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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不同地点的小区试验，研究不同轮作模式对土壤酶活性及可培养微生物群落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季中

晚稻的稻菜轮作模式和休闲轮作模式明显提高了土壤蔗糖酶和酸性磷酸酶的活性。其中稻菜轮作模式的效果又

优于休闲轮作模式；与蔬菜连作模式相比，土壤蔗糖酶和酸性磷酸酶活性平均提高了 /&:’=和 !#:!=，有效降低土

壤过氧化氢酶和多酚氧化酶活性。在可培养的土壤微生物群落中，不同种植模式完成一个周期后，稻菜轮作模式

改善了微生物群落的组成，明显提高土壤细菌和放线菌数量，减少真菌数量，对维持土壤生产能力的可持续性具有

显著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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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和蔬菜是广东省种植面积最大的两种作

物。近年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郊型农业快

速发展与农业结构不断调整，水稻面积大幅缩减，蔬

菜等高产值作物种植面积不断增加。为追求经济效

益最大化，往往造成耕地土壤的用养失调，使土壤长

期处于超负荷产出状态，连作问题日益突出。在连

作条件下，由于作物（蔬菜）和栽培措施的均一性，导

致土壤中特定物质的累积或消耗，单一作物根系的

代谢产物及分泌物的渐进积累影响了土壤微生物及

酶活性，造成土壤生态环境劣变，土壤连作障碍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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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严重［!］。

利用不同轮作模式对农田生态系统生产力影响

的原理，通过影响土壤养分的空间变异和生物活性

的变化，充分发挥土壤酶在土壤生态系统的物质循

环和能量转化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地力常新、农田高

产、资源高效、环境质量改善的多目标调控理论，切

实解决耕地土壤的一系列利用问题。为此，广东省

农业科学院针对广东的气候优势和种植制度特色、

更好地提高稻田和蔬菜的综合效益，提出了一种改

革稻田和蔬菜种植制度的新模式———一季中晚稻的

“稻菜轮作模式”（!"# 种植模式）［"］。

本试验主要开展了不同轮作模式对广东省规模

化老菜地土壤酶和微生物的分布和变化特性的研

究，探讨不同轮作制度下规模化老菜地主要土壤酶

和微生物的变化规律，以期为指导规模化老菜地的

栽培管理及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方法

试验分别设在广东省的博罗会达菜场、东莞种

子站试验基地和增城市三江镇，土壤均为连续种植

$ 年以上的连片规模化老菜地，土壤性质见表 !。试

验共设 # 个处理：休闲轮作模式（菜—荒—菜，菜地

在 $!% 月撂荒，&’(()* +),’,-). /0)11-.2 345,67，简称

&+/5）；稻菜轮作模式（菜—稻—菜，菜地在 $!% 月

轮作一季中晚稻，+-869:626,’;(6 /0)11-.2 345,67，简

称 +:/5）；蔬 菜 连 作 模 式（菜—菜—菜，:626,’;(6
/).,-.<)<5 /0)11-.2 345,67，简称 ://5）。每个试验点

均设 # 次重复，共 % 个小区，小区面积 ###=$!>>?=@
7"，随机区组排列。供试水稻品种为黄华占，蔬菜品

种为四九菜心。

表 ! 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 ! (’&’)*’+ ,-.,’-*/’0 .1 ’2,’-/3’4*$& 0./&0

地点

3-,65
有机质 AB
（2 C D2）

碱解氮 EF’-( G H
（72 C D2）

速效磷 EF’-( G I
（72 C D2）

速效钾 EF’-( G J
（72 C D2） 1K

土壤类型

3)-( ,4165
博罗 L)(<) !$=! %!=$ !$%=# ""#=# >=M 水稻土 I’NN4 5)-(
东莞 O).22<’. !@=@ PP=M M%=$ ?"=# >=% 水稻土 I’NN4 5)-(
增城 Q6.28R6.2 !%=$ >!=? #%=$ !"%=@ >=! 水稻土 I’NN4 5)-(

试验于 "@@> 年 P 至 !" 月进行，育秧育苗、肥水

管理、病虫害防治及其他田间管理等均按照当地农

民种植习惯进行。

!"5 样品采集和测定项目及方法

土壤样本在每季作物收获时，即 "@@> 年 $ 月、%
月和 !! 月采集。分别取各处理小区耕层土壤 @—!$
87 土层，每个土样由 $!M 个采集点的土壤混合而

