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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和草篱对红壤坡耕地花生生长和土壤特性的影响

郑海金１，２　杨　洁１，２　黄鹏飞１，２　万佳蕾１，２　王凌云１，２　赵佳鼎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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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展了稻草覆盖和香根草篱控制红壤旱坡地水土流失的长期定位试验，研究了香根草篱、稻草覆盖、香根草

篱 ＋稻草覆盖 ３种类型的水土保持耕作措施和常规耕作对红壤旱坡地土壤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特性和花生生长、

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和稻草覆盖措施实施 ５ａ后仍能促进花生花荚期茎、叶、根、果生长发

育，与常规耕作相比，花生增产明显，增产量为 ４６０６５～７６１１１ｋｇ／ｈｍ２，增产率为 ６１９％ ～２０３２％；香根草篱措施

虽然没有明显地促进花生生长和产量，但其减流减蚀效果显著，综合效益仍优于常规耕作。稻草覆盖和香根草篱

及其组合措施建立 ５ａ后，与常规耕作相比，３种类型的水土保持耕作措施土壤化学性状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并

以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措施的提高效果最明显；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措施下土壤小于 ２μｍ的微团聚体含量和土

壤主要微生物类群总量明显高于常规耕作，改善了土壤物理结构，提高了土壤微生物活性。表明稻草覆盖和香根

草篱等水土保持耕作措施是适合红壤旱坡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其中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组合模式在土

壤质量改善和作物增产效果方面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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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南方红壤丘陵区是我国水土流失范围最广、土

壤侵蚀程度较高的地区，其严重程度仅次于黄土高

原区，是我国治理水土流失的重点区域之一
［１］
。坡

耕地是南方红壤丘陵区重要的土壤资源，该区水、

热、光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但长

期以来由于不合理开垦利用和降水时空分布不均

匀，该区坡耕地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农产

品质量下降
［１－３］

。由水土流失引起的土地生产力急

剧下降，已经成为我国南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

制约因子之一
［４－５］

。因此，采取适宜的水土保持措

施，减少红壤坡耕地水、土、肥流失，既可以防治水土

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又可以提高土地生产力，增加

作物产出。

以秸秆地面覆盖、等高植物篱为代表的保护性

耕作措施的水土保持效果良好，被认为是坡耕地水

土流失防治的有效措施。多年来，秸秆覆盖和植物

篱等耕作措施的水土保持、土壤改良、面源污染控

制、有机碳固存、作物增产等效应是研究的热

点
［６－１８］

，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李明德等
［１２］

通过田间试验，研究了 ５种耕作方式下土壤理化性
状及玉米产量，得出了丘陵区红壤旱地采用翻耕 ＋
秸秆深埋的耕作方式，对改良土壤理化性状、提高经

济效益有重要意义；彭春瑞等
［１３］
通过江西典型旱地

４年定位试验，研究秸秆覆盖还田对土壤质量演变
及作物产量的影响，得出红壤旱地作物行间秸秆覆

盖还田有利于促进作物根系和地上部生长，可提高

作物产量；林超文等
［１４］
利用长期定位小区试验，研

究了牧草植物篱对紫色土坡耕地水土流失及土壤肥

力空间分布的影响，指出在坡耕地管理上应特别加

强篱下土壤带的培肥，以提高坡面整体生产能力；蒲

玉琳等
［１５］
基于植物篱控制水土流失的长期定位试

验，研究了植物篱 农作坡地土壤团聚体组成和稳定

性特征，得出与常规等高农作模式相比，植物篱 农

作复合农业模式增强了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和抗蚀

性。然而，上述研究大多集中在秸秆覆盖和植物篱

等单一措施方面，对秸秆覆盖与植物篱组合措施的

研究较少；在土壤改良方面对土壤固持水分、增加土

壤养分、改善土壤结构等常规理化性状的分析很多，

而对土壤微生物和酶活性等生物学性状的研究较

少。

稻草秸秆覆盖和香根草植物篱控制红壤坡耕地

水土保持的效果已有报道
［２］
，本文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研究稻草覆盖、香根草篱及二者结合对土壤物

