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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研究种植魔芋后土壤微生物碳源和氮源以及微生物量和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 方法] 以种植魔芋地的土壤作为调查
研究对象 , 用种植玉米的土壤作为对照, 测定土壤有机碳、土壤活性有机质、土壤全氮、土壤微生物量和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 , 分析土壤
碳氮、土壤微生物碳氮和土壤微生物细菌和真菌的变化。[ 结果] 结果表明 , 与玉米地相比 , 虽然种植魔芋后土壤碳氮含量较小 , 微生物
碳含量也较小 ,但是微生物氮、微生物碳/ 有机碳的比值和微生物氮/ 全氮的比值较大 ;细菌的数量较大 , 但是真菌的数量和真菌/ 细菌的
比值较小 , 结果土壤总微生物量FAME 也较小。[ 结论] 种植魔芋后土壤微生物碳源和氮源数量减少, 造成微生物总数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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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Konjac on Soil Microbial Community Composition
JIA Guo- mei et al  ( 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Life Sciences ,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 Yichang , Hubei 443002)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purpose was to studythe change of edaphon carbon source and nitrogensource as well as microorganismquantity and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fter planti ngthe konjac . [ Method] Withthe soil planted the konjac as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bject and planted corn as CK, the
soil organic carbon, soil active organic matter , soil entire nitrogen, edaphon quantity and edaphoncommunity structure was determined . The change of soil
carbon nitrogen, edaphon carbon nitrogen and edaphon bacteri umand fungus was analyzed . [ Result] The results i ndicated that compared with maize , al-
though soil carbon, nitrogen and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 MBC) was lower , microbial biomass nitrogen ( MBN) , MBC/ organic carbon and MBN/ total
nitrogen was higher .Bacterial FAME was higher , whereas fungal FAME and fungal FAME/ bacterial FAME was lower , therefore , total FAME was lower .
[ Conclusion] The reduce of edaphon carbon source and nitrogen source after planting konjac would lead to decrease of number of total microbial communi-
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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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芋( Amorphophall us) 是适宜于山区栽植的一种经济价

