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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液还田对旱地红壤微生物群落代谢与多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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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江西省科学院生物资源研究所， 南昌　 ３３００２９

摘要：通过沼液还田定位实验，按照不同沼液全氮还田比例设 ６ 个等氮量（Ｎ⁃Ｐ２Ｏ５ ⁃Ｋ２Ｏ 量均为 １２０⁃９０⁃１３５ ｋｇ ／ ｈｍ２（对照除外））
处理：对照（不施肥，ＣＫ）、１００％化学氮（ＮＰＫ）、１５％沼液氮＋８５％化学氮（ＢＳ１５）、３０％沼液氮＋７０％化学氮（ＢＳ３０）、４５％沼液氮＋

５５％化学氮（ＢＳ４５）和 １００％沼液氮（ＢＳ１００），运用 Ｂｉｏｌｏｇ⁃ＥＣＯ 技术分析 ０—２０ｃｍ 花生收获期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谢功能多样性，
阐明微生物群落代谢与沼液还田量的相关关系。 结果表明：①ＢＳ４５、ＢＳ３０ 处理土壤微生物群落碳源代谢强度（ＡＷＣＤ）显著高

于 ＣＫ 和 ＮＰＫ 处理；而 ＢＳ１５、ＢＳ１００ 处理土壤微生物群落碳源代谢强度（ＡＷＣＤ）与 ＣＫ 和 ＮＰＫ 处理则无显著差异；②土壤微生

物群落碳源代谢强度（ＡＷＣＤ）、丰富度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均表现为 ＢＳ４５＞ＢＳ３０＞ ＮＰＫ ＞ ＣＫ ＞ＢＳ１００＞
ＢＳ１５；③结合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表明各处理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分为 ４ 组：ＢＳ４５、ＢＳ３０ 处理为一组，微生物群落代

谢活性最强，特别是碳水化合物、氨基酸、聚合物和胺类等碳源的代谢能力；ＮＰＫ、ＣＫ、ＢＳ１００ 处理为一组，微生物群落代谢活性

次之；ＢＳ１５ 处理为一组，微生物群落代谢能力最低，其碳水化合物、羧酸、氨基酸、聚合物、酚类和胺类等碳源的代谢能力均为最

低。 结合主成分分析综合得分，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谢和多样性的顺序为 ＢＳ４５＞ＢＳ３０＞ ＮＰＫ ＞ ＣＫ ＞ＢＳ１００＞ＢＳ１５。 可见，沼液还

田显著影响旱地红壤微生物群落的代谢活性和多样性，沼液不能完全替代化肥，当沼液全氮还田比例在 ３０—４５％时，微生物群

落代谢活性最强，有利于土壤质量提高，适于在我国旱地红壤地区推广。
关键词：沼液；旱地红壤；Ｂｉｏｌｏｇ⁃ＥＣＯ；土壤微生物；代谢特征；群落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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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ｌｅｖｅｌ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ｐｕ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 ｔｏ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ａｎｇｅｄｆｒｏｍ ３０％ ｔｏ ４５％，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ｉｎｕｐｌａｎｄ ｒｅｄ ｓｏｉ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 ｕｐｌａｎｄ ｒｅｄ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ＥＣＯ；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土壤生物是土壤生态系统的核心，而土壤微生物是土壤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土壤结构形成、有机物质

分解与转化、营养元素循环与利用、作物生长和生态环境改善、植物病害抑制或拮抗、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起

着重要的作用［１⁃４］，是土壤肥力的重要调控因子和土壤地力的关键驱动因子之一［５］。 可敏感反映土壤质量变

化、表征土壤有机质代谢旺盛程度，是评价土壤质量的主要指标之一。 而其功能多样性信息对于明确不同环

境中微生物群落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６］。
Ｂｉｏｌｏｇ 法是描述微生物群落功能变化的重要指标，其应用始于 Ｇａｒｌａｎｄ 和 Ｍｉｌｌｓ［７］。 以 ＥＣＯ 板碳源利用为

基础，是描述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的一种简单、快速的方法［８⁃９］，其反应特征能代表实际土壤微生物群落对

ＥＣＯ 板底物碳源利用的动力学特征［１０⁃１１］。 广泛应用于评价不同土壤的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不同退耕年

限［５］；不同灌溉水矿化度和施氮量［１］；不同有机氯农药污染［１２］；不同肥料类型［１３］等；可以发现肥料类型、土壤

类型等因素不同，微生物群落结构多样性不同。
沼液是畜禽粪便、作物秸秆、工业垃圾、城市垃圾、能源植物植物等厌氧发酵产生的终端产物之一，含有大

量环境有害元素（ＣＯＤＣｒ，ＢＯＤ５等），无序排放可导致水体严重富营养化，正在成为危害性和危险性不断增大

的一种污染源，因此其如何处理已经成为当前水环境保护中的关键问题［１４］。 另一方面，沼液中有机质、大量

元素（Ｎ、Ｐ、Ｋ）、微量元素（Ｂ、Ｍｎ 等）等含量丰富［１５］，且存在形式多为易被植物吸收利用的速效养分，是一种

缓速兼备的液体有机肥［１４］。 因此，沼液被认为是一种良好的土壤改良剂或有机肥料［１６］。 前人关于沼液还田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物产量、肥料利用效率、土壤 Ｃ， Ｎ 矿化、微生物数量等，而且主要以单施沼液为主。
Ｇａｌｖｅｚ Ａ 等研究发现合理的沼液农用可以改善土壤质量，平衡土壤中各营养元素［１７］；Ａｂｕｂａｋｅｒ Ｊ 等研究发现

