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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全膜覆盖种植模式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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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旱地不同覆膜种植模式对土壤水解酶和氧化还原酶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常规覆膜种植模式

相比，２种全膜覆盖种植模式可明显提高土壤水解酶和氧化还原酶活性。水解酶活性基本呈随土层的增加而降低
的变化趋势，而氧化还原酶活性则基本呈随土层的增加而增加的变化趋势。蔗糖酶活性与脲酶、碱性磷酸酶活性

间在α＝００５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而碱性磷酸酶活性与硝酸还原酶活性间则在α＝００１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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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作措施改革是农业结构调整的动力，是效益
农业的主要技术支撑。不同的耕作措施营造了不

同的土壤环境，从而影响着土壤酶活性［１－３］。土壤

酶是土壤生态系统的一种良好的感应器，能够及

时、准确地反映土壤生化变化，预示土壤肥力和土

壤健康状况［４］。苗琳等［３］研究表明免耕地膜覆盖

可明显增加表层土壤酶活性；时向东等［５］研究表明

膜覆盖可提高烟草根际土壤过氧化氢酶、脲酶和蔗

糖酶活性。全膜覆盖可以明显提高土壤水分，起到

保墒的作用［６－７］。目前，有关全膜覆盖对土壤酶活

性影响的研究还较少。笔者就３种不同覆膜种植模
式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试图从土壤

生化角度揭示全膜覆盖的环境效应，为其进一步推

广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设置
试验地点位于甘肃省甘谷县西坪乡石

"

村。

试区属中温带半干旱区，海拔 １４５０ｍ，年均气温
８４℃，年均降水量４００９ｍｍ。土壤为典型的黄绵
土，土质绵软，土层深厚，质地均匀。０～３０ｃｍ深度
土壤容重为１１６ｇ·ｃｍ－３，凋萎含水率７３ｇ·ｋｇ－１，

饱和含水率２１９ｇ·ｋｇ－１。主要理化性质见表１。
试验设常规覆膜种植模式（Ａ）、全膜覆盖双垄

沟播“一膜用两年”种植模式（Ｂ）和全膜覆盖双垄
沟播“一膜用一年”种植模式（Ｃ）３个处理（图１），
采用玉米（Ｚｅａｍａｙｓ）／马铃薯（Ｓｏｌａｎｕｍ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轮作，每个处理３次重复，共９个小区，小区面积３６
ｍ２。所有处理均进行整地，玉米全生育期施 Ｎ１５０
ｋｇ·ｈｍ－２，Ｐ２Ｏ５１２０ｋｇ·ｈｍ

－２；马铃薯全生育期施

Ｎ１１０ｋｇ·ｈｍ－２，Ｐ２Ｏ５３２ｋｇ·ｈｍ
－２，Ｋ２Ｏ１９５ｋｇ·

ｈｍ－２。玉米品种为豫玉 ２２号，密度 ４８万株·
ｈｍ－２；马铃薯品种为陇薯 ３号，密度 ５４万株·
ｈｍ－２。田间管理同大田。

（１）模式 Ａ：在种植玉米和马铃薯前均更新地
膜，采用宽９０ｃｍ的薄膜半地面覆盖，带宽３５ｃｍ，垄
宽７０ｃｍ，在垄面按“品”字型点种。

（２）模式 Ｂ：小垄宽４０ｃｍ，垄高１５～２０ｃｍ；大
垄宽７０ｃｍ，垄高１０～１５ｃｍ；采用宽１２０ｃｍ的薄膜
全地面覆盖。采用起垄覆膜机起垄覆膜，膜与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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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留空隙，相接处用土压住地膜，每隔２ｍ压土腰
带，并在垄沟内按株距打孔集雨蓄水。在垄沟按

