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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配料颗粒秸秆施用对土壤速效养分
及小麦生长的影响

范　 庭１ꎬ刘　 娜１ꎬ张　 霞１ꎬ张育林１ꎬ２ꎬ王旭东１ꎬ于　 坚３

(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ꎬ农业部西北植物营养与农业环境重点实验室ꎬ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ꎻ
２.陕西省土地整治重点实验室ꎬ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７５ꎻ３ 北京新禾丰农化资料有限公司ꎬ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我国西北地区气温较低ꎬ秸秆直接还田腐解慢、养分循环慢、当季利用率低、影响作物出苗ꎬ导致秸秆还

田率不高ꎮ 针对以上问题ꎬ本研究以小麦秸秆为原料ꎬ以硫磺粉(养分活化剂)和麦秸生物炭(养分吸附剂)为外源添

加材料ꎬ制成秸秆颗粒ꎮ 硫磺粉的添加质量比为 ３％(ＷＳ３)、５％(ＷＳ５)、１０％(ＷＳ１０)ꎬ生物质炭的添加质量比为 ５％
(ＷＣ５)、１０％(ＷＣ１０)、１５％(ＷＣ１５)ꎬ以秸秆颗粒(ＷＫ)、剪碎秸秆(ＷꎬＷ６)及无秸秆(ＣＫ)为对照ꎬ通过盆栽试验探

究了秸秆颗粒对土壤速效养分及小麦生长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秸秆颗粒较剪碎秸秆处理相比ꎬ能显著提高土壤速效

养分及小麦生物量和植株全量氮、磷、钾含量ꎬ添加硫磺或生物炭的秸秆颗粒提升效果更明显ꎮ 各处理土壤硝态氮

含量以 ＷＳ３ 处理最高ꎬ较 Ｗ 处理提高 １４.４４％ꎻ铵态氮含量以 ＷＣ５ 处理最高ꎬ较 Ｗ 处理提高 ４０.９３％ꎻ速效磷含量以

ＷＳ１０ 处理最高ꎬ较 Ｗ 处理提高 ２３.４２％ꎻ速效钾含量以 ＷＣ５ 处理最高ꎬ较 Ｗ 处理提高 ９.０５％ꎻ差异均达显著水平(Ｐ
<０.０５)ꎮ 小麦生物量以 ＷＳ５ 处理最高ꎬ较 ＷＫ 处理提高 ２９.６１％ꎻ全氮含量以 ＷＳ１０ 最高ꎬ较 ＷＫ 处理提高 １１.４４％ꎻ
全磷含量以 ＷＳ１０ 处理最高ꎬ较 ＷＫ 处理提高 ２１.８２％ꎻ全钾含量以 ＷＣ１５ 最高ꎬ较 ＷＫ 处理提高 １２.５３％ꎻ差异均达显

著水平(Ｐ<０.０５)ꎮ 综上可知ꎬ秸秆颗粒在西北地区实现秸秆还田和养分循环ꎬ维持土壤肥力等方面具有很大应用

前景ꎮ
关键词:秸秆颗粒ꎻ硫磺粉ꎻ生物炭ꎻ小麦ꎻ土壤养分

中图分类号:Ｓ１４１.４　 　 文献标志码:Ａ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ｓｔｒａｗ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ｈｅａ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Ｎ Ｔｉｎｇ１ꎬ ＬＩＵ Ｎａ１ꎬ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１ꎬ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ｌｉｎ１ꎬ２ꎬ ＷＡＮＧ Ｘｕｄｏｎｇ１ꎬ ＹＵ Ｊｉａｎ３

(１.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Ｙａｎｇｌｉｎｇꎬ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１２１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ꎬ Ｘｉ'ａｎꎬ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１００７５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Ｘｉｎｈｅｆｅｎｇ Ａｇ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ꎬ Ｌｔｄ.ꎬ Ｌａｎｚｈｏｕꎬ Ｇａｎｓｕ ７３００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ｓ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ｌｏｗꎬ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ｗ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ｉｓ ｓｌｏｗ ｉｎ ｄ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ꎬ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ｓｔｒａｗꎬ
ｓ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ｗ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ｉｓ ｌｏｗ.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 ｓｔｒａｗ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ｄｅ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ꎬ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ｕｌｆｕｒ ｐｏｗｄｅｒ (ａ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ｄｓｏｒｂｅｎｔ) ａｓ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ｒａ￣
ｔｉｏｓ ｏｆ ｓｕｌｆｕｒ ｐｏｗｄｅｒ ｗｅｒｅ ３％ (ＷＳ３)ꎬ ５％ (ＷＳ５)ꎬ ａｎｄ １０％ (ＷＳ１０)ꎻ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ｗｅｒｅ ５％
(ＷＣ５)ꎬ １０％ (ＷＣ１０)ꎬ １５％ (ＷＣ１５)ꎬ ｓｔｒａｗ ｇｒａｎｕｌｅ (ＷＫ)ꎬ ｃｈｏｐｐｅｄ ｓｔｒａｗ (Ｗꎬ Ｗ６)ꎬ ａｎｄ ｎｏ ｓｔｒａｗ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ＣＫ)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 ｐｏ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ｗ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ｏｎ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ｈｅａ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ｒｏｐ ｓｔｒａｗꎬ ｓｔｒａｗ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１６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１０
基金项目:陕西省土地整治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２０１８－ＺＤ０８)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８ＹＦＤ０２００４０５)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４１６０１３２４)
作者简介:范庭(１９９６－)ꎬ男ꎬ内蒙古乌兰察布人ꎬ硕士研究生ꎬ研究方向为土壤养分管理ꎮ Ｅ￣ｍａｉｌ:ｆａｎｔｉｎｇ０８２２＠ １２６.ｃｏｍ
通信作者:王旭东(１９６５－)ꎬ男ꎬ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ꎬ主要从事土壤与环境化学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ｘｕｄｏｎｇ０１＠ １２６.ｃｏｍ

