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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泥对作物生长影响的研究* 

刘哲人 周晏敏 赵永哲 强健华 刘 波 

(齐齐哈尔市环境监删中心站 齐齐哈尔 161005) 

摘 要 农田诈犄施^菌泥试验结果表明，在风沙土和草甸二中施用营泥玉米可增产 25．0 --26．3 ，大豆增产 

8．93 ～10．0 ，可改良土壤结构、增加有机质含量和截生物数量，营泥 诈为1种生物活眭有机肥应周干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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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bacterial slndge On crops growth．L1U Zhe—Ren，ZHOU Yan—Min，ZHAO Yong Zhe，Q1ANG Jian—Hua· 

1 fU I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re of Qiqihar，Qiqihar l6l005)．CJEA，2001，9(3)：78～ 79 

Abstract Results frQm {ield experiment showed that corn Y1eld is i~ereascd front 25．0 tO 26．3 and soybean 

yield is increased[rom 8．93 [f]l0 O in the sandy soil and grass clay through using bacterial sludge．The str／lc 

ture of soil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content of organic matter and the quantity。f microorganism cRn be increased 

bv using it．Therefore．bacterial sludge may be applied tO agriculture as an activated organic fertil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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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氧化塘是全国最大的氧化塘之一，年沉积污泥 5 5万 t左右．每年清除的底泥采用 

填埋方式处理占用大面积土地，污染环境，又导致地下水污染。为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以堆制 发 

酵”后符合《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城镇垃圾农用控制卫生标准》要求的氧化塘底泥为基料，添加一 

定量的有效微生物菌群进行农田试验，寻求变废为宝，实现底泥一土壤一植物一人(动物)一排泄物一底泥系 

统良性循环的有效途径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试验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大巴虎村和梅里斯区张地房子村进行，供试土壤分别为风沙土和 

碳酸钙草甸土，供试菌泥由氧化塘底泥 1000kg、秸秆 150kg、有效微生物菌液 l，5kg组成，供试玉米品种为 

“黑 301号”，大豆品种为“东农 37号”、“台丰6号”，牛心菜品种为“二牛心”。风沙土种植玉米、大豆“东农 37 

号”，小区面积 36m (10m×3，6m)，每小区由6垄组成，垄长 10m，垄宽 0．6m，3个重复，斜式排列，小区步行 

道间距为 1，2m，区组步行遭 l，8m，周围为保护行；草甸土种植玉米、大豆“合丰 6号”，选相邻 4条垄试验．垄 

长均为 140m，两侧施菌泥，中间为对照组，东侧 2垄种植大豆．西侧 2垄种植玉米；牛心菜选在长 1 00m、宽 

50m 田地进行，中间6垄施菌泥，西侧4垄施粪肥．其余为对照，不旌肥；菌泥处理施菌泥量为 1 5t／hm ，将菌 

泥均匀撤入垄淘中，破垄夹肥 玉米、大豆于 5月初旋用菌泥，牛心菜于 7月上旬旋用菌泥，按当地生产方式 

进行播种和田间管理，生长期间不旋化肥农药，如苗期缺苗应补齐．并注意病虫害观察。 

2 结果与分析 

2，1 风沙土试验 

玉米生长期施菌泥处理比对照秆、叶颜色略深，长势略高，且无病虫害发生．菌泥处理玉米成熟期空秆 

率、秃顶率指标均低于对照，而株高、茎粗、穗长、穗粗、每穗行数、轴粗、百粒重则高于对照(见表 1)。菌泥处 

理产量为 5t／hm ，对照为 4t／hm。，比对照增产 25．0H；大豆生长期趣菌泥处理比对照秆、叶颜色略深，叶片 

略厚．且无病虫害茇生，菌泥处理大豆成熟期除百粒重低于对照外，其他指标均高于对照(见表 2)。菌泥处理 

产量为2．75t／hm。，对照为 2，50t／hm ，比对照增产 10，0 ；菌泥处理田间持水量、有机质含量、每g土微生 

物数量和土壤总孔隙度分别为15．2cm／cm。、21，20g／kg、127万个 和39．3 ，分别比对照增加了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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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j0 、44．32 和下降了4．61 风沙土旎入菌泥可改良土壤结构．保持土壤水分，防止土壤板结和沙化 

增加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肥力，增加微生物数量．提高微生物活性f[】作物产量，且无病虫害发生。 

表 1 玉米成熟期各项指标 

Tab．! Indc~es of co rn ~tt 1n Ï】re period 

K ／era 
S[~lt⋯

~t／0m
， 

2．2 草留土试验 

玉米生长期施菌泥处理与对照相比．玉米开始长势无明显差异，生长 30多 d后叶片颜色变深．长势加 

快．明显高于对照，而秋收时结双穗的玉米植株对照则相反；菌泥处理玉米成熟期每穗行数、轴粗、秃顶率、单 

穗率等指标均低于对照，而株高、穗长、穗粗、双穗率等指标均高于对照(见表 1)。菌泥处理产量为 8．42 

t／hm ，对照为6．67t／hm ，比对照增产 26．2 ；大豆生长期施菌泥处理与对照相比，2种处理大豆植株高矮 

相似，但菌泥处理叶片略厚，菌泥处理大豆成熟期除百粒重与对照相同外，其他各项指标均高于对照(见表 

2)。菌泥处理产量为 2．43t／hm ．对照为 2．24t／hm ，比对照增产 8．5 ；与对照相比．菌泥处理组田间持水 

量、土壤总孔隙度、有机质含量、每 g土微生物数量分别为 31．5cm／cm 、46．4 、24．6g／kg和 574万个／g，比 

对照分别增加 7． 1 、18．07 、l7．14 和 233．72 ；牛一L-菜秋收时，菌泥处理的菜棵大、心实，菜外叶无虫 

斑或有 1～2个虫斑，施粪肥处理的菜棵大、心实，但菜外叶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虫斑，而对照菜棵小、菜心 

松，虫斑极少。菌泥处理产量为24t／hm ．施粪肥处理产量为18t／hm。，而对照为 10．5t／hm。．施菌泥处理比对 

照增产 1 28．6 ，比施粪肥增产 33．3 。草甸土施入菌泥可改良土壤结构，使低洼易涝黑粘土疏松，提高土壤 

透气度和土壤肥力，防止盐碱化．增加有机质含量．增加微生物数量，提高微生物活性和作物产量，且无病虫 

害发生。 

3 小结与建议 

菌泥应用于农业生产可改良土壤结构，增加有机质含量．提高微生物活性和土壤肥力；菌泥施用于风沙 

土、草甸土对玉米、大豆、牛心菜均有显著增产作用．其中玉米增产 25．o"A～26．3 ，大豆增产 8．9 ～ 

10．0 ，牛心菜增产 128．6 ；经过沤制堆制的氧化塘底泥可杀死病原菌、虫卵，用于种植业可抑制作物病虫 

害发生，故以氧化塘底泥为主的菌泥作为有机肥应用于农业是切实可行的。建议加大氧化塘底泥资源开发利 

坩的研究力度．使之尽快产业化，以解决底泥污染环境、农业有机肥源短缺等问题，增加生态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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