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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粪对芸豆土壤有机碳氧化稳定性与碳库管理指数的影响

井大炜　王明友　张　红　李士平
（德州学院生态与园林建筑学院，德州 ２５３０２３）

摘要：为探讨鸡粪与化肥不同比例配施对芸豆／玉米轮作土壤有机碳氧化稳定性及碳库管理指数的影响，通过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大田试验，研究了 Ｎ１００（尿素提供 １００％的氮）、Ｍ１０Ｎ９０（鸡粪和尿素分别提供 １０％和 ９０％的氮）、

Ｍ３０Ｎ７０（鸡粪和尿素分别提供 ３０％和 ７０％的氮）和 Ｍ５０Ｎ５０（鸡粪和尿素各提供 ５０％的氮）等不同施肥处理对芸豆／

玉米轮作土壤有机碳（ＴＯＣ）、微生物量碳（ＭＢＣ）、易氧化碳（ＲＯＣ）含量及有机碳氧化稳定性与碳库管理指数

（ＣＰＭＩ）的影响。结果表明，Ｍ１０Ｎ９０、Ｍ３０Ｎ７０和 Ｍ５０Ｎ５０处理的 ＴＯＣ含量分别比 Ｎ１００处理提高 ５２１％、１２７４％和

１９８７％；Ｍ３０Ｎ７０处理的 ＭＢＣ、ＲＯＣ含量和 ＣＰＭＩ均最高，并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其中 ＲＯＣ含量分别较 Ｎ１００、Ｍ１０Ｎ９０和

Ｍ５０Ｎ５０处理提高 ５４０３％、１６５０％和 １０４３％，ＣＰＭＩ分别提高 ７５１０、３０７５和 ２７９４；但 Ｍ３０Ｎ７０处理的有机碳氧化

稳定系数显著低于其他处理，并较 Ｎ１００处理下降 ３５９５％。此外，该处理能显著提高芸豆产量，明显改善品质，且影

响效果明显优于其他处理。相关性分析表明，芸豆产量、维生素 Ｃ含量与 ＭＢＣ、ＲＯＣ、有机碳氧化稳定系数和 ＣＰＭＩ之

间有极显著或显著的相关性，各指标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综合分析认为，在芸豆／玉米轮作种植中配施鸡粪措施

有利于提高土壤质量，增强土壤供肥性能，并促进芸豆的高产优质生长，其中鸡粪氮与尿素氮以 ３∶７比例搭配的作用

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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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芸豆（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Ｌ．）属豆科菜豆属植
物，在中国栽培历史悠久，分布非常广泛

［１］
。芸豆

籽粒营养丰富，含蛋白质高达 １６０％ ～３０８％［２］
；

其荚壳、茎叶中的蛋白含量也较高，比小麦、水稻等

作物高１～１５倍［２－３］
。同时，食用芸豆还可提高人

体自身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
［４］
。芸豆具有较强的

抗旱性和耐瘠薄能力，且生育期短、适应性广，在优

质高效型农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５］
。目

前芸豆／玉米轮作的实际种植中，施肥的盲目性仍然
普遍存在，这不仅造成肥料的严重浪费，对生态环境

构成潜在威胁；而且还使土壤理化性状变劣，严重制

约了芸豆、玉米产量的提高与品质的改善。为了克服

施肥的不合理性，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探讨芸豆／玉
米的合理优化施肥措施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氧化稳定性是土壤有机碳重要的性质之一，关

