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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浆土大豆结瘤及其固氮状况

汤 树 德
(黑龙江农垦大学)

黑龙江省是我国大豆主要产区
,

在国营农牧场中大面积机械化生产条件下
,

大豆的种

植面积约占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
。

一般认为
,

大豆与根瘤菌的共生固氮作用所固定

的氮
,

能提供大豆整个生育过程中对氮素需要量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

然而
,

在大田生

产实践中
,

由于土壤类型
、

肥力水平
、

气候条件
、

前作
、

品种
、

施肥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

使大

豆在田间的共生固氮效率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

为了阐明外界因素对大豆共生固氮作用的影响
,

于 1 9 6 5一1 9 7 3 年在白浆土上布置了

小区和大田试验
,

同时对生产田的大豆植株的共生固氮情况进行了调查
。

通过调查试验
,

进一步了解了植株的生育与共生固氮的关系
,

以及施肥
、

连作对大豆共生固氮的影响
,

为

评价大豆栽培管理水平和制定大豆栽培技术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

调查研究方法

豆科作物根瘤的固氮效率
一

与宿主作物的生育状况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

根据这个原理
,

采用了田间植株调查的方法 (胡济生
、

谢寿长
,
1 9 6 4; 谢寿长

,
1 9 6 4 )

,

分别统计每一大豆

植株根系上的有效瘤和无效瘤
。

部分资料进行生物学统计
。

除生产田采样调查外
,

还布

置了小区和大田试验
。

试验的大豆品种为
“
东农一号

” 。

试验土壤属岗地白浆土
,

土壤农

业化学性状见表 1
。

试验分为小区和大田试验
。

衰 1 试验土城(白浆土)的农业化学性状 (1 9 65 年 )

试试验类别别 前季作物物 全氮氮 全磷磷 活性有机质质 水解性旅 (NNN 水解酸(奄克克 速效确 (巧。
,,

(((((((N% ))) (p
a
o

s

% ))) (% ))) 毫克/ 10 0 克))) 当t / 10 0克))) ‘克/ 10 0 克)))

小小区区 小麦麦 0
。

1 5000 0
.

15 000 3
.

1999 4
。

7 888 3
.

0 777 l
。

5 000

大大田田 大豆豆 0
。

22 000 0
.

13 333 3
。

3 999 1 2
.

9 000 4
。

0 999 5
。

7 555

大大田田 二年大豆豆 0
.

1 5333 0
。

1 5 555 3
。

2 777 斗
。

6 555 2
。

8 111 4
。

2 777

小区试验 : 小区面积 4
.

55 x lo ~ 4 5
.

, 淞
,

五次重复
,

随机排列
。

处理有 c K一无肥

对照区 ; N一播种时每亩条施硫酸钱 20 斤 ; P一播种时每亩条施过磷酸钙 (含 巧。
,

”务)

3 3 斤 : N Pwe N + p o

大田试验 : 试验地置于邻近小区试验地
,

试验处理为不连作(前作玉米)
、

连作二年和

连作三年大豆的基础上每亩施用过磷酸钙 33 斤和微量元素铂肥(按 100 斤种子拌相酸铁

25 克计算)
。

各处理面积约 50 一 80 亩
,

按当地一般水平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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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及其讨论

(一 ) 大! 绪 . 状况同植株生, 的相关性

1 9 6 5 年对小区和大田试验所有处理区的 2 2 , 0 株大豆植株进行了调查
,

发现大豆 盛

花期
,

有效根瘤鲜重与植株干重
、

株高皆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前者相关程度比后者为

高
。

1 , 7 3 年对我校农场不同的大豆生产田的地块调查结果
,

同样表现出上述规律(表 2 )
。

由于地块的生态条件不同
,

上述相关性表现程度也不一样
,

结果表明
,

结瘤状况越好的地

块
,
相关程度就越高

。

农 2 不同地块大豆有效自鲜, 同所附植株鲜 , 的相关性 (1 9 7 3 年)

地地 号号 土坡类型型 前 作作 相关系数数 显著性 (t ) 测定定

(((((((((
r
))))))))))))))))))))))))))))) tttttttttttttt ttt PPP

lllll 岗地白浆土土 玉 米米 0
。

5 0 9 111 7
。

5 0 666 2
。

60 111 < 0
。

0 111

33333 草甸白浆土土 小 麦麦 0
。

7 0 2 111 1 1
.

