量材料
,

更进一步征实上述的拮果
。

现将其中江西波阳三庙前

公社
、

江西乐平岩前公社
、

江苏南京市十月公社
、

江苏常熟白茅公社丰产田 与一般田的此

校列如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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戮 7 摘 肥 对 . 生 物 的 肠 响

江 西 波 阳 江 西 乐 平 江 苏 常 熟
分 析 境 目 单 位

一般田 、
田

}丰产
田

翩菌 (M JI A)

(C P劝
其 菌

固 氮 菌

氨 化 翩 菌

硝 化 翩 菌

好 气性 纤
推 分解 菌

万/ 1克干土

千 / 1克干土

, ,

万/ 1克干士

, ,

个/ 1克千土

2 10 0

7 0 1

1邓0 0 1 2 1 60 0

9 5

0
。

5 5

1 10 0 0

0
.

1

丰产田

3 7 7 0

7 0 3 6

2 0 1

2
.

2 6

25 0 0 0

2 9
。

4

0
.

6 8

3 3斗0 0

0
。

0 0 3 3

6 2
.

7

0
.

2 1

7 9 2 0 0

0
.

3 3

5 5 0

3 3
。

9

1
.

6

6 0 0 0

13 2

斗0
.

5

1 1
.

7

3 1 2 0

1 3 7

nU030)29
�X一nU沃Q�阅了5一0乙640

-‘

,矛

1 1 0
.

0 0 0 1 1 1 00 0 1 2 5 0 0 0 1 1 73 1 1 7 1

80753381一2.5600250

由表 7 可冕丰产田中各项微生物的数量远较一般田为多
。

·

前面已樱指出
,

水稻土的微生物主要是集中表士
,

耕作层以下为数很少
,

但握过深耕

级后
,

改变了士壤环境固有的状况
,

拮合施肥特别是有机肥料的施用
,

不但丰富了土壤的

有机物和其他营养元素
,

为微生物生长发育提供有利条件
,

而且
,

随着肥料施用带入大量

微生物
,

这样一来
,

改变了原来王下土层中微生物区系的分布 (表s)
。

但由于士壤 自然下

沉
,

握过一定时简后
,

士壤上下层微生物的分布又有恢复的趋向闷
。

我 8 澡 耕 对 俄 生 物 的 影 响
*

分
一

伯岗尚添⋯
3 0一初 厘 米 初一6 0 厘 米

未深耕
深耕
1

.

5尺
增加倍数l未深耕 蹂 {

增加倍,

, 菌}千 /l 克, 主

氮化栩菌}万 /l 克干士一
固 氨 菌l个 / 1 克土

.

9
。

7 8 5

8 0 20

1 6
.

1 7

抖
。

料

6 6
.

8

6
。

3 2 1

1 0 7 0

1
、

0 3

1 6
.

2 1

10 3
.

斗

3
。

7 5

月1.‘.‘..月..‘...‘....

�

63.0,
二
601了

劝
上61
�

33

3 2 80

9 2 0

1 0 2
.

斗

1 1 5
.

0

自...
住
.........
叮
口

产O
呜

0162020

3
,人
3

巧1123耳了�、一�,
O口

0360 00

连
.

83
11夕

刀5 0 0 1 8
.

1 8

9 6 0 ! 1
.

0 1 1 8

85703060和

60
八Jg

33

好气性杆
推分解菌

睛化翩菌

*
江苏常热白茅人民公社水早两作地小麦深耕拭脆田

,

小麦分孽期分析
。

在水稻的生长过程中
,

水分的排灌是一项重要的田简管理措施
,

由子灌 i既和晒田的影

响
,

土壤的水热状况发生颇大程度的改变
,

因而土壤微生物也随之发生显著的变化
。

灌水

后土壤呈现嫌气环境
,

翩菌和放修菌的数量下降
,

嫌气性扣菌增加 ; 排水晒田后各好气性

微生物特BlJ 是硝化韧菌的数量告有所增加
,

嫌气性栩菌数量HlJ 相应械少
。

我所 1 9 , 6 年在

南京稻 田耕作层微生物动态观察中
,

对这一砚象已有样翩的阐明
,

并且指 出了微生物区系

的改变直接影响士壤中氮素的搏化l7] 。

除深耕
、

施肥及灌排措施外
,

在江南地区农民握常习惯用冻晒的办法来改善土壤耕性

及肥力状况
,

作为增加产量和加速土壤熟化的措施
。

我俩在江苏南京市江东人民公砒冻

晒田分析枯果表明
,

握过冻晒的士层桔构疏松
,

保温
、

保湿能力增加
,

微生物数量
、

可溶性

钾
、

稍酸态抓等的含量臂有增加
,

桔果如表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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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 土盆各层与板田相应土属中各种阔苗欲月(侧/l 竞千土)及速菠娜分狱况