沼液农用提高了小麦产量、土壤有机氮矿化和氨氮氧化潜力［１８］；同时，沼液农用提高了土壤微生物活性［１９］；
温晓霞等的研究表明沼液还田可以提高蔬菜、水果产量［２０］；冯伟等发现沼液还田可以提高小麦根际土壤微生

物数量和酶活性［２１］。 但关于沼液还田，尤其是沼液化肥配施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影响的研究却鲜

见报道。
因此，本文采用 Ｂｉｏｌｏｇ 技术研究不同沼液还田量下 ０—２０ｃｍ 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变化，旨在探讨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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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微生物功能多样性对不同沼液还田量的响应、定量沼液还田对土壤微生物指标和土壤质量的影响，从而

为旱地红壤质量改善、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及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区位于江西省余江县刘家站鲁王村（１１６°５′Ｅ， ２８°１２′Ｎ）。 区内年平均降雨量 １７５０ ｍｍ，８０％的降雨

集中在 ３—６ 月，年蒸发量 １３５０ ｍｍ，年平均气温 １８℃，无霜期 ２６７ ｄ 左右，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试验田为旱平地，试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前茬作物为花生。 试验设置 ６ 个处理，每个处理

３ 次重复，各小区面积 １２．４ ｍ×４．８ ｍ＝ ６０ ｍ２，小区间田埂宽 ５０ ｃｍ，高 ２５ ｃｍ，保护行 ２０ ｃｍ。 供试土壤为第四

纪红粘土发育的典型红壤。 ０—２０ｃｍ 土壤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１。

表 １　 ０—２０ｃｍ 土壤养分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０—２０ｃｍ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土壤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ｏｉｌ

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
（ｇ ／ ｋｇ）

全氮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

（ｇ ／ ｋｇ）

碱解氮
Ａｌｋａｌｉ⁃ｈｙｄｒｏｌｙｚａｌ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
（ｍｇ ／ ｋｇ）

速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
（ｍｇ ／ ｋｇ）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
（ｍｇ ／ ｋｇ）

ｐＨ
（Ｈ２Ｏ）

红壤 Ｒｅｄ ｓｏｉｌ １２．１５ ０．８３ ３５．５４ １５．４１ １６９．２１ ４．９４

１．２　 试验设计

各处理 Ｎ⁃Ｐ ２Ｏ５⁃Ｋ２Ｏ 量均为 １２０⁃９０⁃１３５ ｋｇ ／ ｈｍ２（ＣＫ 除外）。 具体为：Ⅰ对照（不施肥，ＣＫ）；Ⅱ单施化学氮

磷钾肥（ＮＰＫ）；Ⅲ 化学氮磷钾肥＋沼液（沼液全 Ｎ 占总 Ｎ １５％，ＢＳ１５）；Ⅳ化学氮磷钾肥＋沼液（沼液全 Ｎ 占总

Ｎ ３０％，ＢＳ３０）；Ⅴ化学氮磷钾肥＋沼液（沼液全 Ｎ 占总 Ｎ ４５％，ＢＳ４５）；Ⅵ 单施沼液（ＢＳ１００）。 具体施肥量见

表 ２。

表 ２　 各试验处理施肥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花生 Ｐｅａｎｕｔ ｋｇ ／ ｈｍ２

Ｎ ａ Ｐ２Ｏ５ Ｋ２Ｏ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花生 Ｐｅａｎｕｔ ｋｇ ／ ｈｍ２

Ｎ ａ Ｐ２Ｏ５ Ｋ２Ｏ

ＣＫ ０ ／ ０ ０ ／ ０ ０ ／ ０ ＮＰＫ ０ ／ １２０ ０ ／ ９０ ０ ／ １３５

ＢＳ１５ １８ ／ １０２ ６ ／ ８４ ２７ ／ １０８ ＢＳ３０ ３６ ／ ８４ １２ ／ ７８ ５５ ／ ８０

ＢＳ４５ ５４ ／ ６６ １７ ／ ７３ ８２ ／ ５３ ＢＳ１００ １２０ ／ ０ ３７．５ ／ ５２．５ １８０ ／ ０
　 　 ａ：Ｎ⁃Ｐ２Ｏ５ ⁃Ｋ２Ｏ 分别来自沼液 ／ 化肥；ＣＫ： 不施肥 Ｎ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ＮＰＫ： 单施化学氮磷钾肥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ｏｎｌｙ；ＢＳ１５： 化学氮磷钾肥＋沼液

（沼液全 Ｎ 占总 Ｎ １５％） ８５％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ｌｕｓ １５％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ＢＳ３０： 化学氮磷钾肥＋沼液（沼液全 Ｎ 占总 Ｎ