3 2 888 2
。

6 1666 < 0
。

0 111

44444 草甸白浆土土 大 豆豆 0
。

5 9 3 111 6
.

7 1222 2
.

6 3 888 < 0
,

0 111

55555 草甸白浆土土 大 豆豆 0
.

7 7 5斗斗 12
。

5 8 111 2
。

6 2 666 < 0
.

0 111

注 : 卜每一地号调查株数为 10 (株 ) 只 20
2

.

所有地号在播种的同时每亩施用硝酸按和过碑酸钙 (1 : l) 20 一25 斤

资料的统计分析证明
,

大豆生长发育和干物质的积累同该植株的结瘤状况有着密切

的联系
。

但是
,
这种正相关关系

,

只能在大豆结瘤良好的植株(中级
、

优级)上才能明显表

现出来
。

在结瘤状况处于劣级植株中
,

由于该类植株着生的根瘤
,

绝大多数属无效的寄生

瘤
。

显然
,

不能期望寄生者给予寄主以良好影响 (八叩又‘KH 汤 ,

即
. ,

1 9 6 0 )
,

所以
,

上述

相关性不显著(表 3 )
。

农 3 大豆劣级结自植株中有效和无效. 鲜, 同植株鲜, 的相关性 (1 9 7 3 年)

地地号与土土 前 作作 根瘤性质质 单株根瘤鲜重(克))) 相关系数数 显著性 (t ) 侧定定

城城类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
r
)))))))))))))))))))))))))))

变变变变变异幅度度 宜土sssss tfff ttt PPP

222 号地地 大豆豆 有效瘤瘤 0一0
.

7 000 0
.

1 1 6土 0
.

1 2 888 0
.

2 2 5 111 2
.

2 8 999 2
.

0 0 888 > 0
。

0 555

肉肉地白浆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无无无无效瘤瘤 0
。

1 0一1
.

2 555 0
.

3 3 1土 0
.

2 3 000 0
.

1 7 4 555 1
.

4 6 555 2
.

0 0 888 > 0
。

lll

注 : 在该地号的调查植株中有 22 % 完全不粉生有效性瘤

表 3 表明
,

该地块大豆植株无效瘤占优势
,

虽然同一植株上也着生有效瘤
,

由于数量

不多
,

所以它们给予宿主植物的有益影响也就难以反映出来
。

鉴于大豆根瘤固氮效率同宿主植物的生长发育有着高度的相关性
,

因此
,

有效共生体

系植株与无效共生体系植株的生育状况的差异必然明显 (表 4 )
。

由于大豆植株同其根瘤

菌的有效共生
,

不但提供了植株的部分氮素营养
,

而且还改变了植株体内的代谢机能(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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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豆有效和无效共生植株生育状况和体内氮麟含t 的差异 (盛花期 , 1 9 6 5 年)

试试验类别别 植株类别别 株高高 地上部部 根干重重 有效瘤瘤 全抓 (N % ))) 全磷 (几O ,

% )))
(((((((厘米))) 干重重 (克/株 ))) 鲜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

(((((((((克/株 ))))) (克/ IDOOO 根根 茎茎 叶叶 根根 茎茎 叶叶
株株株株株株株)))))))))))))))

小小 区区 无效植株株 5 2
.

555 3
.

0 555 0
.

9 888 2
.

7 111 2
。

1 777 2
.

5 111 3
。

5 999 0
.

25 666 0
.

2 3 333 0
.

2 4 444

有有有效植株株 (1 0 0 ))) (10 0))) (1 0 0 ))) (10 0 ))) (10 0 ))) (1 0 0))) (10 0 ))) (1 0 0))) (1 0 0 ))) (10 0 )))

5555555 8
。

777 8
.

0 666 2
.

0 000 3 8
.

2 000 2
.

2 555 2
.

7 111 3
。

7 666 0
.

2 8 333 0
。

2 9 222 0
.

