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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是我国主要的牧区之一,而高寒草甸又是该地区的主要天然草场, 为了合

理利用草原 ,提高草地生产力,给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综合研究提供资料 ,作者等人于

1983年 6-10月 ,在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油 (以下简称定位站),对 5种不同植被

土壤的氮素代谢微生物的数量及活性的季节性动态进行了研究,

方  法

样品采集:

1983年 6-10月 ,在定位站采集土壤样品,样地分别为:矮嵩草草甸 (Κ砌·“
`夕

乃〃助-

``,‘

mcadow),金露梅灌丛 (Po″
`9```勿

f/夕
``ro‘

〃shrub),垂穗披碱草草甸 (″ y羽″‘″〃
`勿

‘

mcadow),杂类草草甸 (Fo`仿 mcad。w),(人 工种植的垂穗披碱草退化后为杂类草所代替)

和沼泽草甸 (s″
'″

p mcadow),采 样深度为 0-10厘米,每个样地 3点取样混合为一,同

时测定土壤水分。

氮素代谢微生物类群的计数 :

(1)氨化细菌的计数,采 用营养琼脂平板法,接种 10^4土 壤稀释液,26℃ 培养 3天

后取出计数。

(2)硝化细菌的计数 ,采用稀释法 (铃木蓬彦等,1979)。

(3)反硝化菌计数采用 GⅡ tay培养基,用稀释法计数(铃木造彦等,1979)。

(4)嫌气性自生固氮菌的计数,采用依姆彩夫 (Eme:,1962)半固体培养基,用 稀释

法进行计数。

氮素代谢微生物生化活性的测定:

(1)氨化作用活性的测定采用波爽氏培养基(J.波 爽,1959)。奈氏试剂显色用Unicam

sP 600型分光光度计在 490毫微米波长下进行比色测定。

本文 1984年 2月 28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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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硝化作用活性的测定,用测定硝化作用强度的培养基(铃木遘彦等,1979),用酚
二磺酸显色,于上述分光光度计在 420毫微米波长下进行比色测定。

(3)固氮作用活性的测定,采用维诺格拉德斯基无氮培养基,按比色法进行测定。
氮素代谢微生物的计数及生化活性的测定方法,培养基的制各 ,试剂的配制以及分析

操作的详细步骤,依据李家藻等(1984)所述之法。

(1)氨化细菌数量 (表 1、 图 1):矮嵩草草甸的菌数高峰出现在 8月 份,10月 较低 ;

金露梅灌丛的菌数高峰出现在 6月 份,10月 较低;垂穗披碱草草甸的菌数高峰出现在 7

月份,10月 较低;杂类草草甸的菌数高峰出现在 8月 份,6月 较低;沼泽草甸的菌数是以
7月 份为高峰期,10月 为低峰期。

(2)硝化细菌数量(表 2):矮嵩草草甸的菌数以 8月 份为高峰,10月 较低;全露梅灌
丛的菌数以 7月 为高峰,10月 较低;垂穗披碱草草甸的菌数以 7月 为高峰,10月 较低;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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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种植被土壤巾氨化菌数量的季节性变化
Fig. 1  seasonal changes in nurnber of ainrnonifying bacteria in tl、

e soi1 。￡ five vegetation pI。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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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 果 和 讨 论

1.高寒草甸 5种植被土壤的氮素代谢微生物数量的季节性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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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9日

July 19

9月
sepl

lO月 15日
oct.15

矮 嵩 草 草 甸
Ko乃 r召‘氵

' 
乃j‘

`,:扌

`扌

‘ n△ eado、、̀
1.8311 1.1429

全 露 梅 灌 丛
Po`饣″

`′

′J' //```氵 r。 ‘“ sllr1△b

1.9930

2.5985

3.2396

0.4654 2.8379

I.7914

1.0969

1.4487

0.91$o

1.8368

1.074;

垂穗披碱草草甸
E```,‘

`‘

″″
`￠

″‘n】 eadoW

杂 类 草 草 甸
Foibs lneadow

沼 泽 草 甸
swainp nleadow

3.‘ 089

表 2 1983年 6-lO月 5种植被类型土掇的硝化菌数工 (lO;个 细胞/克干土)

