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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大豆根瘤菌之间竞争结瘤的研究

n l
.

接种菌盆对大豆生长的影响

王福生 李阜棣 陈华癸
(华中农业大学土化系)

摘 要

本文研究了大豆根瘤菌 PRc o05 的接菌里对大豆生长的影响
。
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 接菌

t 在播种后4。天和60 夭没有显著增加根瘤数
、

根瘤干重
、

地上部植株干孟和植株含氮盆
。
施氮

肥攀理和较高接菌t 处理之间的大豆种子产t 差异不显著
,

与不接菌对照处理相比
,

施撅肥和

较高接菌级两个处理的种子产t 显著增加
。

施氮肥处理没有使植株含抵且增加
,

并且还妨碍

了大豆的结瘤作用
。

室内盆栽试脸结果表明 : 只有当接菌t 高于土著苗数 1 2。。倍时
,

才能显

著地提高大豆的结瘤数和植株干重
。

润卜

众所周知
,

豆科作物接种根瘤菌是为了在缺乏相应根瘤菌的土壤中
,

建立一个有效的

豆科
一

根瘤菌共生固氮体系ti;1
,

或在含有土著根瘤菌的土壤中
,

用一个更有效的根瘤菌株

取代土墩中的无效土著根瘤菌
,

从而达到使豆科作物增加产量
,

给人们带来经济效益之 目

的
。

然而
,

有时并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川。

多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
,

种植豆科作物的老

区的接种效果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

它受许多生态学和遗传学因子的制约氏 .1. 。。 其中土著

根瘤菌与接种菌竞争寄主根系的结瘤部位表现得最为突出
,

.

常规的接菌盆不能达到增瘤

增产的预期效果山周
。

一些研究者已经和正在采用多种途径试图克服土著菌和接种菌竞

争结瘤的问题
〔, 一川

。

我们曾报道了在含大盆土著菌的土壤中接菌量和接种位置对接种菌

占瘤率的影响瑞
”。
本文则主要讨论接种菌量对大豆的结瘤作用和种子产量的影响

。
’

一
、

材 料与 方法

(一 ) 试验材料

供试大豆根瘤菌 PR C 0 0 5 由中国农科院土坡肥料研究所提供
,
用醉母汁甘璐醉洋菜墙养备墙

养‘
,,o 供试大豆栽培品种

“矮脚早”由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提供
。

(二) 试验方法

卜 田l司试验 : 在本校实验农场进行
,

试验田土坡为黄棕坡
, pH ,

.

, ,

有机质 1
.

85 %
,

全氮。
.

09 1%
,

全磷 (P ) 。
.

。”%
,

速效抓 , 峪 PP m 。

试脸前侧定土坡含土著根瘤菌数最为每克 干 土 8
.

“ X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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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 (M p N 法测数结果)
。
田间试验设置六个处理

、

四个重复
,

包括 : 不接种对照 ; 不接种施 (N H’)
:
5 0 ; ;

四个不同接种量的处理
。

每一个重复(区组)内用随机对比法排列各个小区
。

小区面积为 ,
·

, x Z
·

斗平方

米
,

每小区播种 4 行
,

行距 60 厘米
。

播种前每小区沿播种行边缘施 1。呼。克过磷酸钙作底肥
,

加氮肥

小区则沿播种行边缘施 3 30 克 (N H
。

)声o.
。

菌肥接到播种行内
,

用锄头将菌肥与行内 10 厘米左右深的

土混合
,

力求使接种菌均匀分布于土壤中
。
在播种后第4。天和第 60 天

,

分别进行大豆苗期和盛花期采

样
,

每次从每个小区的边行采 10 株
,

分析植株的根瘤数量
、

根瘤千重和植株地上部干重
,

并将盛花期采

集的植株地上部粉碎
,

用半微蛋 K 氏定氮法测定含氮量
‘’

、 播种后 90 天测定每小区中间两行 4 米长的

种子产盆
。

2
.

盆栽试验 : 用试验田土坡进行室内盆栽试验
。 “ 试验设置不接种对照和 4 个不同接种菌t 的处

理
.

每处理鼠复 6 钵
,

盆栽共进行 2 次
。

用摇瓶培养 3 天的 P鱿 0 05 液体菌荆(10
’

个 l毫升)接种
。

大

豆种子播种前进行了表面灭菌
,

播种后”天收获盆栽
,

测定大豆植株的根瘤数和植株地上部干重
。

二
、

试 验 结 果

田阁俄验的侧产结果表明 (表 1 ): 随着接菌量的加大
,

大豆种子产量逐渐增加
。

当

接菌量加大到土著大豆根瘤菌 5 86 倍时
,

其种子产量与不接菌 CK 处理的产量差异显著
,

即增产达显著水准
。

高接 菌量处理与不接菌施氮肥处理之间的种子产量差异不显著
。

田

间试验大豆苗期(表 2 ) 和花期(表 3) 的采样结果表明
: 加大接菌比例

,

仅仅使植株结瘤

闷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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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

根瘤千重
、

地上部植株千重和植株含氮量稍微增加
,

四个接菌处理间的上述项目没有

显著差异 ;无机氮肥影响大豆的结瘤能力
,

使植株的结瘤数和根瘤千重显著下降
,

而植株

千重显著地高于四个接种处理
。

.

田间试验菌期(表 3 ) 和花期 (表 4 )的不接菌 c K 处理的

结果均未列人表中
,

是因为我们的田间试验采用了随机对比法排列
,

它比随饥排列法需要

更多不接菌 C K 小区
,

这将使其达到尽可能减少因试验 田土壤肥力差异而造成的误差
。

盆栽试验结果表明 (表 4 )
:
增大接菌比例能提高大豆的结瘤能力

,

增加地上部植株

干 重
。

但不接菌对照和几个接菌最低的处理之间
,

其根瘤数和植株千重无显著差异
,

仅在

接菌量高于土著菌的 1 2。。倍时其大豆根瘤数和植株干重与其他冬处理之间有显著差异
。

妇

农 3

T . ‘1. ,

接菌t 对大豆的绝启作用
、

绝上部植株千皿和植株含撅t 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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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4 不同接菌 , 的盆栽试验结果

T 一‘比 4 T h e P o t o x Pe r im e n t r e su lt s o f d iff. r e n t ia o c ‘1. : io n r 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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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

讨 论

试验结果表明
,

在每克土含 l。‘ 个似上土著根瘤菌的土璐中
,

只有当接菌 t 高于土著

菌 1 20 0 倍时
,

才能显著地提高大豆的结瘤数和植物干重
,

否则没有明显效果
。

这与已报

道的试验结果一致 [;. t31 ,

他们用高于土著菌几十或几百倍的菌量接种
,

通常只是增加大豆

生长早期土城中的根瘤菌数量
,

使大豆的结瘤作用提前
,

但不能使植株的根瘤干重和植株

千重显著地增加
。

我们曾报道[2J 了增大接菌量使一定的大豆根瘤数中高效的接种菌成瘤比例增 加
,

相

对地减少了无效土著菌的占瘤比例
,

从而增强了作物的固氮效率
,

使种子产量提高
,
但采

翻

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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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
-

用过高的接 菌量企图使豆科作物增产的方法在生产实践中是不现实的
,

因为在现有的生

产技术条件下
,

还不可能使大田的接菌量高于土著菌 10 0。倍以上
,

即使做到也是没有经

济效益
。

因此
,

我们必须对大豆种植老区影响根瘤菌接种效果的诸因子进行全面深人地

研究
,

寻求解决该问题的切实可行途径
,

以期达到提高根瘤菌的应用效果
,

给实际生产带

来经济效益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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