3 7555

(((((((11 2 ))) (2 65 ))) (2 0 4))) (14 10 ))) (1 0斗))) (1 0 8))) (10 5))) (1 1 1 ))) (12 5))) (1 5斗)))

大大 田田 无效植株株 4 3
。

333 3
.

5 222 0
.

6 666 2
.

9 888 2
.

3 777 2
。

2 444 3
.

7 555 0
.

2 8 888 0
.

25 000 0
。

2 8 111

有有有效植株株 (1 0 0 ))) (10 0 ))) (1 0 0))) (10 0 ))) (10 0 ))) (1 0 0 ))) (10 0))) (1 0 0 ))) (10 0 ))) (1 0 0)))

5555555 6
.

111 6
.

5 999 1
.

斗666 3 6
。

1888 2
.

7 666 2
。

4 888 4
。

2 888 0
。

3 5 000 0
.

3 1666 0
。

3 5 000

(((((((13 0))) (1 8 7))) (2 2 1))) (1 2 15 ))) (1 1 7))) (1 1 1))) (1 1斗))) (1 2 2))) (1 2 6))) (1 2 5)))

注 : (l) 差异显著性 (t) 侧定 : N 一n 二 2 0
, t = 3

.

5 4 0
,

p < 0
.

0 1 : P一 n = 2 0
, t 二 7

.

7 4 7
,

p < 0
.

0 1

(2 ) 表中括号内为相对数值
,

以下表内皆同

崎光男等
,
1 9 6 4 )

,

促进了根系对土壤养分的吸收和利用
。

在生产实践中
,

如忽视这一共

生体系的有效性而采取不合理的农业措施时
,

将不可能获得预期的经济效果
,

而且无机氮

肥也难以弥补根瘤给予宿主植株的效益 (八。详父HRc
K浦 H 即

. ,

19 62 ; p aTH eP
,

1 9 6 4 )
。

(二 ) 无机肥料对大豆结翻状况及其固氮的影响

大豆栽培中
,

如忽视了大豆的结瘤特性而采取了不合理的施肥措施
,

则不仅不能获得

预期的经济效应(包括固氮量和籽实产量 )
,

甚至还要负占丧失共生固氮作用的收益
。

在

生产实践中
,

也往往见到增施无机氮肥而不增加籽实产量的现象
。

田间小区试验表明
,

在白浆土上亩施 20 斤硫酸按作种肥时
,

已完全阻抑了大豆根瘤

的固氮作用
。

该试验区大豆植株全是劣级结瘤植株(表 5)
。

大豆苗期调查说明
,

无机氮

肥可强烈抑制根瘤的形成和发育
,

施氮区单株结瘤个数和百株根瘤鲜重 为 0
.

7 个 和 0
.

15

克 ; 而无肥区则为 7
.

2 个和 1
.

60 克
。

但是
,

施氮区的大豆植株鲜重比无肥区高 41
.

2 务
。

衰 5 无机氮礴肥对大豆结右状况及其固氮作用的形响(小区试验
, 1 9“ 年)

小小区处理理 结瘤植株(% ))) 有效植株固抓率(% ))) 固氮指数数 固 抓 ttt

(((((((((((((((((((((((((((((((((((((((((((((((((((((N 斤 /亩)))优优优 级级 中 级级 劣 级级 最 高高 平 均均均均

CCC KKK 1 2
.

5 000 5 6
.

2 555 3 1
.

2 555 6 3
.

1 111 5 2
.

0 222 0
。

3 5 888 6
。

5 888

NNNNN 0
。

0 000 0
。

0 000 10 0
。

0 000 0
.

0 000 0
.

0 000 0
.

0 0 000 0
.

0 000

PPPPP 7 5
.

0 000 2 5
.

0 000 0
.

0 000 6 4
.

0 222 5 5
.

0 333 0
.

5 8 000 1 0
.

8 888

NNN + PPP 0
。

0 000 3 3
.

3 333 6 6
.

6 777 4 1
。

7 888 4 1
.

7 888 0
.

13 999 4
.

3 888

注 : 1
.

有效植株为优
、

中级结瘤植株
2

.