值较高的经济作物 , 属天南星科魔芋属多年生宿根性草本植

物, 地下有扁球形块茎, 直径5 ～30 c m, 夏季开花 , 果熟期9 ～

10 月, 果实呈黄绿色至鲜红色, 形似玉米棒, 山区农民多称之

为“水苞芦”。魔芋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全世界有113 种, 主

要分布于东半球, 我国有24 种 , 其中13 种为我国特有。魔芋

并非都能食用, 能食用的魔芋只有13 种。魔芋的适应性广、

生命力强、病虫害较少, 易于栽培和管理, 便于贮藏、运输和

加工, 栽培经济效益高, 很有开发前景。近年来, 魔芋及其制

品作为新兴的营养保健品, 逐渐为国内外广大消费者所喜

爱, 需求量激增 , 魔芋及其制品的市场前景广阔。

微生物不仅转化土壤碳素, 固定无机营养形成微生物

量, 而且土壤微生物还可矿化有机物质, 将植物不能直接吸

收的难溶性物质变为可溶性物质, 供其吸收, 从而提高土壤

肥力。所以 , 土壤微生物在土壤物质代谢、循环过程中起着

重要作用, 是土壤肥力发展的原动力, 是土壤养分的储存库

和植物生长可利用养分的一个重要来源, 是土壤肥力的活性

指标。但目前对魔芋种植后土壤肥力和微生物群落如何变

化的研究很少报道。因此, 笔者研究了种植魔芋后土壤微生

物碳源和氮源的变化以及微生物量和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

化, 以期对农业生产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指导。

1  研究区概况

杨林桥镇位于秭归县西南部,110°45′38″E,30°45′02″N, 海

拔407 m。该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日照充足, 雨量充沛, 气

候温和 , 但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10 ℃的活动积温为

5 723 .6 ℃ , 年最冷月平均温度为3 .5 ℃, 极端最高温度为

39 .5 ℃, 年平均气温15 .5 ℃ ; 年无霜期为306 d , 空气相对湿

度为72 % , 年日照时数1 631 .5 h , 年平均降雨量1 500 mm 左

右, 空气相对湿度70 % 以上。土壤以壤土和砂壤土为主, 肥

沃疏松 , 土层深厚 , 有机质含量高,pH 值5 .5～6 .5 。

2  研究方法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3 块种植魔芋地的土壤作为调查研

究对象, 用种植玉米的土壤作为对照。在每个魔芋地分别用

土钻随机取0 ～20 c m 土层的土样, 按“S”形布设5 个取样点 ,

分别取土混合为一个样。玉米地也是用土钻随机取0 ～20

c m 土层的土样, 按“S”形布设5 个取样点, 将土样混合为一个

样, 迅速捡去枯枝落叶后分为2 部分, 一部分自然风干用于

土壤碳氮的分析, 另一部分在低温条件下运到实验室内过2

mm筛后装在密封的塑料袋内, 放置在0 ～4 ℃的冰箱内保

存, 用于土壤微生物量和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分析。

土壤有机碳和土壤活性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氧化 - 稀

释热法, 土壤全氮采用半微量凯氏法, 土壤微生物量用氯仿

熏蒸 浸提法, 土壤微 生物群 落结构 采用 脂肪 酸甲酯 化

( FAME) 。数据用Excel 处理, 每个魔芋地的土壤做3 个重复 ,

3 个魔芋地取平均值作为魔芋土壤最终结果。

3  结果与分析

3 .1 魔芋种植对土壤碳氮的影响  由图1 可知, 与玉米地

相比, 种植魔芋后土壤有机碳和易氧化碳含量都下降, 这说

明魔芋生长后归还土壤的有机残体较少。种植魔芋后土壤

全氮含量也下降, 这说明魔芋种植后不但造成土壤碳的损

失, 而且也引起氮量的减少。该研究的结果与崔鸣等[ 1] 的研

究结果一致。崔鸣等研究表明, 种植魔芋后土壤有机质、碱

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较播种前全部降低[ 1] 。

3 .2  魔芋种植对土壤微生物碳氮的影响  土壤微生物作为

进入土壤的天然有机物质和土壤有机物质的“转化者”,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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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土壤有机质部分, 又是土壤养分特别是氮、磷、硫等的

“源”和“库”。土壤微生物参与营养循环和土壤生态系统的

发育和功能, 对于土壤生态系统中的养分循环和植物有效性

有重要作用[ 2] 。由图2 可知 , 与玉米土壤相比, 种植魔芋后

微生物碳呈增长趋势, 而微生物氮呈降低趋势 , 但是微生物

碳/ 有机碳的比值以及微生物氮/ 全氮的比值都是魔芋土壤

大于玉米土壤, 这说明, 虽然种植魔芋后土壤有机碳、全氮含

量和微生物碳降低, 但是微生物利用有效碳氮的效率提高。

因为微生物碳、氮在土壤有机碳和全氮中分别所占的比例即

微生物碳/ 有机碳( MBC/ OC) 和微生物氮/ 全氮的比值( MBN/

TN) 反映了土壤碳、氮固持到微生物储蓄库中的量[ 3] , 是土壤

有机质对微生物有效的一个敏感指标[ 4 - 5] 。

图1 魔芋种植对土壤碳氮含量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konjak planting oncarbonand nitrogencontentsinsoil

图2 魔芋种植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Fig .2 Effects of konjak planting on microbial biomassinsoil

3 .3  魔芋种植对土壤微生物细菌和真菌的影响  由图3 可

知, 通过脂肪酸甲酯化分析 , 魔芋土壤细菌的 FAME 大于玉

米土壤的, 但是真菌 FAME 和真菌/ 细菌的比值玉米地的大

于魔芋地的, 而且总FAME 也是玉米地的大于魔芋地的, 这

说明虽然种植魔芋后土壤细菌数量多了, 但是真菌的量相对

于玉米地而言还是较小, 结果玉米土壤总微生物量 FAME 大

于魔芋地的。

4  结论

与种植玉米的土壤相比, 虽然种植魔芋后土壤碳、氮含

量较小, 土壤微生物碳和总微生物量FAME 较小, 但是土壤

微生物氮、微生物碳/ 有机碳以及微生物氮/ 全氮的比值较

大, 说明种植魔芋后土壤微生物利用有机质的效率提高, 有

更多的有机质固持到土壤微生物中。通过土壤微生物群落

脂肪酸甲酯化分析发现, 种植魔芋后细菌增加的量还是大于

真菌, 且与玉米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相比, 细菌的量较大, 而

真菌、真菌/ 细菌的比值以及土壤总微生物量FAME 都较小 ,

说明种植魔芋后虽然微生物利用有机质的效率较高, 但是由

于土壤碳氮含量较小 , 土壤微生物群落可利用的能源物质较

少, 造成微生物数量仍然较少。这也说明了如果要长期发展

魔芋产业, 土壤有机质的改善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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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魔芋种植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影响

Fig .3 Effects of konjakplanting on microbial communitycompositionin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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