理学、化学、生物学性状和作物生长、产量的影响，以

期对不同水土保持耕作措施在改良土壤结构、提升

土壤肥力、增加作物产量方面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和了解，为筛选更利于红壤坡耕地水土流失防治、土

壤肥力提升和作物增产增效的管理模式提供科学依

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在江西省红壤研究所水土保持试验站

（１１６°２０′２４″Ｅ，２８°１５′３０″Ｎ）进行。该区属中亚热带
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丰富，日照充足，无霜期

长，年均降水量１５３７ｍｍ，年蒸发量１１００～１２００ｍｍ；
干湿季节明显，３—６月份为雨季，降水量占全年降
水量的６１％ ～６９％；７—９月份为旱季，蒸发量占全
年蒸发量的 ４０％ ～５９％；年均气温 １７７～１８５℃，
无霜期２８２ｄ，日照时数 １９００～２０００ｈ。地形为典
型低丘（海拔高度２５～３０ｍ），土壤为第四纪红黏土
母质发育的红壤旱地，质地较黏重，肥力中等

［２，１９］
。

１２　试验设计
在土层厚度均匀、土壤理化特性较一致、坡度较

均一的同一坡面上布设１２个径流小区，各小区水平
投影面积为１２０ｍ２（宽５ｍ、长 ２４ｍ），坡度为 ５６°，
成土母质为第四纪红黏土。在各小区周边设置混凝

土砖砌围埂，围埂高出地表 ３０ｃｍ、地下埋深 ４５ｃｍ，
以拦挡小区外部径流。各小区下部修筑横向集水

槽，并通过 ＰＶＣ塑胶管引入径流池，以承接径流泥
沙。

种植红壤旱坡地主栽作物花生，供试品种为粤

０２１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６年



油９９１，设置４个处理：常规耕作（对照），翻耕后等
高种植花生 ７２行，株、行距分别为 ２０ｃｍ、３２ｃｍ；稻
草覆盖，在常规耕作处理的基础上，均匀覆盖干稻草

４５００ｋｇ／ｈｍ２；香根草篱，翻耕后等高种植花生６６行
（其余６行为草篱），株、行距分别为２０ｃｍ、３２ｃｍ，香
根草（Ｖｅｔｉｖｅｒｉａｚｉｚａｎｉｏｉａｅｓ）篱每隔８ｍ双行种植，株、
行距分别为５０ｃｍ、５０ｃｍ；香根草篱＋稻草覆盖，在香根
草篱处理的基础上，均匀覆盖干稻草４５００ｋｇ／ｈｍ２。各
处理 ３次重复，完全随机排列。采用人工翻地，翻
耕深度为２０ｃｍ，其他农事管理按当地常规方法进
行。各处理基础肥力、花生种植方式和农事操作相

同。

该径流小区建成于２００９年，沉降一年后开展径
流泥沙观测。５ａ的试验结果表明，与常规耕作相
比，香根草篱、稻草覆盖、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处理
分别降低地表径流 １１２％ ～３５１％、３０９％ ～
５０７％和４１２％ ～８６２％；分别降低土壤侵蚀模数
８２８％ ～９７５％、９２３％ ～９７３％ 和 ９４９％ ～
９９５％，这３种水土保持耕作措施对阻控红壤坡耕
地的水土流失起到了显著作用