·rable 2 Number。 I nitrifying bacteria(lO‘ ceIIs/g dry s° il)in tllC soils

under ￡ive vegetation types from June to ()ctober in 1983

8月 18日
Aug. 18

2.5906

1.9627

2.6305

3.slOo

植 被 类 型
Vegetation· rypes

6月 19日
June 19

9月 19自
J1‘ Iy 19

8月 18日
Aug. 18

9月 19日
scpt. 19

lO月 15日
oct.15

矮 嵩 草 草 甸
Ko`,'饣 ‘i〃 乃纟

``,'″
订 nleadow

3.3sO3

62.4600

1.3238

0.0000

5.3400

35.2200

63.3150

6.2231 2.8912 1.9935

全 露 梅 灌 丛
Po`饣″

`′
``` `/`‘

`′

‘o‘ 夕 sh ruo
4.0220

6.6006 2.s126

0.4643

2~6406垂穗披碱草草甸
EJy`,,″‘″‘‘′〃′’‘111Cad0、V

杂 类 草 草 甸
Forbs n△ eadow

沼 泽 草 甸
swalnp 111eado、v

狡 0

Table 3

14.9600 6

0.1453

3.5137

o.0000

o.2024

1.9587

o.0000

o~0612

6.2231

0.0241 o.2463

0.0000

10月 15日
oct.15

1.9935

13.9297

1983年 6-】0月 5种植被类型土破的反硌化菌数 (107个 细胞/克干土)

Nuluber of denitrifying bacteria(10i cCIIs/g dry soil) in thC soils under

five vegetation types fron1 June to Octobcr in 1983

6月 19日
Jtlnc 19

7月 19日
July 19

8月 18日
Aug. 】8

9月 19日
sept. 19

矮 嵩 草 草 甸
Ko3`召‘氵夕乃″

`,,`J|‘

ineadow

全 露 梅 灌 丛
Po`饣勿

`|J:〃
 `r`‘

`氵

ro‘么 shrub

垂穗披碱草草甸
刀

`夕
`,j,`‘

 ″″彦￠″‘ 11】eadoW
152.68 0.0633

—
l

0.5914

杂 类 草 哈 甸
r。 rbs lncadow

O.0290 3.9194

6.3204沼 泽 草 甸
swainp lneado、v

o.565g I6.3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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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83年 6-lO月 5种技蔽类型土斑的虫化茵数△ (107个 细胞/克干上)

Table 1 Nuinbef of ajulnonifying bacteria(lO′ cc11s/:dry soil)in thc

soils under five vegetation types ffo,△ △ June to ()ctober in 】983

植 被 类 型
Vegetauon Types

6月 19日
Junc ig

28.6860

植 被 类 型
Vegetatlon Types

2.0648

2.9422

1.1712 ;

|

1.s907|4.074:

1,0077

4.05‘ 3

l

|35n°
O

2..2002

2.80350.39;9

2.7410 0.0155



类草草甸的菌数以 7月 份为高峰 ,6月 较低 ;沼泽草甸的菌数除 8月 份为 0.1453× 103个

细胞/克干土外 ,其他月份均未发现有硝化细菌。
(3)反硝化菌数量 (表 3):矮嵩草草甸菌数高峰期是在 8月 ,9月 较低 (7月 未测);

金露梅灌丛的菌数高峰期是在 10月 ,8月 较低(6月 未测);垂穗披碱草草甸的菌数高峰期
是在 6月 ,9月 较低(7月 未测);杂类草草甸的菌数高峰期是在 10月 ,9月 较低;沼泽草甸
的菌数高峰期是在 8月 ,6月 较低。

(4)嫌气性自生固氮菌数量 (表 4):矮嵩草草甸的菌数高峰出现在7月 份;金露梅
灌丛的菌数高峰出现在9月 份;垂穗披碱草草甸的菌数高峰出现在 6月份;杂类草草甸的
菌数高峰出现在 7月份;沼泽草甸的菌数高峰出现在7月 份。

从以上 5种植被土壤的 4种氮素代谢微生物从 6-10月 的数量动态来看,均有明显

的季节性变化。数量出现的高峰期(除杂类草草甸的反硝化菌数量高峰在 10月 以外),一

般都圭6月至 9月 份,以 7月 和 8月为最多。因为海北高寒草甸的 7-8月 份,气温和地
温比较高,降水量也比较大 (表 8和图 5),牧草生长旺盛,此时期的环境条件也适宜于微
生物的生长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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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种 植被土壤中的氨化作用活性的季节性变化

F· ig.2  seasonal changes of the an1monification activities in thc soil of fivc vegetation p1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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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83年 6-lO月 5种植被类型土i的】

`任
曰△茁飧工 (l旷 个细胞/克 F土 )

Table 4 Number。 f anaerobic nitr。 gen-fixation bactcria(lO‘ ce11s/g dry suiI) in thc soiIs

un(ler Five vegetation types frof)1 June to October in 1983

植 被 类 型
Vegetation types

6月 19日
June 19

矮 嵩 草 草 甸
Ko多

`召
’召乃“

`,B|J|‘

IneadoW
4.7324

全 】 梅 江 丛
Pofc″ :jJJ' ``j‘

`|co‘

召 shrub
1.3319

lO月 15日
oct.15

垂毖披谐草草甸