张育林(１９８４－)ꎬ男ꎬ副教授ꎬ硕士生导师ꎬ主要从事土壤养分管理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ｙｕｌｉｎｚｈａｎｇｂｅｓｔ＠ １２６.ｃｏｍ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ｏｉｌꎬ ｔｈ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ꎬ Ｐꎬ ａｎｄ Ｋ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ｗ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ａｄ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ｕｌｆｕｒ ｏｒ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ｉｌ.
(１) ＷＳ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ｈａ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ＮＯ３ －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１４.４４％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Ｗ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ｄｉｄꎻ ＷＣ５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ｈａ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ＮＨ４－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４０.９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Ｗ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ꎻ ＷＳ１０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ｈａ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２３.４２％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Ｗ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ꎻ ＷＣ５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ｈａ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９.０５％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Ｗ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０.０５). (２) ＷＳ５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ｈａ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ꎬ
２９.６１％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ＷＫ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ꎻ ＷＳ１０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ｈａ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ｔｏｔａｌ 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１１.４４％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ＷＫ 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ꎻ ＷＳ１０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ｈａ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ｔｏｔａｌ 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２１.８２％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ＷＫ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ꎻ ＷＣ１５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ｈａ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ｔｏｔａｌ Ｋ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１２.５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ＷＫ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０.０５). Ｔｏ ｓｕｍ ｕｐꎬ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ｈａｄ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ｔｒａｗ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ｙｃｌ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ｔｒａｗ ｇｒａｎｕｌｅꎻ ｓｕｌｆｕｒ ｐｏｗｄｅｒꎻ ｂｉｏｃｈａｒꎻ ｗｈｅａｔꎻ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随着集约化农业生产的发展ꎬ耕地土壤质量出

现了普遍下降的现象ꎮ 化肥的施用在很大程度上

补充了土壤中一些大量元素ꎬ但同时也带来了部分

地区养分不平衡[１]、土壤板结[２] 和重金属污染[３] 等

问题ꎮ 秸秆还田不仅可以补充土壤养分ꎬ减少化肥

的投入量ꎬ还可以改善土壤理化性状ꎬ促使作物增

产[４]ꎮ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ꎬ河西走廊多地出现盐渍

化、板结化等土壤质量下降的问题ꎮ 盐渍化不仅影

响作物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养分ꎬ甚至对农作物还

有离子毒害作用[５]ꎮ 有研究表明ꎬ秸秆还田可以有

效降低土壤盐渍化引发的问题[６]ꎮ 但我国西北地

区由于土壤温度普遍较低ꎬ加上不合理的灌溉措

施ꎬ常规秸秆还田技术在当地存在一定的弊端ꎬ如
秸秆直接还田腐解慢ꎬ易造成土壤空洞现象ꎬ不利

于土壤团聚体的形成和农作物扎根ꎻ秸秆覆盖还田

在播种时容易堵塞机具ꎬ有的种子被秸秆覆盖压

实ꎬ影响正常出苗ꎬ导致当地秸秆还田数量少ꎬ且还

田效果差ꎬ最终导致大量的作物秸秆被用作牲畜的

草料ꎬ甚至向省外输出[７]ꎮ 因此ꎬ怎样更好地将作

物秸秆这一农业“垃圾”变废为宝ꎬ推进可持续农业

的发展是众多农业研究人员致力解决的热点问

题[８－１０]ꎮ 最新研究表明ꎬ秸秆造粒还田能够提高秸

秆有机碳矿化率及养分释放速率[１１]ꎮ 张莉等[１２] 发

现玉米秸秆颗粒还田可以快速提高土壤及小麦植

株养分含量ꎮ 因此ꎬ将秸秆进行压缩造粒还田在西

北地区是一种应用前景非常可观的还田技术ꎮ
缺磷是盐碱土作物普遍出现的症状ꎮ 河西走

廊地区由于土壤高 ｐＨ 值的影响ꎬ土壤中磷的有效

性很低ꎮ 目前有许多关于磷素活化剂在盐碱土改

良中应用的研究[１３－１４]ꎮ 其中硫磺和生物炭是两种

常见的改良材料ꎬ在盐碱土中施用是比较经济的ꎮ
有研究表明ꎬ施用硫磺粉处理的土壤有效磷含量较

对照显著提高[１５]ꎮ 此外ꎬ氮肥配施硫肥能显著提升

小麦干物质积累量及籽粒产量[１６]ꎮ 因此ꎬ硫磺不仅

可作为磷素活化剂的代表性物质ꎬ还可以作为中量

元素补充作物的养分ꎮ 生物炭在农业领域具有极

大的潜在研究价值ꎬ其本身含有大量的矿质营养元

素ꎬ施入土壤可将这些营养元素归还到土壤中ꎮ 有

研究显示ꎬ在土壤中添加生物炭可有效提高土壤中

的速效养分含量ꎬ增强土壤保肥能力[１７]ꎻ其施入土

壤中可作为可溶性养分被作物吸收利用ꎬ促进植物

生长ꎮ 李伟[１８]研究发现ꎬ氮肥配施生物炭显著提升

了冬小麦－夏玉米轮作体系下的作物产量ꎮ
现阶段秸秆颗粒还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玉