［１９］
。

１３　观测指标与方法
于２０１４年 ５月采集各小区 ０～２０ｃｍ原状土。

采样时，在各小区按“Ｓ”形用土钻取 ５个土样混合，
采用４分法保留 １ｋｇ左右，装入无菌保鲜袋，封好
袋口并用冰盒保存，带回实验室备用。取回的新鲜

土样在实验室内充分混匀后分成两份，一份新鲜土

样用密闭无菌自封袋保鲜于 ４℃冰箱内，用于测定
土壤主要微生物类群；另一份置于通风、荫凉、干燥

的室内风干过 ２ｍｍ筛，用于测定土壤酶活性及其
他理化性状。采集土壤样品的同时，在各小区分上、

中、下３个坡位用环刀取 ０～２０ｃｍ土层深度的土
样，环刀容积为１００ｃｍ３，共取３６个。将取样后的环
刀密封，当天在实验室用电子天平称量，精度为

００１ｇ。
土壤基本理化性质分析方法参照文献［２０］，其

中，土壤容重、总孔隙度和毛管孔隙度等采用环刀

法，土壤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氧化 外加热法，全氮

采用硫酸 高氯酸消化 水杨酸钠比色法，碱解氮采

用扩散吸收法，全磷采用硫酸 高氯酸消化 钼锑抗

比色法，速效磷采用盐酸 氟化铵法，阳离子交换量

采用 ＥＤＴＡ 铵盐快速法，土壤团聚体采用机械筛分

法
［２０］
，颗粒组成采用比重计法，微团聚体采用吸管

法。土壤酶活性采用常规方法，其中土壤脲酶活性

采用苯酚钠比色法测定，以２４ｈ后１ｇ土壤中 ＮＨ３Ｎ
的毫克数表示；蔗糖酶活性采用３，５二硝基水杨酸
比色法测定，以２４ｈ后 １ｇ土壤中葡萄糖的毫克数

表示；酸性磷酸酶采用对硝基酚磷酸二钠比色法，以

１ｈ后１ｇ土壤中对硝基酚的毫克数表示［２１］
。土壤

主要微生物类群数量采用稀释平板法测定，其中细

菌、放线菌、真菌培养基分别为牛肉膏蛋白胨、高氏

一号、孟加拉红
［２２］
。

于花荚期在各小区取１０株花生进行农艺性状
测量，获取花生植株的茎、叶、根、果干质量，主茎

高、叶面积、主根长，以及地上、地下生物量干质

量；花生收获时，用精度 ０１ｇ天平测各小区的花
生产量，并计算每个小区实际种植花生的单位面

积产量，即扣除香根草篱占地后的花生产量（以干

质量计）。

１４　数据处理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进行数据分析及作

图，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７０数据处理软件进行方差分
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水土保持耕作措施对花生生长和产量的影响
从单株花生农艺特性来看（表 １），香根草篱 ＋

稻草覆盖处理能促进花生茎、叶、根、果生长，除根质

量外，其他各项农艺特性指标值均最大，从而导致地

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和总生物量最大；稻草覆盖处

理能促进花生茎、叶发育，其主茎长、叶质量、叶面积

均较大，加上其根质量最大，从而导致地上生物量、

地下生物量和总生物量都较大，仅次于香根草篱 ＋
稻草覆盖处理；香根草篱处理与常规耕作处理的花

生茎、叶、根、果、生物量等农艺性状指标值相差不

大。可以得知，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处理和稻草覆
盖处理对花生生长的促进作用较明显。

从单位面积花生产量来看（表 １），稻草覆盖处
理的花生产量最高，其次是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处
理，但两者之间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与常规耕
作相比，这２种措施的增产量分别为７６１１１ｋｇ／ｈｍ２

和 ４６０６５ｋｇ／ｈｍ２，增 产 率 依 次 为 ７１４５％ 和

４３２４％，增产显著（Ｐ＜００５）。香根草篱处理和常
规耕作处理的花生产量相近，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由１２节可知，与常规耕作相比，稻草覆盖、
香根草篱及其组合处理的减流率为 １１２％ ～
８６２％，减蚀率为 ８２８％ ～９９５％。由此得出，稻
草覆盖和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不仅能够阻控红壤旱
坡地水土流失，而且能够显著提高花生产量；香根草

篱虽然较常规耕作没有明显的增产效果，但其水土

保持效果显著，故香根草篱的综合效益优于常规耕

作。

已有研究表明，秸秆覆盖有利于促进红壤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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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花生 大豆轮作）根系和地上部生长，提高作

物产量
［１３］
；稻草秸秆覆盖对花生主要农艺性状、经

济性状、产量产值及经济效益产生明显的正效

应
［２３］
；植物篱建立 ３ａ后，作物增产普遍达 ３０％ ～

６０％，采用植物篱技术的坡耕地在不施用化肥的情
况下，作物产量比施用化肥的坡耕地高 ８％ ～
２８％［２４］

。本试验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稻

草覆盖、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这 ２种水土保持耕作
措施建立５ａ后仍然能促进花生生长，显著提高花
生产量；但植物篱单项措施实施 ５ａ后，与常规耕作
相比，对花生生长和产量无明显影响，这可能是受花