EJ,`”

'‘ `“
:'ヵ‘mCadoW 20.8200

o.I53;

52.3320

5.9805

2.0430

0.594L

】.4369

I.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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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5种 植被土壤中的硝化作用活性的季节性变化

F· ig. 3  scasonal changes of thC nitrification activi“ cs in the soil of five vcgctation plots

⒉高寒草甸 s种位故土△的氮素代谢傲生物生化活性的季节性动态

(1)氨化作用活性 (表 5和图 2): 矮嵩草草甸以 7月 份为高峰,lO月 和 6月 较低 ;

金露梅灌丛是以 7月 为高峰,6月 较低;垂穗披碱草草甸是以 7月 份为高峰,6月较低 ;杂

类草草甸以 7月为高峰,6月较低;沼 泽草甸以 7月为高峰 ,6月 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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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36

8月 18日

^ug.18

9月 19日
scpt. 19

3.1349

2.lO95

0.6325

〗46.8500

2.5828 o.7240

l9.4700 2.2002

2.0558

54.4965

7月 19日
July 19

哥

秉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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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ˉ ˉ̄ -· -s.全 宙悔汴岱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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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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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ˉ ——丛 垂锚谈玖车车甸 田y″“‘″“留″‘mCad0ψ

●一●— ˉ● 娥 率草甸 Forbs mcadoψ

C-ˉ -·ˉ )沼 泽草句 swamp mcadow

20.4000

147.2850



表s 】980午 6-lO月 s种技战类型土009】化什尾活性(毫克 NH‘-N/克干上)

Table 5 Ammonifica“ on ac“ viti6(mg NH‘ -N/g dry soil)in thc soils under five vcBetation

types froin June to Ociobcr in lg83

植 被 类 型
Vegeta“ on Typcs

矮 嵩 草 草 甸
Ko沙

``,'乃
“仞;`,‘ mcadow

lO月 15日
oct.15

全 露 梅 浪 丛
Po‘口,,夕JJ```“

`:ro‘ ' shrub

垂穗披碱草草甸
z`夕勿.“‘

`,‘

‘
`夕

″‘nleadow

9.4211

14.9995

l1.1859

9.7209

30.2589

杂 类 草 草 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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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 泽 草 甸
s.wan1F,nlea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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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4  seasoinal changes of tllc anaerot.ic nitrogerl fixation activities iln the soil of

five vegelatioll piots

8月 18日
Aug.18

14~5894

13.0492

13.0426

9.9416

9月 19日
sept. 19

10.7426

19.7172

l1.9180

9.9556

7.9905

9.5762 33.7525

8.1950 】4.8830

8.3146 15.8402

I7.9003 48~6】 90 38.4406 42.9792

】4.8630

7月 19日
July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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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情况看 ,氨化作用活性均以 6月 份较低 ,高峰都出现在 7月 份。

(2)硝 化作用活性 (表 6和图 3): 矮嵩草草甸,垂穗披碱草草甸和杂类草草甸的硝

化作用活性高峰均出现在 8月 份 ,都 以 6月 份的活性为低;金露梅灌丛和沼泽草甸的活性

高隆出现在 7月 份 ,部以 10月 为低。

表 6 1988年 6-lO月 5种植被类型土繁的硝化作用活性(毫克 NOa-N/克干土)

Table 6 Nitrificadon activides(ing No备 N̄/g dry soil)in the soils undeI five

vegetation types fr。 in June to ()c|obcr in 1983

植 被 类 型
Vegetauon Types

6月 19日
June  19

7月 19日
July 19

8月 18日
Aug. 18

9月 19日
sept. 19

lO月 15日
CXi 15

矮 嵩 草 草 甸
Ko乃

'c,`乃
″

`,9氵
`氵

‘ 1△1eadoW

全 露 梅 灌 丛
Po彦 饣狃彦