⋯舔癫碱瘾和赫袖俞稽
绷薰确邪

·

淞!鳄⋯黔引花
由表 9 可兑

,

握过冻晒以后土壤中可溶性押及稍酸态氮素的增加与押釉菌和稍化翩

菌数量的增多有密切关系
。

显然
,

冻晒对当季作物所需的速效性氮肥的供应是有利的
,

但

是
,

冻晒的作用除了使土壤耕性改善外
,

只是使迟效性养分斡化为速效性养分
,

而对养分

的总含量并无增加
。

因此决不能把冻晒和施肥这两种措施的作用等同起来
,

无条件地用

冻晒来代替施肥
。

粽上所远
,

各种农业技米措施对微生物数量昔有亘大影响
,

由于水稻士是南方地区的

主要农业基地
,

勤劳的农民长期以来对屯的握营管理最为注意
,

因而水稻土中微生物数

量
,

特slJ 是固氮菌
、

猜化绷菌的数量一般均较旱地土壤为多
。

自然
,

水稻土和早地土壤微

生物学特性上的差异
,

除了上述各种农业技术措施及其程度的不同所引起外
,

水稻的特殊

耕作制度在这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

六
、

摘 要

本工作就我国华东
、

华中地区一些主要类型水稻士进行士壤微生物区系 (翩菌
,

放梭

菌
,

真彭嫌气性翩菌
,

好气性非共生性固氮菌
,

硝化栩菌
,

反循化糊菌
,

反硫化翩菌和好气

杆推分解菌等)分析
,

并侧土壤氨化兹度和呼吸作用张度
,

获得以下主要拮果 :

1
.

水稻土中微生物区系数量分布与其他土壤一样
,

无瀚是翩菌和放钱菌
,

或者是其
·

菌
,

都是主要集中于耕作层
,

犁底层数量突降
,

一般均为耕作层数量 20 一50 另
,

心土中微

生物更少
。

好气性知菌和嫌气性翩菌之简的比值
,

随土层深度增加而增加
。

2
.

各主要类型水稻士耕作层中
,

每克土壤中翩菌数量在 30 0 万一2
,

00 。万之简
,

放修

菌处于 10 万一30 0 万的范围内
,

真菌为 0. 7 万一12 万
。

3
.

好气性非共生固氮菌在江苏省内分布较广
,

数量也较多
,

除无锡的黄泥士(母质为

湖积物)外
,

平均每克土壤数量为 1 0 0 0一1 0 0 0 0 以上
。

而江西省
,

除乐平的污泥土由于大

量使用石灰
,

土壤已呈微碱性 (哪7
.

,一 8 .0 )
,

合有较多固氮菌扣胞 (6 00 0/ 1 克土)
,

其他

土壤中固氮菌时有时无
。

湖北孝威的土壤中
,

固氮菌数量平均每克土中不足 2 00 个栩胞
。

4
.

无扮是什么地区
,

何种母盾上发育形成的水稻土
,

在其肥力水平高的土壤中
,

栩菌
、

放找菌和真菌数量均比肥力低者为多 ;生理类幕中的硝化翩菌
、

氨化翩菌
、

好气性非共生

固氮菌和好气性杆椎分解翩菌也有同样的趋势
,

而反稍化韧菌却适得其反
。

,
.

不同肥力的同一类型水稻土
。

肥力高者其氨化孩度和呼吸竣度较月幼低者为大
,

但

是
,

土壤中生化作用弦度的大小与其相适应的微生物类布数量并不是筒单的比例养系
。

6
.

深耕土壤
,

增施肥料
,

特别是有机肥料的施用
,

直接促使了水稻土中各类布微生物

数量增加
,

大天加孩了士壤微生物的活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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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 a r 几y血 H e 3 , 一4 , e M
.

o 6 o a Py‘。H o H a。
-

M e H ‘山e e K助”q e eT B a
.

B e刀H H“H a a 3 Po 6阳 / a H a 3 P浦o B e r几y6 H H o益 y日e刀H q H B a eT e只
.

一

2
.

