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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浙江省析县低丘缸滚的微生物学分析
*

钱泽潇 何福恒 祷孝善 刘素云 陈本楚
(浙江农业大学 浙江农业科学院)

浙江省的低丘杠壤主要有两种类型
,

一种是以第四纪初期洪积体
一
杠土层为母质

,

趣

长期的 自然生物气候条件作用发育而成的杠一黄色土壤
,

农民称为
“

黄筋泥
”。

黄筋泥土层

深厚
,

厦地一般属粉砂厦粘土
,

呈张酸性反应〔‘] 。 另一种是以衙江杠砂岩的风化体为母质

发育而成的土壤
,

称为杠砂土
。

第三耙衙江杠砂岩地层处在第四纪杠土层之下
,

因此只有

在杠土层受到侵触
,

杠砂岩暴露出来的地方
,

杠砂土才能形成
。

在低丘杠坡区里
,

黄筋泥

和杠砂土交蜡地分布着
,

构成复区
。

为了了解低丘杠壤的微生物学特性
,

我们曾在浙江省杠砂土上作过一些微 生物分

析t21
。

本文Alj 着重研究不同熟化程度的黄筋泥中微生物的数量和生化张度
,

并以此探尉

这些指标与土壤熟化的关系
。

献脆方法与桔果

本工作是在浙江省衡县国营+ 里丰农场的不同熟化程度的黄筋泥上进行的
。

熟化的

黄筋泥以种植蔬菜为主
。

中度及斡度熟化黄筋泥是甘薯
、

小麦
、

花生等翰作地
。

荒地黄筋

泥上只有稀疏的短草植被
。

分别在春
、

夏
、

秋
、

冬四季取 10 厘米内的表土进行分析
。

分析

项目有栩菌
、

其菌
、

放修菌及主要微生物生理攀数量及土壤呼吸强度
,

稍化作用逮率
,

杆推

分解弦度和土壤的一般理化性状
,

此外
,

还对钎推素分解微生物及固氮菌的存活简题分别

进行了鉴定和拭盼
。

分析方法及拮果如下
。

(一) 各类橄生物及生理 , 的数t

在分析四个杠壤中的栩菌
、

真菌
、

放钱菌及主要生理拿的数量时
,

栩菌舒数采用土壤

浸出液培养基
。

其菌用禺丁氏培养基
,

放核菌用淀粉稍酸盐培养基
。

用土壤悬浮液接种
,

除放枝菌采用涂抹法外
,

其他Al] 用混菌法
。

各生理拿侧定填目有好气及嫌气性自生固氮

菌
、

氨化栩菌
、

稍化栩菌
、

反稍化栩菌及好气性杆推分解微生物
。

除好气性固氮菌采用涂

株法外
,

其余均用稀释法针数
。

培养基成分参照
“

土壤微生物分析方法手册
”[3]

。

桔果指出 (表 1 )
,

袖菌
、

放核菌及微生物总数随杠壤熟化度提高而增加
。

在春季分

析中
,

熟化杠壤与荒地简微生物总数相差豹 46 倍
。

各种微生物总数中主要为栩菌
,

且

韧菌的比重随熟化度增加而逐增
。

例如在冬季分析中栩菌在熟化杠壤中占微生物总数的

% .6 6 多
,

荒地中则仅占 7 8. 75 多
。

真菌的数量比例却 与栩菌相反
,

在荒地中比重最大
,

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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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两季各占微生物总数的 4
.

15 多及 3. 75 多
,

在熟化杠壤中Bl] 分别下降为 0
.

14 % 及 0
.

32 买
。

获 1 不 同翻化程度杠公各类截生物徽, (单位: 万 /克干土)

淤淤
、、

各类徽生物物 细 菌菌 放 线 菌菌 澳 菌菌

总总总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数数数数 量量 %%% 数 蟹蟹 %%% 数 量量 %%%

111 8 /III AAA 2 1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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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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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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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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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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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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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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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 士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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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士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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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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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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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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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 士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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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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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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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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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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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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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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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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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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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士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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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士6 53
.

0 555 4 1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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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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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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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熟化黄筋泥

,
B

—
中度熟化黄筋泥

,
C

—
轻度熟化黄筋泥

,
D

—
荒地黄筋泥

。

(以下各图表同)

** 表中数据春季为三次
、

冬季为五次重复的平均数
。

农 2 不同筋化粗度杠翻各类徽生物生理. 徽且 (单位 : 万 /克干土)

硫硫
:鳄黔黔

氨化细菌菌 硝化细菌菌 好 气气 嫌 气气 反硝化细菌菌 好 气气

固固固固固氮细菌菌 固氮细菌菌菌 纤维分解细菌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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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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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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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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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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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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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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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BBB 5 0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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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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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 1555 1 1 9
.