固抓指数为有效植株百分串和有效植株平均固抓率的乘积

为了进一步证明无机氮肥对大豆结瘤的抑制作用
,

于 1 9 7 3 年在本校大豆品种试验地

上进行了氮肥对大豆结瘤的影响试验
。

试验是在大豆播种时亩施 10 斤硝酸按和 10 斤过

磷酸钙
,

分枝期又追施硝酸钱 10 斤的条件下进行
。

花期调查了 20 个品种
,

每品种调查

10 株
。

结果表明
,

20 个品种的调查植株着生的根瘤
,

极大部分为无效或低效瘤
,

很难找

到优级瘤
。

但是
,

在邻近未施氮肥的生产田中
,

大豆(品种为
“
合交 6 号 ,’) 单株平均有效瘤

达 7
.

26 士 2
.

51 个
,

鲜重为 0
.

3 27 士 0
.

1 13 克
。

看来白浆土大豆根瘤的有效性受无机氮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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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作用较为敏感
。

磷肥试验表明
,

在缺乏有效磷素的白浆土中
,

施用有效性磷肥能大大改善大豆结瘤及

其固氮状况(表 , )
,

着生优级瘤植株的数量有显著的增加 (约 , 倍); 小区固氮指数增高

3 4
.

1多
,

每亩增产纯氮约为 4
.

30 斤
。

此外
,

在施用无机氮肥的同时
,

施人有效磷肥虽能极

大地减轻氮肥对大豆结瘤有效性的阻抑作用
,

但是
,

每亩固定的纯氮量比未施肥对照区损

失约 2
.

20 斤
。

看来
,

无机氮对大豆结瘤及其固氮的阻抑程度
,

还取决于土壤的有效磷素

水平
。

磷肥对大豆生育的有利影响
,

在苗期就已显现出来
,

单株结瘤量的增加尤为明显
,

施

磷区单株根瘤个数和根瘤鲜重比无肥对照区分别提高 47
.

2 多和 1%
.

9务
。

就是在大豆连

作三年
、

植株结瘤状况极度恶化的田块上施用磷肥
,

亦能获得显著效果(表 6 )
。

在白浆土

上施用过磷酸钙作为大豆种肥
,

在不连作情况下
,

能提高田间固氮指数达 0
.

2 2 2; 在连作情

况下
,

提高 。
.

187
。

施磷后
,

田间固氮量每亩增加纯氮约 3
.

4一4
.

3 斤
,

即每亩施 1 斤 P刃
,
可

增氮约 0
.

6一。
.

9 斤
。

衰 6 连作对大豆结. 及其固扭的形响(大田试验
,

1 9“ 年)

连作年次 } 施肥处理
结瘤植株(%) 有效植株固旅率(% ) 抓t

优 级 1 中 级 }
’

劣 级
’

}
’

斌飞
旧

! 平 均 固撅指数
优优优 级级

一一 年年 磷 肥肥 5 0
.

4 000

二二 年年 无 肥肥 7
。

8 444

无无 肥肥 0
。

0 000 l呼
。

斗lll

固扭

(N
亩 )

15
。

3 0 6 8
。

13 54
。

4 4 0
。

4 6 1

2 7
。

9 4 6嘴
。

0 0 5 5
。

1 1 0
。

3 9 8 1 6
.

00

8 5
。

5 9 3 6
。

0 0

三 年 } M。

333 6
。

0 000 0
.

0 5 222 0
。

9 888

444 3
。

6斗斗 0
。

15 666 2
。

9 666

M o + P

一兰竺兰
-

lwe兰兰一卜竺兰一}兰巴-
0

。

0 0 } 6 9
。

6 7 ! 3 0
.

3 3 1 4 7
。

8 1 4 7
。

8 1 1 0
。

3峪3 1 6
。

36

注: M。
一相肥

,

M。 + P一相肥 + 磷肥
,

以下同

徽t 元素铂肥对豆科作物的增产效益早已肯定
。

在白浆土上钥对大豆的增产效应是

显著的 (朱淇等
,
1 9 63 ; 邹邦基等

,
1 9 6 5)

。

由于相肥能提高土壤中根瘤菌对不利的生长

条件(如干早
、

酸性反应
、

活性铝离子高等)的抵抗力 (p ar HeP
,

1 9 6 4 )
,

从而提高了大豆植

株的结瘤t
,

并促进根瘤形成和发育
。

所以在理化性状不良的白浆土中
,

更显出相对大豆

结瘤和生育状况的有利效应(表 6 、 7)
。

例如
,

在大豆连作结瘤状况极度恶化的情况下
,

施

相后
,

大豆有效根瘤鲜重增加 8 7多
,

田间固氮指数提高 0
.