３０％） ７０％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ｌｕｓ ３０％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ＢＳ４５： 化学氮磷钾肥＋沼液（沼液全 Ｎ 占总 Ｎ ４５％） ５５％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ｌｕｓ ４５％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ＢＳ１００： 单施沼液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 ｏｎｌｙ

氮肥为尿素（Ｎ ４６％），磷肥为钙镁磷肥（Ｐ ２Ｏ５１２％），钾肥为氯化钾（Ｋ２Ｏ ６０％），沼液发酵原材料主要是

猪粪尿等，发酵 ３ 个月以上，细腻均匀，透明无明显粪臭味，ｐＨ ７．６７，具体养分含量见表 ３。

表 ３　 供试沼液养分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

指标 Ｉｎｄｅｘｅｓ 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ｍｇ ／ Ｌ） 指标 Ｉｎｄｅｘｅｓ 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ｍｇ ／ Ｌ）

有机碳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１６２ 总氮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２８１

ＮＨ＋
４ ⁃Ｎ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２６９ ＮＯ－

３ ⁃Ｎ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０．３２

总磷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５４ 总钾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１８８

３　 １８ 期 　 　 　 郑学博　 等：沼液还田对旱地红壤微生物群落代谢与多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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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肥料全部基施，沼液还田处理中不足的 Ｐ ２Ｏ５、Ｋ２Ｏ 量用化肥补足（表 ２）。 ２０１３ 年播种前整地规划小

区、翻耕，播种前 ２ｄ 浇灌沼液，尿素、钙镁磷肥、氯化钾播种前 １ｄ 二次翻耕翻入。 种植制度为单季花生 ／年，每
年 ４ 月中旬播种，８ 月中旬收获。 试种品种赣花 １ 号，密度 １４ 万株 ／公顷，作物生长期间不再进行追肥。
１．３　 土壤样品采集

取样时间：２０１４ 年 ８ 月中旬花生收获前 ２ｄ；
取样方法：“Ｓ”形取样，各小区选取 ５ 个样点，用土钻（直径 ５．０ｃｍ）采集 ０—２０ ｃｍ 土层土样，先混匀然后

去除其中的杂物、砂砾及作物细根等。 过 ２ｍｍ 筛后用于测定土壤微生物功能多样性（４℃保存）。
１．４　 试验方法

１．４．１　 土壤微生物功能多样性分析

采用 Ｂｉｏｌｏｇ⁃ＥＣＯ 微平板法对不同沼液还田量处理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功能多样性进行测定。 每个 ＥＣＯ 板

含 ３１ 种碳源，分碳水化合物（１０ 种）、羧酸（７ 种）、氨基酸（６ 种）、聚合物（４ 种）、酚类（２ 种）、胺类（２ 种）六种

类型［２２］。 试验步骤：称取 １ｇ 鲜土，加入到盛有 ９ｍｌ ０．８５％ ＮａＣｌ 无菌溶液的 １８ｍｌ 试管中，封口后在微型振动

仪震荡 ５ｍｉｎ，按 １０ 倍稀释法用 ０．８５％ ＮａＣｌ 无菌溶液将其稀释到原来的 １０－４用于接种。 将加样液倾倒在无菌

加样槽中，用 ８ 通道加样器将每孔加样 １５０ｕｌ，每样 １ 板，３ 次重复，将接种好的 ＥＣＯ 板（ＥｃｏＰｌａｔｅｓＴＭ，美国

Ｍａｔｒｉｘ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生产） 置于 ２５℃ 暗箱连续培养，期间每隔 ２４ｈ 用 Ｂｉｏｌｏｇ 自动鉴定系统

（Ｍｉｃｒｏ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ＭＳｙｓｔｅｍ，美国 Ｂｉｏｌｏｇ 公司）在 ５９０ｎｍ 下读数，直到光密度值稳定为止，总共培养时间 ２４０ｈ。
１．４．２　 计算方法

土壤微生物利用碳源的整体能力用平均吸光度值（ＡＷＣＤ）表示：

ＡＷＣＤ＝ ∑
３１

ｉ ＝ １
（Ｃｉ － Ｒ） ／ ３１ （１）

式中，Ｃｉ 为第 ｉ 孔的吸光度值；Ｒ 为对照孔的吸光度值；Ｃｉ－Ｒ ＜ ０ 时记为 ０。
土壤微生物利用 ＥＣＯ 板中六类碳源的能力用各自的平均吸光度值（ＡＷＣＤ′） ［２３］表示：

ＡＷＣＤ′＝ ∑
ｎ

ｉ
（Ｃｉ － Ｒ） ／ ｎ （２）

式中，Ｃｉ 为 ｉ 孔的吸光度值；Ｒ 为对照孔的吸光度值；ｎ 为所选择碳源类型的个数；Ｃｉ－Ｒ＜０ 时记为 ０。
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分析：本研究采用培养 １２０ｈ 的 ＡＷＣＤ 和 ＡＷＣＤ′值进行多样性指数计算、主

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 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指数包括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Ｈ）、丰富度指数（Ｓ）、Ｓｈａｎｎｏｎ 均

匀度指数（Ｅ）、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Ｄ）。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２４⁃２５］：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