5 000 0 0 2 5 222

CCCCCCC 1 18
.

8 000 0
.

0 3 1333 0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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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000 0
,

0 2 5 ()))

DDDDDDD 0
.

5夕夕 000 000 000 0
.

0 3 1 555 000

111 1/ Ivvv AAA 2 4 2 4
。

0 000 0
。

3 03 000 000 0
.

3 0 3 000 3 0 3 0
.

0 000 16
.

8 777

BBBBBBB 3 0呼9
.

0 000 0
.

0 2 4444 000 0
.

0 3 0 555 3 0 4
.

9 000 0
.

0 0 1222

CCCCCCC 17 2 8 0
.

0 000 000 000 0
.

0 0 0 555 1 8 5 2
.

0 000 000

DDDDDDD 1 12 4
.

0 000 000 000 0
.

0 0 3 000 2 3
.

6 777 000

各类微生物生理拿发育量的精果 (表 2 )表明
,

好气性杆推分解相菌在熟化杠壤中数

量较多
,

在中度及袒度熟化杠壤中极为微弱
,

而在荒地中
,

Rlj 从未发现
。

好气性固氮菌仅

在熟化杠壤中有时出现
,

且数量不多
。

在荒地中没有发现稍化相菌
,

在熟化
、

中度熟化及

袒度熟化杠壤中数量也很少
。

嫌气性固氮菌在熟化
、

中度熟化及袒度熟化杠壤中为数不

多
,

荒地杠壤中则更不易发现
。

生理攀中数量最多的是氨化相菌及反稍化袖菌
。

其数量

变化的现律性与上述栩菌数量相类似
。

(二 ) 杠坡的呼吸强度

用瓦勃 (w ar bur g ) 氏侧压舒 [1, , ] 侧定以葡萄糖为基质的不同熟化程度杠壤的呼吸孩

度
。

每次分析取通过 2 毫米筋孔的千土 4 克
,

加入 0
.

4 克葡萄糖
,

铡节土壤水分为土壤最

大持水盘的 60 务
,

在 30 ℃ 恒温下mlJ 定二氧化谈释放量及氧的吸收量
。

分析桔果表明
,

杠

坡中呼吸弦度随着熟化度的提高而增孩
,

例如在 3 蛋小时 内每克干土二氧化碳释放量与氧

吸收盘的幅度
,

在熟化杠壤中分别为 7 7 .7 一91
.

8 微升及 61
.

0一 8 7 .9 微升
,

中度熟化杠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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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8一56 .2 微升及 23
.

3一34
.

8 微升
,

袒度熟化杠壤为 25
.

8一 32
.

7 微升及 14
.

6一31
.

7 微升
,

而在荒地杠壤中BlJ 只有 6. 7一1 9 .6 微升及 & 6一1 0. 3 微升
。

从氧的吸收及二氧化碳释放过

程来看
,

除夏季略有偏离外
,

其余均随熟化度提高而增加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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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不同熟化程度红吸革的吸收和二 氧化破的释放

(三 ) 杠簇的砒化作用强度

采用土壤培养法比较四个不同熟化程度杠壤的稍化弦度
。

每个处理取通过 2 毫米筋

孔的干土 50 克
,

放入 1 50 毫升三角瓶内
,

加 1 00 pp m 的 N H 月一N
,

稠节土壤水分为土壤持

水量的 初多
,

重复二次
,

在 30 ℃ 下 (夏季为 3 7 ℃ ) 保湿培养
,

在不同时期内侧定土壤中

N践
- N 的消失最及 N 0 2~ N

、

N o 3-- N 的生成量
。

侧定 N o aee N 系用酚二磺酸法 ; 侧定

N H
。一N 用蔡氏比色法 ;测定 N O Z一N 用格氏就剂

。

桔果如表 3 。

精果表明
,

稍化作用强度与土壤的熟化程度呈正相关
,

在熟化杠壤中 N H
4一N 的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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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熟化程度红盛在四季中的硝化作用速率

(春季 ( 1l/ Iv ) 试验中
,

测定铁态藏梢失的数据不够完整
,

故未列 入图巾)

获 3 不同熟化租度杠翻 N H ,-- N 栩化的百分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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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
,

