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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通过对三种退化程度不同的草地土壤农化性状与微生物区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草地退

化后，其土壤肥力水平、土壤微生物数量和微生物种类有随退化程度增高而下降（减少）的趋

势，退化草地存在不同程度的营养元素比例失调，表现为少氮、缺磷、富钾和高有机质含量，且

退化程度接近的草地间，在土壤微生物区系和农化性状有部分类似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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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我国已有 1／3草地发生沙化 ，且每年草地退化面积约有 66.7万公顷‘l】。素

称全 国五大牧 区之一的川西北牧区，目前退化草地面积 已占可利用草地面积 的 30%，牧

草产量下降 50%【2】，严重地影响着 当地畜牧业的发展。

    进行退化草地土壤微生物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 ，可探寻草地退化后其分解者亚系统

的变动规律和活动状况 ，其研究成果可为更新复壮和改 良退化草地提供土壤微生物学方

面的理论依据 ，因而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 国内，廖仰南等 (1988)‘列和张桂枝等

(1990)‘41曾对锡林河流域退化草地土壤酶活性和土壤微生物生物量进行研究 ，本文则主

‘要报道退化草地土壤微生物区系等方面的研究结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土样采集

    研究用的退化草地有三种，即轻度退化的小嵩草草甸 (Kobresia pygmaea meadow)，中度退化的金

露梅灌丛草地 (Dasiphora fruticosa shrub)，重度退化的华羊茅草地 (Festuca sinensis grassland)。土类

为亚高山草甸土。采样地点为四川省若尔盖县草原站附近和打更沟牧场。采样方法有多点混合取样法

和土壤剖面取样法，各样点为3次重复，土样分别装入无菌试管或灭菌牛皮纸袋，冰箱0-4℃保存。

1.2 土壤农化性状分析1）

    土壤含水量测定采用烘干法，pH值采用酸度计法，全氮含量用半微量凯氏定氮法，全磷(P)含量用

钼锑抗法，全钾(K)含量用火焰光度法，有机质用重铬酸钾法。

1.3 土壤微生物计数

1)由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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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稀释平板法【5'6】，每种稀释度三次重复。细菌用牛肉膏蛋白胨琼脂，真菌用马丁氏孟加拉红琼

    脂。

  一1.4 土壤微生物区系鉴定l7-11,141

    结合微生物计数进行分离，同时记录分离菌落的来源，稀释度、相似菌落特征的数目等，以便进行数

    量分析。纯化采用多次划线分离法，得到纯培养后按常规方法鉴定到属。

    2 结果与讨论

    2.1 退化草地土壤农化性状

    表 1表明，三种退化草地 的 6种农化性状基本上遵循随土壤深度的增加其含量减少

  的趋势。土壤氮、有机质的含量表现为小嵩草草甸草地 >金露梅灌丛草地 >中华羊茅草

  地。据 四川省若尔盖县土壤普查资料，亚高山草甸土壤有机质含量一般为 95.Og／蚝，但

  本研究 中三种草地有机质含量都低于 95.Og／kg，相对而言，轻度退化的小嵩草草甸草地

  表土层有机质含量为 92.8g／kg，基本上达到一般水平，而退化程度较高 的其它两种草地

  表土层有机质含量分别为 66.8和 33.Og／kg，仅为一般水平 的 70.3%和 34.7%：由于土

  壤有机质和氮含量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 ，因此，由本结果可以看出，在草地退化后，其土

  壤肥力也 随之降低，且降低的多少与草地退化程度有明显相关的趋势。

  ．  对营养元素 比例进行分析发现，有机质与氮、磷、钾和 N／P有 随土层增深而减少 的

  特点 ，而 K／N 和 K／P却 随土层增深而增大 ，这说明三种退化草地土壤营养元素 比例

  也有明显 的垂直分布规律。由表 2可见 ，有机质含量与氮、磷、钾含量 的比例均有随草地

  退化程度增高而降低的特点，表现为小嵩草草甸草地 >金露梅灌丛草地 >中华羊茅草

  地 ，而 K／N、K／P则相反 ，这说 明草地退化后其土壤营养元素比例也有一定规律性 的

  变化。三种退化草地土壤营养元素 比例失调，相对于有机质含量而言，有 “少氮、缺磷、富

  钾、高有机质”的特点，这与刁治明等 (1989)n2】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2.2 土壤微生物数量的垂直分布

    表 1结果表明，退化草地土壤微生物总数和细菌数量等也有明显的垂直分布规律 ，即

  表层土壤微生物数量最多，随土层增深而减少，这与非退化草地的土壤微生物垂直分布规

  律一致[13]；在三种退化草地 中，微生物总数和细菌数量表现为小嵩草草甸草地 >金露梅

  灌丛草地 >中华羊茅草地，即有随退化程度增高，土壤微生物总数和细菌数量减小的趋

  势。另外，在三大类微生物数量上，细菌 占绝对优势 ，真菌和放线菌居其次，且数量都相对

  较少。

  2.3 退化草地土壤农化性状与微生物数量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表明了退化草地土壤微生物数量与土壤氮、有机质含量的相关性有随退化