104
,

每亩增氮约 2 斤
。

农 7 相对大豆有效共生植株生, 和抓. 含t 的形晌(大田试验
,

盛花期
, 1 9 65 年 )

处处理理 株高高 地上部干重重 根干重重 有效瘤鲜盆盆 全N (% ))) 全 P: 0 ,

(% )))

(((((厦米))) (克/株))) (克/株))) (克/ 10 0株))))))))))))))))))))))))))))))))))) 根根根根根根根根 叶叶 很很 叶叶

CCCKKK 4 9
。

888 3
。

4 888 0
.

9 222 1 1
,

555 2
。

呼555 3
。

9 999 0
。

2 7555 0
.

2 7 555

(((((10 0))) (1 00 ))) (1 0 0 ))) (10 0 ))) (10 0 ))) (1 0 0 ))) (1 0 0 ))) (1 0 0 )))

MMM OOO 5 1
。

lll 5
.

5 888 0
。

9 555 2 1
。

555 3
.

8 444 4
.

2 222 0
。

40 000 0
。

3 2 555

(((((10 3))) (1 60 ))) (1 0斗))) (18 7))) (1 5 7))) (10 6 ))) (1 4‘))) (1 1 1)))

MMM o + PPP 5 5
.

777 6
。

3 999 1
.

6 222 2 5
。

77777777777

(((((1 12))) (1 8 4 ))) (17 6))) (2 2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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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相肥和磷肥混合用作种肥
,

其效果更为显著
,

大豆有效瘤鲜重比对照增加

1 24 沁 ; 固氮指数提高 0. 2 91 ; 每亩增加氮素约 5 斤
,

这充分证明磷铂混合施用的协同效

应
。

由于相肥能促进大豆对磷的吸收和利用(朱淇等
,
1 9 6 3; Pe TH 印

,

1 9 6 4 )
,

提高磷肥效

果
,

只有在有效态相存在下
,

才能发挥
“以磷增氮

”的生物学效应
。

从分析大豆有效共生植

株生育状况的改善及其体内氮磷含量的增高 (表 7)
,

也说明了铂在大豆营养生理中的重

要地位
。

通过上述资料的分析
,

我们认为
,

在当前生产水平下
,

大豆以磷
、

相混合作种肥
,

是一

种提高共生固氮效率的有效经济的施肥方法
。

但是
,

在一般土壤中
,

单靠根瘤菌同大豆植株共生固氮作用所提供的氮素营养
,

显然

是不能满足大豆籽实高产的需要
。

因此
,

在生产实践中
,

既要考虑到在不损伤而又最大程

度发挥共生固氮作用的同时又能满足大豆高产对氮素的要求
,

乃是当前大豆栽培中尚待

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

(三) 连作对大豆结右状况及其固氮的影响

大豆连作经常造成大幅度的减产
,

并随着连作年次增加
,

大豆产量急剧下降
。

为了了

解大豆连作对植株结瘤和固氮状况的影响
,

我们设置了较大面积的田间试验
,

对大量植株

进行了调查分析(表 6 ,

s)
。

资料表明
,

在连作三年的地块中
,

已很难发现着生优级瘤的大豆植株
,

一般有效结瘤

植株仅占 14
.

41 多
,

结瘤劣级的植株却增至 85
.

59 %
,

田间固氮指数也急剧下降至 0
.