一周后已搏化 90 界以上
,

三周全部完成
。

中度及袒度熟化杠城的斡化速度较慢
,

三

周才斡化 50 多左右
,

四周接近 90 务
。
荒地的搏化率最慢

,

五周仅斡化 20 多
。

从表 3 还可

以看出季节变化对各土壤的稍化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但一般都以夏季最高
,

冬季最

低
。

如图 2 所示
,

N H , 一N 的消失与 N O犷N 的积累基本上互为补偿
,

而 N仇
一N 量

,

AlJ

在各次侧定中均很微弱
。

粽合四次分析精果
,

N o s一N 形成速率在熟化杠壤中一开始就

很快
,

在中度及袒度熟化的杠壤中
,

AlJ 有一定的滞留期
,

后期作用才加快
,

荒地杠坡的稍化

作用 AlJ 始格很弱
。

(四) 杠级中的杆雄案分解强度

杆推素分解弦度
,

是用埋布片法测定的
,

白色栩布片先在 0. 1 拓 H 声q 液中煮沸
,

除去

淀粉
,

再趣漂洗
,

烘千称重后备用
。

供拭土壤先通过 2 毫米孔筋
,

每个处理称千土 40 0 克
,

制节土壤湿度至最大持水量的 40 %
,

放入 50 0 毫升容积的瓦钵内
,

每钵内埋入握上述处理

的布片二条
,

在 30 ℃ (夏季为 37 ℃ ) 下保湿培养30 天后取出
,

趣 1 多 Na 刃0 3
溶液处理

,

并

用清水漂洗后烘干
,

再称重比较各土壤中布片失重量
。

每一土壤重复四次
。

桔果 (表 4 )

表明
,

同一土壤在春
、

夏两季 grlJ 定中
,

杆椎素分解张度较秋
、

冬为高
。

从四种不同熟化程度

杠壤中的杆推案分解强度来看
,

除在夏季栓度熟化杠壤略高于中度熟化的杠城外
,

一般均

按熟化度的提高而增孩
。

玻 4 不同翻化理度杠扭的舒谁分解强魔

土土 样样 分 析 日 期期 布片原重 (克))) 失 重 量 (克))) 失 重 %%%
(((((B / 月)))))))))

才才才 1 1/ Ivvv 0
.

5 1 2 222 0
.

3 4 1 999 6 7土1
.

8 777

22222 / v lllll 0
。

57 8888 0
.

3 20 呼呼 55士18
.

888

111119 / xxx 0
.

53 8 111 0
。

3 12 666 58士3
.

8 555

111118 / III 0
。

5 5 3 777 0
.

2 45 777 斗5士 1
.

7 333

BBBBB 1 1/ Ivvv 0
。

5 62 222 0
。

13 2 999 2 3 士4
.

3 555

22222 / v lllll 0
.

5 6 8 777 0
.

2 12 222 3 8士 2
.

0 000

111119 /xxx 0
.

5 4 2 777 0
.

13 1333 2 4士 1
.

2 222

111118 /III 0
.

5 5 7888 0
.

12 1 666 2 2士1
.

8 777

CCCCC 1 1/ Ivvv 0
。

53 斗444 0
.

18 2 000 3 4士 1
.

2 222

22222 / v llrrr 0
。

58 2 888 0
.

3 50 999 (60 土 1
.

12>>>

111119 / xxx 0
.

5 4 5222 0
。

1 66 777 3 1士 1
.

呼333

111118 /III 0
。

5 6 5777 0
.

1 52 777 2 7士0
.

2 111

DDDDD 1 1 /Ivvv 0
.

5 5 9 666 0
。

0斗7 666 8
.

5 0士0
.

1555

22222 / v lxlll 0
.

60 2 555 0
。

0 58 333 9
.

7 5土0
.

0 333

111119 / XXX 0
.

5 5 1222 0
。

0 1 5夕夕 2
.

8 5土0
.

0 333

111118 / III 0
.

5 6 7999 0
.

0 0 8 444 1
.

4峨土0
.

1555

为了探明不同熟化程度杠壤中好气性扦推素分解微生物类型相对数量
,

我们用下列

土粒培养法进行了拭盼
,

把预先用 1 拓醋酸液浸洗
,

再翘2 务 N a刃O ,
冲洗过的滤抵

,

放置

在伊姆歇涅茨基氏培养基的平板上
。

春
、

夏两季的分析
,

在整张滤抵上
,

放土粒 20 颗
。

以

后在秋
、

冬两季AlJ 改用 0
.

5 x 0
.

, 厘米小块滤抵
,

每皿放 40 块
,

简隔地排列于培养基表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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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块接种土粒一颗
。

每一土样重复四次
。

在 30 ℃ 下培养(夏季 37 ℃) 3 天后升算袖菌数
,

6 天舒算霉菌及放核菌数
。

四季分析桔果 (表 约 指 出
,

在熟化杠壤中全部土粒上均出砚

分解杆推素的微生物
,

在中度熟化杠壤中出现幅度为 76 .2 5 %一91
.