生连作的影响，也间接表明植物篱单一处理对缓解

花生连作障碍不如稻草覆盖、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
处理明显。

表 １　不同水土保持耕作措施类型花生生长状况及产量

Ｔａｂ．１　Ｇｒｏｗｔｈ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ｐｅａｎｕ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ＷＣｔｉｌｌａｇ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处理
茎质量／

（ｇ·株 －１）

主茎长／

（ｃｍ·株 －１）

叶质量／

（ｇ·株 －１）

叶面积／

（ｃｍ２·株 －１）

根质量／

（ｇ·株 －１）

果质量／

（ｇ·株 －１）

地下生物量／

（ｇ·株 －１）

地上生物量／

（ｇ·株 －１）

总生物量／

（ｇ·株 －１）

产量／

（ｋｇ·ｈｍ－２）

香根草篱
２１３５±

１７６８ａ
２８０３±

７６３ａ
７２５±

４２１ａ
１９６２５０±

３９１０３ａ
７６１±

４６２ａｂ
７６１±

４６２ａ
２８６０±

２１８８ａ
１５２１±

９２３ａ
４３８１±

３１１２ａ
１００６２２±

７１１８ｂ

稻草覆盖
１７６８±

６４８ａ
３０６３±

９７２ａ
１９９０±

１５７６ａ
３８１１５０±

２１５５９７ａ
１６７１±

３１９ａ
９９７±

６３４ａ
３７５７±

２２２５ａ
２６６７±

３１５ａ
６４２４±

２５４０ａ
１８２６３９±

４４９４ａ

香根草篱 ＋

稻草覆盖

２４６５±

０３２ａ
３５７３±

６１９ａ
３６０６±

１５３７ａ
５６５０５０±

１０１３２８ａ
６５０±

５７５ｂ
２６２１±

００５ａ
６０７１±

１５６９ａ
３２７０±

５７０ａ
９３４１±

２１３９ａ
１５２５９３±

１８７５３ａ

常规耕作
１３４０±

９４９ａ
２６４０±

９１０ａ
１３８０±

９９６ａ
３６１８００±

１５４３８１ａ
５６０±

５０４ｂ
１３５６±

１２９２ａ
２７１９±

１９３８ａ
１９１５±

１７８９ａ
４６３５±

３６３０ａ
１０６５２８±

２５７８７ｂ

　　注：数值为平均值 ±标准差；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不同处理在 Ｐ＜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ＬＳＤ检验。下同。

２２　水土保持耕作措施对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
土壤化学属性是土壤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反

映土壤的营养状况，是度量土壤生长潜势的指标。

红壤旱坡地采用稻草覆盖和香根草篱及其组合等水

土保持耕作措施后，与常规耕作相比（表２），水土保
持耕作措施土壤养分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平

均提高了土壤有机质 １８４７％、全氮 ３４７７％、碱解
氮０８４％、全磷１２３１％、速效磷３２１７％、阳离子交
换量（ＣＥＣ）１７３％。其中，稻草覆盖增加土壤有机
质 １８６７％、全氮 ２８７８％、速效磷 ３２４４％、ＣＥＣ
７３５％，香根草篱增加土壤全氮 １１５１％、全磷
１３８５％、速效磷 ２０５６％，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增
加土壤有机 质 ３６７４％、全氮 ６４０３％、碱 解 氮
５０６％、全磷 ２１５４％、速效磷 ４３５０％。与常规耕
作相比，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对土壤化学性状改良
效果最明显，除碱解氮、全磷和 ＣＥＣ没有达到显著

水平外，土壤有机质、全氮和速效磷均达到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已有研究发现，植物篱和秸秆覆盖可
以有效地减少径流泥沙及其携带的有效养分