米秸秆为原料制作秸秆颗粒的基础上ꎬ且对西北地

区春小麦种植土壤环境条件未曾开展研究ꎮ 目前

针对硫磺粉、生物炭和秸秆配施的研究较少ꎬ两者

配施是否能提升土壤养分含量和作物产量ꎬ还需深

入研究ꎮ 为响应国家“粮藏于地ꎬ粮藏于技”的可持

续发展战略方针ꎬ解决常规秸秆还田在我国西北地

区养分利用率低的问题ꎬ本研究以小麦秸秆为原

料ꎬ添加不同配比的硫磺粉和麦秸生物炭ꎬ研制新

型秸秆颗粒并进行盆栽试验ꎬ研究不同配料秸秆施

用对土壤速效养分及小麦生长的影响ꎬ以寻求适合

我国西北地区的秸秆还田技术ꎬ实现土壤与作物间

的养分高效循环ꎬ为当地农作物增产增收提供技术

指导和理论支持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土壤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采自甘肃省高台县巷

道镇红联村ꎬ土壤类型为灌耕土ꎬ系统命名为灌淤

旱耕人为土ꎮ 采样深度为耕层 ０~２０ ｃｍꎮ 采集的土

壤风干后过 ２ ｍｍ 筛备用ꎮ 供试土壤基础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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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黏粒( < ０. ００２ ｍｍ) ２４. ２８％、粉粒(０. ００２ ~ ０. ０５
ｍｍ) ２９.４３％、砂粒(０.０５ ~ １ ｍｍ)４６.２９％ꎬｐＨ 值为

８.１２ꎬ有机碳为 ８.２ ｇｋｇ－１ꎬ全氮 ０.８５ ｇｋｇ－１ꎬ速效

磷 ２０.７０ ｍｇｋｇ－１ꎬ速效钾 ２５.８８ ｍｇｋｇ－１ꎮ
供试秸秆颗粒的原料为小麦收获后地上部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采自甘肃省高台县红联村ꎮ 秸秆颗粒

中添加的外源材料选用硫磺粉(养分活化剂)和麦秸

生物炭(养分吸附剂)ꎮ 不同处理方式及秸秆养分含

量见表 １ꎮ 小麦秸秆的 Ｃ、Ｎ、Ｐ、Ｋ 百分含量分别为

４７.５０％、０.７８％、０.１３％、１.６６％ꎮ 生物炭的裂解温度为

３５０℃ꎬ其 Ｃ、Ｎ、Ｐ、Ｋ 百分含量分别为５１.４０％、１.２７％、
０.１１％、５.４３％ꎮ 硫磺粉为天津市天力化学试剂公司

生产ꎬＳ 含量≥９９.５０％ꎮ 供试小麦品种为永良 １１ 号ꎮ
秸秆颗粒造粒方法:造粒前将部分小麦秸秆晾

晒风干(含水率低于 １０％)后打碎成糠状(过 ２ ｍｍ
网筛)ꎬ并喷施尿素溶液ꎬ调节其 Ｃ ∶ Ｎ 为 ２５ ∶ １ꎮ
选用 ＳＫＪ－２２０ 型造粒机进行造粒ꎮ 其生产工艺流

程为:将备用秸秆原料送到震动料斗ꎬ由送料器送

到加料器口ꎬ在螺旋搅拌器的作用下推到制粒机

内ꎬ由于制粒机中 ２ 个齿轮反向等速转动和碾压ꎬ使
秸秆粉末通过碾压后制成秸秆颗粒ꎮ 成品颗粒为

直径 ８ ｍｍꎬ长度约 １~２ ｃｍ 的圆柱体ꎮ
１.２　 试验方法

采用盆栽试验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在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科研教学旱棚试验区进行ꎮ 选取直径为 １５
ｃｍ、深度为 １７ ｃｍ 的塑料盆ꎬ每盆装土 ２ ｋｇꎬ共设 １０
个处理ꎬ具体处理方式见表 １ꎮ 分别将各处理材料

与土样充分混匀后装盆ꎬ重复 ４ 次ꎬ共计 ４０ 盆ꎬ随机

排列ꎬ使盆栽土壤的含水量保持在田间持水量的

５０％ꎬ培养一个星期ꎮ 培养结束后每盆种植小麦 ２
株ꎬ使土壤含水量维持在田间持水量的 ８０％ꎮ 小麦

种植 ２８ ｄ 后于拔节中后期收获地上部ꎬ再分别采集

各处理土壤样品ꎮ 土样风干后测定各处理土壤硝、
铵态氮含量(１ｍｏｌＬ－１ＫＣＬ 浸提ꎬ流动分析仪测定)、
速效磷含量(钼蓝比色法)、速效钾含量(火焰光度

法)ꎮ 植物样用去离子水冲洗干净ꎬ６０℃烘干至恒重ꎬ
测定其生物量及全氮含量(半微量开氏法)、全磷含

量(钒钼黄比色法)、全钾含量(火焰光度计法) [１９]ꎮ
１.３　 数据统计

数据处理选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ꎬ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ꎬ多重比较选用 ＬＳＤ 法对各处理土壤速效养

分含量、植株生物量和植株养分含量进行差异显著

性分析ꎮ 运用 Ｏｒｉｇｉｎ Ｐｒｏ ９.０ 软件作图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处理秸秆颗粒添加后土壤速效养分含量