2弓%
,

袒度熟化杠坡为

40 .6 2一78
.

75 多
,

荒地中为 8
.

7 5 %一62
.

匆 务
。

这羡明杆推素分解微生物的相对数量随土

壤熟化程度的提高而递增
。

杆推素分解栩菌与真菌的相对数量也 因熟化程度而异
,

随着杠壤熟化程度的提高
,

韧

菌的相对量有增大的趋势
。

例如在熟化杠壤中栩菌占 51
.

28 拓一83
.

59 多
,

霉菌占 16 .4 1一

48
.

7 2拓 ;而在荒地中相菌仅占 14 .7 1一33
.

33 多
,

霉菌的比重增大至 “
.

67 一10 0 多
。

在杠壤中分解杆椎素的好气性栩菌
,

翘钝化分离后
,

获得了 6 个菌株
,

握初步鉴定
,

其

中 3 株为杆推弧菌属(ce “讨州o)
, 1株为噬杆推粘菌属 (仰toP 人

aga )
, 1 株为堆囊粘菌属

(so
r。脚m )

,

还有 1 株能在滤抵上产生杠色素
。

有关这些袖菌的种类及其分布与杠壤熟

化度的关系
,

将在以后报告中希述
。

(五) 杠城中的固氮菌

在采用一般平板分离法检查杠壤中的固氮栩菌数量时
,

只偶而发现好气性自生固氮

菌
,

为了进一步明确杠壤中固氮菌的存活阴题
,

我们又采用了泥面培养
、

硅胶板土粒法及

溶液加富培养等方法
。

溶液加富培养采用 Be ck ing [6] 氏的酸性及中性培养液两种
,

并在

以后移植过程中
,

添加微量元素
。

四季取样分析桔果一致
,

郎除荒地杠块外
,

其他三种杠

壤中均有圆揭固氮菌 (A o tob ac tc , c 加oc oc cu m ) 及拜氏固 氮菌 属 (服介厅配彭a) 出现
。

巴氏固氮梭菌 (cl
口“厅di “m 尸as teu 厅邵“ m ) AlJ 在四种杠壤中均有

。

其他固氮栩菌种类尚

待进一步鉴定
。

由上述桔果看来
,

杠壤挫熟化后是有固氮菌存在的
,

但其数量仍然较少
。

为了研究其

原因
,

我们又对固氮菌在不同熟化程度杠壤中的存活状况进行了观察
。

在不同季节取通

过 2 毫米筋孔的不同熟化程度的干土样各 25 0 克
,

翻节土壤水分在最大持水量的 60 多
,

放在 50 0 毫升三角瓶内
,

分别接种等量的圆褐固氮菌
,

在 28 ℃ 下培养
,

每隔一定时简用稀

释平板法测定固氮菌数量
。

每次裁验重复三次
,

桔果指出 (表 6 )
,

加入的固氮菌
,

一且与

土粒接触后
,

其菌数就大大下降 (仅在夏季例外
,

其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 )
。

看来
,

土城对

固氮菌有弦烈的吸附作用
。

随着培养时期的加长
,

在熟化杠壤中固氮菌数量逐渐下降
,

而

在中度
、

袒度熟化及荒地杠壤中数量则下降很快
,

锐明了在熟化的杠壤中具有固氮菌存活

的较适条件
。

封 翁

杠壤开垦利用后随着土壤酸度降低和有机盾及氮素合量的逐步提高 (表 7 )
,

一般微

生物数量及其生化张度均相应增加
。

真菌的相对数量并不 因土墩熟化度的提高而增加
,

仍以荒地中较多
,

主要是与土壤酸度有关
。

至于同一杠壤在微生物学特征上的季节性差

异
,

AlJ 主要由于水分
、

温度和有机震的变化所引起的
。

由于低
,

丘杠壤地区的地形特点
,

夏

季表土的温差大
,

尤其在荒地上 日简土温可达 40 ℃ 以上
,

夜简迅速地与气温达成平衡
,

同

时土壤千操
,

这就使得夏季微生物数量下降
。

Fr ed er ick [7, 圳 等指出
,

在缺乏有机食或在不适宜的 pH 值条件下
,

土壤中硝化栩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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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很少

