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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随着水危机、水土流失、干旱及土壤障碍等

问题逐年增加, 各种先进的节水增产增效技术陆续

引进我国, 应用液态地膜就是其中被看好的具有较

好的增温保墒护土促苗和增产前景的技术之一。特

别是 1979年以来随着我国地膜栽培技术大面积推

广,同时引发出严重的/白色污染0问题,人们对应用

液态地膜的兴趣也在不断增加。自 1986 年中比科

技合作开始,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率

先从比利时 Labof ina 公司引进 BIT 产品, 先后在山

东、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宁夏、新疆等地在农业

粮、经、饲草等作物上进行试验研究, 尤其在我国北

方干旱半干旱以及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土壤上应用,

对液态地膜改土、保墒、增温、增产、减少水土流失效

果给予了肯定[ 1~ 5] , 进而推动了液态地膜国产化生

产和开发。研究采用不同类型国产液态地膜, 在半

湿润偏旱且水土流失较严重的黄土高原东部的河南

洛阳旱地小麦作物上进行试验,并与塑料地膜覆盖

栽培方式比较, 测定不同地膜覆盖材料处理对旱地

小麦种植体系土壤微生物区系以及对作物产量的影

响, 为安全优质农用液膜生产和应用技术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在河南省洛阳农业科学研究所南院的冬小

麦作物上实施。地理位置位于黄土高原向黄河中下

游平原过渡地带, 属温带半湿润易旱气候, 年均降雨

量614 mm, 60%的降水量集中在 7月至9月,蒸发量

为 1 872 mm,干燥度为 1. 34, 平均气温 14. 6 e , \

10 e 活动积温为 4 000 e , 无霜期 200~ 219 d。旱农

耕作主要为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制。土壤为潮褐

土, 试验地耕层基础土壤养分含量为: 全氮 1. 36

g kg- 1,速效磷 18. 5mg kg- 1,速效钾 143. 3mg kg- 1,

有机质 19. 0 g kg- 1。

试验共设 14个处理: CK(未覆膜) ; 塑料地膜覆

盖; 4种类型液态地膜材料: A1、A2、I、W, 每种材料

分别设3个用量水平: 300、450、600 kg hm- 2(试验处

理见表 1)。材料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

所提供, 液膜喷施浓度为 1B4; 小区面积为 24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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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m@ 8 m) , 3次重复,随机排列。底施硝酸磷 600

kg hm- 2, 硫酸钾 75 kg ha- 1。供试品种为当地推广

良种/洛旱 2号0, 播量 82. 5 kg hm
- 2
。2002年 10月

8日播种, 播种后进行不同地膜覆盖处理, 2003 年 6

月8日收获。小麦出苗后( 2002年 11月 22日)分别

在不同地膜覆盖处理的表层土壤取样, 3次重复,分

析不同处理对土壤微生物区系(包括土壤细菌、固氮

菌和真菌数量)的影响。土壤微生物区系测数分

析[ 6~ 8]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微生物研究实验室完

成。收获期调查和测定不同处理的小麦籽粒产量。

最后对不同液态地膜覆盖小麦产量与土壤微生物区

系测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试验观测及测定值采用

SAS系统中ANOVA程序进行方差分析[ 9]。

表 1 试验处理及不同类型地膜覆盖材料用量

处理代号 供试材料 用量( kg hm- 2)