```￠

 ``″ J氵 co‘ 饣 shiub

0.0513

o.4372

o.0813

o~3238

0.2981 o.8726

o.8I75 0.3765

1,3202 1.5462

1.7713

0.6844

1.4218 1.4149

1.4440 2.0365

1.3523 1.3133

2.1200 1.6915

o.2077 o.1989 o.1874

0.785‘

o.3369

o.7724

垂穗披碱草草甸
E`,`″ ,″‘ ″

`‘

′夕″‘ ineadow

杂 粪 草 草 甸
F。 rbs Fneadow

0.579‘

1.1335

2.1048

o.9419

植 被 类 型
Vegetalion△ ypes

6月 19日
June 19

7月 19日
July 19

8月 18日
A~ug. 18

9月 19日
sept. 19

lO月 15日
oct.15

矮 嵩 草 草 甸
Ko侈 /o‘氵召乃“

`,,扌

`氵

‘l血eadow

全 露 梅 灌 丛
Po`饣 ″

`′

′J￠  //`‘
`^ro‘

o shrub

1.6159 0.5482

2.5080 o.4298

0.6273 0.4179

1.9435

3.9363

I,‘ 773

2,4525 4,0687

9.7

13.1

垂穗披碱草草甸
召
`,`,,“

‘ヵ″′夕″‘luCadoW

杂 类 草 草 甸
Forbs ineadow

】.4337

沼 泽 草 甸
swa11】 p meadow

2.7405

3.0906

`.7

11.3

表 8 1983年 6-10月 定位站气侯条件

Table 8  卜‘onlhly 1nean air temperature, 尽oil temperalure al、 d rnontbly precipitation

of Reseaich statIOn from June to Oct.in 1983

气 候 条 件
Climate condition

6月
June

7月
July

月平均气温(())
Monthly mean air temp(℃ )

lO月
oct.

月平均0-10厘米地温(℃ )

Monthiy mean(0-10cm)
soil tcinp.(°C)

2.7

4.9

21.5

9,512.8

82.4117.1

9月
sept.

8月
Aug.

月降水量(毫 米)
Mont1· ly precipitation(mm)

98.1

沼 泽 草 甸
s玩`amp meadow

表 0 1983年 6-】0月 5种技技类型±欢的嫌气性曰强作用活性(毫克氮/克干土)

Table 7 The anacrobic nitrogen fiXatlon aCtiVi“ es(mg N· /g dry soil)in

thc soits undcr fivc vegetation types from Junc to Cktober in 1983

0,1321

o.3739

o.5846

1.92g8

|

1.8乡 30

1.0797

|

5.79.2

12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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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嫌气性固氮作用活性 (表 7和图 4):矮嵩草草甸和金露梅灌丛的活性高峰出现

在 9月 份 ,垂穗披碱草草甸和杂类草草甸的活性高峰出现在 6月 份 ,沼泽草甸的高峰期出

现在 8月 份,5种植被土壤的嫌气性固氮作用活性均以 10月 份为低。

从高寒草甸 5种植被土壤 3种氮素代谢微生物的生化活性的季节性动态总的情况来

看 ,也都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不同微生物其活性的季节性变化也有所不同,植被不同

其季节性变化的趋势也各有所异。 一般来说,活性变化的高峰期也多出现在 6-9月 份 ,

以 7月 和 8月 为最多,以 10月 份的活性为低。

3.高寒草甸土壤氮秦代谢微生物数量与其活性的季节性动态的关系

从 5种植被土壤中的氨化菌数量与氨化作用活性,硝化菌数量与硝化作用活性及嫌

气性自生固氮菌数量与固氮作用活性的季节性动态关系来看 ,其 中,有的菌数高峰与其活

性的高峰是出现在相同的月份里 ,例如,垂穗披碱草草甸土壤的氨化菌数量的高峰是在 7

月份而其活性的高峰也出现在 7月 份;矮嵩草草甸土壤的硝化菌数量高峰出现在 8月 份 ;