系到土壤有机碳分解的难易程度以及养分释放等许

多方面
［６］
。按照分解的难易程度，可把土壤有机碳

划分为易氧化有机碳与难氧化有机碳两大类，易氧

化有机碳在土壤供肥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难

氧化有机碳有助于稳定土壤结构，且关系到土壤有

机碳的储存
［７］
。袁可能

［８］
提出用氧化稳定系数

（Ｋｏｓ）来衡量土壤的氧化稳定性，Ｋｏｓ值愈大，氧化稳
定性愈大，反之则愈小。同时，由于土壤有机碳的背

景值较高，与自然土壤分异性大，使整个土壤有机碳

的细微变化很难被发现，因此探求土壤全碳的敏感

指示因子尤为重要。有研究表明
［９］
，土壤有机碳的

活性、氧化稳定性与碳库管理指数（ＣＰＭＩ）是反映土
壤碳库的重要指标，对评价土壤有机质与土壤肥力

状况具有重要意义。施用不同配比的有机 无机肥

和土壤有机碳含量及碳质量紧密相关。何翠翠

等
［１０］
对玉米 大豆轮作的长期定位试验研究认为，

采用有机 无机肥配施能明显提高土壤活性有机碳

含量和碳库管理指数；兰宇等
［１１］
对玉米 玉米 大豆

轮作的长期定位研究表明，化肥配施有机肥可以显

著增加土壤有机碳储量。同时，通过绿肥轮作也能

提高土壤碳库管理指数，改善土壤质量，提高土壤肥

力
［１２］
。还有研究发现，配施味精废浆有机肥对土壤

碳库管理指数的提升亦有明显的效果
［１３］
。鸡粪是

植物生产中优质的天然有机肥，与其它家禽家畜粪

便相比养分含量居第一位
［１４］
。利用鸡粪生产研制

的有机肥或有机 无机复合肥对农作物有显著的增

产效应。据统计
［１５］
，在西瓜或大白菜等作物上施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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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有机肥，能增产１５％ ～２５％。许多学者针对鸡粪
有机肥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应用于芸豆／玉米轮作的
研究鲜有报道，尤其是关于芸豆／玉米轮作土壤的有
机碳氧化稳定性及碳库管理指数变化规律的研究尚

未见报道。为此，本研究拟选用北京永丰泰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鸡粪有机肥为供试原料，进行鸡

粪有机肥与化肥的不同配施比例对芸豆／玉米轮作
土壤有机碳氧化稳定性与碳库管理指数的研究，并

探讨配施措施对芸豆产量与品质的作用效果，旨为提

高土壤质量管理与增强农业固碳减排潜力提供理论依

据，也为芸豆种植的合理优化施肥提供技术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与供试材料
试验地点设在德州市九龙湾低碳生态农业循环

经济产业园（３６°２４′Ｎ、１１５°４５′Ｅ），地处黄河冲积平
原，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年平均日

照时数２５９２ｈ，年平均气温 １２９℃，年平均降雨量
５４７５ｍｍ，平均无霜期达２０８ｄ。该区域具有优质良
好的水土资源，农作模式以小麦、玉米、马铃薯与蔬

菜的轮作为主，采用集约管理方式，每年可获得显著

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供试土壤为轻壤土，土壤

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质量比分别为 ９８０２、
４１２９、１０２ｍｇ／ｋｇ，ｐＨ值为 ７１６，有机碳质量比为
１４８６ｇ／ｋｇ。供试鸡粪为北京永丰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Ｎ、Ｐ２Ｏ５和 Ｋ２Ｏ质量分数分别为 １２８％、
１３１％和 ２４７％，有机碳质量比为 ２１５６９ｇ／ｋｇ；所
用化肥为尿素、过磷酸钙和硫酸钾。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连续进行了６年，自２００９

年开始实行轮作种植，按“玉米 芸豆 玉米 芸豆

玉米 芸豆”的轮作顺序。玉米品种为“郑单 ９５８”，
芸豆品种为“老来少”。芸豆、玉米统一采用田间小

区试验，随机区组设计，并设置相同的处理，分别为：

①ＣＫ，不施肥。② Ｎ１００，尿素提 供 １００％ 的氮。
③Ｍ１０Ｎ９０，鸡粪和尿素分别提供 １０％和 ９０％的氮。
④Ｍ３０Ｎ７０，鸡粪和尿素分别提供 ３０％和 ７０％的氮。
⑤Ｍ５０Ｎ５０，鸡粪和尿素各提供 ５０％的氮。每个处理

重复６次，每小区面积为 ５２ｍ２（６５ｍ×８０ｍ），共
计３０个小区。通过前期研究得出［１６］

，玉米与芸豆

的施肥量基本相当，所以，本试验中玉米、芸豆采用

相同的施肥量。除 ＣＫ外，各处理均为等养分量，Ｎ、
Ｐ２Ｏ５、Ｋ２Ｏ施加量分别相当于 ２８０５０、２０６５０、

１７５００ｋｇ／ｈｍ２，各处理 Ｐ与 Ｋ不足部分分别用
ＣａＰ２Ｈ４Ｏ８、Ｋ２ＳＯ４补足。

玉米分别于２００９年６月 １２日、２０１１年 ６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１３年 ６月 １３日播种，株、行距为 ２５ｃｍ、
６０ｃｍ，播种密度为 ６７万株／ｈｍ２，其中有机肥与化
肥作为基肥一次性施入。

