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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第一报川报导了红壤微生物总数
、

各类微生物在总数中所占比例
、

呼吸强度
、

砒化作

用
、

纤维分解弦度及固氮菌数量等与红壤熟化程度的关系
。

本文进一步探讨不同熟化程

度的红壤中酶和呼吸活性及其与土壤肥力的关系
。

一
、

试 脆 方 法

本试验所采用的土壤样品均 同前文川分析方法如下
�

�� 蛋白酶测定
�
称 �� 克土壤放入 ��� 毫升三角瓶

,

加入 �� , 克 �� � �
� , �

�

� 毫升甲

苯
,

�� 毫升 � � 精胶溶液
,

于 �� ℃
‘

匝温箱中放置 �� 小时
,

取出稀释至 ��� 毫升
,

摇匀
,

用

双层滤纸过滤二次
,

取 � 毫升滤液
,

加 � 毫升 � �� � �
�

�
�
溶液

,

用比色法求出释放之氨基

氮量
,

以每 ��� 克土壤样品释放出氨基氮的毫克数表示酶活性
。

��� 脉酶测定
�
称 � 克土壤于 �� 毫升三角瓶中

,

加入 �� �� �磷酸缓冲液 �� 毫升
,

甲

苯 � 毫升
,

混合 �� 分钟后加入 �� 多尿素溶液 �� 毫升
,

于 �� ℃ 恒温箱中放置 �� 小时
,

取

出过滤
,

用比色法测定氨态氮舍量
,

以每 ��� 克土壤释放出氨态氮毫克数表示酶活性
。

��� 蔗糖酶测定 � 取 � 克土壤于 ��� 毫升三角瓶中
,

加入 �多蔗糖磷酸缓冲液 ���

�
�

�� �� 毫升
,

甲苯 � 毫升于 �� ℃恒温箱中放置 �� 小时
,

取出过滤
,

用反滴定法进行还原

糖测定
,

以每克土壤释放出还原糖毫克数表示酶活性
。

��� 脱氢酶测定 � 称土壤 �� 克于 �� 毫升三角瓶中混入 ��� 毫克 � �� �
�

加水至最大

持水量的 ��  !内含 � 毫升 � � � � � 溶液�于 �� ℃下放置 �� 小时
,

取出用 �� 毫升甲醇提

取
。

提取液在 �� 型分光光度计上在波长 � �� � 产下测定 � �� 量
,

作为土壤酶的活性指标
。

��� 过氧化氢酶测定 � 取 �� 毫升含 �多的磷酸缓冲液于 ��� 毫升三角瓶中
,

在 。一
�℃ 冰箱中放置 巧 分钟

,

然后加入 , 克新鲜士壤
,

充分振荡后在 �� ℃ 恒温箱中放 �� 分

钟
,

吸取 � 毫升加入另一个三角瓶内
,

加 �� � 多�
� � 毫升

,

用干滤纸过滤
,

取 � 毫升滤液

用 �
�

�� � � � � 。滴定
,

同空白消耗量相诚
,

其值表示酶活性
。

��� 内源氧吸收量测定
� 用瓦勃氏测压计测定

,

加 � 克干土
,

调节水分为最大持水量

的 �� 拓
,

在 �� ℃ 恒温下侧定不同熟化程度红壤氧吸收量
。

�� 氧吸收量和二氧化碳吸收量测定
,

方法同前文川
。

二
、

桔果 与 对箫

�一 � 不同熟化程度红城酶和呼吸活性

浙江省衙县
、

金华
、

义乌三个地区不同熟化程度黄筋泥的酶活性测定结果表明 �表 ��
,



土 族 学 报 �� 卷

农 � 不 同 筋 化 粗 魔

采采土地点点 衡 县县

陇陇
� ���

土土 蛋蛋 脉脉 蔗蔗 脱脱 内内 粼粼 氧氧 土土 蛋蛋 服服

和和和 样样 白白 酶酶 糖糖 组组 源源 吸吸 化化 样样 白白 能能
呼呼呼 编编 酶酶酶 酶酶 酶酶 粼粼 收收 破破 编编 酶酶酶
吸吸吸 号号号号号号 吸吸 ��� 释释 号号号号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收收收 放放放放放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 ����� 量量量量量

