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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多糖对保持土壤团聚体的称定性是极其重要的,, , , ,

它有助于形成适宜植物生长

的良好结构
,

因此对多塘的研究有其重要意义
。

高山草甸土多糖的研究国内外至今未见报道
,

本文将初步研究结果简报如下
。

梦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土坡样品采 自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原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
,

土样分为四种植被类型 矮篙草 草 甸

‘ , , ‘。 二 , ‘‘ ,
、

金露梅灌丛 ‘户 声, , ‘ , , 、

垂穗披碱草草甸 五, , , , ,

。 , , ,
和杂类草草甸

。

采样深度为 一
、

一
、

一呼
、
峪 一 厘米

。

土壤多搪含量的侧定 多塘含量用己艳含量和戊糖含量之和表示
。

土壤己糖含量用慈酮法测定
「”

土壤戊塘含量用地衣酚试荆比色法进行侧定 ,
,

此方法土壤中的塘醛酸也可参加反应
‘ ,

但土攘多糖含

量包括己塘
、

戊塘和塘醛酸
「, ,
因此不影响土坡多塘的含量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高山草旬土乡枪的变化规律

高山草甸土的己糖
、

戊糖和多搪含 列于表
, ‘

由表可见
,

随着植被类型的不同而多

糖含量也不相同
,

其中金兹梅灌丛土雄多糖含全高于其他三种植被 矮篙草草甸土和垂稚

披碱草草甸土的多糖含量较接近
,

由此可看出
,

高山草甸土的多糖含量低于高山灌丛土
。

杂类草草甸土的多搪含量极低
,

这是由于杂草草甸是退化了的矮篙草草甸 植被被破坏
,

各种生物的生物最和生化活性均较低
。

从表 述可看出
,

高山草甸土的多糖含量均随着

土层的加深而减少
,

这是随着土层的加深
,

动植物残体和微生物数最逐渐降低而造成的
。

争
李玉英和安华等同志参加部分实脸工作

,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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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不同植被类翅离山草旬土的乡抽含工 庵克 克干土

项项 目目 土城深度 厘米 播滋草草甸甸 金璐梅灌丛丛 垂祖披碱草草甸甸 杂类草草甸甸

己己梢 一 犷 ,, 、 , ·

毛毛 卜卜
。

一 ,
。 。

 
。

一
。

,
。 ‘‘ 。

一
。 。

魂
。

今
。

。

戊戊塘 一 ,
。

今,
。

   
。

礴 今今
。

一 峪
。

,
。

,
。

岌
。

一呜
。 。 。

肠
。

略名名

呜呜呜 一
。

峪
。 。

, ,,
。

,

多多他 一
。

斗
。

‘
。

, 卜杏 今令令

一
。

呜
。

挂 ,    

一  
。

今
。

峪峪 今
。

,
。

,,

峪峪峪 一  
。

,,
。 。

, 玉
。

   

掩

农 离山草旬土的多枯 和土城呼吸
、

生化活性及橄生物 的相关系橄  

项项 目目 矮高草草甸甸 金璐梅班丛丛 垂称披碱草草甸甸 杂类草草甸甸

土土壤呼吸吸  二二
。

略略
。

今今

土土壤酶酶 蔗搪酶酶 , …… ……
。

,
。

脉脉脉酶酶
。

朽 今
。

,,,

尿酸酶酶 ,  
。 ,

,

过过过氧化氢酶酶 , 峪峪
。

, 户

参参与氮素代谢微微 氮化作用用
。

咭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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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物的生化活性性 硝化作用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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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 一 0
。

7 6 2 777

嫌嫌嫌气性固氮作用用 0
。

3 6 7 111 0

。

9 7
4

2
... 一 0

.
8斗今333 一 0

。

8 7 呜888

微微生物的生物最最 细菌菌 0
。

9 9 8
0

. ***
0

。

9 9 , 5 . *** 0
。

9 , 6 3t ... 0
。

9 2 2 999

真真真菌菌 0
。

9 6 9
7

...
0

。

9 9 , l * *** 0
.
9 9 3 7 *... 0

。

9
4

2 ,,

放放放线菌菌 0
.
98 29... 0

。

9 9 6 2
t ...

0

.

9 9 0 1 二二 0
。

9 7 7 1
...