芸豆栽培行宽 ５０ｃｍ，株距 ４０ｃｍ，操作行距
１００ｃｍ。按试验要求撒施定量有机肥与化肥，深翻
搅拌均匀后整地起垄，覆盖地膜。在 ２０１０年 ４月
１５日、２０１２年 ４月 ２０日和 ２０１４年 ４月 １８日分别
用点播器点播芸豆，植株抽蔓后支人字架，架高

２０ｍ。生长期间每 １５ｄ进行一次除草，生长后期
及时去除基部黄叶。６年试验期间的月平均降雨量
和月平均高温／低温如表１所示。

表 １　试验期间月平均降雨量与月平均气温

Ｔａｂ．１　Ｍｏｎｔｈｌｙ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ｕｒ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

气象参数 年份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月平均

降雨量／

ｍｍ

２００９年 ２６８ ３８２ ７０５ １６９９１３１６ ４６３

２０１０年 ２９２ ４０６ ６８７ １７３５１４２５ ４８９

２０１１年 ２５７ ３６８ ７５３ １６８１１５６８ ４５５

２０１２年 ２３９ ４２３ ７６５ １７６６１３５３ ３９７

２０１３年 ３０８ ３９５ ７３９ １６５９１２９７ ４２１

２０１４年 ２７５ ３８７ ７２２ １７１８１３８５ ４５９

月平均

高温／

低温／℃

２００９年 ２９／２ ３２／１０３５／１９３７／２２３２／１８３０／１４

２０１０年 ２８／５ ３１／９ ３６／１６３８／２１３５／１５２８／１１

２０１１年 ３０／１ ３３／１１３５／１８３２／２３３３／１９２９／１０

２０１２年 ２７／９ ３３／１４３７／１８３５／２１３３／１７３１／１１

２０１３年 ２９／０ ３５／９ ３６／１４３６／２０３６／１５３１／１０

２０１４年 ２９／７ ３８／７ ３４／１６３８／２０３５／１９３０／１３

１３　测定项目与方法
１３１　土壤有机碳与碳库管理指数

在试验开始前，于 ２００９年 ４月 １３日在每个小
区按“Ｓ”型各选取 ８点，用土钻法取 ０～２０ｃｍ土层
未经处理的土样，混合均匀后迅速带回实验室，用四

分法取出适量土样作为参考土壤，重复３次；同时于
２０１４年８月 ２５日在各小区按相同的方法采集土
样，重复３次，并将所取土样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新
鲜土样过２ｍｍ筛立即测定土壤微生物量碳，另一
部分土样风干过 ０２５ｍｍ筛后进行土壤有机碳等
指标的测定。

土壤微生物量碳采用氯仿熏蒸 Ｋ２ＳＯ４浸提法
测定；土壤总有机碳采用重铬酸钾氧化外加热法测

定
［１７］
；易氧化碳（ＲＯＣ）采用文献［８］方法测定。
参考土壤的总有机碳质量比为 １４９３ｇ／ｋｇ，易

氧化碳质量比为３８９ｇ／ｋｇ，土壤碳库管理指数的计
算方法如下：碳库指数 （ＣＰＩ）为样品全碳含量
（ｇ／ｋｇ）／参考土壤全碳含量（ｇ／ｋｇ）；碳库活度（Ａ）
为活性碳含量／非活性碳含量；碳库活度指数（ＡＩ）
为样品碳库活度／参考土壤碳库活度；碳库管理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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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ＰＭＩ＝ＣＰＩ×ＡＩ×１００；氧化稳定系数（Ｋｏｓ）为稳定
性有机碳／易氧化碳；稳定性有机碳为总有机碳 －易
氧化碳。

１３２　芸豆产量与品质
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和 ２０１４年的芸豆种植试验时期

内，按照当地采摘习惯每年分别进行采收测产，并随

机选取芸豆样品测定荚果品质，重复 ５次。芸豆的
产量和品质指标均为这３年所测数据的平均值。其
中荚果的维生素 Ｃ含量采用 ２，６二氯酚靛酚滴定
法测定，可溶性糖含量采用蒽酮比色法测定，可溶性

蛋白采用考马斯亮蓝法测定，游离氨基酸含量采用

水合茚三酮法测定，硝酸盐含量采用紫外分光光度

法测定
［１８］
。

１４　数据处理
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处理数据并制图，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ＬＳＤ法，ｐ＜
００５）。图表中数据的形式为“平均值 ±标准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土壤有机碳和微生物量碳含量
由图１可以看出，不同施肥措施对芸豆／玉米轮

