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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措施对水稻田土壤中微生物

生命活动的影响及其丰产意义

烤田对土壤微生物区系变化的影响

陈苹癸 周 答
华 中 农 学 院

烤田是水稻水浆管理技术中的一项重要措施
,

在生产实践中充分地靓实了
,

根据水稻

的生长发育情况和不 同的气候土壤条件进行合理的烤 田措施是获得水稻丰产的一项重要

因素
。

烤田对于刀七拜穿丰产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

其中的一个方面是由于烤田改变了土壤的水
、

气
、

热状况
,

改变了土壤微生物的生活条件
,

加弦了微生物的生命活动
,

促进了某些有益微

生物的活动
,

抑制了某些有害微生物的活动
,

从而改善了水稻的生活条件
。

为了阐明烤田措施的丰产意义
,

为进一步提高水稻生产技术提供科学根据
,

我佣在过

去两年中较系枕地研究了 在水稻生长条件下
,

烤田对于土壤微生物区系变化的影响
。

研究

工作是桔合华中农学院和湖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水稻贰阶田和生产 田进行的
。

土壤祥

本的采取以及土壤微生物区系的研究方法是按照周启
’〕的报告中所拟定的方法进行的

。

下面晕报研究工作中的一部分拮果
。

一
、

烤田对于水稻田土壤中微生物生物量的影响
,

及好气性和嫌气性

微生物数量的变化

烤 田引起水稻 田土壤性状的急蹂变化
,

尤其是水
、

气
、

热状况
,

从而引起了微生物数量

和粗成的急蹂变化
。

水分减少
,

通气条件改善
, ,

减少
,

氧气增加
,

氧化还原电位提高
,

由于这些变化 肯定的
,

还包含有其他的重要变化
,

土壤的总生物量有显著的增加
,

韧菌
、

放擒菌和真菌总数都增加了
,

而且
,

好气性和嫌气性微生物的比例也起了显著的改变
,

好

气性韧菌数量增加了
,

嫌气性扣菌数量减少了
。

参考表 和表
。

烤田对三大类徽生物动态的影响 单位 千 克干土

措 施 微生物总量
系田 菌

放 袋 菌 真 菌

好嫌之比

浅 灌不 烤 田

浅灌精合烤田

,
斗

,
多

,

,

嫌 气

,
斗多

,
 

,

斗
,

,

斗
,

引一曰一曰阵

烤田土壤中微生物总量的增加
,

以及好气性扣菌数量的增加对于土壤中可抬性氮素

和磷素养料条件的改善是有利的
。

华中农学院过去的研究拮果 , 招  指出
,

水稻田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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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烤田过程中耕作层土缝内好氟性翻菌和嫌氛性细菌的数量及其此例的变化 单位 千 克干土

年 石 年
措 施

好 气 翻 菌 嫌 气 栩 菌 好
·

嫌 之 比 嫌 气 翎 菌 好嫌 之 比

,

,

,

,

好 气 翩 菌

,

,

斗 魂

,

,

斗
,

弓

。

水田水灌烤复烤田区

。 ,

,

,

,

,

工

,

斗

,

,

丁

护一、尸甘
斗斗
,

水水水灌灌灌不烤曰区

些相菌种类
,

如  坛
‘ 己。

、 ‘ 厉 。 等
,

既是水稻田土壤中数量上占优势的种

类
,

又是分解有机氮和有机磷物盾的主要种类
,

这些栩菌种类是兼嫌气性的
,

但是它们的

生命活动在有氧条件下要比无氧条件下旺盛得多
。

显然
,

烤田改善了土壤的通气条件
,

对

于它佣的生命活动
,

对于有机氮和有机磷的有效化起着有利的作用
,

能提高水稻 田的氮素

和磷素养料条件
。

二
、

烤田对水稻田土壤中氨化枷菌和氨态氮含量的影响

水稻 田土壤中的氨化扣菌
,

除上述种类外
,

还有其他种类
,

包括芽抱杆菌
、

无芽抱杆菌

和球菌等形态类型
,

土壤中的氨化作用的搔弱是它们的生命活动的总和
。

由于氨化韧菌

有好气性
、

嫌气性的
,

而且很多是兼性的
,

在水稻田蓄水
、

排水
、

烤田等情况所引起的不同

氧化还原条件下都能进行
。

我仍的研究工作靓明
,

在水稻田灌水一 烤 田‘
一

复水的过

程中
,

氨化微生物的总数量有显著增加 图
,

同时土壤中的氨态氮含量也显著增加了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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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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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烤田对水稻田土壤中反硝化栖菌和反硝化作用的影响