“品”字型点种玉米。在上年玉米收获后，将秸秆割

倒，覆盖在地膜上，保护地膜。第２年播种前将秸秆
运出，并清扫残留在膜面和垄沟内的枯枝茎叶，用

地外的细土将破损的地膜开口处封好。在垄面按

“品”字型点种马铃薯。

（３）模式Ｃ：与模式Ｂ覆膜方式相同，不同之处
是在种植玉米和马铃薯前均更新地膜。

表１　供试土壤基本化学性质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ｉｌｔｅｓｔｅｄ

土层深度／
ｃｍ ｐＨ值

ｗ／（ｇ·ｋｇ－１）
有机质 全氮 全磷 全钾

ｗ／（ｍｇ·ｋｇ－１）
速效氮 速效磷 速效钾

０～５ ８３２ １２６７ ０７９ ０８１ １８６３ １４４３ １３４８ １９８２３
＞５～１０ ８３６ １２６３ ０７７ ０８４ １８４７ １４１１ １１７２ ２０１１４
＞１０～３０ ８３２ １１５１ ０７０ ０８０ １８２７ １３６２ ４６６ １９２３５

图１　不同覆膜种植模式示意
Ｆｉｇ．１　Ｆｉｌｍ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１２　测定指标与测定方法
于玉米收获后（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６日）采取土样，

用“Ｓ”形取样法分别采取０～５、＞５～１０、＞１０～３０
ｃｍ土层土样混合均匀后装入塑料袋，带回实验室，
风干过筛。指标测定方法［８－９］如下：过氧化氢酶活

性测定采用高锰酸钾滴定法，以０５ｈ后１ｇ土壤消
耗的 ０００２ｍｏｌ·Ｌ－１高锰酸钾体积表示（ｍＬ·
ｇ－１）；碱性磷酸酶活性测定采用磷酸苯二钠比色
法，以２４ｈ后１ｇ土壤中产生的酚质量表示（ｍｇ·
ｇ－１）；蔗糖酶活性测定采用３，５ 二硝基水杨酸比色

法，以２４ｈ后 １ｇ土壤中产生的葡萄糖质量表示
（ｍｇ·ｇ－１）；脲酶活性测定采用靛酚蓝比色法，以３
ｈ后 １ｇ土壤中生成的 ＮＨ＋４Ｎ质量表示（ｍｇ·
ｇ－１）；多酚氧化酶活性测定采用邻苯三酚比色法，
以１２ｈ后１ｋｇ土壤中生成的焦性没食子酸质量表
示（ｍｇ·ｋｇ－１）；硝酸还原酶活性测定采用饱和铝钾
矾比色法，以２４ｈ后１ｇ土壤中生成的亚硝酸质量
表示（μｇ·ｇ－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覆膜种植模式对土壤水解酶活性的影响
水解酶是为数极多的一类酶，它参与土壤中有

机质的转化，能将高分子化合物水解成能为植物和

微生物利用的营养物质。因此，研究土壤水解酶类

对了解土壤生物动力学和土壤肥力有着重要意义。

由表２可知，各土层全膜覆盖种植模式对脲酶
活性有明显的提高作用，但存在一定差异。在０～５
ｃｍ土层，与模式Ａ相比，模式Ｂ和Ｃ土壤脲酶活性
分别增加 １２１５％和 ２５６３％，各处理间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５～１０ｃｍ土层，模式 Ｂ和 Ｃ土壤脲
酶活性比模式Ａ分别增加７２２％和８６３７％，各处
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１０～３０ｃｍ土层，模式
Ｂ和Ｃ土壤脲酶活性显著高于模式Ａ（Ｐ＜００５）。

不同覆膜种植模式土壤蔗糖酶活性发生明显

变化。在０～５、＞５～１０和 ＞１０～３０ｃｍ土层，模式
Ｃ土壤蔗糖酶活性均显著高于模式 Ａ，分别增加
３６６７％、４６０１％和５５２６％；模式Ｂ土壤蔗糖酶活
性比模式 Ａ分别增加 ３４４４％、４１７２％和 ５３５１
％。模式Ａ土壤蔗糖酶活性分别与模式 Ｃ和模式
Ｂ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而模式 Ｃ与模式 Ｂ间差
异不显著。

