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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种菇废菌棒
,

甘蔗根际微生物
,

菌根

利用蔗渣栽培香菇
,

有显著经济效益
,

由于
,

每年产生种菇废菌棒的数量很大
,

因此可

利用废菌棒作基肥
,

能明显促进甘蔗生长
。

蔗渣种香菇
,

取得菇业促蔗业发展的 同时
,

废

菌棒回田可作甘蔗良好的有机肥
。

这样将蔗渣多级利用
,

不但变废为利
,

保护环境
,

又从

另一个方面促进蔗业的增产增收
。

本文通过上述栽培措施对甘蔗生长作用机理的研究
,

以钥在推广应用方面提供试验依据
。

一
、

材料 与 方 法

(一 ) 试验设计

试验在福建仙游龙华乡建华村仙游甘蔗试验场进行
,
品种福引 7 9 一9 ,

小区面积 。
.

0 85 亩
。

3 次重

复
,

随机排列
。 3 月 l 日播种

, , 月 20 日 (大培土前)亩施废菌捧 6 75 公斤
。

7 月 31 日测根系活力
、

叶

绿素含量
、

土壤呼吸强度
。 7 月 31 日和 10 月 2 日测根际土壤酶

、

土壤有效养分含量
。

7 月 31 日
、

10

月 2 日
、
1 2 月 5 日进行甘蔗根际微生物区 系分析及菌根形态观察

。

10 月 2 日测土壤容重和 比重
。

12

月 2 0 日测植株生长量
。

翌年 1 月 30 日测小区产量
。

(二 ) 测定项目与方法

1
.

土壤物理性状测定 : 耕作层土 壤随机取祥
,

用比重版法和环刀法测土壤比重和容重
,

计算土壤孔

隙度
。

2
.

土壤微生物区系分析 : 采根际土壤
,

用平板法和潇释培养法测菌数
。

3
.

菌根形态观察 : 根段以 FA A 固定液处理后
,

以酸性复红 乳酸液 染色镜检 ; 并取根毛区及其 以

上 部位
,
4 % 硫酸亚铁按谋染

,
爱氏苏木精套染

, 斗% 氨水强化
,

铁矶分色
,

梯度系列酒精脱水
,

二甲苯替

代浸蜡
,

将根系纵切与横切制片
,

各取 5 片镜检
。

水

福建 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沐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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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根系活力测定用 T T C 法
‘” 。

,
.

叶绿素含量测定 : 叶片用酒精提取
,
7 21 分光光度计测定

。
光合作用强度用改良半叶法

。

6
.

土壤酶活性测定 : 服酶 用靛青比色法
,

磷酸酶用 P 一
硝基苯磷酸钠法

,

脱氢酶用 B
.

n眼p c oH

法
,

蛋白酶用 G
.

H o ff m a n 。
与 K. T ei c k “r

法
,

转化酶用还原糖法
,

纤维素酶用蕙酮比色法
。

7
.

土壤硝态氮用酚二磺酸比色法
,

速效磷用盐酸
一
氟化按法

,

速效钾用火焰光度计法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1
.

据施废菌棒后不同季节的甘蔗根际微生物区系分析 (表 l) 看出
, 7 月底

,

处理 田中

的 固氮菌
、

有机磷分解细菌
、

纤维分解菌
、

细菌总数分别为对照田的 58
.

6
、

29
.

4
、

19
.

2
、

6 倍
。

同期相应测得土壤呼吸强度施废菌棒田为 5. ” (C 0
2

微升 /克干土
·

小时
,

下同)
,

对照

为 1
.

6 1。 10 月份
,

处理田 中的纤维分解菌
、

固氮菌
、

有机磷分解菌
、

氨化细菌分别为对照

的 5 7 4 8
、

12
、

12
.

1
、

11
.

6倍
。

12 月份
,

处理田中纤维分解菌
、

有机磷分解菌
、

亚硝酸细菌分别

为对照的 27
.

7
、

17
.

6
、

1 61
.

, 倍
。

上述不 同季节所测的微生物其他类群菌数也全部不 同程度

超过对照
。

废菌棒材料的本身富含纤维素
、

大量香菇菌丝体有机质残余物
,

以及香菇生长

过程中产生的促生性物质
,

施人蔗园后
,

增加土壤通气性(孔隙度增加 2
.

52 多)及保水力
,

为微生物的旺盛分解转化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条件及物质基础
。 6一 7 月份仙游土温 25 ℃

以上
,

达到土壤微生物最适宜的生长温度
,

细菌总数
、

固氮菌
、

氨化细菌
、

有机磷分解细菌
、

纤维分解菌数量很快增多
。

到 12 月初
,

当对照田中几乎所有微生物类群的菌数有的与 10

月初相近
,

更多是趋于减少
,

而这时施废菌棒田中大多数微生物类群的菌数仍与它们原先

在 10 月份时的良好长势相近
,

尤其是纤维分解菌的活动仍很旺盛
,

这与纤维素酶属于诱

导酶的特点有关
,

使纤维素的分解活动高峰到来稍迟
。

根际微生物活动的产物常常使微

生物之间相互有利
,

互为养料
。

所以
,

即使 12 月份气温下降已不适微生物生长
,

但由于施

废菌棒提供微生物之间营养的互补及促生作用等的影响
‘刀 ,

仍能减缓 12 月份田间菌数下

降的趋势
,

使微生物的生命活动继续为甘蔗生长提供养分
。

表 l 施废菌棒后不同季节的甘蔗根际微生物菌数 (个l克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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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土壤酶的主要来源是土壤微生物
,