成。测定土壤微生物的样本用采样器采集后在 PS
下保存，当天测定；土壤养分和酶活性测定样本风

干制样后测定。

土壤养分测定：有机质用重铬酸钾容量法；碱

解氮用碱解扩散法；速效钾用醋酸铵火焰光度法；

速效磷用碳酸氢钠浸提钼锑抗比色法；1K 用电位

计法测定［#］。

土壤可培养微生物的测定［P］：采用梯度稀释法

制备土壤悬液，涂抹平板计数法测定细菌、真菌、放

线菌的数量，培养基分别为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马

丁氏培养基、高氏一号培养基。

土壤酶活性测定：土壤过氧化氢酶、蔗糖酶、脲

酶、酸性磷酸酶和多酚氧化酶活性参照文献［$］进

行。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测定用高锰酸钾滴定法，

酶活性以 ! 2 土壤 ! R 消耗 @=@! 7)( C T 高锰酸钾

“7T”数表示；土壤蔗糖酶活性测定用 #，$U二硝基水

杨酸比色法，酶活性以 ! 2 土壤在 #?S下 "P R 分解

蔗糖产生的葡萄糖“72”数表示；土壤脲酶活性测定

用奈氏比色法，酶活性以 ! 2 土壤在 #?S下培养 "P

R 分解尿素产生的 HK# 9H 的“72”数表示。土壤酸

性磷酸酶采用磷酸苯二钠比色法，酶活性以 ! 2 土

壤在 #?S下 ! R 产生的酚“72”数表示；土壤多酚氧

化酶采用连苯三酚比色法，酶活性以 ! 2 土壤在

#@S下 ! R 生成的红紫棓精的“72”数表示。

试验数据采用 O<.8’. 方法进行显著性检验。

5 结果与讨论

5"! 不同轮作模式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土壤酶是土壤中的生物催化剂，是具有加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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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生化反应速率功能的一类蛋白质。土壤酶参与各

种元素的生物循环、土壤有机物质的分解转化、腐殖

质的形成等，其活性的高低可以反映土壤养分，尤其

是氮、磷养分转化的强弱［!］。在众多土壤酶中，研究

较多的是脲酶、磷酸酶、过氧化氢酶、蔗糖酶、多酚氧

化酶等［"#$］。

综合 % 个试验点的结果（表 &）看出，不同轮作

模式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很大。稻菜轮作模式和休

闲轮作模式明显提高了土壤蔗糖酶和酸性磷酸酶的

活性，且以稻菜轮作模式的效果最好。与蔬菜连作

模式相比，博罗试验点 ’—() *+ 土层土壤蔗糖酶和

酸性磷酸酶的活性分别提高 %&,!-和 (&,)-；东莞

试验点分别提高 &$,$-和 %(,!-；增城试验点分别

提高 .(,$-和 %",!-。

蔗糖酶活性高，说明土壤生物活性好，土壤肥力

高，土壤状况良好［(’］；土壤磷酸酶可催化水解有机

磷类化合物为可被植物利用的有效态磷［((］。近年

来在广州市郊、花都、博罗、增城和肇庆等地的蔬菜

产区土壤样品的测定结果表明［(&］，土壤速效磷（/）

含量属高含量水平或极高水平，0 (’’!1 2 +3 的样

品数占 %4,$-。而在某些连作菜地的高磷土壤上

蔬菜苗期往往出现阶段性缺磷现象，通过稻—菜轮

作措施提高土壤磷酸酶活性对提高土壤磷素的生物

有效性，实现磷肥减量施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表 & 还看出，蔬菜连作模式土壤过氧化氢酶和