全膜覆盖可明显增加各土层土壤碱性磷酸酶

活性，基本上表现为模式Ｂ最高，模式 Ｃ次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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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最低。在０～５和 ＞５～１０ｃｍ土层，模式 Ｂ土壤
碱性磷酸酶活性比模式 Ｃ分别提高 １２９７％和
２２８４％，比模式Ａ分别提高１６４８％和２５９１％，模
式 Ｂ分别与模式 Ａ和模式 Ｃ间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

表２　不同覆膜种植模式对土壤水解酶活性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ｉｌｍ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ｏｎｓｏｉｌ
ｈｙｄｒｏｌ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土层深度／
ｃｍ

种植

模式

脲酶活性／
（ｍｇ·ｇ－１）

蔗糖酶活性／
（ｍｇ·ｇ－１）

碱性磷酸酶活性／
（ｍｇ·ｇ－１）

０～５ Ａ ２２５５±０８０ｃ １８０±０１４ｂ ４８６７±０９７ｂ

Ｂ ２５２９±０２２ｂ ２４２±００７ａ ５６６９±１０２ａ

Ｃ ２８３３±０５９ａ ２４６±０００ａ ５０１８±１１９ｂ

＞５～１０ Ａ １９８１±０４１ｃ １６３±０１７ｂ ３９２１±０３９ｂ

Ｂ ２１２４±０２２ｂ ２３１±００７ａ ４９３７±１２０ａ

Ｃ ３６９２±０６６ａ ２３８±００５ａ ４０１９±０８５ｂ

＞１０～３０ Ａ １６１４±０４５ｂ １１４±００８ｂ ３２６３±０７６ａ

Ｂ １８９６±０３４ａ １７５±００３ａ ３５４７±１１３ａ

Ｃ ２０２６±０８１ａ １７７±００３ａ ２９７４±０６４ｂａ

同一土层同列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种植模式间某指标差异

显著（Ｐ＜００５）。Ａ为常规覆膜；Ｂ为全膜覆盖双垄沟播“一膜用

两年”；Ｃ为全膜覆盖双垄沟播“一膜用一年”。

２２　不同膜覆盖种植模式对土壤氧化还原酶活性
的影响

　　在土壤物质和能量转化中，氧化还原酶类占有
重要地位，对土壤氧化还原酶类的研究将有助于对

土壤发生和土壤肥力实质等问题的了解。过氧化

氢酶活性表征土壤腐殖化强度大小和有机质的积

累程度。多酚氧化酶是表征土壤腐殖化程度的专

性酶，硝酸还原酶活性可反映土壤氮素转化中脱氮

作用的强度及土壤氮素的损失状况。

由表３可知，在０～５ｃｍ土层，模式Ｂ土壤过氧
化氢酶、多酚氧化酶和硝酸还原酶活性最高，分别

是模式 Ａ和 Ｃ的１０２和１０２、１４５和１２９、１３５
和１０９倍。在＞５～１０ｃｍ土层，模式 Ｂ和 Ｃ的土
壤多酚氧化酶和硝酸还原酶活性均高于模式Ａ。在
＞１０～３０ｃｍ土层，模式 Ｃ土壤多酚氧化酶和硝酸
还原酶活性高于模式Ａ和Ｂ。上述结果表明全膜覆
盖可明显增加土壤过氧化氢酶、多酚氧化酶和硝酸

还原酶活性。

２３　土壤酶活性的垂直变化
由表２～３可知，３种覆膜种植模式土壤脲酶、

蔗糖酶、碱性磷酸酶活性在０～３０ｃｍ土层基本呈随
土层深度增加而降低的变化趋势；土壤过氧化氢

酶、多酚氧化酶、硝酸还原酶活性在０～３０ｃｍ土层
基本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增加。

表３　不同覆膜种植模式对土壤氧化还原酶活性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ｉｌｍ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ｏｎｓｏｉｌ
ｏｘｉｄｏｒｅｄｕｔ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土层深度／
ｃｍ