［２５］
；植

物篱建立３ａ后，土壤有机质增加 ２０％ ～３１％，全氮
增加 ７０％ ～１２７％［２３］

；红壤旱地作物行间秸秆覆盖

还田有利于提高土壤肥力水平，有机质提高１８ｇ／ｋｇ、
速效氮、钾含量分别较对照提高 ８０％和 ８１％［１３］

。

本试验进一步验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

因此，就整体而言，红壤旱坡地采取水土保持

耕作措施后，土壤化学性质显著改善，以香根草篱 ＋
稻草覆盖的改善效果最佳。这是因为红壤旱坡地

采取稻草覆盖、香根草篱及其组合等水土保持耕

作措施后，有效地促进了水分就地入渗，减弱了土

壤侵蚀作用，降低了土壤养分流失，加之稻草秸

秆、香根草凋落物等归还土壤，土壤碳、氮、磷等元

素含量增加。

表 ２　不同水土保持耕作措施类型土壤化学性状

Ｔａｂ．２　Ｓｏｉ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ＷＣｔｉｌｌａｇ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处理 有机质／（ｇ·ｋｇ－１） 全氮／（ｇ·ｋｇ－１） 碱解氮／（ｍｇ·ｋｇ－１） 全磷／（ｇ·ｋｇ－１） 速磷／（ｍｇ·ｋｇ－１） ＣＥＣ／（ｍｍｏｌ·ｋｇ－１）

香根草篱 １７３５±１４４ｃ １５５±０３０ｂ ８８６７±５３５ａ ０７４±００７ａ ２７９１±３４９ａ １３９７４±６５４ａ

稻草覆盖 ２０６０±１８９ｂ １７９±００６ｂ ９３３３±１４５７ａ ０６６±０１１ａ ３０６６±７０９ａ １５４８４±３９０ａ

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 ２３７５±１５６ａ ２２８±０２７ａ ９６８３±１７２７ａ ０７９±０１３ａ ３３２２±４５９ａ １４５５７±１３７２ａ

常规耕作 １７３６±０４７ｃ １３９±０３１ｂ ９２１７±１４１５ａ ０６５±００６ａ ２３１５±２１９ｂ １４４２０±９４４ａ

２３　水土保持耕作措施对土壤物理性状的影响
土壤物理特征是反映土壤基本性状和结构的指

标，是土壤质量评价的基础。不同处理的土壤物理

性状如表 ３所示。由表 ３可知，试验区 ４种处理的
土壤总孔隙度均大于５０％，非毛管孔隙度都在 １０％
以上，土壤孔隙比在 ２０５～２５３之间，土壤孔隙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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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良好。试验区红壤酸化贫瘠，结构不良，试验实施

５ａ后，与常规耕作相比，水土保持耕作措施的土壤
容重有所提升，平均提升了 ５１１％，尤其以稻草覆
盖和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处理的改善效果较佳（土
壤容重分别达 １２２、１１６ｇ／ｃｍ３），接近作物生长发
育最适宜的土壤容重水平（１２０ｇ／ｃｍ３）；相应地，水
土保持耕作措施减小了土壤毛管孔隙度，平均减小

了２８０％，从而增加了土壤通气性能。有稻草覆盖
处理的土壤容重大于无稻草覆盖处理的土壤容重，

这可能是因为试验区花生种植前翻耕整地，造成土

壤破碎和扰动剧烈；而稻草秸秆覆盖既能减少土壤

水分蒸发，提高土壤含水率，又能减小地表径流，增

加降雨就地入渗，土壤集水效果显著
［２６－２７］

，使旱作

翻耕后的土壤变得紧实
［２８］
，增加土壤容重。秸秆覆

盖对土壤容重的短期效应不明显，与秸秆覆盖效应

相比，耕作强度对土壤容重的影响更为显著
［２９］
。因

此，水土保持耕作措施对土壤容重的效应还需长期

监测。

表 ３　不同水土保持耕作措施类型土壤物理性状

Ｔａｂ．３　Ｓｏｉ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ＷＣｔｉｌｌａｇ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处理
容重／