作土壤有机碳含量具有显著影响。Ｎ１００处理与 ＣＫ
差异未达显著水平，而配施鸡粪处理则显著升高。

与 Ｎ１００处理相比，Ｍ１０Ｎ９０、Ｍ３０Ｎ７０和 Ｍ５０Ｎ５０处理的有
机碳含量分别提高 ５２１％、１２７４％和 １９８７％。在
鸡粪与化肥的 ３个配施处理中，Ｍ５０Ｎ５０处理的有机
碳含量最高，依次是 Ｍ３０Ｎ７０与 Ｍ１０Ｎ９０处理，其中
Ｍ５０Ｎ５０处 理 分 别 较 Ｍ１０Ｎ９０和 Ｍ３０Ｎ７０处 理 提 高

１３９３％和 ６３２％。说明随鸡粪所占比重的增加，
土壤有机碳含量亦呈逐渐升高的趋势。

从图１还可知，Ｎ１００、Ｍ１０Ｎ９０、Ｍ３０Ｎ７０和 Ｍ５０Ｎ５０处
理的微生物量碳（ＭＢＣ）含量分别较 ＣＫ显著提高
２０１７％、５２５６％、７６１８％和 ５８９７％。表明不同
施肥措施均能显著提高芸豆／玉米轮作土壤的微生
物生物量碳。在施肥处理中，Ｍ３０Ｎ７０处理的 ＭＢＣ含
量明显高于其他处理，分别较 Ｎ１００、Ｍ１０Ｎ９０和 Ｍ５０Ｎ５０
处理提高 ４６６１％、１５４８％ 和 １０８２％；其次是
Ｍ１０Ｎ９０与 Ｍ５０Ｎ５０处理，两处理间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但均明显高于 Ｎ１００处理。数据分析说明，配施鸡粪
处理对土壤微生物量碳含量的增加幅度显著大于单

施化肥。而在鸡粪与化肥配施处理中，随鸡粪所占

比例的增大，土壤微生物量碳含量呈现先升后降的

变化趋势，表明鸡粪氮与尿素氮以 ３∶７比例搭配对
土壤微生物量碳的影响作用最明显。

２２　土壤易氧化碳与有机碳氧化稳定性
从表 ２可见，同 ＣＫ相比，Ｎ１００处理的易氧化碳

图 １　鸡粪与化肥配施对芸豆／玉米轮作土壤有机碳

和微生物量碳质量比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ｈｉｃｋｅｎｍａｎｕｒｅｃｏａｐｐｌｉ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ｏｎ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ａｒｂ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ｋｉｄｎｅｙｂｅａｎ／ｍａｉｚ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含量下降，但差异未达显著水平，而配施鸡粪处理的

易氧化碳含量明显升高，其中 Ｍ３０Ｎ７０处理达最高值，
并分别较 ＣＫ、Ｎ１００、Ｍ１０Ｎ９０和 Ｍ５０Ｎ５０处 理提高
４９３７％、５４０３％、１６５０％和 １０４３％。从易氧化
碳占有机碳的百分比可知，各处理的易氧化碳含量

从多到少依次为：Ｍ３０Ｎ７０、Ｍ１０Ｎ９０、Ｍ５０Ｎ５０、ＣＫ、Ｎ１００。
Ｍ５０Ｎ５０处理的稳定性有机碳含量显著高于其他处
理，而其他处理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从表 ２还可
知，各处理的稳定性有机碳占有机碳百分比及氧化

稳定系数呈现出一致的变化规律，由多到少依次为：

Ｎ１００、ＣＫ、Ｍ５０Ｎ５０、Ｍ１０Ｎ９０、Ｍ３０Ｎ７０，可见 Ｎ１００处理明显
高于配施鸡粪处理，但与 ＣＫ无显著性差异；在鸡粪
与化肥的配施处理中，Ｍ３０Ｎ７０处理的稳定性有机碳
占有机碳百分比及氧化稳定系数均明显低于其他处