,

稍化作用微弱
,

加入 N 氏
一N 后

,

由于稍化袖菌的增殖
,

握过一定的滞留期
,
N 0 3一N

才逐渐形成
。

在我们的裁验里也发现类似情况
。

在温度 30 ℃ 下
,

熟化杠壤中的稍化作

用速率快
,

在中度及帆度熟化的杠壤
,

RlJ 有一周的滞留期
,

荒地杠壤在培养五周后仍很微

弱
。

用溶液稀释培养法对稍化栩菌进行针数测定桔果
,

也指明在熟化杠壤中稍化扣菌较

多
,

但在荒地杠壤中
,

生存量很少
,

或几乎没有
。

在拭验过程中
,
N o Z- N 的含量均很微弱

。

靓明在这种条件下
,

杠壤的稍化作用过程中生成的中简产物—
亚稍酸

,

是不稳定的
,

屯

迅速被稚按氧化成稍酸
。

农 7 红翻的一部分理化性肚

土土 样样 采土 日期期 土 温
***
水 分

*** P HHH 有机质质 c (% ))) 全氮量量 C /NNN 有 效 养 分分

(((((日/月))) (℃))) (干土% ))))) (% ))))) (% ))))))))))))))))))))))))))))))))) NNNNNNNNNNNNNNNNNNNNN H ,-- NNN N O 胜一NNN PPP

AAAAA 1 [ / Ivvv 1 666 1 9
.

2 888 6
.

222 2
.

2 333 1
.

2 9 444 0
.

13 444 9
.

777 2 lll 4 000 9 666

22222 / v lllll 3 6
.

555 16
.

4 888 7
.

444 2
.

1555 1
.

2 4 888 0
.

13 555 9
.

222 1999 1呼呼 7 222

111119 / xxx 1 8
.

555 1 7
.

2 444 7
.

444 2
.

2 222 1
.

2 8888 0
.

1斗lll 9
.

111 4 lll 4 7
.

555 (3 7 5)))
111118 / III 9

.

555 2 9
.

0 333 7
.

222 2
.

2 777 1
.

3 1 777 0
.

1 3 555 9
.

888 555 5
.

222 3 444

BBBBB 1 1/ Ivvv l 555 1 7
.

7 888 5
.

999 1
.

5 333 0
.

8 8 777 0
.

0 9 000 9
。

888 1 333 222 1 lll

22222 / v lllll 3 777 5
.

0 444 5
.

999 1
.

7 111 0
.

9 9 222 0
.

1 1444 8
.

777 1 999 0
.

777 l666

111119 / XXX l 999 1 2
.

4 888 5
.

999 1
.

7 333 1
.

0 0 333 0
.

0 9 666 1 0
.

444 3 lll 1
.

222 2 lll

111118 / III 1 111 2 6
.

1000 5
.

999 1
.

7 777 1
.

0 2 777 1
.

0 1222 10
.

000 555 0
.

777 1 666

CCCCC 1 1/ Ivvv 14
.

555 1 9
.

0 444 5
.

222 0
.

5 888 0
.

3 3 666 0
.

0 5 666 6
.

000 2 444 1
.

222 1 999

22222 / vi llll 3 4
.

555 7
.

3 000 5
.

888 1
.

1 666 0
.

6 7 333 0
.

0 7777 8
.

777 3 888 0
.

555 (5 2 0)))
11111 9 /XXX 19

.

555 1 4
.

0 333 5
.

夕夕 l
。

0 777 0
.

6 2 111 0
.

0 7333 8
.

555 4 lll 0
。

444 (7 1 0)))
11111 8 / III 1 1

.

555 2 5
.

3 111 5
.

555 0
.

8 666 0
.

4 9 999 0
.

0 5 888 8
。

666 l222 0
.

666 2 888

DDDDD 1 1 / Ivvv l444 巧
.

3 444 4
。

999 0
.

6 666 0
.

3 8 333 0
.

0 4 999 7
.

888 1 777 1
.

444 999

22222 / vi llll 4 1
.

555 1 1
.

6 111 5
.

222 0
.

3 888 0
.

2 2 000 0
.

0 3 444 6
.

555 4 999 0
.

111 888

11111 9 /XXX 2 222 1 7
.

9 333 4
.

666 0
。

3 888 0
.

2 2 000 0
.

0 4 333 5
.

111 3 000 0
.

333 333

11111 8 /III 1 1
.

555 2 5
.

9 555 5
.

000 0
.

3 555 0
。

2 0 333 0
.

0 4 111 5
.

000 122222 0
.