（ｇ·ｃｍ－３）

总孔

隙度／％

毛管孔隙

度／％

非毛管孔

隙度／％

０２５～１０ｍｍ团粒

质量分数／％

小于２μｍ微团聚

体质量分数／％

小于００５ｍｍ颗粒

质量分数／％
ＥＭＷＤ

香根草篱
１１２±

００４ａ
５５１５±

３２７ａ
３７９７±

１１４ａ
１７１８±

２２２ａ
９３９８±

１４２ａ
９２０±

１８７ｂ
９４１３±

０７４ａ
１１２±

０５３ａ

稻草覆盖
１２２±

００６ａ
５２１３±

０４１ａ
３７３０±

１４９ａ
１４８３±

１３７ａ
９６７４±

１５５ａ
９５６±

０８３ｂ
９４２４±

０３６ａ
０８４±

０１９ａ

香根草篱 ＋稻草

覆盖

１１６±

００３ａ
５６０１±

４１１ａ
３６５６±

２００ａ
１９４５±

６０２ａ
９６６６±

４０６ａ
１３６５±

２１４ａ
９３８７±

１５９ａ
０７０±

０１４ａ

常规耕作
１１１±

００４ａ
５５９６±

４８２ａ
３８３５±

１２３ａ
１７６１±

５８６ａ
９４１１±

２１１ａ
８９１±

１７８ｂ
９３４０±

０８３ａ
０９８±

０３７ａ

　　不同处理下土壤小于 ２μｍ微团聚体质量分数
从大到小为：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稻草覆盖、香根
草篱、常规耕作，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处理的小于
２μｍ微团聚体质量分数与常规耕作处理的差异显
著（Ｐ＜００５）；不同处理下土壤小于 ００５ｍｍ颗粒
质量分数从大到小为：稻草覆盖、香根草篱、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常规耕作。与常规耕作相比，水土保持
耕作措施增加了小于 ００５ｍｍ粘粒含量和小于
２μｍ微团聚体含量，一定程度改善了土壤质地。各
处理土壤总孔隙度、湿筛平均水稳性团粒重量直径

（ＥＭＷＤ）和０２５～１０ｍｍ团粒含量变化不明显。可
知，采取香根草篱、秸秆覆盖及其组合措施有利于保

土保水
［２］
，可以增加土壤中各种胶结物质数量，特

别是增加了有机物质，促进了土壤颗粒的团聚作用，

加之根系的分割、微生物的分解代谢和土壤动物的

活动，使水稳性团聚体和微团粒逐渐从小粒径向大

粒径转变，土壤物理结构有所改善。已有研究表明，

草篱、秸秆覆盖等水土保持措施对增加土壤有机质、

减少粘粒流失、改善土壤团粒结构、提高水稳性团聚

体的数量和质量及增强土壤抗侵蚀能力的效果显

著
［３０－３１］

。本试验结果表明香根草篱和稻草秸秆覆

盖组合措施对土壤物理性状的改善效果较明显，但

香根草篱和稻草秸秆覆盖单项措施对土壤物理性状

的改善效果不明显。

２４　水土保持耕作措施对土壤生物学性状的影响
土壤微生物作为土壤养分转化的活性库或源，

其数量可反映土壤微生物活动的强弱和养分的转化

速率，是土壤生物质量变化的灵敏指标
［３２］
。细菌、

放线菌和真菌是土壤微生物数量最大的 ３大类群。
由表４可知，不同处理下土壤微生物类群均以放线
菌最多，占总微生物类群的比例为 ５１２５％ ～
８１４０％；细菌次之，占总微生物类群的 １５３２％ ～
４８３１％；真菌最少，占总微生物类群的 ０４５％ ～
６４５％；土壤放线菌、细菌在不同处理的土壤微生物
群落构成中均占绝对比重，这符合土壤微生物类群

数量分布的一般特征。

土壤细菌和放线菌数量以香根草篱 ＋稻草覆
盖处理最多，其次是常规耕作处理，香根草篱处理

和稻草覆盖处理的细菌和放线菌数量都较少。可

见，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处理的土壤细菌和放线
菌数量显著多于其他水土保持耕作处理（Ｐ＜
００５）。各处理中土壤真菌数量都非常少，差异均
不显著（Ｐ＜００５）。放线菌、细菌是试验区土壤微
生物的主要类群，数量丰富，表明它们繁殖力、竞