土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斗
�

���

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
种种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
及及及 ��� �

�

���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
性性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鑫

�
衡县土 �

�
熟化黄筋泥

,
�

—
中度热化黄筋泥

,
�

—
轻度熟化黄筋泥

,
�

一
荒地黄筋泥

。

而金

�� 计� 单位� 蛋白酶 � �
�一 � 毫克�百克土

,

瞬酶 � � , 一� 毫克�百克土
,

蔗箱醉还原箱奄克�克土
,

脱氢陇

��
�
土样滤不清晰

,

结果偏高
。

蛋白酶
、

脉酶
、

蔗塘酶活性随土壤熟化度的提高而显著增大
。

脱氢酶除衡县红壤有偏离

外
,

也表现了相同的规律性
。
然而它同前三种酶比起来差异较小

。

这可能与红壤有机质

含量较低有关
。

如果在分析时加少量有机质
,

结果将会显著些�� 。

上述三种酶的活性
,

在

熟化程度较低的红壤和荒地 ��
, � � , � 、,

�
,
� � , � �

�之间差异比较小
,

而在熟化程度较高

的红壤 ��
, � � ,

人
,
�

,
�

, ,
�
�

� 之间则较为明显
。

其原因在于轻度熟化红壤开发不久
,

肥

力水平不高
,

近似荒地红壤
。

从结果看来
,

蛋白酶
、

脉酶
、

蔗糖酶
、

脱氢酶活性的高低
,

可以

用来评价红壤肥力水平
。

� � ��� �� � �� 等 �� 提出用过氧化氢酶
、

蔗糖酶
、

脉酶活性来评价土

壤生物学活性和某种土壤的肥力程度
。

�� ��
�
�� 和 � �� ��� 习

首报道过用过氧化氢的分解作

为过氧化氢酶活性的指标是不可靠的
,

大多数过氧化氢的分解是非酶学过程
。
���� ��洲�� 

指出过氧化氢酶易被肥料中的阴离子所抑制
。

在我们的分析结果中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强

弱与土壤肥力的高低并不完全呈正相关
,

因此我们认为过氧化氢酶不能作为土壤肥力的

指标
。

表 � 中还说明土壤内源氧吸收量亦同熟化程度具有正相关
。

唯金华红坡 � �土大于

�� 土
,

义乌红垠 �
�

土略大于 �
,

士
。

这种偏离前者可能与施肥有关
,

后者由于荒地杂草较

密致使酶活性增高之故 �� 。

内源氧吸收量的高低直接同土壤有机质含量相关链
,

因此其

数值大小也说明了土壤肥力水平的高低
。

酶和呼吸活性 �氧吸收和二氧化碳释放�之间亦具正相关
。

从第一报及本文结果看

来
,

土壤微生物数量川
、

呼吸强度和土壤酶活性均基本上和红壤熟化程度相一致
,

因此
,

我

们认为微生物数量及某些生理群的生化张度也能反映红壤的熟化程度
。

�二� 红续酶活性的垂直分布

试验分析了衙县红壤不同深度的酶活性�表 � �
,

结果说明 �在熟化红壤 ��� 和中度熟

化红壤�� �中
,

蛋白酶
、

脉酶
、

蔗糖酶的活性随着深度的下降而减弱
。

而轻度熟化红壤 �� �

和荒地红壤 �� �
,

由于土壤膺薄
,

生物活性不高
,

因此这样的规律性就不大显著
。

轻度熟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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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44 5 1

。

333 1 5

.

333 0

.

0 4 444 3

。

3 333 2 1

.

7 777 2 3

.

3 444

111 3

。

000 0

.

0
5

111 7

.