的变化

２.１.１ 　 土壤硝态氮、铵态氮含量变化 　 由图 １ 可

知ꎬ秸秆处理方式不同ꎬ土壤硝态氮含量有所不同ꎮ
各处理土壤经 ２８ ｄ 培养后ꎬＷＫ 处理的硝态氮含量

为 ３.３４ ｍｇｋｇ－１ꎬＷＫ、Ｗ、Ｗ６ 与 ＣＫ 处理间均无显

著差异ꎻ添加硫磺的 ３ 个处理中ꎬ土壤硝态氮含量随

硫磺粉用量的增加而降低ꎬＷＳ３、ＷＳ５、ＷＳ１０ 处理的

土壤硝态氮含量分别为 ３.９５、３.５２、３.４７ ｍｇｋｇ－１ꎬ３
个处理间无显著差异ꎬ其中 ＷＳ３ 较 Ｗ 和 ＷＫ 处理

分别提高 １４.４４％、１５.４４％ꎬ差异均达显著水平(Ｐ<
０.０５)ꎻ添加生物炭的 ３ 个处理间无显著差异ꎬＷＣ５、
ＷＣ１０、ＷＣ１５ 的硝态氮含量分别为 ５.５６、３.９１、３.４５

表 １　 不同秸秆处理及其基础性状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ａｗ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处理方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堆积密度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ｇｃｍ－３)

秸秆养分含量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 ｓｔｒａｗ
Ｃ / ％ Ｎ / ％ Ｐ / ％ Ｋ / ％

ＣＫ 无秸秆 Ｎｏ ｓｔｒａｗ ０ ０ ０ ０ ０
Ｗ 剪碎秸秆 Ｃｈｏｐｐｅｄ ｓｔｒａｗ １２３ ４７.５０ １.４３ ０.１３ １.６６
Ｗ６ 剪碎秸秆 Ｃｈｏｐｐｅｄ ｓｔｒａｗ １２３ ４７.５０ １.４３ ０.１３ １.６６
ＷＫ 秸秆颗粒 Ｓｔｒａｗ ｇｒａｎｕｌｅ ７８２ ４９.６０ １.４４ ０.１３ １.５８

ＷＳ３ 添加 ３％的硫磺秸秆颗粒
Ａｄｄｉｎｇ ３％ ｓｕｌｆｕｒ ｓｔｒａｗ ｇｒａｎｕｌｅ ７７３ ４７.０８ １.４８ ０.１２ １.６０

ＷＳ５ 添加 ５％的硫磺秸秆颗粒
Ａｄｄｉｎｇ ５％ ｓｕｌｆｕｒ ｓｔｒａｗ ｇｒａｎｕｌｅ ７８５ ４６.２９ １.４７ ０.１２ １.５６

ＷＳ１０ 添加 １０％的硫磺秸秆颗粒
Ａｄｄｉｎｇ １０％ ｓｕｌｆｕｒ ｓｔｒａｗ ｇｒａｎｕｌｅ ７７９ ４５.９５ １.４６ ０.０９ １.４６

ＷＣ５ 添加 ５％的生物炭秸秆颗粒
Ａｄｄｉｎｇ ５％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ｓｔｒａｗ ｇｒａｎｕｌｅ ７８３ ４８.５０ １.４６ ０.１４ １.８３

ＷＣ１０ 添加 １０％的生物炭秸秆颗粒
Ａｄｄｉｎｇ １０％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ｓｔｒａｗ ｇｒａｎｕｌｅ ７６５ ４７.６５ １.４８ ０.１２ １.８８

ＷＣ１５ 添加 １５％的生物炭秸秆颗粒
Ａｄｄｉｎｇ １５％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ｓｔｒａｗ ｇｒａｎｕｌｅ ７３２ ４９.２９ １.５０ ０.１２ １.９６

　 　 注:Ｗ 处理为每公斤土施用 １２ ｇ 秸秆ꎬＷ６、ＷＫ、ＷＳ３、ＷＳ５、ＷＳ１０、ＷＣ５、ＷＣ１０、ＷＣ１５ 处理为每公斤土施用 ２４ ｇ 秸秆ꎮ

Ｎｏｔｅ: Ｗ: １２ ｇ ｓｔｒａｗ ｐｅｒ ｋｇ ｏｆ ｓｏｉｌꎻ Ｗ６ꎬ ＷＫꎬ ＷＳ３ꎬ ＷＳ５ꎬ ＷＳ１０ꎬ ＷＣ５ꎬ ＷＣ１０ꎬ ＷＣ１５: ２４ ｇ ｓｔｒａｗ ｐｅｒ ｋｇ ｏｆ ｓｏ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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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ＣＫ(无秸秆)ꎬＷ(剪碎秸秆ꎬ每公斤土施用 １２ ｇ 秸

秆)ꎬＷ６(剪碎秸秆ꎬ每公斤土施用 ２４ ｇ 秸秆)ꎬＷＫ(秸秆颗

粒)ꎬＷＳ３、ＷＳ５、ＷＳ１０ 分别代表添加 ３％、５％、１０％的硫磺秸秆

颗粒ꎬＷＣ５、ＷＣ１０、ＷＣ１５ 分别代表添加 ５％、１０％、１５％的生物

炭秸秆颗粒ꎮ 颗粒用量为每公斤土施用 ２４ ｇ 秸秆ꎮ 不同小写

字母代表各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ＣＫ (ｎｏ ｓｔｒａｗ)ꎬ Ｗ (ｃｈｏｐｐｅｄ ｓｔｒａｗꎬ １２ ｇ ｓｔｒａｗ ｐｅｒ ｋｇ