多酚氧化酶活性最高，休闲轮作模式最低，稻菜轮作

模式次之。过氧化氢酶活性大小反映了土壤生态环

境的胁迫程度［(%#(4］。多酚氧化酶专一性很强，它的

活性高会阻碍有机质矿化过程中产生的酚类中间产

物进一步合成腐殖质，导致酚类化合物的积累［()］，

从而引起中毒［(!］。张淑香［("］、何光训［(.#($］等认为，

连作提高土壤中多酚氧化酶的活性，这由于土壤中

酚酸物质经过诱导作用而使土壤中多酚氧化酶的活

性增强［(.#($］，从而引起作物体内生长素氧化酶的活

性随之增强，生长素因此分解，影响作物的生长发

育［("］。本研究中，在完成一个试验周期后，蔬菜连

作模式土壤多酚氧化酶平均为 (,4! +1 2（1·5），比

其他两种轮作模式提高 ’,(. +1 2（1·5）。然而土壤

中酚类物质的积累状况以及对后作的影响尚待进一

步研究与探讨。不同轮作模式对土壤脲酶活性的影

响规律性不强。

!"! 不同轮作模式对土壤可培养微生物群落结构

的影响

近年研究发现，土壤微生物在土壤肥力和农业

生产能力上的重要性不可或缺［&’#&4］，其生物过程对

土壤的物理、化学特性起到良好的促进和维持作用。

表 % 表明，在可培养微生物中，以细菌数量最多，占

可培养微生物的 !’-!"’-，其次是放线菌，真菌数

量居三。不同种植模式完成一个周期后，在耕作层

’—() *+ 土壤细菌数量稻菜轮作模式 0 休闲轮作

模式 0 蔬菜连作模式，其中稻菜轮作模式比蔬菜连

作模式提高 &.-。土壤放线菌数量稻菜轮作模式

0 蔬菜连作模式 0 休闲轮作模式，其中稻菜轮作模

式比蔬菜连作模式和休闲轮作模式分别提高 ((-、

("-。土壤真菌数量蔬菜连作模式 0 休闲轮作模式

0 稻菜轮作模式，其中稻菜轮作模式比蔬菜连作模

式降低 (&.-，休闲轮作模式比蔬菜连作模式降低

%!-。

引起这种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变化趋势的因素可

能与种植作物的种类、栽培措施有关。蔬菜连作容

易造成前茬蔬菜根系分泌物对后茬作物生长的障碍

作用，以及使土壤养分发生非均衡性变化。蔬菜连

作现象也显著制约着土壤酶的活性，从而影响土壤

微生物多样性，使土壤微生物的生态功能大大减弱。

稻菜轮作则明显地改善了蔬菜连作的不足，有利于

土壤微生物生态功能的发挥。有研究表明，蔬菜连

作使微生物种类和数量减少，但有害真菌如镰刀菌、

腐霉菌、疫霉菌等的数量增加［&!］。真菌数量增加，

意味着病虫害加重，因为真菌容易引起一些土传病

害［&"］。连作可使某些特定的微生物群得到富集，特

别是植物病原真菌不利于土壤中微生物种群的平

衡，加剧植物根部病害的发生［&.］。增城试点的结果

表明，稻菜轮作模式有利于减少后作病虫害的发

生［&$］。这可能与土壤放线菌数量大增、真菌数量大

幅度降低有关。本试验结果显示，稻菜轮作模式有

利于提高土壤放线菌数量，减少土壤真菌数量，是突

破作物连作障碍因子的一种有效耕作制度。

)&$) 期 徐培智，等：一季中晚稻的稻菜轮作模式对土壤酶活性及可培养微生物群落的影响





表 ! 不同轮作模式对土壤可培养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 ! ’((&)* +( ,-((&.&/* .+*#*-+/ 010*&20 +/ )3%*3.&, 2-).+$-#% )+223/-*1 0*.3)*3.& -/ 0+-%

地点

!"#$%

处理

&’$(# )

细菌 *(+#$’"(

（ , -./ 012 3 4）

放线菌 5+#"6789+$%

（ , -.: 012 3 4）

真菌 1;64"

（ , -.< 012 3 4）
= > = = > = = > =

博罗 1?0% -/@AB (5 .@:. C0 A@.D E+* F@.D (5 .@GD +0 .@GA +0 B<@/B (5 .@G< E* A@G: E*
*7H;7 ?=0% -/@AB (5 .@G< C*0 A@<F E* F@.D (5 .@DA +0 .@DD +0 B<@/B (5 <@FA E* F@GD E*

=00% -/@AB (5 -@B- +C*0 <@<: E+*0 F@.D (5 -@A/ E* .@GD +0 B<@/B (5 <@GD E* /@/. E*
东莞 1?0% .@DD E+*0 .@:- CI .@G/ +0 -@F- +*0 .@GB CI -@.- C0I -A@:D (5 .@/- +0 <@/D E*0