理，其中氧化稳定系数分别较 ＣＫ、Ｎ１００、Ｍ１０Ｎ９０和
Ｍ５０Ｎ５０处 理 降 低 ３２８８％、３５９５％、１１８０％ 和

２１０７％。以上分析认为，鸡粪与尿素搭配较单施尿
素能明显提高土壤易氧化碳含量，且显著降低氧化

稳定系数，其中以３∶７比例搭配的作用效果最佳。

２３　土壤碳库管理指数

表３中 ＣＫＴ表示参考土壤，是试验开始前每个
处理的土样混匀后的测定结果。可以看出，各个处

理 ＣＰＩ的变化规律与有机碳含量基本一致。Ｍ３０Ｎ７０
处理的 Ａ、ＡＩ和 ＣＰＭＩ均达最高值，并明显高于其他
处理，其中 ＣＰＭＩ分别较 Ｎ１００、Ｍ１０Ｎ９０和 Ｍ５０Ｎ５０处理
提高 ７５１０、３０７５和 ２７９４。Ｍ１０Ｎ９０和 Ｍ５０Ｎ５０处理
的 Ａ、ＡＩ和 ＣＰＭＩ也明显高于 ＣＫ和 Ｎ１００处理，其中
Ｍ１０Ｎ９０和 Ｍ５０Ｎ５０处理之间的 Ａ、ＣＰＭＩ差异未达显著
水平，而 Ｍ１０Ｎ９０处理的 ＡＩ显著高于 Ｍ５０Ｎ５０处理。由
此分析可知，同单施尿素相比，鸡粪与尿素配施措施

更有助于提高土壤的碳库管理指数，而在配施处理

中，以３∶７比例搭配的作用效果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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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鸡粪与化肥配施对芸豆／玉米轮作土壤易氧化碳与氧化稳定系数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ｈｉｃｋｅｎｍａｎｕｒｅｃｏａｐｐｌｉ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ｏｎｒｅａｄｉｌｙｏｘｉｄｉｚａｂｌｅ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ｉｎｋｉｄｎｅｙｂｅａｎ／ｍａｉｚ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ｉｌ

处理
易氧化碳质量比／

（ｇ·ｋｇ－１）

易氧化碳占有机碳

百分比／％

稳定性有机碳质量比／

（ｇ·ｋｇ－１）

稳定性有机碳占有机碳

百分比／％
氧化稳定系数 Ｋｏｓ

ＣＫ ３９７±００８ｄ ２６３１±０８５ｄ １１１２±０２０ｂ ７３６９±０７１ａ ２８０±００９ａ

Ｎ１００ ３８５±０１４ｄ ２５４１±１０５ｄ １１３０±０４９ｂ ７４５９±０６５ａ ２９４±００７ａ

Ｍ１０Ｎ９０ ５０９±００５ｃ ３１９３±０６２ｂ １０８５±０１８ｂ ６８０７±１０２ｃ ２１３±００５ｃ

Ｍ３０Ｎ７０ ５９３±００７ａ ３４７２±０８１ａ １１１５±０３３ｂ ６５２８±１１６ｄ １８８±０１２ｄ

Ｍ５０Ｎ５０ ５３７±０１２ｂ ２９５７±０４７ｃ １２７９±０２６ａ ７０４３±０５３ｂ ２３８±００５ｂ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表 ３　鸡粪与化肥配施对芸豆／玉米轮作土壤碳库管理

指数的影响

Ｔａｂ．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ｈｉｃｋｅｎｍａｎｕｒｅｃｏａｐｐｌｉ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ｏｎＣＰＭＩｉｎｋｉｄｎｅｙｂｅａｎ／ｍａｉｚ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ｉｌ

处理
碳库指数

ＣＰＩ

碳库活度

Ａ

碳库活度指数

ＡＩ

碳库管理指数

ＣＰＭＩ

ＣＫＴ １００±０００ｄ ０３５±０００ｃ １００±０００ｄ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ｃ

ＣＫ １０１±００３ｄ ０３６±００３ｃ １０２±００５ｄ １０３１７±５７６ｃ

Ｎ１００ １０２±００１ｄ ０３４±００５ｃ ０９７±００８ｄ ９８８５±２３２ｃ

Ｍ１０Ｎ９０ １０７±００３ｃ ０４７±００２ｂ １３４±００７ｂ １４３２０±５０８ｂ

Ｍ３０Ｎ７０ １１４±００２ｂ ０５３±００３ａ １５２±００５ａ １７３９５±４９１ａ

Ｍ５０Ｎ５０ １２２±００２ａ ０４２±００２ｂ １２０±００３ｃ １４６０１±７２５ｂ

２４　芸豆产量和品质

从表 ４可以看出，不同施肥措施对芸豆产量和
荚果品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各施肥处理较对照均

显著提高了芸豆产量；而在施肥处理中，Ｍ３０Ｎ７０处理
的产量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分别较 ＣＫ、Ｎ１００、Ｍ１０Ｎ９０
和 Ｍ５０Ｎ５０处 理 高 ３６０２％、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和
８２９％；其次是Ｍ５０Ｎ５０、Ｍ１０Ｎ９０处理，亦明显高于 Ｎ１００