ｏｆ ｓｏｉｌ)ꎬ Ｗ６ ( ｃｈｏｐｐｅｄ ｓｔｒａｗꎬ ２４ ｇ ｓｔｒａｗ ｐｅｒ ｋｇ ｏｆ ｓｏｉｌ)ꎬ ＷＫ
(ｓｔｒａｗ ｇｒａｎｕｌｅ )ꎬ ａｄｄｉｎｇ ３％ ( ＷＳ３ )ꎬ ５％ ( ＷＳ５ )ꎬ １０％
( ＷＳ１０ ) ｓｕｌｆｕｒ ｓｔｒａｗ ｇｒａｎｕｌｅꎬ ａｄｄｉｎｇ ５％ ( ＷＣ５ )ꎬ １０％
(ＷＣ１０)ꎬ １５％ (ＷＣ１５)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ｓｔｒａｗ ｇｒａｎｕｌｅꎬ ｇｒａｎｕｌ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ｗａｓ ２４ ｇ ｓｔｒａｗ ｐｅｒ ｋｇ ｏｆ ｓｏｉ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Ｐ < ０. ０５)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１　 不同处理土壤硝态氮含量
Ｆｉｇ.１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ｍｇｋｇ－１ꎬ其中以 ＷＣ１０ 处理最高ꎬ较 Ｗ 和 ＷＫ 处

理分别提高 １３.５６％、１４.５８％ꎬ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添加外源材料的 ６ 个处理间无显著差异ꎮ 各处理土

壤硝态氮含量以 ＷＳ３ 处理最高ꎮ
由图 ２ 可知ꎬ不同的秸秆处理方式土壤铵态氮

含量有所不同ꎮ 各处理土壤经 ２８ ｄ 培养后ꎬＷＫ 处

理的铵态氮含量为 １. ８４ ｍｇ ｋｇ－１ꎬ较 ＣＫ 提高

５２.７２％ꎬ较 Ｗ 处理提高 ２６.１９％ꎬ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ꎬ但与 Ｗ６ 处理无显著差异ꎻ添加硫磺的 ３
个处理间无显著差异ꎬＷＳ３、ＷＳ５、ＷＳ１０ 处理的土壤

铵态氮含量分别为 １.６９、１.８３、１.８０ ｍｇｋｇ－１ꎬ较 Ｗ
处理分别提高 ２４.０２％、３４.５６％、３２.３５％ꎬ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ꎬ与 ＷＫ 处理相比ꎬ均无显著差异ꎻ添加生

物炭的 ３ 个处理中ꎬ土壤铵态氮含量随生物炭用量

的增加而降低ꎬＷＣ５、ＷＣ１０、ＷＣ１５ 的铵态氮含量分

别为 １.９２、１.８３、１.７４ ｍｇｋｇ－１ꎬ３ 个处理间无显著差

异ꎬ但较 Ｗ 处理分别提高 ４０.９３％、３４.８０％、２７.７０％ꎬ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ꎬ与 ＷＫ 处理相比ꎬ均无显著差

异ꎮ 添加外源材料处理中ꎬＷＣ５ 显著高于 ＷＳ３ 处

理ꎮ 总体上ꎬ以 ＷＣ５ 处理的土壤铵态氮含量最高ꎮ
２.１.２　 土壤速效磷含量变化　 由图 ３ 可知ꎬ秸秆处

理方式不同ꎬ土壤速效磷含量也不同ꎮ ＷＫ 处理的

图 ２　 不同处理土壤铵态氮含量
Ｆｉｇ.２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图 ３　 不同处理土壤速效磷含量
Ｆｉｇ.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速效磷含量为 ２７.０７ ｍｇｋｇ－１ꎬＷＫ、Ｗ、Ｗ６ 和 ＣＫ 处

理间无显著差异ꎻ添加硫磺的 ３ 个处理中ꎬ土壤速效

磷含量随硫磺用量的增加而升高ꎬＷＳ５ 和 ＷＳ１０ 显

著高于 ＷＳ３ 处理ꎬＷＳ３、ＷＳ５、ＷＳ１０ 处理的土壤速

效磷含量分别为 ３０.０１、３３.０１、３４.６０ ｍｇｋｇ－１ꎬ较 Ｗ
处理分别提高 １１.２０％、１９.７２％、２３.４２％ꎬ差异均达

显著水平(Ｐ<０.０５)ꎬ其中 ＷＳ５ 和 ＷＳ１０ 较 ＷＫ 处理

分别提高 １８.００％、２１.７７％ꎬ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ꎻ添
加生物炭的 ３ 个处理中ꎬＷＣ５ 显著高于 ＷＣ１０ 和

ＷＣ１５ 处理ꎬＷＣ５、ＷＣ１０、ＷＣ１５ 处理的速效磷含量

分别为 ３１.８７、２８.３６、２８.９９ ｍｇｋｇ－１ꎬ其中 ＷＣ５ 处

理较 Ｗ 和 ＷＫ 处理分别提高 １６.３８％、１５.０７％ꎬ差异

均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ꎮ 添加外源材料的土壤速效

磷含量表现为 ＷＳ１０>ＷＳ５>ＷＣ５>ＷＳ３>ＷＣ１５>ＷＣ１０ꎮ
总体上ꎬ土壤速效磷含量以 ＷＳ１０ 处理最高ꎮ
２.１.３　 土壤速效钾含量变化　 由图 ４ 可知ꎬ秸秆处

理方式不同ꎬ土壤速效钾含量有所不同ꎮ ＷＫ 处理

的速效钾含量为 ５４. ６７ ｍｇ  ｋｇ－１ꎬ 较 ＣＫ 提高

４４.０３％ꎬ差异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ꎬＷＫ 与 Ｗ、Ｗ６
处理间无显著差异ꎻ添加硫磺的 ３ 个处理间无显著

差异ꎬＷＳ３、ＷＳ５、ＷＳ１０ 处理的土壤速效钾含量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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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５３.９４、５５.１３、５２.７３ ｍｇｋｇ－１ꎬ与 Ｗ、Ｗ６ 和 ＷＫ 处