I7644;(6 ?=0% .@DD E+*0 .@DF +*0 -@-. E* -@F- +*0 .@D< CI -@-G +0 -A@:D (5 <@<G E*0 <@<D 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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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在广东省博罗、东莞和增城老菜地开展不同种

植模式研究表明，不同种植模式完成一个周期后，稻

菜轮作模式明显提高土壤蔗糖酶和酸性磷酸酶活

性，且有效降低土壤过氧化氢酶和多酚氧化酶活性；

有利于提高土壤细菌和放线菌数量，减少土壤真菌

数量；对维持土壤生产能力的可持续性具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

参 考 文 献：

［-］ 吴凤芝，栾非时，王东凯，等 ) 大棚黄瓜连作对根系活力及其根

际土壤酶活性影响的研究［L］)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DD/，FB
（<）：F::MF:G@

N; 1 J，O;(6 1 !，N(64 I P !" #$ % QRR$+#% 7R #K$ +76#"6;7;% +’7ST

S"64 76 #K$ U"#(H"#9 7R ’77# %9%#$8 (6C #K$ $6V98$ (+#"U"#9 "6 #K$ S$’"T

’77# %7"H 7R #K$ SH(%#"+ 4’$$6K7;%$ +;+;8E$’%［L］) L ) W7’#K$(%# 54’"+)

26"U)，-DD/，FB（<）：F::MF:G@
［F］ 李康活 ) 广东农业产业化的几个科技问题探讨［L］) 广东农业

科学，F..A，（F）：A/MAD@

O" P X) I"%+;%%"76 76 %78$ S’7EH$8% 7R %$U$’(H "%%;$% +76+$’6"64 #K$

"6C;%#’"(H"V(#"76 7R (4’"+;H#;’$ "6 Y;(64C764［L］) Y;(64C764 54’"+)

!+" )，F..A，（F）：A/MAD@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土壤理化分析［Z］) 上海：上海

科学技术出版社，-DG-@ /FM-AF@

[6%#"#;#$ 7R !7"H !+"$6+$，0K"6$%$ 5+(C$89 7R !+"$6+$%) 56(H9#"+(H

8$#K7C% 7R %7"H SK9%"+% (6C +K$8"%#’9［Z］) !K(64K("：!K(64K(" !+"T

$6+$ (6C &$+K67H749 \’$%%，-DG-@ /FM-AF@
［A］ 许光辉，郑洪元 ) 土壤微生物分析方法手册［Z］) 北京：农业

出版社，-DG/@ FADMF:-@

>; Y X，JK$64 X ]) Z(6;(H 7R 76 %7"H 8"+’7E"7H74"+(H (6(H9#"+(H

8$#K7C%［Z］) *$"^"64：54’"+;H#’;(H \’$%%，-DG/@ FADMF:-@
［:］ 周礼恺 ) 土壤酶学［Z］) 北京：科学出版社，-DGG@ -./MFF-@

JK7; O P) !7"H $6V987H749［Z］) *$"^"64：!+"$6+$ \’$%%，-DGG@ -./

MFF-@
［/］ 程国华，郭树凡，薛景珍，等 ) 长期施用含氯化肥对土壤酶活性

的影响［L］)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DDA，F:（A）：</.M</:@

0K$64 Y X，Y;7 ! 1，>;$ L J !" #$ % QRR$+# 7R #K$ H764T#$’8 (SSH"+(T

#"76 7R +KH7’"C$T+76#("6"64 R$’#"H"V$’% 76 #K$ (+#"U"#"$% 7R $6V98$% "6 %7"H
［L］) L ) !K$69(64 54’"+) 26"U)，-DDA，F:（A）：</.M</:@

［B］ 孙瑞莲，赵秉强，朱鲁生，等 ) 长期定位施肥对土壤酶活性的影

响及其调控土壤肥力的作用［L］)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F..<，D
（A）：A./MA-.@