  程度增高而增大的特点，即相关系数为中华羊茅草地 >金露梅灌丛草地 >小嵩草草甸草

  地，而这一结果与三种退化草地的土壤氮、有机质含量大小相反 （表 3）。

    中华羊茅草地土壤微生物数量与土壤氮、有机质含量的相关性达到显著或极显著水

  平，金露梅灌丛草地的细菌和微生物总数与土壤氮、有机质和磷含量呈显著或极显著相

  关，而小嵩草草甸草地土壤微生物总数和细菌数量与磷、钾含量和土壤含水量显著相关，



    表 1 不同退化草地土壤农化性质与微生物数量

    Table l  The agrochebical properties and microorganisms in the soils of diffreent degraded grasslands

    (×l06  cells／gdry sojD



    表2 退化草地不同土层营养元素比例

Table 2  The percentages of nutritional elements in different soillayers ofdegraded grasslands

    表3 土壤农化性状与微生物数量的相关性

Table 3  Correlations between soil agr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soil microorganisms

  *   n= 4, r = 0.950, p< 0.05; r = 0.990, p< 0.01.

*丰   n = 5, r= 0.878, p< 0.05; r = 0.959, p< 0.01.



    表4 退化草地土壤微生物属及其数量

Table 4 The microorganism genera and their numbers in the soils of degraded grasslands

    (×l04cells／gdry soil)



    表5 不同退化草地土壤微生物优势菌属

  Table 5  Predominant genera ofsoil microorganisms in different degraded grasslands



但与氮、有机质含量未达相关显著水平，这说明退化草地由于退化程度不同，其土壤微生

物数量与土壤农化性状的相关性也不一致（表 3）。

2.4 退化草地的土壤微生物区系

    川西北草地由于特殊生态环境的作用，其土壤微生物区系会与其他生态环境的有所

不同。表 4结果表明，三种退化草地土壤微生物区系有较大差异，表现为随退化程度增高

土壤微生物种类减少。轻度退化的小嵩草草甸草地共鉴定出 31个属，中度退化的金露梅

灌丛草地有 27属，而重度退化的中华羊茅草地为、26属。若按各属微生物数量及所 占百

分率来考察优势菌属 （表 5），则轻度退化 的草地与其他两种退化程度较高的草地有较大

差异，而退化程度接近的两种草地中优势菌属类似。如小嵩草草甸草地与金露梅灌丛草

地二者在退化程度上较为接近，其优势细菌属也基本一致 ，但又 由于退化程度有一定差

异，其优势真菌属和放线菌属的差异也明显。比较明显的差异还表现在优势菌属的数量

百分 比上 ，如芽孢杆菌属 (Bacillus)都为三种退化草地的第一优势细菌属，其所 占细菌总

数 的百分 比分别为 68.38、36:82、73.36% （表 5）；链霉菌属各种类群在三种退化草地 中也

有 明显差异 （表 6）。轻度退化的小嵩草草甸草地有 8个类群 ，其优势类群为白孢类群和

灰褐类群，分别 占该属数量的 48%和 16%，中度退化的金露梅灌丛草地链霉菌属有 7个

类群 ，以淡紫灰类群和灰红紫类群最多 ，所 占比例为 38%和 33%，而重复退化的中华羊

茅草地链霉菌属仅有 6个类群，以灰红紫和金色类群数量最多，所 占比例为 65%和 24%

（表 6）。

    表6 不同退化草地土壤链霉菌属组成变化

    Table 6  Groups of soil streptomyces in differentdegraded grasslands

    (×l04cells／gdry soil)



3 结论

    1．三种退化草地的土壤农化性状与土壤微生物数量的垂直分布都有较大相关性。重

  度退化草地土壤微生物数量与土壤氮、有机质含量呈显著或极显著相关，而轻度退化草地

  的这种相关性不显著。

    2．草地退化引起土壤肥力水平下降，土壤微生物数量减少。

    3.1基化草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少氮、缺磷、高有机质”问题，这种营养元素 比例失调的

  状况是退化草地 的一大特征。

    4.草地退化后，引起土壤微生物区系发生较大变化，且与退化程度有一定相关性。退

  化程度高的草地，土壤微生物不仅数量少，而且种类也少；而退化程度低 的草地土壤微生

  物种类和数量均多。不同退化程度草地土壤微生物 的优势菌属和同一优势菌属的不同类

  群也有 明显差异，尤其是各属或类群数量所 占微生物数量 比例上；但退化程度接近的草地

  表现出部分类似的土壤微生物 区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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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IL AGROCHEM ICAL PROPERTIES AND M ICROBIOTA OF

                              DERADED GRAS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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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ummary

    The soil agr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microbiota of three degraded grasslands

(Kobresia pygmaea meadow, Dasiphora fruticosa shr.ub and Festuca sinensis grassland)

were studied. The main resplts are summarized as flliows: (1) There existed obvious verti-

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ontents of N, P, K, organic matters and pH value as well as

microorganism numbers in the soils. Soil agrochemical properti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

related with soil microorganism numbers. (2) Soil fertility and the numbers of soil

microorganisms, decreased with grassland degradation. (3) N and P were deficient but K

and organic matter were rich in soils of the three degraded grasslands. And (4) The soil

microbiota varied obviously with grassland degradation. Weakly degraded grassland had

more soil microorganism genera than the strongly degraded one, and the microbiota were

similar in the grasslands with the similar degradation degrees.

          Key words        Degraded grassland, Soil microbiota, Soil agrochemical proper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