根据我们的研究桔果 表 斗 ,

烤田对反稍化韧菌数量的影响不很明显
,

且略有抑制的

表 烤田对及稍化细菌动态的影响 单位 千 克干土

措 施
’

菌 数

烤 灌 水 ,
, ·

,

田 烤 田 , , ‘
·

区 复 水
,

‘ ,
·

“

誊…
,

倾向
。

中国科学院武汉微生物研究室的研究拮果刻指 出有增长的倾向
。

研究烤田对水稻田土壤中反稍化作用的影响
,

不能以 它俏数量变化为主要根据
。

反

硝化扣菌都是兼嫌气性的
,

它在有氧条件和无氧条件下都能旺盛的生长繁育
,

但是就反俏

化相菌所进行的反硝化作用而渝
,

在有氧条件下虽能进行
,

但进行得较弱
,

只有在无氧的

条件下才能弦烈的进行
。

叩
。
阳

,

等的研究工作靓明反稍化作用旺盛进行

的氧化还原条件为 一 , 左右
,

  !∀#
,

 的研究工作荻明
,

当土壤中的 值下降

到 , 伏特以下时
,

硝酸盐和亚稍酸盐就都看不到了
。

以水稻田在蓄水和烤田条件下氧

化还原条件变化的范围 ! 来衡量
,

烤田提高氧化还原电位
,

对于抑制反硝化作用
、

减少氮

素养料的捐失是有利的
。

四
、

烤田对水稻田土壤中硝化翩菌的抑制作用和对于减少

燕机氮揖失的作用

我们过去的研究工作
,

已就明在水稻 田土壤中不管是在冬季蓄水的冬水田或蓄水种

水稻的时期
,

不渝是氧化势较高的耕层表面
,

或还原势较高的耕层下部
,

都有旺盛的硝

化耙菌在生活着
。

并且
,

也靓明水稻田中的稍化翘菌
,

在好气或嫌气的条件下都能进行稍

化作用  
。

最近的研究拮果指 出
,

烤田对硝化翩菌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图
,

表
。

但

是
,

微生物分析和化学分析拮果却相反
,

化学分析拮果 ’一般地靓明
,

烤田时土壤中稍态

氮合量增加
,

复水后又减少
,

为什么有这样相反的拮果呢

我们过去的研究也已征明 不仅水稻田土壤中有大量的反稍化韧菌
,

而且
,

从水稻田

土壤中培养出的亚稍酸扣菌
,

发现宅们和一种极毛杆菌有紧密的伴生关系
,

而这种极毛杆

菌同样具有很弦烈的反硝化性能  
。

因此
,

从我们的研究工作导出的款敲是 水稻田中的硝化翘菌在好气
、

嫌气条件下都

能生活
,

都能进行硝化作用
。

烤田能抑制稍化翘菌的数量发展
,

而且削弱了硝化作用
,

相

应的削弱了反稍化作用 的原料供应
,

其拮果是减少了氮素养料的捐失
。

我俏提出的图式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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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日/月) 19 59

烤田过程中猜化微生物的动态

5/6图

表 5 烤田对硝化截生物动态的影响(1, 6 0) 单位: 千/1 克干土)

