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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英—稻秸共同还田比各自还田腐解更快

 

 紫云英—稻秸共同还田下细菌协同促腐机制   中国农科院供图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肥料及施肥技术创新团队提出豆科绿肥紫云英—

稻秸共同利用技术，为实现南方稻区耕地用养结合、支撑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相关研究成果发

表于《生物资源技术》（Bioresource Technology）。

据该所研究员曹卫东介绍，我国南方稻区冬闲田面积约1.5亿亩，光热水资源浪费巨大，同时稻田有

机肥源少、养地手段不足，急需加大稻田绿肥生产力度。水稻生产中产生的大量稻秸如何合理利用也是

普遍难题。此外，稻秸碳氮比过大，冬绿肥鲜草碳氮比过小，各自单独还田利用难以协调土壤培肥和接

茬作物的养分供应矛盾。

针对上述问题，研究团队在南方稻区研发提出了豆科绿肥紫云英—稻秸共同利用技术。研究发现，

紫云英-稻秸共同利用较二者单独利用改变了腐解微生物（细菌）共生网络的拓扑结构，重组了关键种

群，增加了细菌之间的竞争作用，促使物种之间更加紧密地联系与信息交换，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更加迅

速。

紫云英—稻秸共同腐解期间，混合物料在腐解初期促进肠杆菌科细菌生长，此类细菌导致紫云英—

稻秸共同还田下的腐解速率高于单独稻秸处理。

此外，与单独紫云英相比，紫云英—稻秸共同还田在腐解中后期提高了氢孢菌属、拟杆菌属、瘤胃

梭菌属和酸杆菌科等纤维、木质纤维降解细菌丰度，加快了紫云英—稻秸混合物料的腐解进程。

该研究为破解中晚稻秸全量还田难题、实现稻田养分资源高效利用、推动稻田清洁化生产提供了经

济易行的解决方案。

该研究得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农业科研杰出人才、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等项目

的共同资助。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16/j.biortech.2020.12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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