理均没有显著差异ꎻ添加生物炭的 ３ 个处理间无显

著差异ꎬＷＣ５、ＷＣ１０、ＷＣ１５ 处理的速效钾含量分别

为 ５７.７３、５５.１７、５６.７０ ｍｇｋｇ－１ꎬ其中 ＷＣ５ 处理较

Ｗ 处理提高 ９.０５％ꎬ差异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ꎬ但
与 Ｗ６ 和 ＷＫ 处理相比ꎬ无显著差异ꎮ 添加外源材

料的处理中ꎬＷＣ５ 显著高于 ＷＳ１０ 处理ꎮ 总体上ꎬ
土壤速效钾含量以 ＷＣ５ 处理最高ꎮ
２.２　 不同处理秸秆颗粒添加对春小麦生长的影响

２.２.１　 不同处理秸秆颗粒添加对春小麦生物量的

影响　 从图 ５ 可以看出ꎬ各秸秆颗粒处理的小麦地

上部生物量均显著高于 ＣＫ、Ｗ 和 Ｗ６ 处理ꎻＷ６ 与

Ｗ 处理相比ꎬ无显著差异ꎻＷＫ 处理的小麦地上部生

物量为 ０.５６ ｇꎬ较 Ｗ 和 Ｗ６ 处理分别提高 ４６.１４％、
３４.８６％ꎬ差异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ꎻ在秸秆颗粒中

添加硫磺对小麦地上部生物量也有增加作用ꎬ各处

理小麦的生物量表现为 ＷＳ５>ＷＳ１０>ＷＳ３ꎬ处理间没

有显著差异ꎬ但 ＷＳ５ 处理的小麦地上部生物量较

ＷＫ 处理提高 ２９.６１％ꎬ差异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ꎻ
添加生物炭的各秸秆颗粒处理中ꎬ小麦的地上部生

物量随生物炭用量的增加而增加ꎬ但处理间无显著

差异ꎬ其中 ＷＣ１５ 处理较 ＷＫ 处理提高 ２９.４８％ꎬ差
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添加硫磺和生物炭的各秸秆颗

粒处理间没有显著差异ꎮ 总体上ꎬ各处理小麦地上

部生物量从高到低的顺序为 ＷＳ５>ＷＣ１５>ＷＳ１０>
ＷＣ１０>ＷＳ３>ＷＣ５>ＷＫ>Ｗ６>Ｗ>ＣＫꎮ
２.２.２　 不同处理秸秆颗粒添加对春小麦植株全氮

含量的影响　 由图 ６ 可知ꎬ各秸秆颗粒处理的小麦

全氮含量均显著高于 ＣＫꎬ且均显著高于 Ｗ 和 Ｗ６
处理ꎮ ＷＫ 处理的小麦植株氮含量为 ０.４４ ｇｋｇ－１ꎬ
较 Ｗ 和 Ｗ６ 处理分别提高 ８１.９４％和 ３２.７３％ꎬ差异

均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ꎻ添加硫磺的各秸秆颗粒处

理中ꎬ小麦全氮含量表现为随硫磺用量的增加而增

图 ４　 不同处理土壤速效钾含量

Ｆｉｇ.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加ꎬＷＳ１０ 显著高于 ＷＳ３ 处理ꎬＷＳ３ 和 ＷＳ５ 处理与

ＷＫ 处理无显著差异ꎬ但 ＷＳ１０ 较 ＷＫ 处理提高

１１.４４％ꎬ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ꎻ添加生物炭的 ３ 个

秸秆颗粒处理间无显著差异ꎬ且均与 ＷＫ 处理无显

著差异ꎬ但均显著高于 Ｗ 和 Ｗ６ 处理ꎮ 添加外源材

料的处理中ꎬＷＳ３ 显著低于其他处理ꎮ 总体上ꎬ各
处理小麦植株全氮含量表现为 ＷＳ１０>ＷＳ５>ＷＣ１５>
ＷＣ５>ＷＣ１０>ＷＫ>ＷＳ３>Ｗ６>ＣＫ>Ｗꎮ
２.２.３　 不同处理秸秆颗粒添加对春小麦植株全磷

含量的影响　 由图 ７ 可知ꎬ各秸秆颗粒处理的小麦

全磷含量均显著高于 ＣＫ、Ｗ 和 Ｗ６ 处理ꎮ Ｗ 和 Ｗ６
处理间无显著差异ꎻＷＫ 处理的小麦全磷含量为

０.０３ ｇｋｇ－１ꎬ较 Ｗ 和 Ｗ６ 处理分别提高 ９３.１１％、
６２.５７％ꎬ差异均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ꎻ添加硫磺的

各秸秆颗粒处理中ꎬ小麦全磷含量表现为 ＷＳ１０>
ＷＳ３>ＷＳ５ꎬ３ 个处理的小麦全磷含量无显著差异ꎬ
但都明显高于 ＷＫ 处理ꎬ其中 ＷＳ１０ 较 ＷＫ 处理提

高２１.８２％(Ｐ<０.０５)ꎻ添加生物炭的各秸秆颗粒处理

之间ꎬ小麦全磷含量无显著差异ꎬ其中 ＷＣ１０ 处理的

图 ５　 不同秸秆处理春小麦生物量

Ｆｉｇ.５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ｈｅａｔ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ａｗ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图 ６　 不同秸秆处理春小麦植株全氮含量

Ｆｉｇ.６　 Ｔｏｔａｌ 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ｈｅａ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ａｗ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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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全磷含量较 ＷＫ 处理提高 １９.８０％(Ｐ<０.０５)ꎮ
添加外源材料的 ６ 个处理间无显著差异ꎮ 总体上ꎬ
小麦全磷含量整体趋势表现为 ＷＳ１０>ＷＣ１０>ＷＳ３>
ＷＳ５>ＷＣ５>ＷＣ１５>ＷＫ>Ｗ６>ＣＫ>Ｗꎮ
２.２.４　 不同处理秸秆颗粒添加对春小麦植株全钾