444

*
土温及水分均为采样时的田间状况

。

用土粒法升数杆推素分解棚菌与其菌时
,

栩菌首先出现在土粒周围
,

糙之为具菌
。

这

些其菌并不是依靠栩菌而生成的
,

它佣在钝培养条件下仍然能分解扦雄素
。

在一般情况

下
,

土壤中杆推分解微生物 的数量同杆推分解孩度相一致
。

郎在熟化程度较高的杠壤中
,

杆推分解微生物数量较高
,

扦推分解强度也较大
。

这靓明杆推分解微生物的发育量影响

了杆推分解的张度
。

另一方 面
,

在我佣的分析枯果中看到袒度熟化杠壤中的扦推素分解

微生物数量虽低于中度熟化的杠壤
,

杆推分解强度却较大
。

这靓明杆推素分解张度并非

完全决定于杆推分解微生物的数量
,

而与微生物的种类有密切关系 (Mad h o k L10 〕)
。

固氮菌存活拭驮表明
,

在三种不同熟化程度的杠壤中
,

圆褐固氮菌数量均较少乡在荒

地中没有发现
,

拜氏固氮菌在酸性培养液中握加富培养后亦仅在熟化程度较高的杠壤中

出现
。

这观明杠壤在熟化前不利于这些固氮菌发育
。

但是在 四种不同熟化度的杠壤中却

有巴氏固瓶梭菌的出现
。

关于它们在杠壤中的固氮活性如何
,

以及这些杠壤中的固氮作

用究觅以何种微生物为主
,

尚需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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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it
。
等1111 的枯果指出

,

土壤中杆推分解作用
,

稍化作用和有机质分解力的强弱与作

物产量有关
。

w ak
sm u m 口

·

‘1f. 均 也曾用微生物数量
、

c o :
释放量

、

氮化作用
、

稍化作用及

杆椎分解作用等作为土壤肥力的指标
。

从本拭翰所得的精果来看
,

某些微生物的数t 及

活动弦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杠壤的熟化程度
,

但作为土壤肥力的具体指标来观还需

进一步研究
。

桔 兼

1
.

杠壤中微生物的总数随土壤熟化程度提高而增大
。

各极肥力的土城
,

均以栩菌占

最大优势
,

熟化程度愈高
,

栩菌数量所占的比重愈大
,

好气针推分解微生物数量被多
,

且有

稍化栩菌和好气固氮栩菌生存
,

虽然发育量不大
。

熟化程度低的土壤
,

真菌的相对数量较

高
,

稍化栩菌和好气固氮栩菌几乎不发育
。

2
.

杠壤的呼吸弦度
,

也依土壤熟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大
,

荒地杠壤呼吸强度最低
。

3
.

不同熟化程度杠壤的稍化作用强度有显著的差异
。

在截盼条件下
,

熟化 杠城对

N H.
es N 的褥化速率一周内达 90 %

,

三周内达 1 00 多 ;而荒地杠壤五周内仅搏化 20 多左右
。

从稍酸盐的形成时简来看
,

熟化程度高的土壤无滞留期
,

而中度及袒度熟化杠壤 lllJ 有一定

的滞留期
,

至于荒地杠壤B[J 稍化作用始格微弱
。

4
.

杠城的杆椎分解强度随熟化程度提高而增弦
。

在熟化杠壤中
,

在 30 ℃ 及适应水分

条件下
,

趣过 30 天培养后
,

埋藏布片的失重量达 4 , 一6 7多; 荒地杠壤只有 1
.

44 一8. 50 %
。

用土粒法检查杆推素分解微生物的相对数量精果
,

税明它俩在杠壤中的分布
,

因熟化度的

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

如以熟化杠壤为 1 00 %
,

alJ 荒地杠壤仅为 8. 7 5一62 .5 0务
。

在杆推素分

解微生物中 (包括栩菌和霉菌 )
,

熟化杠壤中栩菌占的比重大
,

荒地杠壤中AlJ 以霉菌占优

势
。

5
.

采用泥面培养法
、

土粒法及加富培养法后
,

在熟化程度较高的杠壤中分离出圆揭固

氮菌
、

拜氏固氮菌
,

但在荒地杠壤中改有发现
,

而巴氏固氮梭菌剧在不同熟化程度杠壤中

均有出现
。

用接种法加入的圆揭固氮菌
,

在熟化杠域中存活时简较未熟化的杠谈长
。

6
.

杠壤的熟化程度和微生物学特征之简的关系
,

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
,

作者献为利用

微生物学指标来指示杠壤的熟化程度并反映其肥力特征和水平是很有可能的
。

但具休指

标还需运用更多查料加以瀚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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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o rm

a tio n o f n itr a t e fr o m a m m o n iu m n it r o g en in 5 0 115 : 1
.

effe et o f t em p er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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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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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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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u r e
.