B n a x o T H 曰 x e刀o a x Pa 3 刀H H H 曰x 阳 eo B H u x n o q B K o 几H q ee T B o 6 a K T e PH益 H a e e 刀只e T e 月

3一2 0 M”刀刀。即
B H a 1 r Pa M M a 6 e o 月幻T H O介 e yx o认 n 的B 曰

,
a K T H H O M H玖eT o B

—
0

.

1一3 M H 刀
-

刀H O H o B H r PH 6 o B

—
7一 12 0 T bl e

.

3
.

B p H e o a垃x n o q B a x n PO B H H 以H H 以s 只H e y (江苏 )
K Po M e Pa益o H a y e“ (无踢 ) a s o

-

T O6 a K T e P H M e e T 山H Po K Oe Pa c n P0 c T Pa H e H H e ” 6 0 刀b山oe K o 几H q e eT B o
, IJ o x o 几a [u ee e , 1 o 6 b lq H o

5 n Pe及e月a x l一 lo T址e
. ,

H 八a水e 6 0 刀b m e H a o 月H H r Pa M M n o q B曰
.

B n Po B”H u H ” 以3日H e“

(江西 )
, K p o M e p浦 o H” 月 g n H H a (乐平)

, B K
oT 0 p o M n o ,‘B a “y H H T y (污泥土)” 日B 刀。eT c ,

坦e JI 的H O益 Pe a “从H e益 (p H : 7
.

5一 8
.

0 ) n o八 B o 3八e众c T B H e M
,

B H ec e H H只 6 0 JI b山o r o K o 几n q e灯 s a

“s明e翎
,

H M ee T e只 6 0 月b m e e K邸“q ee T B o a 3 o T 叻aK e P佃 (4 T曰c
.

H a o 及“H r Pa M M T o q s曰 )
a a 八Pyr a x n 以

Ba x 的H a Py水 H H o H H q T o狱H oe K o 月“聪e T的 a 3叮O6 a T e p o B
.

B n 的 Ba x Pa众
-

o朋 C a or a H a (孝戚) n Po B o H H 以”H X y 6 s , (湖北 ) ”M e e代只 H e 6 o 月b lllo e l( o
.

o H q e eT B o

a 3盯苗a K e POB
.

(M e H b山e 2 0 0 H a o 八H H r Pa M M n o q B bl )
.

4
.

B u 3 y
, Ie H H u x p H e o B b 一x n o , IB a x

. ‘

月e M B H ln e n 月。及o Po八H分 n o q B曰
,

T e M 6 0 几b山e

K闪”叼ee T aa 6 a从Te PH H , aK T H H o M H以e T o a ,
H r PH 6 o B

.

Me水八y T e M n PH M e PH a只 Te H八e H从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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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Me e T c 只 B H 3 y q e H H H 中H 3 H彻 o r H q e e阴益 rPyn n M H K o o Pr a HH s M曲 : a s叮O6 a K e Po B ,
H价PH

·

中H双H PyIO 川”x
,

a M M o朋中“u H Py幻坦H x
,
” a , P叨H 曰x 双e刀刀幻月oa o Pa 3 Py以a幻坦H x ,

6 a K悦PH益
.

O 及H a K o o 6 p a T H oe 叮
H o tu e H H e “M ee 丁 R o 刀H q e e T B 八e朋T p“中H 玖H p y幻川 a x 6 a K T e p“H R n 几。八。

PO八叼幻

5
.

n o tIB bl
。

B Pa 3 H o仑 eT e n e邢 n 刀。八o Po 八H只 PH eo Bo益 n o q B b l
.

q e M B叹山e n 月。八o Po 八H只 n o 任B 曰
,

T eM H月T e H C H B H e 6

6 H以H M H t le CK 0 r o

q H H e K O几H互e CT B a

a M M o H
吵

H k a从““ H 八“xa 即
, n o , ; B ,

0 及。a K o

n PO醉C C a B n o q B e H e H M ee T n POll OP双M O H a刀b H盯 0

H H T e H C月B H O C T b

OT H 0 1月e卜田只 K

9 T 0 r 0

B e刀H
-

c 0 0 T B eT C T B y抢坦H x M H K P帅
几o P

.

6
.

fl PH Me He 曲e r刀y6 o K o益 B e n

幽
K“ H n o B曰山e H“e 八0 3曰 B H e e e H“分 y八O6 pe H“幼

.

B

q a e T H o c T “ o Pr习H H 互ee朋 x y八的Pe H“盆
,

B PH e o a曰x n的B a x n P只M o B u 3曰 日a幻 T yB e j a q ez‘“e

K o 几H q e eT B a M H K肉 o Pr a H H 3 M o a
. 飞

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