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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耕作措施对夏玉米土壤结构和养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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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 (""( . (""* 年夏玉米田间试验研究了不同耕作措施对土壤结构和养分的影响$ 结果表明!耕作

后 /( 容重减少较多#(""* 年 % 月份各个坡度秸秆下 /( 的 " . !" 01%!! . (" 01 两土层的平均容重比对照分别降低

!*,*%2和 !*,3!2#(""* 年 % 月份各个坡度秸秆下 /( 的 " . !" 01 土层的平均土壤固相率比对照降低 !*,*42" 平均

土壤液相和气相的比例提高了 !%,5(2和 !",&32#耕作后 /( 的土壤养分增加也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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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膜和秸秆覆盖是一项有效的农业增产措施$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地膜和秸秆覆盖对某些土壤

结构和养分的影响" 为良好的耕作措施的推广应用

提供依据$

! 试验设计

试验设在云南农业大学试验农场" 海拔 ! %""
1"土壤为一般酸性红壤"肥力中等$ 供试玉米品种

为滇丰 3 号"试验设 * 个坡度!*]%!"]和 (5]"分别在

* 个坡度上按随机区组排列"* 次重复$ 每个坡度分

!" 个小区"分属 3 个处理$ 其中处理 7%/%H 重复 *
次"处理 ^ 重复 ! 次"设对照处理+H_-$ *]和 !"]小

区面积 * 1‘4 1"(5]小区面积 !,( 1‘& 1$ 在每个小

区下端设有一个体积约 ! 1* 的混凝土蓄水池" 内置

收稿日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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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为 !(" 8 的 塑 料 水 桶 收 集 因 降 雨 而 产 生 的 径

流"用以测定水土侵蚀量$ 3 种处理设计如下!
7!沿等高线d薄膜覆盖d开沟种植#
/!沿等高线d薄膜覆盖d秸秆覆盖d开沟种植#
H!沿等高线d薄膜覆盖d打塘种植#
^!无任何覆盖的顺坡打塘种植$

( 测定项目与方法

?@A 土壤容重

用环刀法于苗期+播后 ! 周-和成熟期+收获前 !
周-各测定 ! 次$ 每个坡度每个处理测定一个小区"
每个小区测定 * 个点" 分取耕层 " . !" 01%!! . ("
01 的土壤"在实验室先吸水至饱和"再烘干测取$各

个指标按下列公式计算!
土壤干重+=-e烘干土样重

土壤容重+= f 01*-e烘干土样重 f 环刀容积

土壤固相体积+2-e!""2‘土壤容重 f 土壤比重

玉 米 科 学 (""#@!*&*’!%!.%* g;?N<CS ;R hCDEM 60DM<0MK



毛管水含量!"#$环刀湿样重%环刀干样重

土壤气体体积&’#$())%土壤固相体积&’#%液相

体积&’#
其中土壤比重为 *+,- " . /01!

!"! 土样分析

玉米耕作前和收获后" 各个小区按 2 型分 ,
点"用取土刀垂直取 ) 3 *) /0 耕作层土壤"然后混

合成一份土样! 取土位置 4 处理和 5 处理为地膜

下"6 处 理 为 露 地"7 处 理 为 小 麦 秸 秆 下 和 地 膜 下

() 个点的混合土样!
采样后自然风干土样" 然后用常规方法测定下

列肥力指标#
用重铬酸钾容量法$$$外加热法测定土壤有机

质 含 量% 用 半 微 量 凯 氏 定 氮 法 测 定 土 壤 全 氮 %用

89:; 熔融%钼锑抗比色法测定全磷% 用 89:; 熔

融& 火焰光度法测定全钾% 用碱解扩散法测定碱解

氮%用 )+, 0<= . > 89;5:1 法测定速效磷%用 8;?:45
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速效钾的含量%用 @; 计测定

@; 值’

1 结果与分析

#"$ 不同处理对土壤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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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知" 各个处理间的土壤结构差异都达

到了极显著水平%耕作后 1 个坡度秸秆下 7* 的平均

容 重 减 少 较 多 且 数 值 较 小" 其 中 与 对 照 6 相 比"
*))1 年 A 月份 ) 3 () /0&(( 3 *) /0 两土层比 B 月