Ｈ ＝ － ∑
ｎ

ｉ ＝ １
（ＰｉｌｎＰｉ） ，Ｐｉ ＝ Ｃｉ － Ｒ( ) ／∑

ｎ

ｉ ＝ １
（Ｃｉ － Ｒ） （３）

丰富度指数 Ｓ：被利用碳源的总数目（ 判断标准为 Ｃｉ － Ｒ ＞ ０．２５）；
Ｓｈａｎｎｏｎ 均匀度指数

Ｅ＝Ｈ ／ ｌｎＳ （４）
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

Ｄ ＝ １ － ∑
ｎ

ｉ ＝ １
Ｐｉ ２ （５）

式中，Ｃｉ 为第 ｉ 孔的吸光度值；Ｒ 为对照孔的吸光度值；ｎ 为 ＥＣＯ 板碳源数量，ｎ ＝ ３１；Ｐｉ 为第 ｉ 孔的相对吸光

度值与整个 ＥＣＯ 板相对吸光度值总和的比率；Ｓ 为颜色变化的碳源的数量。
１．５　 数据处理

试验所得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进行处理、绘制图表，ＳＰＳＳ １３．０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
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相关性分析（大小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指数）、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差异显著性分析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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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极差方法，显著性水平 Ｐ＜０．０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土壤微生物利用碳源动力学分析

２．１．１　 不同沼液还田量下土壤微生物群落整体代谢活性变化（ＡＷＣＤ）
平均吸光值 ＡＷＣＤ 反映了土壤微生物群落利用碳源的整体能力，是反映微生物代谢活性的有效指

标［７，２６］。 图 １ 所示，不同沼液还田量处理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谢 ＡＷＣＤ 值的变化趋势均为随着时间的延长而

升高。 ０—４８ｈ：各处理 ＡＷＣＤ 值均较低，说明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谢活性较低，碳源基本未被利用；４８—１６８ｈ：
各处理 ＡＷＣＤ 值迅速升高，微生物呈指数增长，说明土壤微生物从 ４８ｈ 后开始大量利用碳源，土壤微生物代

谢活性显著升高。 １６８ｈ 后：各处理 ＡＷＣＤ 值基本趋于平缓，此时土壤微生物活性达到稳定。 总体上，不同沼

液还田处理下土壤微生物利用 ３１ 种碳源的综合能力（ＡＷＣＤ）为：ＢＳ３０＞ＢＳ４５＞ ＮＰＫ ＞ ＣＫ ＞ＢＳ１００＞ ＢＳ１５。
ＢＳ３０ 和 ＢＳ４５ 处理 １２０ｈ 的微生物活性显著高于 ＢＳ１５ 处理。

图 １　 土壤微生物群落平均吸光值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ＡＷＣＤ ｏｆ ｓｏｉｌ ｅｄａｐｈ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Ｋ： 不施肥 Ｎ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ＮＰＫ： 单施化学氮磷钾肥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ｏｎｌｙ；ＢＳ１５： 化学氮磷钾肥＋沼液（沼液全 Ｎ 占总 Ｎ １５％） ８５％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ｌｕｓ １５％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ＢＳ３０： 化学氮磷钾肥＋沼液（沼液全 Ｎ 占总 Ｎ ３０％） ７０％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ｌｕｓ ３０％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ＢＳ４５： 化学氮磷钾肥＋沼液（沼液全 Ｎ 占总 Ｎ ４５％） ５５％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ｌｕｓ ４５％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ＢＳ１００： 单施沼液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 ｏｎｌｙ

２．１．２　 不同沼液还田量下土壤微生物群落各类型碳源利用特征

按照化学基团性质，３１ 种碳源分碳水化合物（１０ 种）、羧酸（７ 种）、氨基酸（６ 种）、聚合物（４ 种）、酚类（２
种）、胺类（２ 种）等共六大类碳源。 分析各类碳源的 ＡＷＣＤ 值可判断各处理土壤微生物群落对特定类型碳源

的利用能力。 本文选取 １２０ｈ 时的 ＡＷＣＤ 值绘制不同沼液还田量下土壤微生物碳源利用能力图（图 ２）。 各

处理之间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谢碳水化合物、羧酸、聚合物的能力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代谢氨基酸、酚类、
胺类的能力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其中，碳水化合物类：ＢＳ４５＞ＢＳ３０＞ ＮＰＫ≈ＣＫ ＞ＢＳ１００＞ＢＳ１５；羧酸类：ＢＳ３０
＞ ＮＰＫ ＞ＢＳ１００＞ＢＳ４５＞ ＣＫ ＞ＢＳ１５；氨基酸类：ＢＳ４５＞ＢＳ３０＞ ＣＫ ＞ ＮＰＫ ＞ＢＳ１００＞ＢＳ１５；聚合物类：ＢＳ４５＞ＢＳ３０ ≈
ＮＰＫ ＞ＢＳ１００＞ ＣＫ ＞ＢＳ１５；酚类：ＢＳ４５＞ＢＳ３０＞ ＣＫ ＞ ＮＰＫ ≈ ＢＳ１００＞ＢＳ１５；胺类：ＢＳ４５＞ＢＳ３０＞ ＣＫ ＞ＢＳ１５＞ ＮＰＫ
＞ＢＳ１００。 可以发现，土壤微生物碳水化合物、氨基酸、酚类 ＡＷＣＤ 值与上述 ３１ 种碳源总体利用情况类似。
ＢＳ３０ 处理土壤微生物对六类碳源的代谢能力高于除 ＢＳ４５ 处理以外的各处理，而 ＢＳ４５ 处理较其它处理则提