其活性的高峰也出现在 8月 份;金露梅灌丛的嫌气性自生固氮菌的数量高峰是在 9月 份 ,

其活性的高峰也出现在 9月 份。 但也有菌数的高峰与其活性的高峰不是出现在相 同时

期,例如、杂类草草甸氨化菌的数量高峰出现在 8月 份而其活性的高峰却在 7月 份;垂穗

披碱草草甸的硝化菌数量高峰出现在 7月 份,而其活性的高峰又在 8月 份。 甚至还有菌

数较低而其活性又反而较高的情况 ,例如,杂 类草草甸的嫌气性自生固氮菌在 6月 份的菌

数是比较低的,但其活性却居 5个月份之冠。杂类草草甸的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鼠害引

起土壤层次变化等原因所造成的。

4.氨化作用与硝化作用的季节性动态的关系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高寒草甸的氨化作用远远大于硝化作用 ,以 典型植被矮嵩草为

例 ,6-10月 的平均氨化作用活性为 115213毫 克 NH4-N/克干土,平均硝化作用活性为
0.5560毫 克 NOfN/克干土 ,前者与后者之比为 20.7:1,二者相差约 20倍。

在 5种植被土壤中,氨化作用和硝化作用的季节性变化趋势,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

的。以杂类草草甸为例 ,氨化作用活性和硝化作用活性的高峰均出现在 7月 份 ,都是 8月

份次之 ,9月 份第 3,10月 份第 4,均以 6月 份为低。其他植被,二 者的变化趋势有基本一

致的 ,有大同小异的 ,也有不太一致的。总的来说,氨化作用和硝化作用二者的季节性变

化高峰多出现在 7、 8月 份。

5.土壤温度与土壤氮素代谢徽生物数量及活性的关系

为了解土壤温度对氮素代谢微生物数量及活性的影响,作者等以高寒草甸5种植被
土壤的氨化菌数量和嫌气性固氮作用活性为例,分别把 10厘米深土壤温度(月 平均温度)

对氨化菌数量以及嫌气性固氮作用活性的数据进行了二次多项式回归运算。 计算结果
(表 9-10和图6-7)表明,二者的关系符合二次多项式回归方程。不仅土壤温度与氨化
菌数量有明显的相关性,其中沼泽草甸的相关性为最好 (R2-0.9855),矮 嵩草草甸次之
(R2÷ 0.845o),而且土壤温度与嫌气性固氮作用活性也有明显的相关性,其中金露梅灌
丛的相关性为最好 (R2-0.9463),沼泽草甸次之 (R2-0.810o)。 说明土壤温度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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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9 10】 *深土0L0对 工化0】△09二次多△式自0△0
Tablc 9  sccond degfee polynoinial rcBrcssion data concerning lOcnl dcpth soil tempcraturc

vs. nuinbcr of aininonifying bactc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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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10口 *济±in宜 对0△性曰△作用活性的二次多曰式目归锇琚

·
rable lO  sccond dc8.ree polynOInia1 regrcssion data concCrning lOcn1 depth soii tcmperature

Vs. anaerobic nitrogen fixation activ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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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0厘米深土壤温度对嫌气性固氮作用活性的二次多项式回归由线

Fig. 6  sccond degfee polynoinial rCgrcssioo curve conCerning 10cm depth soil tempefatu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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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月降水工对氨化茁嫩工的二次多项式回归数据

Tabie 11  second degree poIynolniaI regression data concerning inonth1y precipitatiolt

Vs. nun△ be△ of ainmonifying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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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月降水I对△化作用活性的二次多项式回归牧话

Table 12  second deg· rcc polynomia1 regression data concerning monthly precipitation

Vs. an1monifica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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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月海水I对球△挂固女作用活性的二次多项式回归效据

·
rable 13  second degrec poIynornial regression data concerning lnonthly precipitation

Vs. anaerobic nitrogCnˉ fixation activ ities

植 被 类 型
Vegetation Typcs

A

矮 嵩 草 草 甸
K·o彡 /饣lij四 乃″

`9访

J:‘ ineadow
0.0263

全 露 梅 灌 丛
Po彦

'`:``:J夕
 yr‘

``|ro‘
口 shrub

垂穗披碱草草甸
E`y″ ,.j/‘ ヵ″

`夕

″‘lneadow

0.7826

0.4361

0.6874

o.8561

III

杂 类 草 草 甸
Forbs ineadow

沼 泽 草 甸
swainp meadow

“′a s

、
打
w
`
'
`

~、 `
`

●
`·

、

胂
′
L^

^沪

广
··

酽
^
〓
ハ
∞ 

^
〓

一

讪̀
z
w
∈

ˇ
 该
ハi
;
:
ハ

一 
<
°

t
市

×
〓
·●
Φ
迦
ハ:
一

e
●

i
°

ˇ
°
“
￠
<

⌒艹
μ
积̀
z
积

獬

靼̌
崆
安
世
磙
画
串
旷
磨

`彡

'′

`'/

`
`
` 矿

80  11)()