份平均降低 )+))) ( " . /01%*))1 年 A 月份各个坡度

秸秆下 7* 的 ) 3 () /0&(( 3 *) /0 两土层的平均容

重比对照分别降低 (1+1A’和 (1+?(’%另外"秸秆下

7* 改善了土壤固液气三相比" 即降低了土壤固相

率"提高了土壤液相和气相的比例"如 *))1 年 A 月

份各个坡度秸秆下 7* 的 ) 3 () /0 土层的平均土壤

固相率比对照降低 (1+1-’"土壤液相和气相的比例

提高了 (A+C*’和 ()+B?’! 以上结果是因为覆盖能

降低雨滴对土壤表层的打击"防止土壤板结"有助于

活化土壤" 覆盖后的田间环境更适于土壤微生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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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而土体内有效空隙增加!土壤容量降低!尤其

是采用秸秆覆盖田面可以使土壤表层保持较松散状

态" !""# 年 $ 月份各个坡度秸秆下 %! 的 " & ’" ()
土层的平均土壤固相率比膜下 %’#* 和 + 分别降低

#,-./#.,".0和 ’",$#0! 土壤液相比例分别提高了

1,"20#$,3#0和 ’3,#.0! 土壤气相比例分别提高了

!,"10#-,!0和 .,1.0"
从两年的结果中还可以看出!随土壤深度增加!

土壤容重增大! 是因为上层土壤经常因除草等而受

到松动" !""# 年 - 月份比 !""! 年 $ 月份各处理容

重要大!是因为玉米收获后有半年多的休闲期!期间

无覆盖!再加上雨滴对土壤表层的拍打夯实等所致"
!"# 不同处理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地膜覆盖后!由于地温升高!含水量增加!有利

于土壤微生物的活动!土壤中细菌#放线菌及好气性

固氮菌的数量和活力明显高于露地"据测定!相同面

积 真 菌 数 比 对 照 增 加 3$,!0! 细 菌 数 比 对 照 增 加

1"0!放线菌数增加 ’.,10!总菌数增加 3#,320!这

就有利于土壤中各种有机物和其它养分的分解和利

用!提高肥料的利用效率!促进作物生长发育" 本试

验测定!!""# 年收获后覆膜的 # 个处理 4%#*#+5" 6
!" () 土壤耕作层的土壤速效钾比 !""! 年种植前

露地处理 7 分别增加 -1,3.0#3.,$.0和 !1,$30!全

磷分别增加 2’,3#0#32,-!0和 ##,##0!全钾分别增

加 1-,20###,#0和 .,#0! 全 氮 分 别 增 加 3-,1$0#
#’,.!0和 ’$,#!0!89 值分别增加 ’.,-0#’#,’!0和

.,320!速效氮分别增加 $",.-0#-$,1$0和 1’,#!0!
有机质分别增加 ’"-,’20#-$,’30和 !3,-$0! 速效

磷分别增加 .’,"30#-’,"#0和 3$,#$0"
覆盖农田的秸秆! 在未充分腐烂前具有减少水

分蒸发的保墒作用!腐烂翻入土壤后!又具有培肥地

力的作用" 据测定!连续覆盖两年的农田!!""# 年收

获后:秸秆覆盖的 % 处理;" & !" () 土壤耕作层的土

壤速效钾比 !""! 年种植前不覆盖养分处理4*#+#
对照 7;分别增加 !.,-20#1-,-#0和 -1,3.0!全磷分

别增加 ##,##0#!.,120和 2’,3#0! 全钾分 别 增 加

!20 #33,-0 和 1-,20 ! 全 氮 分 别 增 加 ’$,330 #
#!,$$0和 3-,1$0!89 值分别增加 1,2.0#’",1#0和

’,2’0!速效氮分别增加 ##,!-0#1!,-10和 $",.-0!
有机质分别增加 !.,3-0#22,--0和 ’"-,’20! 速效

磷分别增加 3-,3-0#-’,"10和 .’,"30" 云南的红壤

一般为贫瘠的酸性土壤! 故 89 值增加意味着地力

培肥"

3 小 结

地膜加秸秆覆盖一方面缓冲了风吹雨打等对土

壤结构的破坏作用$ 另一方面又减少了土壤水分蒸

发量!从而改善了土壤的物理性状!提高了土壤含水

量!降低了土壤容重" 因此!地膜覆盖和秸秆覆盖可

以起到保墒抗旱#改善土壤物理性状的作用!对玉米

根系特别是后期根系活力的保持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环境"
地膜加秸秆覆盖4处理 %;形成了良好的温湿条

件! 使秸秆在 2#. 月份玉米旺盛生长时就已基本分

解!从而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和有效养分含量!比只有

地膜覆盖的处理 *#+ 效果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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