高了土壤微生物对除羧酸类以外的五类碳源的代谢能力。
２．２　 不同沼液还田量下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

Ｓｈａｎｎｏｎ 物种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 均匀度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和碳源利用丰富度指数可以反映土壤微生

物群落的功能多样性。 不同的多样性指数反映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的不同方面，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反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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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沼液还田量下 １２０ｈ 时土壤微生物不同碳源 ＡＷＣＤ

Ｆｉｇ．２　 ＡＷＣＤ ｏｆ ｓｏｉｌ ｅｄａｐｈｏｎａｔ １２０ｈ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落物种及其个体数；Ｓｈａｎｎｏｎ 均匀度指数反映群落个体分布的均匀制度；Ｓｉｍｐｏｎ 优势度指数反映群落中最常

见物种的优势度［２７］。 各处理 ＥＣＯ 板培养 １２０ｈ 后的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指数见表 ２。 丰富度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方面均为 ＢＳ４５ 处理最高，ＢＳ３０ 处理次之，ＢＳ１５ 处理最低。 而 Ｓｈａｎｎｏｎ 均

匀度指数方面则为 ＢＳ１５ 处理最高，显著高于其它处理，而剩余处理间无显著差异。 可见，ＢＳ３０ 和 ＢＳ４５ 处理

增加了土壤中微生物的种类和优势种群的数量，但并没有提高微生物种类的平均分布；而 ＢＳ１５ 处理抑制了

土壤中微生物的种类和优势种群的数量，但提高了土壤中存在的微生物种类的均匀分布。

表 ４　 沼液还田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指数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多样性指数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ｅｓ

丰富度指数 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Ｓ

Ｓｈａｎｎｏｎ 物种指数 Ｈ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ｄｅｘ Ｈ

Ｓｈａｎｎｏｎ 均匀度指数 Ｅ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Ｅ

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 Ｄ
Ｓｉｍｐｏ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Ｄ

ＣＫ １３．５±２．１ａｂ ２．６６±０．２３ａｂ １．０２±０．０３ｂ ０．９２±０．０１ａｂ

ＮＰＫ １４．５±３．５ａ ２．８６±０．０９ａｂ １．０８±０．０７ａｂ ０．９３±０．０１ａ

ＢＳ１５ ６．５±２．１ｂ ２．５８±０．０５ｂ １．４２±０．２９ａ ０．９０±０．００ｂ

ＢＳ３０ １６．５±０．７ａ ２．８９±０．０５ａｂ １．０３±０．０３ｂ ０．９４±０．００ａ

ＢＳ４５ １７．０±４．２ａ ２．９５±０．１３ａ １．０５±０．０５ｂ ０．９４±０．０１ａ

ＢＳ１００ １２．５±２．１ａｂ ２．７０±０．０５ａｂ １．０７±０．０５ａｂ ０．９２±０．００ａｂ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２．３　 不同沼液还田量下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主成分分析（ＰＣＡ）
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反映了群落总体的变化，但未能反映微生物群落代谢的详细信息，研究土壤

微生物对不同碳源利用能力的差异，利于更全面地研究微生物群落代谢功能的特性。 以培养 １２０ｈ 不同处理

微生物群落对 ＥＣＯ 板 ３１ 种碳源利用情况做主成分分析（ＰＣＡ），３１ 个成分因子中前 ８ 个主成分（累积方差贡

献率＞８５％，特征根＞１）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 ９２．７０％。 从中提取可以聚集单一碳源变量的数据变异的第 １
主成分（ＰＣ１，方差贡献率 ３２．３４％，特征根 １０．０２）和第 ２ 主成分（ＰＣ２，方差贡献率 １５．３６％，特征根 ４．７６）来分

析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 第 ３ 至第 ８ 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较小，分别为 １２．７６％、１０．８５％、７．９３％、
５．８８％、４．１６％、３．４３％。

不同沼液还田量下土壤微生物群落碳源利用的 ＰＣＡ 排序图如下（图 ３）。 由图 ３ 可知，前两个主成分共

解释了总变异的 ４７．７０％。 结合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各处理在 ＰＣ１ 上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６ 种处理的土壤微

生物群落可明显分为 ４ 簇：ＢＳ３０、ＢＳ４５ 处理聚为一簇，ＣＫ、ＮＰＫ 处理聚为一簇、ＢＳ１００ 处理为一簇、ＢＳ１５ 处理

为一簇。 而在 ＰＣ２ 上则没有显著的空间差异。 ＰＣ１ 方差分析表明，来自（ＢＳ３０、ＢＳ４５）和 ＢＳ１５ 处理的土壤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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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群落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同时，在 ＰＣ１ 上，各处理土壤微生物群落碳源利用主成分分析得分为 ＢＳ３０＞
ＢＳ４５＞ ＮＰＫ ＞ ＣＫ ＞ＢＳ１００＞ＢＳ１５。 这与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丰富度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的研究结果一致。