争力以及土壤养分有效转化能力强于其他类群；

真菌数量虽不及放线菌，但其绝对数量也较多，对

各处理下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具有重要的调控作

用。

土壤微生物类群总量增加表明了土壤肥力的提

高，土壤微生物类群及种类比例的变化对土壤肥力

形成及养分供应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从土壤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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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类群总量来看（表 ４），土壤微生物类群总量以香
根草篱 ＋稻草覆盖处理最多，为 ７１１×１０５ＣＦＵ／ｇ；
常规耕作处理次之，为 ２９１×１０５ＣＦＵ／ｇ；稻草覆盖
处理次之，为２０６×１０５ＣＦＵ／ｇ；香根草篱处理土壤
微生物总量最少，为 １８０×１０５ＣＦＵ／ｇ。可见，香根
草篱 ＋稻草覆盖措施下土壤微生物类群总量明显高
于常规耕作，也明显高于其他水土保持耕作措施下

土壤微生物类群总量（Ｐ＜００５）。这是因为，常规
耕作水土流失量大，土壤养分随径流泥沙流失量也

较大，土壤有机质、全氮、速效磷等营养元素减少，进

而影响微生物的生长发育；花生旱坡地采取香根草

篱、稻草覆盖双重辅助措施后，土壤有机物质流失减

少，土壤透气性和腐殖化作用增强，微生物主要类群

数量均呈增加趋势。

表 ４　不同水土保持耕作措施类型土壤生物学性状

Ｔａｂ．４　Ｓｏｉｌｂｉｌｏｌ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ＷＣｔｉｌｌａｇ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处理
细菌数量／

（ＣＦＵ·ｇ－１）

真菌数量／

（ＣＦＵ·ｇ－１）

放线菌数量／

（ＣＦＵ·ｇ－１）

微生物类群总数／

（ＣＦＵ·ｇ－１）

脲酶活性／

（μｇ·（ｇ·ｄ）－１）

蔗糖酶活性／

（ｍｇ·（ｇ·ｄ）－１）

酸性磷酸酶活性／

（μｇ·（ｇ·ｈ）－１）

香根草篱
（２７６±０９９）

×１０４ｂ
（５９０±０２８）

×１０３ａ
（１４７±１１０）

×１０５ｂ
（１８０±０９０）

×１０５ｂ
６５３６±３５９ａ ３９５１±３７５０ａ ５５５２７±１７４７８ｂ

稻草覆盖
（３０９±０３１）

×１０４ｂ
（１３３±１２２）

×１０４ａ
（１６２±１２３）

×１０５ｂ
（２０６±１２１）

×１０５ａｂ
６９８６±１２５７ａ ４５９±０５３ｂ ７１７０７±１３０１５ａ

香根草篱 ＋

稻草覆盖

（３４４±１７９）

×１０５ａ
（３２０±０１９）

×１０３ａ
（３６５±０９８）

×１０５ａ
（７１１±２２２）

×１０５ａ
６６７４±３９６ａ １６９４±２８５ａｂ ９６６２５±３０１９９ａ

常规耕作
（１１７±１６９）

×１０５ａ
（３７０±０１８）

×１０３ａ
（１７１±０９１）

×１０５ａ
（２９１±２４０）

×１０５ｂ
７０２２±５３８ａ ４６７±０３１ｂ ６４８９１±３６７ａ

　　注：土壤微生物数量指每克干土中培养出的菌落数。

　　土壤酶活性的强弱，可直接反映土壤中物质转
化状况和肥力水平

［３３－３４］
。由表４可知，不同处理土

壤的酸性磷酸酶活性不同。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处
理和稻草覆盖处理的土壤磷酸酶活性较大，比常规