措 施
}

菌 数

9
。

l

1 5

。

9

水田水灌烤复烤田区

11
.
8

3斗
.
8

5 7
.
1

水水水灌灌灌不烤田区

五
、

烤田能抑制反硫化袖菌的生命活动
,

能减少黑根
,

有增强

水稻根活力的作用

在施用有机肥较多 (或不均匀)的水稻田土壤中
,

在长期蓄水的条件下
,

可能引起过劳

的嫌气性微生物活动
,

其中包括弦盛的反硫化作用
,

而好气性的硫化作用却受到一定的阴

碍
。

其拮果是硫化氢在土壤中累积
,

对水稻根有毒害作用
。

表现为黑根现象;严重的
,

根娜

扣胞被破坏
,

造成烂根现象(亦称为水稻的
“
热烧

, ,

)

,

特别是在速擅阴天的季节
,

水稻的光

合作用减弱
,

因而根排出氧气的作用受到阻碍时
,

这种
“
热烧

, ,

现象更易发生
。

农民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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翘阶指 出
,

适时烤田能防治
‘

协烧
”。 中 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的就阶研究也征明烤 田

能减少黑根现象
。

湖南省农科所山的稠查工作指出
,

一丘发生热烧的丰产贰脸田
。

翘排

水烤田后
,

3 一 , 天开始发出新根
,

稻苗恢复健康
。

我佣的研究工作
,

从微生物学方面敲实了上述作用
。

烤田能提高水稻田土壤的氧化

条件
。

从而削弱士壤中的反毓化翘菌的发展
,

并且加弦了硫化韧菌的发展 (图 3
、

习
。

灌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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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烤田过程中硫化扣菌及反硫化扣菌的动态 图 4 烤田过程中硫化扣菌及反硫化韧菌的动态

粽合上述的实脸拮果
,

我们可以明确的得出这样一个款融
:
就是

,

通过烤田后
,

随着水

稻 田土壤理化性状的改变
,

同时也可以引起微生物活动的改变
,

桔果对于增弦植物的土壤

营养和水稻根部的活力以及改变水稻的生理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因此
,

我国农民

的握肺
,

根据水稻生长阶段和不同的土壤条件进行合理的烤田措施作为丰产的主要因素
,

特别是在水稻分集末期的晒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因为
,

根据近年来田简测定 N H 才
一
N

的拮果
,

水稻生长期简
,

土壤中的养分状况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

在插秧初期
,

土壤中速效

养分一般舍量很高
,

随着水稻生长和养分的吸收
,

土壤中的养分舍量迅速降低
,

到水稻拔

节以后开始形成幼穗期简
,

土壤中氨态氮共同表现了显著缺乏的趋势l10]
。

另外
,

从水稻本

身对营养物盾的要求来看
,

在拔节期到开花期是水稻吸收氮肥最多的时期
,

豹占水稻吸收

氮素总量的 2/3 以上
,

这一时期水稻植株生长最为迅速
,

并大量制造与累积营养物质
,

以

满足水稻幼穗分化
、

开花拮实的需要
。

此外
,

根据 日本研究者的研究征明
,

在这时期排除

田面水层
,

使呈于旱状态
,

对水稻生长笋无任何受害影响
。1] 。

由此可知
,

在分集末期到拔

节期
,

通过烤 田
,

促进有益微生物活动的加弦
,

加速有机痊余休及含氮有机化合物的分解
,

至复水后
,

随着水稻根拿活力的增弦和土壤水分的充足
,

可以适时地满足水稻从营养生长

蒋入到生殖生长时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

显然
,

这是奠定办环舀丰产的主要因子一
一

穗大
、

粒多
、

粒鲍的重要基础
。

当然
,

烤 田的丰产作用并不能单钝地归功于土壤微生物作用的变化
,

烤田对于水稻



土 壤 学 娜 卷

植株生长还有直接的有盘作用
。

首先
,

由于烤田
,

土壤含水量降低
,

扭气条件改善
,

干根湿

苗
,

促进水稻根系发展
。

其次
,

由于烤田
,

地面暂时不淹水
,

水稻茎靠地面部分的杆推化加

弛
,

同时扦推物盾的机械张度也加大
,

提高了水稻抗倒伏的性能
。

至于烤田的丰产意义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作用也尚需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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