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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作复种下土壤腐殖质

性质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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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作复种能减少作物病虫害
,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

增加土壤微生物数量
〔1] ,

是调节和

改善土壤肥力状况的重要措施
。

研究不同连作和轮作复种下土壤腐殖质含量
、

组成以及

与土壤无机部分复合的状况
,

可为寻找合理的轮作措施
,

以提高和保持土壤肥力提供一定

依据
。

、

供试土样和试验方法

1
.

供试土样 : 采自湖北省新洲县第四纪近代河流冲积物上发育的水稻土
,

所有土样均取表层 土

(。一20 厘米)
,

其基本性状见表 1
。

表 1 供试土壤的基本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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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间试验 : 共设 6 个处理
,

面积为 6
.

21 亩
,

试验田块示意见图 1 ,

包括 3 个连作区
, 3 个轮作复

种区(此区内仅每年倒茬不同 )
。
绿肥为紫云英

,

每年就地翻压
。

施用的化肥主要有硫酸氢钱
、

过磷酸

钙和尿素
。

试验时间从 19 8 1 年 4 月开始
, 1 9名4 年 1 。月采样止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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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验田块示意图

3.. 测试方法 : (1 ) 土壤腐殖质分组 : 来用 加de rs on 等法臼枯 将碱提腐殖质称为A 组腐殖质(包括

胡敏酸
一A 与富里酸

一 A ) ; 继续用去离子水
、

超声波分散浸提的称为 B 组腐殖质 (包括胡敏酸
一B 、

富里

酸
一B ); 剩余部分为胡敏素

。

各组腐殖质碳量按丘林法测定
。

(2 ) 腐殖质各组分 E ;

/鸟 比值: 用科诺

诺娃法认
, 。

(习 土壤有机无机复合度: 用重组分组法川
。

(叻 土壤腐殖质结合态的测定
: 用付积平

改进法“ , 。

扮 土壤腐殖质氧化稳定系数 ‘Ko 刁: 用袁可能的方法。
。

(6 ) 不同粒径土壤复合体 分

级川 : 将过 2 毫米筛的土样按 云10 (土 :
水 ), 在 21

.
5 KH 。 叨。m A ‘cs F 一lA 超声发生器)条件下进行

分散
。
然后用湿筛法分离出大于 , 0 微米的复合体

,

用沉降法分离出 2一 50
、

0
.

2一2 微米的复合体
,

用

离心法分离出小于 0
.

2 微米的复合体
。

各粒径复合体中有机碳和氮含量分别用丘林法和开氏法侧定
。

二
、

结果 与 讨 论

(, ) 土壤腐殖质组成及 E
;

/氏 比值

角碱和结合超声分散对不伺连作及轮作复种下的土壤腐殖质进行分组后
,

测得各组

有机碳含量列于表 2 。

无论连作还是轮作复种下
,

土壤腐殖质 A 组的碳量均高 于 B 组
,

H A 一
A 十 FA 一 A ZH A 一B 十 FA 一B 比值在 1

.

33 一 1 6 7 之间
,

这与 And er o
on 等人对自然土

壤研究的结果相符团 。

各处理中油稻稻连作下的 H A 一A 和 H A 一B 组碳量最低
。

比它的

轮作分别减少 劝
.

4 队 15
.

87 务 ; 而 FA
一
A 组的碳量除肥稻稻连作外

,

其余轮作复种均比

连作的高
。

土壤胡敏素碳量麦稻稻连作比轮作复种的高
,

其它两种连作则比轮作复种的

低
。

以上结果表明不同连作
、

轮作复种下土壤腐殖质各组分存有差异
,

而这些差异单从土

壤总有机碳量是不能反映出的
·

因此研究各组分的含碳量是很有必要的
。

表 2 土缓腐殖质各组分的碳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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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比值峥卧由图
2 可见

,

除 孰 4 号土 H A 一A 组外
,

轮作下的 E 、

/ E
。

比值都比连作的低
,

说明轮作复种比

连作下土壤腐殖质芳化度高
,

腐殖化程度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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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号

组分

图 2 土壤腐殖质各组分 E ;

/ E 。

比值

(二) 腐殖质与无机部分复合状况以及各粒径复合体中的碳和氮含量

不同连作
、

轮作复种下
,

每年残留于土壤中的根茬(包括根系分泌物)和土壤翔境条件

的不同
,

土壤中有机无机复合状况以及在各粒径复合体中碳
,

氮分配不一样
,

见表 3
,

轮作

复种下的原土复合度均比连作下的高
,

其增加量为 2
.