!;6 ? O，JK(7 * _，JK; O ! !" #$ % QRR$+#% 7R H764T#$’8 R$’#"H"V(#"76

76 %7"H $6V98$ (+#"U"#"$% (6C "#% ’7H$ "6 (C^;%#"64T+76#’7HH"64 %7"H R$’#"H"T

#9［L］) \H(6# W;#’ ) 1$’# ) !+" )，F..<，D（A）：A./MA-.@
［G］ 徐阳春，沈其荣，冉炜 ) 长期免耕与施用有机肥对土壤微生物

生物量碳、氮、磷的影响［L］) 土壤学报，F..F，<D（-）：GDMD/@

>; ] 0，!K$6 _ ?，?(6 N !" #$ % QRR$+#% 7R V$’7T#"HH(4$ (6C (SSH"+(T

#"76 7R 8(6;’$ 76 %7"H 8"+’7E"(H E"78(%% 0，W (6C \ (R#$’ %"‘#$$6 9$(’%

7R +’7SS"64［L］) 5+#( \$C7H ) !"6)，F..F，<D（-）：GDMD/@
［D］ ?79 !，!"64K L !) 076%$a;$6+$% 7R K(E"#(# K$#$’74$6$"#9 R7’ (U("H(E"H"T

#9 7R 6;#’"$6#% "6 ( C’9 #’7S"+(H R7’$%#［L］) L ) Q+7H )，-DDA，GF：:.<M

:.D@
［-.］ 张丽莉，张玉兰，陈利军，等 ) 稻—麦轮作系统土壤水解酶及

氧化还原酶活性对开放式空气 0bF 浓度增高的响应［L］) 应

用生态学报，F..A，-:（/）：-.-DM-.FA@

JK(64 O O，JK(64 ] O，0K$6 O L !" #$ % ?$%S76%$ 7R %7"H %(++K(’"T

C(%$ (+#"U"#"$% #7 R’$$T("’ +(’E76 C"7‘"C$ $6’"+K8$6#（150Q）;6C$’

’"+$TcK$(# ’7#(#"76［L］) 0K"6) L) 5SSH ) Q+7H )，F..A，-:（/）：-.-D

M-.FA@
［--］ 沈菊培，陈利军 ) 土壤磷酸酶活性对施肥 M种植M耕作制度的

响应［L］) 土壤通报，F..:，</（A）：/FFM/FB@

!K$6 L \，0K$6 O L) ?$%S76%$ 7R %7"H SK7%SK(#(%$ (+#"U"#"$% #7 R$’#"HT

"V(#"76，SH(6#"64(6C #"HH(4$ %9%9#$8%［L］) 0K"6) L) !7"H !+" )，F..:，

</（A）：/FFM/FB@
［-F］ 谢春生，周修冲，姚丽贤 ) 广东省土壤磷素状况及磷肥需求预

测［L］) 土壤肥料，F..<，（-）：-<M-:@

>"$ 0 !，JK7; > 0，](7 O > !" #$ % \K7%SK7’7;% %"#;(#"76 "6 %7"H (6C

C$8(6C S’$C"+#"76 R7’ \ R$’#"H"V$’ 7R Y;(64C764 \’7U"6+$［L］) !7"H%

BFD: 期 徐培智，等：一季中晚稻的稻菜轮作模式对土壤酶活性及可培养微生物群落的影响



!"#$ %，&’’(，（)）：)(*)+,
［)(］ 郑洪元，张德生 % 土壤动态生物化学研究法［-］% 北京：科学

出版社，)./&, )0(*&1+,

23"45 6 7，23845 9 :% ;"<"8#=3 >"$3?@< ?A <?BC @D48>B= EB?=3">F

B<$#D［-］% G"BHB45：:=B"4=" I#"<<，)./&, )0(*&1+,
［)J］ 樊军，郝明德 % 黄土高原旱地轮作与施肥长期定位试验研究

K % 长期轮作与施肥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L］% 植物营养与肥

料学报，&’’(，.（)）：.*)(,

!84 L，68? - 9% :$M@D ?4 C?45F$"#> "NO"#B>"4$ ?A =#?O #?$8$B?4 84@

A"#$BCBP8$B?4 B4 $3" Q?"<< IC8$"8M K % RAA"=$ ?A =#?O #?$8$B?4 84@ =?4$B4MF

?M< OC84$B45 ?4 <?BC "4PD>" 8=$BSB$B"<［L］% IC84$ TM$# % !"#$ % :=B %，

&’’(，.（)）：.*)(,
［)+］ UME"BC"3 V，W#?C"8MF;"48M@ X，IC84$M#"MN :，WM=Y"#$ V% RAA"=$ ?A

<?BC =?>O8=$B?4 ?4 O3?$?<D4$3"<B< 84@ =8#E?4 O8#$B$B?4B45 ZB$3B4 8

>8BP"F<?BC <D<$">［L］% :?BC UBCC % ;"<%，&’’(，0)：)+)*)1)
［)1］ 吴凤芝，孟立君，王学征 % 设施蔬菜轮作和连作土壤酶活性的