图 ３　 不同沼液还田量下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主成分分析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原始变量与各主成分的相关系数可用载荷值表征，载荷值越大，表明该原始变量是该主成分的主要影响

因子，对该主成分的贡献越大［２８］。 表 ５ 为 ３１ 种碳源（原始变量）在前 ２ 个主成分上的载荷值。 从表中可以看

到，对 ＰＣ１ 贡献大的碳源（载荷值≥０．５０ 或≤－０．５０）有 １６ 种，决定了主成分 １ 的变异，其中碳水化合物 ４ 种

（β⁃甲基⁃Ｄ⁃葡萄糖苷，Ｄ⁃甘露醇，葡萄糖⁃ １⁃磷酸盐，Ｄ， Ｌ⁃ａ⁃甘油），羧酸 ２ 种（Ｄ⁃葡萄胺酸，衣康酸），氨基酸 ４
种（Ｌ⁃精氨酸，Ｌ⁃天冬酰胺酸，Ｌ⁃苯基丙氨酸，Ｌ⁃苏氨酸），聚合物 ３ 种（吐温 ４０，吐温 ８０，肝糖），酚类 ２ 种（２⁃羟
基苯甲酸，４⁃羟基苯甲酸），胺类 １ 种（腐胺）；对 ＰＣ２ 贡献大的碳源（载荷值≥０．５０ 或≤－０．５０）有 ８ 种，决定了

主成分 ２ 的变异，其中碳水化合物 ２ 种（Ｄ⁃木糖，Ｎ⁃乙酰基⁃Ｄ⁃葡萄胺，），羧酸 ４ 种（Ｄ⁃葡萄胺酸，Ｄ⁃半乳糖醛

酸，ｙ－羟基丁酸，Ｄ⁃苹果酸），氨基酸 １ 种（甘氨酰－Ｌ⁃谷氨酸），聚合物 １ 种（ａ－环式糊精）。 结合图 ３，发现较

其他处理，ＢＳ３０ 和 ＢＳ４５ 显著提高了碳水化合物（４ 种）、羧酸（２ 种）、氨基酸（４ 种）、聚合物（３ 种）、酚类（２
种）、胺类（１ 种）等共 １６ 种碳源的代谢能力。

表 ５　 ＥＣＯ 板上 ３１ 种碳源在第 １、２、３ 主成分上的载荷值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ｌｏａ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３１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ｐｒｉ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Ｃ１， ＰＣ２， ＰＣ３）

碳源类别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底物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第一主成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ＰＣ１）

第二主成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ＰＣ２）

第三主成分
Ｔｈｅ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ＰＣ３）

碳水化合物 Ｄ⁃纤维二糖 ０．４４２ ０．１４７ －０．１６４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ａ⁃Ｄ⁃乳糖 ０．３５３ －０．０８３ ０．６６９

β⁃甲基⁃Ｄ⁃葡萄糖苷 ０．５５３ ０．１２１ －０．２０８

Ｄ⁃木糖 －０．０６７ ０．７５０ ０．３４３

Ｉ⁃赤藻糖醇 －０．０１３ －０．１５５ ０．４５７

Ｄ⁃甘露醇 ０．５５３ ０．１２１ －０．２０８

Ｎ⁃乙酰基⁃Ｄ⁃葡萄胺 －０．０６７ ０．７５０ ０．３４３

葡萄糖⁃ １⁃磷酸盐 ０．９００ ０．１１９ －０．２７１

Ｄ， Ｌ⁃ａ⁃甘油 ０．６１１ ０．４５８ －０．２６０

Ｄ⁃半乳糖内酯 －０．０８２ －０．４１３ ０．０６８

羧酸类 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ｓ 丙酮酸甲酯 ０．１６０ ０．４７３ ０．５２７

Ｄ⁃葡萄胺酸 ０．５５２ －０．５０１ ０．１４２

Ｄ⁃半乳糖醛酸 ０．１４０ －０．８０２ ０．２８３

７　 １８ 期 　 　 　 郑学博　 等：沼液还田对旱地红壤微生物群落代谢与多样性的影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续表

碳源类别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底物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第一主成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ＰＣ１）

第二主成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ＰＣ２）

第三主成分
Ｔｈｅ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ＰＣ３）

ｙ⁃羟基丁酸 －０．０１３ ０．８６４ －０．０４４

衣康酸 ０．４４２ －０．１５１ ０．６６４

ａ⁃丁酮酸 ０．５１７ ０．０５４ －０．２０５

Ｄ⁃苹果酸 ０．００３ －０．５３８ －０．００６

氨基酸类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Ｌ⁃精氨酸 ０．９１０ －０．１３６ ０．０５６