52 一 ,
.

71 多
。

说明轮作复种比连作

更有利于促进土壤腐殖质与矿质部分的结合
,

即使肥稻稻连作每年有大量紫云英还田
,

也

不如轮作复种那样有利于土壤有机无机复合状况的改善
。

同一土壤粒径不 同的复合体
,

碳
、

氮含量不 同
,

而粒径相同的复介体在不 同连作
、

轮

作复种下
,

其碳
.

氮含量亦不 同(表 3 )
。

油稻稻连作
,

其各粒径复介泌的碳
、

氮含量比轮作

复种的有所减少
,

其中碳量以 < 0. 2 户 复合体中减少最多为 12
.

7 9 外
,

氮量以 。
.

2一 2 那 和

< 0
.

2 拌复合体 中减少较多
,

分另U为 1 8
.

89 多和 20
.

4斗% ; 麦稻稻连作与轮作比较
,

各粒径复

合体中碳
、

氮含量变化不太规则 ;而肥稻稻连作与轮作比较
,

< 0
.

2环 复合体中碳
、

氮含量有

较多的增加
。

有关研究认为不 同粒径复合体的碳
、

氮氧化性不同
,

细粒径复合体中的更容

易矿化 〔刀 ,

我们的结果表明
: 油稻稻连作下土壤易矿化性腐殖质和氮含量不太丰富

,

而肥

稻稻连作下正好相反
。

各粒径复合体的 C / N 比 (图 3 ) : 油稻稻和麦稻稻连作下土壤

各粒径复合体
,

特别是粘粒复合体的 C / N 比都比相应轮作复种的高
,

而肥稻稻其各粒径

复合体的 C / N 比是连作比轮作的小
。

表 3 土壤有机无机复合度及其各粒径复合体中 C , N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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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土壤有机无机复合体中不同结合态腐殖质含量及其氧化稳定性

从土壤有机无机复合体中不同结合态腐殖质的碳量列于表 4 。

油稻稻和麦稻稻连作下

的松结态和紧结态腐殖质碳量比相应轮作复种下的低
,

稳结态的正好相反 ;而肥稻稻连作

下各牙哦结合态腐殖质碳量
一

与轮作复种的比较几乎无变化
。

对于 A /C (松结态与紧结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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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殖质碳量之比 )来说
,

前两种连作的要比轮作的低 ;只有肥稻稻连作比轮作的略偏高
。

这

似乎说明
,

前两种轮作要比连作更能促进活性腐殖质的产生
,

同时也可增强原有腐殖质的

熟化彭而肥稻剧蝴反
。

「

氧化稳定系数 Ko
s

通常用来反映腐殖质分解的难易程度
。 Ko

;

愈低
,

氧化稳定性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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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

表 5 结果表明
,

对松结态和稳结态腐殖质来说
,

油稻稻和麦稻稻连作下的 K
。 。

比轮作

复种的高 ;但肥稻稻连作反而低一些 ;而三种连作下紧结态腐殖质的 K
。 :

都比相应的轮作

复种下的低
。

这表明油稻稻和麦稻稻连作下
,

土壤松结态和稳结态腐殖质难氧化
,

不利于

土壤养分的释放
,

同时连作下紧结态腐殖质氧化稳定性差
,

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土壤结构
。

表 5 不同结合态腐殖质的氧化稳定性
*

松 结 态 稳 结 态 紧 结 态
土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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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暑备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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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小 结

三种不同连作与轮作复种下土壤腐殖质的性质研究表明
:
轮作复种较油稻稻连作能

增加 H A 一A
、

H A 一B 组碳量 ;较麦稻稻连作能增加 FA 一A 组碳量 ; 较肥稻稻连作能增加

胡敏素碳量
。

腐殖质各组分的 E ;

/ E
。

比是轮作复种的低
,

说明其芳化度较连作的高
。

轮

作复种较连作更能促进土壤腐殖质与无机部分复合
,

并能增加松结态腐殖质碳量及其氧

化性
。

由此可见轮作复种对改善土壤腐殖质状况是有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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