种植

模式

过氧化氢酶活性／
（ｍＬ·ｇ－１）

多酚氧化酶活性／
（ｍｇ·ｋｇ－１）

硝酸还原酶活性／
（μｇ·ｇ－１）

０～５ Ａ ８４５±０１３ｂ ３２６０±１０５ｂ ３２７±０８０ｂ

Ｂ ８６６±００４ａ ４７３６±８７ａ ４４０±０８１ａ

Ｃ ８４８±００５ｂ ３６８３±１０９ｂ ４０４±０４６ａ

＞５～１０ Ａ ８５３±００２ｂ ３６０３±６８ｃ ４０８±０５９ｂ

Ｂ ８７６±００３ａ ４６３２±６９ａ ４４８±０６２ａ

Ｃ ８５１±００４ｂ ４１５７±５９ｂ ４７９±０５７ａ

＞１０～３０ Ａ ８６２±００５ｂ ３８５３±５９ｃ ７７９±０６７ｂ

Ｂ ８８４±００２ａ ４３０３±９９ｂ ７６８±０５３ｂ

Ｃ ８５６±００５ｂ ５０６５±６４ａ ８９６±０８３ａ

同一土层同列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种植模式间某指标差异

显著（Ｐ＜００５）。Ａ为常规覆膜；Ｂ为全膜覆盖双垄沟播“一膜用

两年”；Ｃ为全膜覆盖双垄沟播“一膜用一年”。

２４　土壤酶活性间的相关性
土壤是个多酶体系，各种酶促反应既是专性

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各种酶在同一土壤环境条件

下必然相互影响，了解其间的内在关系对通过耕作

措施调控各种酶活性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由

表４可知，各土壤水解酶活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土
壤水解酶活性与氧化还原酶活性间基本上呈负相

关关系。蔗糖酶活性与脲酶、碱性磷酸酶活性间在

α＝００５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ｒ分别为 ０６８８和
０７２０；碱性磷酸酶活性与硝酸还原酶活性间在 α＝
００１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ｒ为－０８１８。

表４　土壤酶活性间的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ａｍｏｎｇｓｏｉｌｅｎｚｙｍｅｓｉｎ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

土壤酶活性 蔗糖酶
碱性

磷酸酶

过氧

化氢酶

多酚

氧化酶

硝酸

还原酶

脲酶 ０６８８ ０４１６ ０４６３ －０２１９ －０４２８
蔗糖酶 １ ０７２０ ００４６ ０２５９ －０５４６

碱性磷酸酶 １ －００８３ －０１２６ －０８１８

过氧化氢酶 １ ０５５０ ０４０７
多酚氧化酶 １ ０５２３

和分别表示在α＝００５和α＝００１水平上相关显著。

３　讨论

全膜覆盖可明显增加土壤贮水量，提高土壤水

分利用率［６］，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有助于植物根系

生长，促进土壤微生物的繁殖［１０］，使更多的酶进入

土壤。土壤表层积累了腐殖质，有机质含量高，有

充分的营养源供微生物生长，因而使得表层土壤水

解酶活性较高。全膜覆盖双垄沟播“一膜用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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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土壤扰动次数，为土

壤微生物的生长与繁殖提供了稳定的生存环境，从

而增强土壤酶活性。

土壤酶活性反映了土壤中各种生物化学过程

的动向和强度，各种酶在土壤中的积累是土壤微生

物、植物枯落物、动物残体、根系的生命活动综合作

用的结果。同时，土壤酶活性与土壤 ｐＨ值，有机
质、全氮、速效氮、速效磷含量等土壤肥力指标之间

均呈显著相关性［１１－１２］。因此，酶活性可以作为评价

土壤肥力的指标。

４　结论

（１）全膜覆盖种植模式可明显增加土壤脲酶、
蔗糖酶、碱性磷酸酶、过氧化氢酶、多酚氧化酶和硝

酸还原酶活性。

（２）３种覆膜种植模式的土壤水解酶活性基本
呈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降低的变化趋势；而氧化还

原酶活性则基本呈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增加的变

化趋势。

（３）脲酶、蔗糖酶和碱性磷酸酶活性之间呈正
相关，土壤水解酶活性与氧化还原酶活性间基本呈

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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