含量的影响 　 由图 ８ 可知ꎬ各秸秆颗粒处理与 ＣＫ
相比ꎬ小麦全钾含量均显著提高ꎬＷ６ 与 ＣＫ 相比无

显著差异ꎮ 各秸秆颗粒处理中ꎬＷＫ 处理的小麦全

钾含量为 ０.５２ ｇｋｇ－１ꎬ与 Ｗ 处理无显著差异ꎬ但显

著高于 Ｗ６ 处理ꎻ添加硫磺的 ３ 个秸秆颗粒处理中ꎬ
小麦全钾含量表现为随硫磺用量的增加而增加ꎬＷＳ５
和 ＷＳ１０ 处理显著高于 ＷＳ３ 处理ꎬ３ 个处理均显著高

于 Ｗ６ 处理ꎬ且 ＷＳ５、ＷＳ１０ 较 Ｗ 处理分别提高

９.５０％、１４.９６％ꎬ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ꎬ但与 ＷＫ 处理无

显著差异ꎻ添加生物炭的 ３ 个秸秆颗粒处理中ꎬＷＣ１５
处理显著高于ＷＣ５ 和ＷＣ１０ 处理ꎬ３ 个处理的小麦全

钾含量均显著高于 Ｗ６ 处理ꎬ且 ＷＣ１５ 处理较 Ｗ 和

ＷＫ 处理分别提高 １６.１４％、１２.５３％ꎬ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ꎮ 添加外源材料的处理中ꎬＷＳ３ 显著低于其他

处理ꎮ 总体上ꎬ各处理小麦全钾含量表现为 ＷＣ１５>
ＷＳ１０>ＷＳ５>ＷＣ５>ＷＣ１０>ＷＫ>Ｗ>ＷＳ３>ＣＫ>Ｗ６ꎮ

图 ７　 不同秸秆处理春小麦植株全磷含量
Ｆｉｇ.７　 Ｔｏｔａｌ 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ｈｅａ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ａｗ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图 ８　 不同秸秆处理春小麦植株全钾含量
Ｆｉｇ.８　 Ｔｏｔａｌ Ｋ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ｈｅａ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ａｗ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３　 讨　 论

３.１　 不同处理秸秆颗粒添加对土壤速效氮、磷、钾
含量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ꎬ添加 ３％硫磺秸秆颗粒处理的土

壤硝态氮含量较对照、剪碎秸秆、秸秆颗粒处理均

显著提高ꎬ这很可能是因为适量的硫磺粉添加后ꎬ
加速了土壤中微生物对其的分解ꎬ使氮素转化过程

加快ꎻ添加 １０％生物炭秸秆颗粒处理的土壤硝态氮

含量较对照、剪碎秸秆、秸秆颗粒处理也显著提高ꎬ
这应该是由于适量的生物炭添加后导致颗粒中的

氮素更易释放ꎮ 土壤中施入秸秆后ꎬ其铵态氮含量

较对照显著提高ꎬ且各秸秆颗粒处理的铵态氮含量

较剪碎秸秆更高ꎬ这是由于秸秆颗粒制作前进行了

粉碎处理ꎬ吸水膨胀后加大了颗粒与土壤的接触面

积ꎬ使微生物活性增强ꎻ添加硫磺的颗粒与秸秆颗

粒处理无明显差异ꎻ添加生物炭的颗粒处理较秸秆

颗粒处理的土壤铵态氮含量略有提高ꎬ这应该是由

于生物炭本身含有的部分氮素释放的结果ꎮ 这与

张珺穜等[２０]发现秸秆粉碎后造粒还田ꎬ能够快速提

高土壤中的氮含量的研究结果相一致ꎮ 秸秆颗粒

中添加硫磺粉后ꎬ土壤速效磷含量较对照、剪碎秸

秆、秸秆颗粒显著提高ꎬ且随硫磺粉用量的增加而

增加ꎬ这很可能是由于添加硫磺粉后ꎬ秸秆颗粒中

的硫磺部分氧化ꎬ活化了秸秆颗粒中的磷和土壤固

定的磷ꎬ从而使土壤速效磷含量升高ꎻ添加 １０％、
１５％生物炭秸秆颗粒处理的速效磷含量较秸秆颗粒

处理略有提高ꎬ添加 ５％生物炭处理的速效磷含量

最高ꎬ这应该是由于生物炭浓度高会导致一部分磷

被颗粒吸附ꎮ 施用秸秆能快速提高土壤中的速效

钾含量ꎬ秸秆颗粒和剪碎秸秆相比无明显差异ꎬ这
是由于秸秆中的钾大多以离子态的形式存在ꎬ不论

是剪碎秸秆ꎬ还是秸秆颗粒中的钾均能快速释放ꎻ
秸秆颗粒中添加硫磺后土壤速效钾含量变化不大ꎬ
颗粒中添加生物炭后ꎬ土壤速效钾含量略有提高ꎬ
这是由于生物炭本身含有较高的钾素释放到土壤

中引起的ꎮ 这与有关研究认为将秸秆高温裂解为

生物炭后再还田ꎬ土壤速效钾含量明显提高的结

果[２１]相一致ꎮ 因此ꎬ秸秆颗粒在提升土壤肥力方面

明显优于剪碎秸秆ꎬ秸秆颗粒中添加适量外源材料

可进一步提升土壤肥力ꎮ
３.２　 不同处理秸秆颗粒添加对春小麦生物量及植

株全量氮、磷、钾含量的影响

　 　 小麦地上部生物量是反映其后期产量的重要

指标ꎮ 本研究发现ꎬ与对照和剪碎秸秆处理相比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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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颗粒能够显著增加小麦地上部生物量ꎮ 这一