耕作处理的土壤磷酸酶活性分别提高 ４８９０％和
１０５０％；香根草篱与常规耕作的土壤蔗糖酶活性相
差不大。除稻草覆盖与常规耕作的土壤蔗糖酶活性

相差不大外，香根草篱和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的土
壤蔗糖酶活性比常规耕作分别增加 ７４６倍和 ２６３
倍。各处理之间土壤脲酶活性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红壤旱坡地属于开放的农田生态系统，经
营强度大，表土侵蚀严重，营养元素流失多，土壤有

机质和微生物含量较低，其物质代谢速率较慢，蔗糖

酶和磷酸酶等酶活性较低；采取水土保持耕作措施

后，良好的水分条件和土壤结构有利于微生物的生

长，从而促进了土壤物质元素的分解代谢，土壤酶尤

其是蔗糖酶、磷酸酶等水解酶活性增加，表明水土保

持耕作措施可以促进土壤中可被植物生长利用的

碳、氮、磷源物质的积累。

２５　土壤特性与花生产量的相关性分析
花生产量与 ２０个土壤特性指标的相关矩阵表

明（表５）：土壤阳离子交换量（ＣＥＣ）、土壤容重与花
生产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其余土壤指标与产量

的相关关系均不显著。梁淑敏等
［３５］
对成都平原试

验区作物产量与 １４个土壤性状指标的相关分析也
表明，作物产量与土壤饱和渗水速率、土壤分形维数

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土壤 ｐＨ值呈显著正相关，与
其余土壤性状指标相关性不显著，这与本试验结果

基本一致。这主要是因为作物产量受气候条件、施

肥管理、土壤理化性质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土壤特性

不是决定作物产量的唯一因素，故不同处理土壤特

性与作物产量的相关性较低。

表 ５　土壤特性与花生产量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ｉ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ｅａｎｕｔｙｉｅｌｄ

特性

参数
有机质 全氮 碱解氮 全磷 速效磷 ＣＥＣ 容重 总孔隙度

毛管

孔隙度

０２５～１０ｍｍ

团粒质量分数

系数 ０５６９ ０４０４ ０１８６ －０１５７ ０３２３ ０７０３ ０５９０ －０４０２ －０３５３ ０３５９

特性

参数

小于２μｍ微团

聚体质量分数

小于００５ｍｍ

颗粒质量分数
ＥＭＷＤ

细菌

数量

真菌

数量

放线菌

数量

微生物

类群总数

脲酶

活性

蔗糖酶

活性

酸性磷

酸酶活性

系数 ０２７８ －０２１９ －００６６ ０２７４ ０２５８ ０１０１ ０２４０ ０１４７ －０４３９ ００２９

　　注： 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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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１）红壤花生旱坡地采用稻草秸秆覆盖、香根
草植物篱及其组合的水土保持耕作措施后，花生生

长和产量变化显著。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和稻草覆
盖措施对花生花荚期的农艺生长特性有较好的促进

作用，其中，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可促进花生茎、叶、
根、果的生长，稻草覆盖可促进花生茎、叶的发育。

与常规耕作相比，稻草覆盖和香根草篱 ＋稻草覆盖
措施实施５ａ后对花生的增产作用仍较明显，增产
量分别为 ７６１１１、４６０６５ｋｇ／ｈｍ２，增产率分别为
７１４５％、４３２４％；香根草篱措施较常规耕作没有明
显地促进花生生长和增产，但减流减蚀效益显著，故

其综合效益优于常规耕作。

（２）红壤花生旱坡地采取稻草覆盖、香根草篱
及其组合措施５ａ后，增加了农地覆盖度，受水土流
失减少和有机物归还等影响，土壤物理学、化学和生

物学质量呈不同程度的提高，表现为土壤物理结构

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良，化学性质和养分含量显著提

高，微生物属性和活性有所增强。总体上，采用香根

草篱 ＋稻草覆盖组合措施进行保护性耕作后，土壤
特性改善效果最佳。

（３）通过 ５ａ的定位试验，已初步显示出稻草秸
秆覆盖、香根草篱及其组合具有良好的土壤改良和作

物增产效益。但由于定位年限较短，而土壤特性尤其

是物理性状的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作物生长

和产量又受耕作、气候、栽培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因

此，要揭示规律还需要有更长时间的定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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