因为土壤微生物数量大
,

代谢活性高
,

生活周期

短
,

所以它们产生和释放的酶比其他生物多
。

而且土壤酶与土壤中的有机或无机胶体结

合而受到保护
,

使土壤酶的特性较纯酶稳定
。

施废菌棒在夏秋高温季节有效促进土壤微

生物生长及其相互间的有益作用
,

菌数增长量很大
,

因而丰富了土壤酶的来源
。

在气温下

降时
,

土壤酶活性变化所受影响小于土壤微生物菌数的变化
,

所以
,

时至秋凉
,

所测得的土

壤酶活性仍保持在较稳定的高酶活状态(图 l)
。

土壤酶作用于养分转化
,

10 月所测的土

l2

I0

纤维素酶

8目曰

璐刹胆

转化酶
‘, ,

脱氢醉
‘3 ,

蛋白酶“ ,

礴酸酶
‘, ,

脉酶
〔. ,

(l) G LU 0 9 / 9 d r y 5 0 11
.

2 4 h (2 ) 0
.

1 m o l/ 1 N a :
S

:
0

:
m l/ 9 d r y 5 0 11

(3 ) u g T T C / 9
.

d r y s o il
.

h (4 ) m g N H 一 N / 10 0 9 d r y s o i l
.

h

(5 )
u g n it r o p h yn o l/ 9 d ry s o il

.

h (6 ) m g N H 一N / 9 d r y
.

5 0 11

图 l 施用废菌棒对甘蔗根际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表 2 施用废菌棒对土壤养分的 影响

处 理 N 0
3 一
N 速效磷 速效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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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 (C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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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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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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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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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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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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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显著水平 ; ** l% 显著水平
。

表 3 施用废菌棒对甘蔗生长及产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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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有效 N
、

P
、

K 含量均比对照高出近 l 倍以上 (表 2 )
。

所以
,

施废菌棒后
,

土壤酶对甘蔗

中
、

后期生长所需养分的持续供应起了调节补充作用
,

对甘蔗的生理活性及产量构成指标

均有 良好的影响(表 3 )
,

并达显著水平
。

3
.

菌根与新根
: 甘蔗属于内生菌根型植物阔

,

田间生长时有菌根菌的 自然侵染
。

废

菌棒含有的某些促生性物质
,

它们是菇类真菌的活性产物
,

对菇的生长起刺激作用
,

同时

也可能对菌根真菌的生长发育产生了某些刺激
,

因而
,

在 7 月底至 12 月初的根系样品染

色和切片观察中
,

施废菌棒使甘蔗菌根发育与对照植株差别很大
,

表现如下方面 :

A
.

施废菌棒使甘蔗细根 (粗度约 2 00 一 4 0 0件m ) 上菌丝和泡囊多于对 照(图版 I , 1
、

2 ) ;

B
.

上述细根上新根发生点的数量明显地多于对照
。

这一现象与我们多次在施 废 菌

棒田 l司采取根际土样时
,

同时观察到甘蔗有大量新根的情形相一致 ;

C
.

菌丝和泡囊在新根发生处密集(图版 I , 3
、

4 )
,

所以
,

新根的发生
,

很可能是受到 菌

丝与泡囊的刺激
。

甘蔗中
、

后期生长需要大量养分和水分
,

但矛盾的是
,

随着气温的下降和根系寿命的

延长
,

原有根系的吸收能力减弱
。

施废菌棒使甘蔗这时多发新根
,

正可接替老根而继续吸

收 ;而且新形成的根系中
,

菌根形态发育良好
。

菌根本身具有比一般根系强大得多的吸收

能力 [4J ,

所以它们对甘蔗中后期强化养分和水分的吸收
,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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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ild 主编)
。

随着世界科技水平的提 高和国际上农业研究步伐的加快
,

此书从 1 9 12 年的第 一 版

(16 8页 )发展到了目前 出版的第 11 版(9 9 1页)
,

其内容得到了极大的更新和补充
。

由 16 位

专家撰稿
、

英国朗曼科技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木书共分 27 章 ; 在简要回顾传统的研究方法

后
,

作者分别论述了作物生长
、

土壤形成
、

土壤理化性质
、

土壤有机质及其产生的物质转

化
,

以及土壤中的植物养分 ;最后
,

文中探i寸了如何应用土壤学原理来解决实际中存在的

关键问题
,

如 :
中低产田改良

、

防止土地退化
,

等等
。

结合数值模拟技术
,

书中还给出了大

量的数学模型
。

此外
,

每一章节都附有大量的全新参考文献
,

为感兴趣的读者进行深入研

究提供了方便
。

此书是国际土壤科学研究人员公认的最有价值的参考书之一
。

(王学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