Ｌ⁃天冬酰胺酸 ０．９２５ －０．１７１ －０．１５３

Ｌ⁃苯基丙氨酸 ０．６８２ －０．１９０ －０．３２６

Ｌ⁃丝氨酸 ０．１３４ ０．０６５ ０．６０２

Ｌ⁃苏氨酸 ０．８９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６６

甘氨酰－Ｌ⁃谷氨酸 ０．３８５ ０．７７７ ０．３２５

聚合物类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吐温 ４０ ０．６０８ ０．０３７ ０．６０５

吐温 ８０ ０．７９９ －０．１８２ －０．３５３

ａ－环式糊精 ０．３３０ ０．７２０ －０．０４３

肝糖 ０．５００ －０．２６９ －０．３０１

酚类 Ｐｈｅｎｏｌｓ ２⁃羟基苯甲酸 ０．６９１ ０．０９３ －０．４４４

４⁃羟基苯甲酸 ０．５５８ －０．４０４ ０．４６３

胺类 Ａｍｉｎｅｓ 苯乙基胺 ０．３７２ －０．１４８ ０．３３５

腐胺 ０．８３５ ０．０５２ －０．４２２

图 ４　 不同沼液还田量处理碳源类型主成分得分

　 Ｆｉｇ． ４ 　 Ｐｒｉ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对所提取的 ８ 个主成分分别计算各处理 ６ 类碳源

的主成分得分 （Ｐｒｉ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ｓｃｏｒｅｓ， Ｆ ），结果如

图 ４。 Ｆ 值的相对大小可以表征不同处理土壤微生物群

落对同一类碳源的代谢能力和同一处理土壤微生物对

不同类型碳源代谢能力的高低。 对 Ｆ 值进行横向比较

发现，不同处理土壤微生物对不同碳源的利用能力不

同。 ＣＫ：代谢碳水化合物能力最强；ＮＰＫ：代谢碳水化

合物、羧酸、聚合物能力最强；ＢＳ３０、ＢＳ４５、ＢＳ１００：代谢

碳水化合物、羧酸、氨基酸、聚合物能力较强；ＢＳ１５：代
谢碳水化合物和羧酸能力较强；各处理土壤微生物群落

均为代谢酚类和胺类能力较弱。 对 Ｆ 值进行纵向比较

可知，代谢碳水化合物、羧酸、氨基酸、聚合物、酚类和胺

类能力最弱的都是来自 ＢＳ１５ 处理的土壤微生物，代谢

以上物质最强的都是来自 ＢＳ３０ 和 ＢＳ４５ 处理的土壤微

生物。

同时对所提取的 ８ 个主成分分别计算各处理 ６ 类碳源的主成分综合得分 （ Ｐｒｉ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ＺＦ ） （图 ５）。 ＺＦ 值的相对大小可以反映不同处理土壤微生物对 ＥＣＯ 板 ３１ 种碳源综合代谢能力的高

低。 图 ５ 显示，６ 种处理土壤微生物对 ＥＣＯ 板中 ３１ 种单一碳源的综合代谢能力排序为：ＢＳ４５＞ＢＳ３０＞ ＮＰＫ ＞
ＣＫ ＞ＢＳ１００＞ＢＳ１５。
２．４　 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聚类分析

以各处理的前 ２ 个主成分得分代替原指标作为评价土壤微生物代谢能力的新指标，以欧式距离作为衡量

各处理土壤微生物代谢能力的差异，采用最短距离法将各处理按土壤微生物代谢能力的亲疏相似程度进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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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聚类。 由聚类树形图（图 ６）可直观地看出各处理土壤微生物代谢能力的归类情况（以欧式距离 １０ 为分异

点）：ＢＳ３０，ＢＳ４５＞ ＣＫ，ＮＰＫ ＞ＢＳ１００＞ＢＳ３０，即各处理微生物群落代谢能力分为 ４ 个等级：一等为 ＢＳ３０，ＢＳ４５，
属强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谢能力等级；二等为 ＣＫ，ＮＰＫ，属较强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谢能力等级；三等为 ＢＳ１００，
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谢能力低；四等为 ＢＳ１５，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谢能力最低。 这与主成分分析结果一致。

图 ５　 不同沼液还田量处理碳源类型主成分综合得分

　 Ｆｉｇ． ５ 　 Ｐｒｉ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　 讨论

研究表明，微生物群落碳源代谢强度和代谢类型的

变化能较早预测土壤养分的变化趋势，被认为是预测土

壤质量变化最有潜力的敏感性生物指标［２９⁃３０］。 土壤微

生物是土壤生态系统中最重要和最活跃的部分，是驱动

土壤有机物质和养分转化与循环的主要动力，其活性和

多样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土壤有机碳库的转化

情况［３１］。 而其数量、群落结构及活性受外源有机物投

入种类、存在状态和数量的影响［３２］。 有机物料作为外

源有机碳源进入土壤，改变了土壤微生物的生存环境和

微生物所需能源物质的数量和质量［３３］，从而对土壤自

身有机碳库的转化产生影响。 刘定辉等［３４］发现秸秆还

田循环利用显著增加了土壤微生物数量和生物量。 刘

国顺等［３５］、李正等［３６］发现化肥与绿肥配施还田后土壤

图 ６　 聚类树形图

Ｆｉｇ．６　 Ａｒｂ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微生物活性显著提高，利于有机物质的转化和土壤质量