0 5 2
。

估计该地块大豆植株的氮素营养总量中约 , 外左右的氮素是由根瘤固氮所提供
,

所以单

位面积固氮量仅在 1 市斤以下的水平
。

这种情况下施用磷
、

铂肥虽能大大改善结瘤和固

氮状况
,

但仍然不能完全弥补连作所带来的损失
。

通过对根瘤寿命及其组织切片的观察表明
,

连作三年的大豆植株
,

初花期时
,

多数很

瘤开始衰败或完全衰败而干瘪
,

保留下来的少数有生活力的根瘤
,

多分布在二
、

三级侧根

上
,

其根瘤剖面颜色为灰白
、

淡黄至青绿色
,

含菌细胞组织的体积明显小
,

约为有效瘤的二

分之一一三分之一左右
,

据报道
,

这些多数是无效性瘤(陈华癸
,
1 9 6 , )

。

表 8 连作年次对大豆生育和撅礴含t 的形响 (盛花期
, 1 9 65 年)

连连作年次次 株高高 地上部干重重 根干重重 有效瘤鲜重重 全 N (% ))) 全 巧O ,

(% )))

(((((厘米))) (克 /株))) (克/株))) (克/ 10 0株))))))))))))))))))))))))))))))))))))))))))))))))))) 根根根根根根根根 茎茎 叶叶 根根 茎茎 叶叶

一一年年 63
.

444 9
。

0 999 2
.

3 111 6 2
。

333 2
。

5 333 2
。

6 444 3
。

4 222 0
.

3 7 555 0
.

3 5 000 0
。

4 5 000

(((((10 0 ))) (10 0 ))) (1 0 0 ))) (1 0 0 ))) (10 0 ))) (1 0 0 ))) (10 0))) (1 0 0 ))) (10 0 ))) (10 0 )))

二二年年 6 0
‘

555 8
。

4 111 1
·

5 000 5 9
.

888 2
·

2 222 2
.

4 111 3
。

5 444 0
。

3 5 000 0
。

32 555 0
。

3 5 000

(((((9 5〕〕 (9 2〕〕 (6 5 ))) (9 5 ))) ( 8 8 ))) (9 1))) (10 3 ))) (9 3 ))) (9 3 ))) (7 8 )))

三三年年 4 9
.

888 3
。

斗888 q
·

9了了 1 1
.

555 2
。

4 555 2
.

4 000 4
。

0 000 0
。

2 7 555 0
。

2 7 555 0
。

2 7 555

(((((7 9 ))) (3 6 ))) (斗U少少 (18 ))) (9 7 ))) (9 0 ))) (1 1 7))) (7 3 ))) (7 9 ))) (6 1)))

植株分析(表 s) 表明
,

随着连作年次的增加
,

植株根
、

茎
、

叶中氮磷含量也随之降低
。

资料分析说明
,

大豆连作引起结瘤状况急剧恶化
,

乃系植株生育恶化所致
。

而结瘤状

况的恶化
,

必将对植株生育和籽实产量产生不利影响
。

当然
,

植株生育状况还受其它多种

因素(如土壤营养条件
、

光合效率
、

病虫害等 )影响
,

也直接或间接影响结瘤状况
。

总之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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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连作减产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问题
,

其因果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

’

(四 ) 生产大田的大夏结泊及其固抓状况

近十多年来
,

在黑龙江省的大豆栽培中
,

几乎没有进行过根瘤菌剂的接种
。

在长年不

接种的情况下
,

单凭土著根瘤菌的自然感染而形成根瘤
,

其结瘤状况如何 ? 共生固氮效率

怎样? 是当前大豆栽培中需要了解的问题
。

从前后相隔 7 年的两次调查所得资料(表 9 ) 说明
,

生产大田的大豆有效共生固氮植

株数t
、

固氮指数和固氮量
,

在不同田块或地段上相差的范围很大
,

有些田块(或地段 )已

完全丧失了共生固氮作用
,

而个别田块固氮率虽可达到 50 务(即固氮指数 0
.

, 。。) 左右
,

但

由于大豆植株及其籽实产量很低
,

所以单位面积固氮量最高的只有 10 斤左右
。

两次调查

的平均资料
,

田间固氮率为 28 3 务 (即固氮指数 0
.

2 83 )
,

每亩固氮量折合纯氮 5
.

3 斤
。

在

两次调查的全部大豆植株中
,

近半数的植株氮素营养几乎完全来自土壤
,

共生固氮作用已

丧失殆尽
。

衰 , 生产大田大豆共生固扭田 间训变统计

年年份份 田块或或 大豆籽实实 有效共生植株(% ))) 固抓指数数 固抓t (N 斤 /亩)))
地地地段数数 产t 水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斤 / 亩))) 变幅幅 平均均 变幅幅 平均均 变幅幅 平均均

1119 6 555 999 9斗一 15 777 0一 10 000 5 3
.