处理。同 ＣＫ相比，Ｎ１００处理使荚果的维生素 Ｃ、可
溶性糖、可溶性蛋白和游离氨基酸含量均出现下降

趋势，其中维生素 Ｃ含量差异达显著水平；而配施
鸡粪处理均显著提高了荚果的上述指标含量，其中

Ｍ３０Ｎ７０处理使荚果的维生素 Ｃ、可溶性糖和游离氨
基酸含量均达最高值，并明显高于其他处理，分别较

Ｎ１００处理提高 ４２２５％、４０６９％和 ５０８８％，同时，
Ｍ３０Ｎ７０处理的荚果可溶性蛋白含量与 Ｍ５０Ｎ５０处理无
显著性差异，但明显高于 Ｍ１０Ｎ９０处理。此外，Ｍ５０Ｎ５０
处理的维生素 Ｃ和游离氨基酸含量显著高于
Ｍ１０Ｎ９０处理，而可溶性糖含量与 Ｍ１０Ｎ９０处理差异不
显著。从表 ４还可知，各处理的荚果硝酸盐含量
大小依次为：Ｎ１００、ＣＫ、Ｍ１０Ｎ９０、Ｍ５０Ｎ５０、Ｍ３０Ｎ７０，其中
Ｍ３０Ｎ７０处理分别较 ＣＫ、Ｎ１００、Ｍ１０Ｎ９０和 Ｍ５０Ｎ５０处理
降低 ２２８９％、３５５８％、２１０７％和 ８９６％。由此
可见，鸡粪与尿素配施措施较单施尿素能显著提

高芸豆产量，并明显改善荚果品质，且随着鸡粪所

占比例的增大，其产量和品质呈现出先升后降的

变化趋势。

表 ４　鸡粪与化肥配施对芸豆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Ｔａｂ．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ｈｉｃｋｅｎｍａｎｕｒｅｃｏａｐｐｌｉ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ｏ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ｋｉｄｎｅｙｂｅａｎ

处理
产量／

（ｋｇ·ｈｍ－２）

维生素 Ｃ质量比／

（ｍｇ·（１００ｇ）－１）

可溶性糖质量比／

（ｍｇ·ｇ－１）

可溶性蛋白质量比／

（ｍｇ·ｇ－１）

游离氨基酸质量比／

（ｍｇ·ｋｇ－１）

硝酸盐质量比／

（ｍｇ·ｋｇ－１）

ＣＫ ２０８５３５±６９２０ｄ １８４５±０２９ｄ １３８９±０４５ｃ ６１６±００８ｃ ２３２９１±８７５ｄ ３３２７２±６２１ｂ

Ｎ１００ ２３６０７３±５１１６ｃ １７２８±０３３ｅ １３５４±０２０ｃ ６０８±０１２ｃ ２１８６２±９８２ｄ ３９８２９±１０３６ａ

Ｍ１０Ｎ９０ ２５７３２６±３２５８ｂ １９９１±０８７ｃ １５２３±０５９ｂ ６５９±００７ｂ ２６７５３±９０６ｃ ３２５０６±８０５ｂ

Ｍ３０Ｎ７０ ２８３６５２±４９２７ａ ２４５８±０７５ａ １９０５±１２６ａ ６９６±００７ａ ３２９８５±７２５ａ ２５６５７±６８９ｄ

Ｍ５０Ｎ５０ ２６１９３９±６５０３ｂ ２２６２±０４１ｂ １５９２±０３２ｂ ６８５±００６ａ ３０３７６±６３１ｂ ２８１８２±１２９５ｃ

２５　相关性分析
对芸豆／玉米轮作土壤有机碳、易氧化碳、有机

碳氧化稳定性和碳库管理指数及芸豆产量、品质进

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表５），有机碳与微生物量碳、
易氧化碳呈显著正相关，易氧化碳与微生物量碳呈

极显著正相关，说明不同类型的有机碳之间存在着

相互转化的关系；氧化稳定系数与微生物量碳、易氧

化碳呈极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增加土壤微生物量碳

或易氧化碳含量有利于减弱有机质的氧化稳定性，

从而提高有机质活性，增强土壤的供肥性能；ＣＰＭＩ
与微生物量碳、易氧化碳呈极显著正相关，与氧化稳

定系数呈极显著负相关，而与有机碳无显著相关性，

说明 ＣＰＭＩ与微生物量碳、易氧化碳的相关性均高
于它与有机碳的相关性，可见，微生物量碳和易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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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既区别于总有机碳，又与总有机碳紧密关联，是土