的提高。 ＡＷＣＤ 从功能代谢水平上揭示土壤微生物群

落结构多样性，是反映土壤微生物活性，描述土壤微生

物群落功能多样性的重要指标［３０］。 本文研究表明，较
不施肥处理，单施化肥和单施沼液处理土壤微生物群落

碳源代谢强度无显著变化，这与程存刚等［３２］ 的研究结

果一致；而沼液化肥配施处理提高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碳

源代谢强度，特别是沼液全 Ｎ 配施 ４５％和 ３０％处理土

壤微生物群落碳源代谢强度显著提高，碳水化合物 ４ 种

（β⁃甲基⁃Ｄ⁃葡萄糖苷，Ｄ⁃甘露醇，葡萄糖⁃ １⁃磷酸盐，Ｄ，
Ｌ⁃ａ⁃甘油），羧酸 ２ 种（Ｄ⁃葡萄胺酸，衣康酸），氨基酸 ４

种（Ｌ⁃精氨酸，Ｌ⁃天冬酰胺酸，Ｌ⁃苯基丙氨酸，Ｌ⁃苏氨酸），聚合物 ３ 种（吐温 ４０，吐温 ８０，肝糖），酚类 ２ 种（２⁃羟
基苯甲酸，４⁃羟基苯甲酸），胺类 １ 种（腐胺）等 １６ 种碳源代谢能力增幅最大。 说明一定比例沼液与化肥配施

可以改善土壤微生物群落的营养供应，进而提高微生物群落代谢能力。 原因可能是该比例沼液化肥配施为土

壤微生物生长提供所需碳源和能源的同时，使微生物 Ｃ ／ Ｎ 适宜，土壤速效养分含量多，促进了花生植株的吸

收和根系生长，从而增加了根系分泌物，促进了土壤中微生物数量的增长和活性的提高。 另一方面，单施化肥

会导致红壤进一步酸化［２３］，而土壤中绝大多数微生物适宜在中性环境中生存繁殖，沼液的强 ｐＨ（表 ２）抑制

了这种酸化趋势。 不同沼液还田量下，土壤微域环境发生了改变，这使得多种微生物的适宜性受到影响，从而

影响了土壤微生物对碳源的选择性利用。
不同的多样性指数反映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的不同方面。 丰富度指数 Ｓ、Ｓｈａｎｎｏｎ 均匀度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分别从微生物群落物种丰富度、均一性及常见物种优势度等方面反映土壤微生物群落多

样性［２７］。 本研究发现 ＢＳ４５ 处理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丰富度指数 Ｓ、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较其它处理分别提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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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３７％，２．９４％—６１．７６％和 １．０８％—４．２６％。 说明该处理在增加土壤微生物种群物种种类和数量的基础

上提高了优势微生物种群的数量，提高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
对各试验处理 ＡＷＣＤ 值进行进一步主成分和聚类分析（图 ６），结果表明各试验处理土壤微生物群落多

样性分为 ４ 组，ＢＳ３０、ＢＳ４５ 处理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相似，为一组；不施肥、单施化肥处理为一组；ＢＳ１００ 处理为

一组；ＢＳ１５ 处理为一组。 具体为 ＢＳ４５，ＢＳ３０＞ ＣＫ，ＮＰＫ ＞ＢＳ１００＞ＢＳ１５。 这说明沼液还田量显著影响土壤微生

物群落多样性，而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的影响则需要通过 ＰＣＲ⁃ＤＧＧＥ 方法进一步分析。 本试验仅针

对连续施沼液两年后的土壤微生物群落活性及多样性进行研究，而关于长期沼液农用对土壤微生物群落活性

和多样性的影响以及是否对土壤质量带来负面影响等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

４　 结论

１）与不施肥、单施化肥处理相比，单施沼液处理对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谢活性影响较小，而沼液化肥配施

处理显著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谢活性。 沼液全 Ｎ 配施比例在 ３０％—４５％时，土壤微生物群落整体活性最

高，而且碳源利用类型以碳水化合物（４ 种）、羧酸（２ 种）、氨基酸（４ 种）、聚合物（３ 种）、酚类（２ 种）和胺类（１
种）等共 １６ 种碳源为主；

２）ＢＳ４５ 处理 Ｓｈａｎｎｏｎ 物种指数、丰富度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较其它处理分别提高 ２．０７％—３７％，２．
９４％—６１．７６％和 １．０８％—４．２６％，该处理在增加土壤微生物种群物种种类和数量的基础上提高了优势微生物

的数量，同时提高了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
３）结合主成分分析（ＰＣＡ）和聚类分析得出：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分为 ４ 个等级：一等为 ＢＳ３０，ＢＳ４５ 处理，

属强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谢能力等级；二等为 ＣＫ，ＮＰＫ 处理，属较强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谢能力等级；三等为

ＢＳ１００ 处理，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谢能力低；四等为 ＢＳ１５ 处理，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谢能力最低。
综上，对于旱地红壤而言，沼液并不能完全取代化肥单独施用，必须与一定比例的化肥配合施用。 该研究

中，沼液化肥氮配比为 ３０％—４５％是最佳配施比例，利于土壤质量的保持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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