谨

注; 。 二 16
,

* 相关显着 (P < 0
.
05) ; * * 相关非常显 (P < 。

.
0 1 ) ; * * * 相关极显若 (P < 0. 00 1).

另外
,

己搪含最和戊糖含最有极显著的相关性
,

相关系数为 0
.
9928 (p < 0

.
。。1)

。

( 二) 高山草甸土的乡枯含t 和土滚呼吸
、

生化活性
、

生物t 的关系

1
.
高山草甸土多糖含里与土壤呼吸

、

酶活性的关系 从表 2 的相关系数可看出
,

多

糖含量与土壤呼吸作用相关性较显著 (P < 劝
,

05

,
垂稼披碱草甸土除外)

。

据文献〔3] 报

道
,

向土壤中加人糖类可使土壤呼吸强度增加
,

为此我们对多搪与呼吸强度进行了总的回

归分析
,

回归方程为 夕一 5
·

6 6 0

x

~
l 仪1 0 6

,

相关系数为 0
·

9 4 3 0

(

, < o
·

0
0 1

)

,
相关极显

著
,

证明 了土壤呼吸与土壤多糖的关系是多搪含量增加
,

土壤呼吸强度亦随之加强
。

从土壤多搪与酶活性的相关系数可看出
,

多搪含量与蔗糖酶活性
、

脉酶活性相关显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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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而与尿酸酶

、

过氧化氢酶活性相关不显著
,

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以上讨论可看出土壤多糖含量与蔗糖酶活性
、

土壤呼吸强度的相关均较显著
,

从理论

上讲
,
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最多紧密

,

因此我们对它们进行 了二元线性回归分析
,

回归方 程

为

夕~ 1
.
930x: + 3

.
6 10x: 一 9

.
138

式中夕为土壤多糖含量
, x :

为土壤蔗糖酶活性
, 二:

为土壤呼吸强度

复相关系数 R ,
.

: :
为 0

.
9872 (P < 0. 0 0 1)

,

相关极显著
。

蔗搪酶对多搪
、

呼吸强度对多

糖的偏相关系数分别为 0
.
906斗 (户< 。

.
0 1) 和 0

.
9430 (户< 0

.
00 1)

,

相关均极显著
。

从偏

相关系数可看出土壤多搪对土壤呼吸强度影响较大
,

对土壤蔗糖酶活性影响相对较小
。

2

.

高山草甸土多搪含量与其微生物数量的关系 经相关分析
,

从相关系数可以 看

出
,

多糖含量与细菌
、

真菌和放线菌数量均相关显著
。

这说明土壤多糖在一定程度上一部

分是 由微生物产生的
。

据 此
,

我们用简易 D oo lit tl
e
法对土壤多糖与细菌

、

真菌
、

放线菌

进行了三元线性回归分析
,

回归方程为
:

夕~ 7
.
54 9 X 10一 , x ,

一 3
.
50 3 X 10一‘二: + 9

.

8 7 4 X 10
一弓x ,

一 5
.
28 1

梦

式中 夕为土壤多糖含量
, : ,

为土壤真菌数量
, x :

为土壤细菌数量
, x ,

为土壤放线菌

数量

复相关系数 R ,
.
: : , 为 0

.
90 30 。 < 0

.
00一)

,

相关极显著
。

3

.

高山草甸土多糖含量与土壤氮素代谢微生物生化活动关系[2J 从表 2 相关系数

看
,

土壤多搪和氨化作用
、

硝化作用
、

嫌气性固氮作用(反硝化作用资料缺)没有明显的相

关性
,

相关性较强的仅硝化作用中的矮篙草草甸和垂穗披碱草草甸
,

但总的相关性也很

差
。
相关性不显著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 三) 高山草旬土多精含t 与土镶化学性质的关系田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

土壤多搪含量与土壤有机质
、

代换 量
、

全氮
、

全磷
、

全钾的回归呈

明显的正相关 (P < 0
.
05)

,

与土壤 pH 万值呈明显的负相关 (P < 0. 01)
。

多糖含量与土

城 PH 呈负相关的原因很可能和土壤微生物生长的最适 pH 值有关
。

土壤多搪与土壤水分含量不相关
。

三
、

结 语

不同植被类型的高山草甸土的多搪含量有明显的差异
,

都随着土层的加深而减少
。

土壤多糖与土壤呼吸
、

土壤酶活性有显著的相关性
。

土壤呼吸和土壤酶活性均可做

为评价土壤肥力的指标
,
且土壤多搪与土壤化学性质相关

,

因此土壤多糖亦可以做为评价

土壤肥力的指标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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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 三
、

小 结

1.初步揭示了我国南北方土壤中稀有碱金属 Li
、

R b

、

c
:

的含量及其变化幅度
,

而且

在很大程度上受土壤母质的制约
。

2

.