5 0 11
.

Se i
.

So c
.

A m e r
.

Pr o c
. ,

2 0 : 4 96一5 2 0
,

1 9 5 6
.

Sa b ey
,

B
.

R
. ,

B a r th o lo m e w
,

W
.

V
. ,

Sha w
,

R
.

a n d Pes e k
,

J
.

: In flu e n e e o f tem Pe ra tu r e o n n it r ifica tio n

in 5 0 115
.

5 0 11 Sc i
.

So e
.

A m e r
.

Pr o c ,

2 0 : 3 5 7一3 6 0
,

1 9 5 6
.

M
a d h o k

,

M
.

R
.

: Syn th etic 5 0 11 a s a m ed iu m fo r the stu dy o f c er t a in m ie r o bio lo g ica l P r o e o s se s
.

5 0 11 Sc i
.

,

4 4 : 3 1 9一 3 2 2
,

1 9 3 7
.

W hite
.

J
.

W
. ,

H o lbe n ,

F
.

J
. ,

J
effrie s ,

C
.

D
.

a n d R ie he r ,

A
.

C
.

: C o r r e la tio n o f m ier o bio lo g ic a l a n d

ehe m ic al 5 0 11 d a ta w ith er o p yie ld s o f the
Jor d a n 5 0 11 fe r tility p lo ts

.

5 0 11 S ei
.

,

6 7 : 2 7 9一2 5 5
,

1 9 4 9
.

W
a k sm a n ,

5
.

A
.

: M ier o bio lo g ica l an a lysis o f 5 0 11 a s a n ind e x o f 5 0 11 fe r tility : V
.

m e tho d s fo r the

s t u d y o f n it rifica tio n
.

5 0 11 S c i, 1 5 : 2 4 1一2 6 0
,

1 9 2 3
.

W
aks m a n ,

5
.

A
.

a n d Sta r k e y
,

R
.

L
,

:

Mic r o bio lo g ic a l a n a lysis o f 5 0 11 a s a n in d ex o f s()11 fe r tility :

V ll
.

Ca
rb o n d io x id e ev o lu t io n s

.

5 0 11 Se i
,

1 7 : 14 1一1 6 1
,

1 9 2 4
.

W
a k sm a n ,

5
.

A
.

a n d H o u k ele kia n
,

0
.

: M ier o bio lo giea l a n a lysis o f 5 0 11 a s a n in d e x o f : 0 11 fe r tility
:

V lll
.

D ec o m p o sit io n o f e ellu lo s e
.

5 0 11 Sei
. ,

1 7 : 2 7 5一2 9 2
,

1 9 2 4
.

W
a k sm a n

,

5
.

A
.

: M ier o bio lo g iea l a n a lysis o f 5 0 11 a s a n in d e x o f 5 0 11 fe rrility : V l
.

N it r ifiea tio n
.

1 6 : 5 5一6 8
,

1 92 3
.

, ..J、J...1 ...J, .J.1
.J,月J.

冲01,�
�几�
4n, (

,J夕、曰
,...‘�...几.,..胜r..Lr..Lf.L

115 ]

T H E M IC R O B IO LO G ICA L C H A R A CT E R IS T I CS O F R ED SO ILS

( I ) T H E M I C R O B I O LO G I CA L A N A L Y SI S O F T H E H I L LY R E D SO I LS

D E R I V E D FR O M QU A T E R N A R Y R E D C LA Y O F CH UH S I E N
,

W E ST E R N CH E K I AN G

C H xE N T sE 一s H u ,

H o FtJ 一 H E N G ,

FE N c H s i ^ o 一s ^ N

L z u Su 一 Y u N ^ N o C H E N PE N 一c H u

扭 g r ic, ‘lz o r a l U , i v e rs i r夕 。
/ C 为树

a
取

‘

nd A g ; ic z一zr。。1 A c ad ‘功乍 。 / Ch e kj。 ,, 君)

R e d

W e st e r n

(S
u m m a ry)

50 115 d e r iv e d fro m q u a t e rn a r y re d c la y o c e u r o n t he h illy la n d o f C h让hs i e n

C he k ia n g
.

Th
e 5 0 115 ha v e b e e n c u ltiv a te d fo r a lo n g t im e , a n d th e ir fe r tility w a s

d e fin it e ly im Pr o v e d a s th e c u ltiv a tio n w e n t o n
.