研究［L］%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1，)&（J）：++J*++/,

[M ! 2，-"45 Q L，[845 \ 2% :?BC "4PD>" 8=$BSB$B"< B4 S"5"$8EC"

#?$8$B?4 84@ =?4$B4M?M< =#?OOB45 <D<$"> ?A M4@"# :3"@ I#?$"=$B?4［L］%

IC84$ TM$# % !"#$ % :=B %，&’’1，)&（J）：++J*++/,
［)0］ 张淑香，高子勤，刘海玲 % 连作障碍与根际微生态研究 KKK % 土

壤酚酸物质及其生物学效应［L］% 应用生态学报，&’’’，))（+）：

0J)*0JJ,

23845 : \，W8? 2 ]，QBM 6 Q% ^?4$B4M?M< =#?OOB45 ?E<$8=C" 84@

#3BP?<O3"#B= >B=#?"=?C?5D KKK % :?BC O3"4?CB= 8=B@< 84@ $3"B# EB?C?5B=8C

"AA"=$［L］% ^3B4% L% VOOC % R=?C %，&’’’，))（+）：0J)*0JJ,
［)/］ 何光训 % 土壤酚类物质引起植物中毒的植物生理原因［L］% 浙

江林学院学报，)..&，（(）：((.*(JJ,

6" W \% U3" O3D<BF?C?5B=8C =8M<" ?A O3"4?C $?NB=?<B< B4 OC84$［L］% L %

23"HB845 !?# % ^?CC %，)..&，（(）：((.*(JJ,
［).］ 何光训 % 杉木连栽林地土壤酚类物质降解受阻的内外因［L］%

浙江林学院学报，)..+，（J）：J(J*J(0,

6" W \% ;"O#"<<BS" =8M<"< ?A @"5#8@8$B?4 ?4 O3"4?B< A#?> $3" <?BC B4

OM#" =3B4"<" AB# <M=="<<B?4［L］% L % 23"HB845 !?# % ^?CC %，)..+，（J）：

J(J*J(0,
［&’］ 褚海燕，曹志洪，谢祖彬，等 % 镧对红壤微生物碳、氮及呼吸强

度的影响［L］% 中国稀土学报，&’’)，).（&）：)+/*)1’,

^3M 6 7，̂ 8? 2 6，\B" 2 G !" #$ % RAA"=$< ?A C84$384M> ?4 >B=#?EB8C

EB?>8<< =8#E?4，4B$#?5"4 84@ #"<OB#8$B?4 B4 #"@ <?BC［L］% L % ^3B4%

;8#" R8#$3 :?=%，&’’)，).（&）：)+/*)1’,
［&)］ 袁玲，杨邦俊，郑兰君，等 % 长期施肥对土壤酶活性和氮磷养

分的影响［L］%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0，(（J）：(’’*(’1,

7M84 Q，7845 G G，23"45 Q L !" #$ % RAA"=$< ?A C?45F$"#> A"#$BCBP8$B?4

?4 "4PD>8$B= 8=$BSB$B"< 84@ $#84<A?#>8$B?4 ?A 4B$#?5"4 84@ O3?<O3?#M<

B4 <?BC［L］% IC84$ TM$# % !"#$ % :=B %，)..0，(（J）：(’’*(’1,
［&&］ 蒋和，翁文钰，林增泉 % 施肥十年后的水稻土微生物学特性和

酶活性的研究［L］% 土壤通报，)..’，&)（1）：&1+*&1/,

LB845 6，["45 [ 7，QB4 2 ] !" #$ % -B=#?EB?C?5B=8C O#?O"#$B"< 84@

"4PD>" 8=$BSB$B"< ?A O8@@D <?BC 8A$"# $"4 D"8#< ?A A"#$BCBP8$B?4［L］% ^3B4%

L% :?BC :=B %，)..’，&)（1）：&1+*&1/,
［&(］ 任祖淦，陈玉水，唐福钦，等 % 有机无机肥料配施对土壤微生

物和酶活性的影响［L］%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1，&（(）：&0.