土壤的稀有碱金属中只有 R b 与碱金属 K 有着良好地共存关系
,

所以土壤中 R b 的

含量似乎取决于含钾矿物的多少
。

3

.

在地球化学上 Li 虽属易迁移元素
,

但并不与盐土中的含盐量呈正相关
。

4

.

稀有碱金属 Li
、

R b

、

c
。
都有向细土拉富集的趋势

,
特别是 c

。
更为显著

。

参 考 文 献

中 笔l ]

走2 ]

t 3 ]

t 4 ]

杨国治
, 1 , 8 3: 天津地区土城环瑰中若千元素的群分析

。

环瑰科学学报
,
第3 卷 3 期

,

20
7 一2 12 贞

。

及
.
H
.
伊万诺夫

,
l , 6 2: 钮

、

钩
、

艳在现代风化物和土城中的分布
。

风化壳
,
第 2 辑

,

60 一“ 页
, 中国工业出版

社
。

若月利之等
,

1 , 7 8: 仲段妇 上 挤洪演土组力夙化组程l:妇甘 乙锗元素力攀助(第 5毅)
。

日本土圾肥料学雄筋
,

第 49卷 3 号 ,
1 8 9 一l , 3 页

-

U re ,

A

.

M

.
e t a

l

. ,
1 9 7 9 : T h

e t o t a
l t r a e e e

l
e

m
e n t e o n t e n r o

f S
o

m
e

s
c o t t i

s
h

5 0
1 1

5
b y ‘

P
a r
k
s o u r e e

m
a a s o

p
e e r r o m

o t r y
.
G
e
d
e r二a

,

2 2
(

1
)

:
1 一23

.

卜
!

本刊第 z6 卷 3 期 2的 页摘要中第 斗行和正文第

中 1一行 l/3一 l/2 也应更正为 l/z一2/3
。

正

一l 行中“ l
/
2一1/3

,, 均更正为1/2一2/3
。

S
a
m m

a : ,

( 上接115页)

‘

[3]
t呼]

一, 3一207 页 ,
科学出版社

。

郑洪 元
、

张德生
,

1 , 8 2: 土城动态生物化学研究法
。

科学出版社
。

B
r
i
n
k

,

J
r

.

o
u

b
a e

h

,

R

.

H

, a n
d L y n e

li
,

D

.

L

· ,

1 9 ‘O
;
M ea

sur
e口e n t of ea rbo h yd ra tes in 5011 h yd roly: ates w ith

a n th ro n e
.
5 0 1一 S ei

.
垃9(s):157一166

.

Clapp,

C

.

E

,

, a n
d E m

e r s o n ,

W

.

W

. ,

1 9 6 , : T h e e f
feC

t o f Per io d a te ox i d at io n on th e s tr en g tl一 o
f
5 0

11
e r u

m b s :

1
.

Q ua l it碱, e s t u
d i

e s
.

5
0

11 s
e

i

.

S
o e

·

A m

e r
,

P
r

oc

.

2 9 ( 2 )
:

1 2 7一130
.

Florh n
,

M
, a n

d S
t o t : ,

E

.

H

, ,
1 9 6 3

;

CO

m 扒eh.助i代 bi优hem istry
.
VO I
.
5 ,

Ca

r
b

o
h y d

r a t e *
.

E l
s e v

i
e r

p
u

b l i
s

b

·

i
n g 伪口P

a n y ,

P P

.

7 9 一SQ
.

e reen一an d ,

D

.

J

. ,

L i
n

d
s

t
r o 叻

,
C

.

R
, a n

d Q

u
i

r
k

,
J

.

p

. ,
1 9 ‘l : R o le o f 脚ly

:.ccbarides in stabilizarion of naru

ral :011 aggregatet
.
N ature ,

1 9 1 ( 4 7 9 , )
: 12 8 3一12公斗

.

, ..J, .J几.胜
吮沙�0
1了.r�r.‘t凌

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