Fo u r s a m Ple s o f the se 5 0 115 o f d iffe r e n t

fe r tility
, v ary in g in a c c o rd a n e e w ith the ir his to ry o f c u ltiv a tio n ,

w e re u s e d i n this s tu d y
,

a n d th e m ic r o b ia l Po P u la t io n , r a te o f n it rific a tio n a n d c e llu lo s e d e c o m p o s i t io n , a n d th e

re sP ira to ry c a Pa c ity o f the se 50 115 w e re a n a lys e d 4 tim e s a n n u a lly
.

Th
e r e s u lt s w e re s u m

-

m a r iz e d a s fo llo w in g :

1
.

仆
e a b u n d a n c e o f 50 11 m ic r o o rg a n ism s in e r e a s e d w ith th e im p r o v e m e n t o f 5 0 11

fe rtility
.

A m o n g the m i e ro b ia l p o p u la tio n ,

b a c te r ia 15 th e m o st a b u n d a n t o r g a n ism in a ll

50 115
.

Th
e n u m b e r o f ba e te r ia 15 r e la tiv e ly hig he r in m o r e fe rr ile 5 0 11

,

w hile the r e la tiv e

n u m b e r o f fu n g i 15 d e c re a se d a s the cu lt iv a t io n w e n t o n
.

Th
e a bu n d a n c e o f a e r o b ic c e llu lo se d e e o m p o s in g o r g a n ism s ,

t he n itr ifyin g b a c te r ia

a n d a e r o b ic n itr o g e n fix in g bac te r ia a re a ls o p o sitiv e ly c o r r e la te d w it h 50 11 fe r tility
.

2
.

Th
e re s p ira to r y e a p a e it y

,

m e a s u r e d w ith W a rb u r g a p p a ra t u s , a ls o in c r e a s e d w ith

th e im p r o v e m e n t o f 50 11 fe r t ility
.

3
.

仆
e r a te o f n itr ific a t io n 15 v e汀 d iffe r e n t in th e te s t e d 50 11 s a m p le s

.

T o tho s e

havi n g high
e r fe r t ility

,

9 0 外
o f the a d d e d a m m o n iu m w a s o x id iz e d in t o n it ra t e w ithin l

讹ek
,

a n d th e p ro e e s s o f n it rifi e a t io n w a s c o m p le t e d in 3 w e e k s
.

B u t a d e la ye d n itr if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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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g pro c ess w a s ha p p e n e d in v irg in 5 0 11
, o n ly 2 0务

o f the a m m o n iu m w a 。 t ra n sfo r m ed

in to n it ra te a fte r 5 w e eks
.

4
.

Th
e c ellu lo se d e c o m Po sin g c a p a c ity o f the se 50 115

, a s m e a su r ed by e m be dd in g

elo th m e tho d
, a lso sho w ed g o o d c o rr e la tio n to 5 0 11 fe rt ility

.

In the m o st fe r tile 5 0 11 a
bo

u t

4 5一67外
o f the d汀 w e igh t o f the e m bed d ed c lo th w e re lo s t w ithin 1 m o n th

·

B u t in the

e a se o f vi 咭in : 0 11
, o n ly 1

.

4 4
- 一8

.

5 0 % w er e lo s t
.

U sin g the 5 0 11 p a r t ic le in o e u la tio n m e tho d
,

it sho w ed tha t the p re sen c e o f e ellu lo se

d e c o m p o sin g m icro o rg a n ism s in m o st fe rt ile 5 0 11 w a s a s high a s 10 0外 (m
o s tly b a c te ria)

,

w h ile in v i馆in : 0 11
,

the re w e r。 o n ly 8
.

7 5一6 2
.

5 0 % (m o stly fu n g i)
.

5
.

Th
e iso la tio n o f A zo to bac ter 动r o o c o c c“。 a n d Bei jer in c k sP

.

by Pla q u e m e tho d
,

5 0 11 Pa r tic le m et ho d a n d e n r ic hm en t m e tho d w a s a c hiev ed o n ly fro m the fert ile c u lt iv a ted

5 0 115
.

H o w e v e r ,

Cl o srr id iu 牌 Pa s te u r ia n “那 w a s fo u n d in a ll 5 0 11 sa m Ple s
.

Su rv iv a l o f

the in o eu la ted A之口t
.

动尹口o c o c c刀名价 in d iffe r en t sa m Ple s v a r ie d w ith th e 5 0 11 fe rtility
.

Th
ey

su sta in ed lo n g e r in c u ltiv a t ed fe r tile 5 0 115
.

Th
e se fin d in g s sho w ed c le a rl y that th e fe rtility o f r ed 5 0 115 15 cha ra c te riz ed by so m e

o f the m ic r o bio lo g ic a l Pro Pe r tie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