壤总有机碳的一部分。芸豆产量与微生物量碳、易

氧化碳、ＣＰＭＩ极显著正相关，与氧化稳定系数显著
负相关；芸豆维生素 Ｃ含量与微生物量碳、易氧化
碳、ＣＰＭＩ极显著或显著正相关，与氧化稳定系数显
著负相关；芸豆硝酸盐含量与易氧化碳、ＣＰＭＩ呈显

著负相关关系。表明土壤有机碳的氧化稳定系数愈

低、碳库管理指数愈高，愈有利于提高芸豆的产量和

改善品质。这进一步说明土壤中不同类型有机碳、

氧化稳定系数及碳库管理指数之间是相互影响、相

互制约的，也表明芸豆／玉米对鸡粪的响应是多种生
物学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

表 ５　芸豆／玉米轮作土壤有机碳氧化稳定性、碳库管理指数与芸豆产量、品质的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ａｒｂｏｎｐｏｏ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ｉｎｋｉｄｎｅｙｂｅａｎ／ｍａｉｚ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ｉｌｗｉｔｈ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ｋｉｄｎｅｙｂｅａｎ

指标 ＴＯＣ ＭＢＣ ＲＯＣ ＳＯＣ Ｋｏｓ ＣＰＭＩ 产量 维生素 Ｃ

ＭＢＣ ０８５７

ＲＯＣ ０８６５ ０９６８

ＳＯＣ ０７５２ ０２５４ ０３６３

Ｋｏｓ －０６２８ －０９０６ －０９５５ ０１６９

ＣＰＭＩ ０７６７ ０９５１ ０９４６ ０２９１ －０９７２

产量 ０７４６ ０９２２ ０９３９ ０２８２ －０８６８ ０９６２

维生素 Ｃ ０８０２ ０８８９ ０９１６ ０３５７ －０８５９ ０９５１ ０７９５

硝酸盐 －０７９３ －０７５５ －０８９０ －０３１６ ０８１８ －０８９５ －０６８７ －０５６９

　　注：表示显著性相关（ｐ＜００５），表示极显著性相关（ｐ＜００１）。

３　讨论

关于单施化肥对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影响作用说

法不一致：土壤有机碳含量可能降低、升高或维持原

平衡
［１９－２０］

，其提高有机碳的主因在于化肥能促进作

物生长，增加作物根茬和枝叶等残留量。反之，施用

化肥，尤其氮肥，将加快消耗土壤固有的有机碳，使

土壤中有机碳的积累量减少
［２１］
。本试验中，单施化

肥对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影响不显著，可能与芸豆、玉

米的生长期较短有关，有机碳积累较少。而配施鸡

粪处理的有机碳含量明显高于对照与单施化肥，这

与李罛等［２２］
在毛竹林上的研究结论相似。其原因

在于：鸡粪不仅增加了土壤的有机碳库，还能增加作

物归还土壤的根茬量，同时增强根系与微生物的活

性，从而相应增加进入土壤的有机残体数量与根系

分泌物
［２３］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配施鸡粪处理中，

土壤有机碳含量随鸡粪所占比重的增加亦呈递增趋

势，这一方面可能是所带入土壤的有机质量随鸡粪

比例的增大而相应增多；另一方面可能是鸡粪氮与

尿素氮以１∶９和３∶７比例配施，较 ５∶５比例能更显著
地降低土壤 Ｃ／Ｎ值，故使有机碳的矿化分解进一步
加快

［２４］
。

土壤微生物量碳和输入到土壤中有机碳源的生

物有效性紧密相关
［２５－２６］

。本研究得出，配施鸡粪处

理较对照和单施化肥能显著提高土壤微生物量碳含

量，这与李文军等
［２７］
在水稻土上的研究结论基本一

致。本研究还发现，鸡粪氮与尿素氮以 ３∶７比例搭
配的效果明显优于１∶９与 ５∶５比例，究其原因在于：

①鸡粪本身是一种含碳氮比较低的有机肥，而 ３∶７
比例搭配能使较多的有机肥被微生物分解转化为分

子量低的有机质，并被微生物吸收成为其机体的一

部分，从而既能增加土壤中低分子量的有机碳，也能

更大程度地提高土壤微生物碳库
［２８］
。②３∶７比例搭

配能提高养分的有效性，且较好地改善了土壤的理

化性状，显著刺激了土壤微生物群落与活性
［２９］
，有

助于微生物的大量繁殖，从而显著增加微生物量碳。

氧化稳定性与腐殖质的抗氧化能力密切相关，

并影响到土壤肥力的发挥
［３０］