魂888 2 0
.
9 777 2 3

.
5 444 D

---
3
.
000 * * 中中

8
.
000 000 3

.
6 000 3

.
0 999 3

.
6 000

66666666666666666 7

,

0000000000000

人
华和义乌二种黄筋泥所编代号 A : B : C : D : 和 A 4 B 4 C ; D ‘ 系指该地区的相对熟化程度而言

。

比色计数值内源粼吸收t (即不加基质)
、

氧吸收量
、

二粼化破释放云均为微升/克士
。

化红城
,

接近荒地
,

不但酶活性在深度上差异小
,

而且活性也低
。

这种现象在荒地红壤中

愈加明显
。

脱氢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不论在 A
、

B 红壤或在 C
、

D 红壤
,

随深度下降而递

诫的规律不如蛋白酶
、

脉酶和蔗糖酶
,

这可能和土壤中有机质
、

微生物含量有关
。

红壤土

层是不太厚的
,

耕作层也比较浅
,

因而酶活性在 。一30 厘米土层中孩
,

而在 30一100 厘米

土层中弱
,

活性差异也小
。

H 胎OBa [7] 认为蔗糖酶最大活性只能在垂直剖 面 50 厘米之内
,

表 2 不 同 洲 度 杠 班 中 阵 的 活 性

弃

布

土土 城 样 品品 深 度度 蛋 白 酶酶 脉 酶酶 蔗 糖 酶酶 脱 红 酶酶 过氧化氮酶酶
(((((厘米)))))))))))))

AAAAA 0一 1000 65
.
888 129

.
111 30

.
000 0

.
05333 1

.
石444

11111 0一 3000 37
.
444 55

.
000 16

.
000 0

.
07000 0

.
6888

333330一 6000 12
.
000 46

.
333 10

.
666 0

.
01888 0

.
5222

666660一10000 11
。

000 3 6

。

555
1 2

.

000 0

.

0 0 斗斗 0
.
6 888

BBBBB 0一 1000 54
。

000 9 0

.

888 2 2

.

000 0

.

0 7 222 1

.

1 000

11111 0一 3000 38
。

000 6 9

.

777 2 0

。

222 0

.

0 6 222 1

.

3
222

33333 0一 6000 16
.
444 46

。

222 1 2

.

000 0

.

0 0 555 0

.

8 000

66666 0一10000 11
.
000 35

。

000 1 2

.

222 0

.

0 0 444 0

.

魂888

CCCCC 0一 1000 14
.
000 48

.
888 12

.
222 0

.
00666 0

.
8000

111110一 3000 10
.
呼呼 呼2

。

666 1 0

.

333 0

.

0 0 555 1

.

0 888

33333 0一 6000 7
.
666 35

。

222 9

。

888 0

.

0 0 555 0

.

7 888

66666 0 一10000 7
.
666 36

.
444 10

.
222 0

。

0 0 555 0

.

6 000

DDDDD 0一 1000 10
.
000 36

。

111 7

.

333 000 0

.

7 000

11111 0一 3000 10
。

000 3 6

.

777
6

.

888 000 0

.

7 444

33333 0一 6000 8
。

000 3 0

.

000 夕
.
111 000 0

.
8 666

66666 0一10000 11
.
000 28

.
888 7

.
333 000 0

。

5 888

计盈单位: 过氧化氢酶 。
.
I N K M

n o
;
毫升数

,

其余同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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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表 2 结果指出在表土与 60 一100 厘米土层中酶活性相差不到三倍
,

而且在 60 一100 厘

米深的土层中还具有相当高的活性
。

从红壤酶活性的垂直分布研究中也说明了红壤熟化程度与酶活性的关系
。

三
、

桔 翁

1.红城中蛋白酶
、

脉酶
、

蔗糖酶活性
,

随红壤熟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大
,

脱氢酶也有这种

相关性
。

红城中酶活性和呼吸弦度 (包括内源呼吸)二者基本上存在着正相关性
。

从我们

对红壤微生物学特性研究看来
,

微生物数量
、

呼吸弦度
、

酶活性这三者与红城熟化程度密

切相关
,

可以用来作为反映肥力水平的指标
。

2

.

蛋白酶
、

脉酶
、

蔗糖酶活性在熟化红壤 (A )和中度熟化红壤(B)中随土城深度下降

而减弱
。

而在轻度熟化红域(C )和荒地(D )中这种规律不大显著
。

脱氢酶和过氧化氢酶

活性与土壤深度的关系不如蛋白酶
、

脉酶和蔗糖酶明显
。

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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