555 0一0
。

5 8 000 0
。

2 7 666 0一1 0
.

8 888 5
。

1 777

111 9 7333 666 1 0 5一1 4 888 0一8 9
.

666 6 1
。

000 0
.

0 6 1一0
.

斗9 777 0
。

2 8 999 1
.

14一9
.

3 222 5
。

4 222

为了进一步了解植株的结瘤状况
,

对两个地块上的植株进行了根瘤分级调查
。

表 10

说明
,

『

单株不同瘤级的结瘤数量变化都很大
,

其中级瘤的变化更为突出
。

着生优级瘤的植

株仅占 10 并左右
,

多数单株只有 1一5 个优级瘤
。

调查植株的 % 多都着生劣级 (无效)

瘤
,

其个数远较优级瘤为多
。

裹 10 6 号地大豆植株不同. 级个橄的分布 (1夕7 3 年 )

级级级 单株结瘤个数数 , 生各级瘤戮的植株百分数数

变变变幅幅 又士sss 0 个个 l一5个个 6一1 0个个 1 1一1 5个个 16一2 0个个 2 1一3 0个个

优优优 0一777 0
.

2 5土 0
.

8 333 9 0
。

111 8
。

444 1
。

555 0
。

000 0
。

000 0
。

000

中中中 0一2 888 9
.

斗2土 6
.

5 555 4
.

222 3 0
.

000 3 1
.

000 1 9
.

333 1 0
。

555 5
。

000

劣劣劣 6一1 999 5
.

0 9 土4
.

1 333 4
.

000 4 5
。

555 2 7
。

222 9
。

333 9
。

000 5
。

000

注 : 1
.

调查 190 株
,

品种
‘
合交 6 号

”

2
.

表中粉生各级瘤数的植株百分数数字系根据单株上不同瘤级根庙个数分布统计的植株百分率

从另一田块的大豆植株上有效和无效瘤鲜重在单株上的分布情况 (表 11) 表明
,

该田

块大豆植株以无效瘤着生占绝对优势
,

其单株瘤鲜重为有效瘤的 2
.

85 倍
。

占调查植 株

22
.

6务的单株完全不着生有效瘤(包括优
、

中级瘤) ;约占 40 务的植株着生有效瘤
,

鲜重均

在 。
.

1克以下 ; 32 多的植株有效瘤的鲜重只有 。
.

15 一0. 30 克
。

无效瘤鲜重的分布恰相反
,

10 0肠植株都着生无效瘤
,

大部分单株无效瘤鲜重为 0
.

15 一0. 50 克 ; 17
.

7务的植株其无效

瘤鲜重可达 0. 5 , 一0. 7 0 克
。

从上述大田调查资料表明
,

在白浆土地区大面积机耕作业条件下
,

大豆植株的自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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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11 2 号地块大豆植株不同妇级鲜, 的分布 (1 9 7 3 年 )

瘤瘤 级级 单株结瘤鲜重(克))) 着生各级瘤鲜t 的植株百分数数

变变变幅幅 宝士sss O克克 < 0
.

1 0克克 0
.

1 5一0
.

3 0克克 0
一

3 5一0
.

5 0克克
卜

·

, , 一0
·

’0克克

有有效(优
、

中级))) 0
.

0 0一0
.

7 000 0
.

1 1 6土 0
.

12 888 2 2
.

666 斗0
。

000 3 2
.

111 3
。

555 1
.

888

无无效(劣级))) 0
.

0 5一 1
.

2 555 0
.

3 3 1土0
.

2 3 000 0
。

000 13
.

111 3 9
。

222 3 0
。

000 17
.

777

注 : 调查 50 株
,

品种
‘
合交 8 号”

瘤状况不是很好的
,

远远没有发挥其共生固氮作用的效益
,

有的甚至已完全丧失了共生固

氮作用
。

我们认为
,

改变大豆连作制
,

适量施用氮肥
,

增施有效磷肥和微量元素铂肥
,

能明

显的改善大豆植株的结瘤状况
,

提高田间固氮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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