*&/(,

;"4 2 W，^3"4 7 :，U845 ! ] !" #$ % RAA"=$ ?A B4?#584B= A"#$BCBP"#

=?>EB4"@ ZB$3 ?#584B= >84M#" ?4 $3" >B=#?AC?#8 84@ "4PD>" 8=$BSB$B"<

B4 O8@@D <?BC［L］% IC84$ TM$# % !"#$ % :=B %，)..1，&（(）：&0.*&/(,
［&J］ 张为政，祝廷成，张镇媛，等 % 作物茬口对土壤酶活性和微生

物的影响［L］% 土壤肥料，)..(，（+）：)&*)J,

23845 [ 2，23M U ^，23845 2 7 !" #$ % RAA"=$< ?A =#?O <$MEEC" ?4

<?BC "4PD>" 8=$BSB$B"< 84@ >B=#?E"<［L］% :?B< !"#$ %，)..(，（+）：)&*

)J,
［&+］ 姜钰，董怀玉，徐秀德，等 % 放线菌在植病生防中的研究进展

［L］% 杂粮作物，&’’+，（+）：(&.*((),

LB845 7，9?45 6 7，\M \ 9 !" #$ % I#?5#"<< ?4 $3" #"<"8#=3 ?A 8=$BF

4?>D="$"< B4 EB?=?4$#?C ?A OC84$ @B<"8<"［L］% ;8B4 !"@ ^#?O<，&’’+，

（+）：(&.*((),
［&1］ 张华勇，尹睿，黄锦法，等 % 稻麦轮作田改为菜地后生化指标

的变化［L］% 土壤，&’’+，(0（&）：)/&*)/1,

23845 6 7，7B4 ;，6M845 L ! !" #$ % ^3845"< B4 <?BC EB?=3">B=8C

O#?O"#$B"< =8M<"@ ED =#?OOB45 <D<$"> 8C$"#8$B?4 A#?> #B="FZ3"8$ #?$8F

$B?4 $? S"5"$8EC" =MC$BS8$B?4［L］% :?BC<，&’’+，(0（&）：)/&*)/1,
［&0］ 尹睿，张华勇，黄锦法，等 % 保护地菜田与稻麦轮作田土壤微

生物学特征的比较［L］%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J，)’（)）：+0

*1&,

7B4 ;，23845 6 7，6M845 L ! !" #$ % ^?>O8#B<?4 ?A >B=#?EB?C?5B=8C

O#?O"#$B"< E"$Z""4 <?BC< ?A #B="FZ3"8$ #?$8$B?4 84@ S"5"$8EC" =MC$BS8F

$B?4［L］% IC84$ TM$# % !"#$ % :=B %，&’’J，)’（)）：+0*1&,
［&/］ 李彩华，靳学慧，台莲梅 % 不同农业措施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L］%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J）：()*(J,

QB ^ 6，LB4 \ 6，U8B Q -% RAA"=$< ?A @BAA"#"4$ 85#B=MC$M#8C >8485"F

>"4$ >"$3?@< ?4 <?BC >B=#??#584B<> O?OMC8$B?4 B4 C?45F$"#> 84@

OC8="FABNB45［L］% L % 6"BC?45HB845 VM5M<$ !B#<$ Q84@ ;"=C8>% _4BS%，

&’’+，（J）：()*(J,
［&.］ 李茂禾，陈桂明，何成敏，等 %“)&( 种植模式”在增城市的示范

应用效果［L］% 广东农业科学，&’’1，（1）：1*0,

QB - 6，^3"4 W -，6" ^ - !" #$ % VOOCB=8$B?4 "AA"=$ ?4 @">?4<$#8F

$B?4 ?A“)&( A8#>B45 O8$$"#4”B4 2"45=3"45［L］% WM845@?45 V5#B=%

:=B %，&’’1，（1）：1*0,

/&. 植 物 营 养 与 肥 料 学 报 )J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