。有研究表明

［３１］
，Ｋｏｓ

值愈大，有机质的活性就愈低，土壤的供肥性能也相

对越差。本研究得出，单施化肥措施使土壤易氧化

碳含量下降，Ｋｏｓ值增大，但与对照差异未达显著水

平，而张春霞等
［３２］
对黑垆土长期轮作培肥的研究则

认为，单施化肥能显著降低土壤易氧化碳碳含量，且

明显增大 Ｋｏｓ值，这与本研究结论不完全一致，造成
这一差异可能与作物种类、土壤基础肥力及施肥周

期等因素有关。鸡粪与化肥配施处理能明显提高易

氧化碳含量，并显著减小 Ｋｏｓ值，其中 ３∶７比例的效
果最明显。这可能是由于３∶７比例配施更利于稳定
性有机碳向易氧化碳的转变，从而提高有机质的活

性。同时从相关性分析也表明，氧化稳定系数与易

氧化碳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这既说明配施鸡

粪可提高有机质质量，增强土壤对养分的供应、贮存

能力，提高土壤肥力水平；同时也印证了鸡粪与化肥

的搭配比例至关重要。

土壤碳库管理指数反映了外界条件对土壤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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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数量的影响与活性有机碳数量的变化，能比较全

面地反映土壤质量的下降或更新程度
［３３］
。有研究

认为
［３４］
，碳库管理指数越大，土壤不稳定有机碳库

的更新速度越快，土壤腐殖质与通气性亦显著提高，

从而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本试验研究表明，配施

鸡粪处理较单施化肥能显著提高 ＣＰＭＩ，同时从相关
性分析可知，ＣＰＭＩ与土壤微生物量碳、易氧化碳含
量和氧化稳定系数呈极显著相关关系，这进一步验

证了鸡粪与化肥配施对土壤的培肥效应，能使土壤

处于良性的管理状态；而单施化肥则使土壤质量呈

下降趋势，管理措施不科学。此外，本研究还发现，

在长期的芸豆／玉米轮作体系中，鸡粪与氮肥配施能
改善土壤通气性、保水性，改良土壤结构，有效提高

土壤肥力，这有助于增强根系活性，促进芸豆根瘤菌

的活动
［３５－３６］

，从而对芸豆的固氮能力表现出正效

应；而固氮能力的提高，可进一步增加土壤的供氮

性，有利于刺激作物根系的生长发育，使根系分泌

物、脱落物增多，并增强土壤生物学性状
［１４］
，从而有

助于提高土壤活性有机碳和 ＣＰＭＩ。芸豆的生长发
育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配施鸡粪有机肥能改善土

壤的供肥性能，进而促进芸豆生长。本研究得出，鸡

粪氮与尿素氮以３∶７比例搭配能使芸豆的产量和荚
果品质显著优于其他处理。通过相关分析表明，芸

豆产量、维生素 Ｃ含量与微生物量碳、易氧化碳、氧
化稳定系数和碳库管理指数之间呈极显著或显著的

相关关系。这说明土壤有机碳氧化稳定性的降低与

碳库管理指数的提升，能改善芸豆根系生长的微生

态环境条件，有利于促进芸豆的高产优质生长。

４　结论

（１）化肥中配施鸡粪较单施化肥能明显提高芸
豆／玉米轮作土壤的有机碳含量，且随着鸡粪所占比
重的增加，其提高幅度呈递增的趋势。

（２）化肥中配施鸡粪显著提高了芸豆／玉米轮
作土壤的微生物量碳、易氧化碳含量和碳库管理指

数，其中３∶７比例搭配处理的微生物量碳、易氧化碳
含量与碳库管理指数均最高，并明显高于１∶９和５∶５
比例搭配处理。

（３）化肥中配施鸡粪能明显降低芸豆／玉米轮
作土壤的有机碳氧化稳定系数，其中 ３∶７比例搭配
处理显著低于其他处理；同时，该处理既能明显提高

芸豆产量，还可显著改善其品质。相关性分析表明，

芸豆产量、维生素 Ｃ含量与微生物量碳、易氧化碳、
氧化稳定系数和碳库管理指数之间存在极显著或显

著的相关关系，各指标间具有密切的内部关联。

（４）在芸豆／玉米轮作种植中配施鸡粪措施有
利于提高土壤质量，增强土壤供肥性能，并促进芸豆

的高产优质生长，其中鸡粪氮与尿素氮以 ３∶７比例
搭配的作用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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