CK 对照 0

PF 塑料地膜覆盖 0

A1-300 A1型乳化沥青材料 300

A1-450 A1型乳化沥青材料 450

A1-600 A1型乳化沥青材料 600

A2-300 A2型乳化沥青材料 300

A2-450 A2型乳化沥青材料 450

A2-600 A2型乳化沥青材料 600

I-300 I型乳化沥青材料 300

I-450 I型乳化沥青材料 450

I-600 I型乳化沥青材料 600

W-300 W型乳化沥青材料 300

W-450 W型乳化沥青材料 450

W-600 W型乳化沥青材料 600

2  结果与分析

211  液态地膜覆盖对土壤微生物区系的影响
21111  土壤细菌数量   4种液态地膜覆盖处理对

土壤细菌数量的影响一般随着液态地膜使用量增加

而呈增加趋势(图 1) ,且土壤细菌数量W> I> A2>

A1。与对照比较, W型液态地膜覆盖处理的土壤细

菌数量增加 68% ~ 211% ; I 型液态地膜覆盖处理的

增加 20% ~ 133%; A2型液态地膜处理的增加5% ~

27%; A1型液态地膜覆盖处理中除 A1-600外, 较对

照减少 7% ~ 29%。塑料地膜覆盖处理对土壤细菌

数量的影响与对照接近。

21112  土壤固氮菌数量   4种液态地膜覆盖处理

对土壤固氮菌数量的影响不同 (图 2)。与对照比

较, A2和 A1型液态地膜覆盖处理的土壤固氮菌数

量一般呈下降趋势,尤其 A2型液态地膜覆盖处理

对土壤固氮菌呈较明显抑制作用,减少幅度 35% ~

100% ; W和 I型液态地膜覆盖处理对土壤固氮菌数

量的影响一般呈增加趋势,尤其W型液态地膜覆盖

处理对土壤固氮菌的增加作用最明显, 增加幅度

24%~ 53%。塑料地膜覆盖处理的土壤固氮菌数量

略有增高,但差异不明显。

21113  土壤真菌数量   比较4种液态地膜覆盖处

理对土壤真菌数量的影响, A2型液态地膜覆盖处

理的土壤真菌数量较对照有明显增加(图 3) , 增幅

48%~ 82%; 其他 3种液态地膜覆盖处理对土壤真

菌数量的影响均呈下降趋势。塑料地膜覆盖处理的

土壤真菌数量略有下降,但差异不明显。

图 1 不同地膜覆盖处理对土壤细菌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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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地膜覆盖处理对土壤固氮菌数量的影响

图 3 不同地膜覆盖处理对土壤真菌数量的影响

212  液态地膜覆盖对冬小麦产量的影响
本试验年度小麦生育期降水量为 228 mm, 较常

年平均降水量高 3. 8 mm,且分布均匀, 为旱地小麦

生长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水分条件。在本年度降水条

件下,塑料地膜覆盖较对照增产 10%; 不同液态地

膜覆盖处理的小麦产量与对照相比较亦呈增加趋势

(表 2) ,增幅为 1. 3% ~ 8. 2%。液态地膜覆盖的增

产效果一般随液膜用量增大而增加, 其中以 A2和

W型液态地膜覆盖处理的增产作用相对较好。不

同液膜材料不同用量处理中, A2-450、A2-600、W-600

和 I-450液膜覆盖处理的增产幅度为 5% ~ 8% ,与

塑料地膜覆盖对产量的影响相差不明显。

表 2  不同地膜覆盖处理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处理  

代号  

产量( kg hm- 2) - CK ( % ) 5%差异

显著性

1%差异

显著性

PF 6590 10. 1 a A

A2-600 6476 8. 2 ab AB

I-450 6413 7. 1 abc AB

W-600 6325 5. 7 abcd AB

A2-450 6262 4. 6 abcd AB

W-450 6188 3. 4 bcd AB

W-300 6145 2. 6 bcd AB

A1-300 6120 2. 2 bcd AB

A1-450 6118 1. 2 bcd AB

I-300 6091 1. 7 cd AB

A2-300 6089 1. 7 cd AB

A1-600 6081 1. 6 cd B

I-600 6064 1. 3 cd B

CK 5987 d B

213  液态地膜覆盖小麦产量与土壤微生物区系测

数相关性

  对本试验年度条件下的不同液态地膜覆盖处理

的小麦产量与土壤微生物区系测数进行相关性分析

(表 3) , 土壤固氮菌与真菌数量呈负相关 ( r =

- 016972) ,而土壤固氮菌与细菌数量呈正相关( r=
0. 5171) ;小麦产量与土壤微生物区系测数的相关性

均未达到显著,但从相关分析结果来看,土壤微生物

区系测数中固氮菌数量的增加对小麦产量的影响较

有利( r= 0. 2417)。由于土壤微生物区系强烈受环

境影响而变化,因此不同液膜覆盖土壤中微生物区

系测数与产量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对作物生育全程土

壤微生物区系动态变化进行监测和研究分析。

表 3 不同液膜覆盖小麦产量与土壤微生物区系测数

相关性分析

产量 细菌 固氮菌 真菌

产量 1

细菌 - 0. 0129 1

固氮菌 0. 2417 0. 5171 1

真菌 0. 1488 - 0. 2997 - 0. 697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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