方面是由于秸秆颗粒是经粉碎后挤压成型ꎬ在其造

粒之前就已经把较难腐解的纤维素、木制素结构破

坏ꎬ其施入土壤后遇水膨胀分散ꎬ比表面积增加ꎬ导
致颗粒中的养分较剪碎秸秆更易释放到土壤中ꎬ从
而被小麦吸收利用[１１]ꎻ另一方面是由于秸秆颗粒施

入土壤后ꎬ吸入一定水分发生膨胀ꎬ降低了土壤紧

实度ꎬ进而改善土壤孔隙结构ꎬ秸秆颗粒吸水膨胀

后还能与土壤充分接触ꎬ避免了添加剪碎秸秆造成

小麦扎根困难的缺陷ꎮ 这与丛萍等[２２] 的研究结果

相一致ꎮ 此外ꎬ还有研究认为秸秆颗粒还田提高了

小麦的光合性能ꎬ促进了植株碳水化合物的合成ꎬ
从而使其积累较高的生物量[１２]ꎮ 本研究结果还表

明向秸秆颗粒中添加硫磺粉之后ꎬ小麦的生物量较

秸秆颗粒均有所提升ꎮ 这可能是因为秸秆颗粒中

的硫磺活化了土壤中原本固有的难以被植株吸收

利用的磷ꎬ降低了土壤中的 Ｃ / Ｐꎬ提高了土壤微生物

的活性[２３]ꎮ 在秸秆颗粒中添加生物炭后ꎬ小麦生物

量也有提升ꎮ 这是由于生物炭本身就含有一定养

分ꎬ不仅能够释放自身养分ꎬ还能够吸附离小麦根

系较远土壤中的养分ꎬ从而被小麦吸收利用[２４]ꎮ 因

此ꎬ秸秆颗粒与剪碎秸秆处理相比ꎬ能有效提升小

麦的生物量ꎬ在颗粒中添加适量的外源材料ꎬ颗粒

的养分有效性更高ꎮ
本研究发现ꎬ与对照和剪碎秸秆相比ꎬ秸秆颗

粒处理能显著增加小麦植株的全氮和全磷含量ꎬ这
是因为秸秆颗粒较剪碎秸秆腐解速率加快ꎬ提高了

秸秆养分的当季利用率[１１]ꎮ 秸秆颗粒中添加硫磺

粉对小麦氮、磷含量也有增加作用ꎮ 这一方面可能

是由于亲水性较差的硫磺粉添加使秸秆颗粒遇水

更易松散ꎬ微生物分解作用加快ꎻ另一方面应该是

由于秸秆颗粒中的硫磺部分氧化ꎬ形成 ＳＯ２－
４ ꎬ促进

了磷酸盐释放ꎬ更利于小麦植株吸收[２５]ꎮ 秸秆颗粒

中添加生物炭对小麦氮、磷含量也有增加作用ꎬ这
是由于生物炭释放自身养分所致ꎮ 秸秆颗粒与剪

碎秸秆处理相比ꎬ全钾含量无显著差异ꎬ这是由于

秸秆中的钾素大多以离子态的形态存在ꎬ易于释

放ꎬ被小麦吸收利用ꎮ 而秸秆颗粒中添加 １５％的生

物炭后ꎬ小麦全钾含量显著增加ꎬ这是因为生物炭

中钾素含量较高ꎬ由于高浓度的生物炭添加ꎬ使秸

秆颗粒中本身含有的钾素增多ꎬ其腐解释放后能被

小麦吸收利用ꎮ 此外ꎬ有研究显示ꎬ秸秆颗粒中的

养分含量还会随其腐解时间延长而释放到土壤中ꎬ
补充土壤中被小麦吸收利用的养分ꎬ改善土壤肥力

状况ꎬ使土壤与作物秸秆间的养分处于良性循环的

状态[２６]ꎮ 因此ꎬ秸秆颗粒在提升小麦养分含量方

面ꎬ较剪碎秸秆更有优势ꎬ在颗粒中添加适量的外

源材料ꎬ能进一步提升小麦植株的养分含量ꎮ

４　 结　 论

１)与剪碎秸秆相比ꎬ施用秸秆颗粒在提升土壤

速效养分方面更有优势ꎬ添加适量的硫磺粉和生物

炭效果更明显ꎮ 土壤硝态氮含量以 ＷＳ３ 处理最佳ꎬ
较 Ｗ 处理提高 １４.４４％ꎻ土壤铵态氮含量以 ＷＣ５ 处

理最佳ꎬ较 Ｗ 处理提高 ４０.９３％ꎻ土壤速效磷含量以

ＷＳ１０ 处理最佳ꎬ较 Ｗ 处理提高 ２３.４２％ꎻ土壤速效

钾含量以 ＷＣ５ 处理最佳ꎬ较 Ｗ 处理提高 ９.０５％ꎮ
２)与剪碎秸秆相比ꎬ秸秆颗粒显著促进了小麦

生长ꎬ添加适量的硫磺粉和生物炭进一步提升了小

麦的生物量和养分含量ꎮ 小麦地上部生物量以

ＷＳ５ 处理最高ꎬ较 ＷＫ 处理提高 ２９.６１％ꎻ小麦全氮、
全磷含量均以 ＷＳ１０ 处理最高ꎬ分别较 ＷＫ 处理提

高 １１.４４％、２１.８２％ꎻ小麦全钾含量以 ＷＣ１５ 处理最

高ꎬ较 ＷＫ 处理提高 １２.５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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