】I

12u 11u

`
`/〃

20400080100|20】 4()0204060· 120 140

.杼
≮.x心

ζib1'′
'̌

·J
一

;
d
△

`

禽
p
`
`

·<
犭

露
d
`

‘
`·

一'

● 20 4() 00 80 10n 12o14o o 2() 40 6o 8o 1m 120 14o
月降水鸯(电米)M°

"h0p ret.p‘
tahon(mm)

1· 矮嵩草草甸 K汹“ 杨 乃劣勿″订 meadow

II· 全露梅灌丛 Po″″
`″

勋 /`″功 of召 chrub

II∶〖,垂 穗 披 碱 草 草 甸 E′夕绍 “‘ 昭 沏 ″F meadoW

Iv.杂类草草甸 Forbs meadow

v.沼泽草甸 swamp meadoW

图 9 月降水量对嫌气性固氮作用活性的二次多项式回归曲线

Fig. 9  sccond degree polyno1△ 】iaI regrtssion curve concerning rnonthly precipitation vs.

anaerobic nitr。 gen-fixation activ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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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生物数量及活性的主要因素之一。

6.月 降水量与高寒草甸土壤氮素代谢微生物数量及活性的关系

作者等分别将月降水量对氨化茵的数量、氨化作用活性及嫌气性固氮作用活性的数

据进行了二次多项式回归运算 ,其结果(见表 11-13和图 8-10)也同样表明了二者的关

系符合二次多项式回归方程。月降水量与氨化菌数量、氨化作用活性及嫌气性固氮作用活

性都分别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其中月降水量与氨化卤数量的相关性以沼泽草旬 为 最 好

〈R]=0.9783),与 氨化作用活性的相关性也以沼泽草甸为最好 (R2-0.9785),与 嫌气性
固氮作用活性的相关性是以金露梅灌丛为最好 (相关系数R2-0.9711)。

因为降水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土壤水分的含量,因此土壤水分也是影响微生物数量
及活性的季节性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小  结

1983年 6-10月 ,作者等对海北高寒草甸 5种植被土壤中的氨化菌、硝化菌、反硝化

菌和嫌气性 自生固氮菌的数量进行了测定。同时也测定了氨化作用、硝化作用和嫌气性固

氮作用活性。 试验结果表明、高寒草甸土壤氮素代谢微生物的数量及其活性均有明显的

季节性变化。 变化的高峰一般都出现在 6-9月 份 ,多数出现在 7月 和 8月 。 10月 份多

为低峰期。 微生物种类不同,季节性变化的趋势也有所不同。植被不同变化的趋势也有

差异。

由二次多项式回归方程进行运算的结果表明,土壤温度和降水量与氮素代谢微生物
的数量及活性均有明显的相关性。从而可以说明土壤温度和降水量是影响氮素代谢微生

物数量及活性的季节性变化的主要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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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SEAsONAL DYNAMICs OF THE NUMBER AND
ACT1VITY OF NITROGEN METABOLIC MICRooRGANIsMs

1N THE sOILs OF ALPINE MEADOW

Y· a△ g11ao  Li Jiazao  zhu G· ulru  Cheng shuangnlng

Li Yupng Ye Q1zhi

(No/``〖 锣eJ`P`'`幽锣 r″‘″砌佗 。rB`o`@留γ,^c'`e彬移 sz″r')

seasonal challges in nuInber and activity of llitrogel△  l△ etabolic lnicroorgall△ sllls in

the soils of the IIai.bei Δ-lpine 1压 eadow·were studied froll∶ l June to()ct()ber in 1983.The

expenrnent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number and activlty o￡ nitrogen metabolic mic~

roorganisms all have markedly seasonal Changes the high peal姑 of the seasona1 C△ anges

appeared in June切 september and the high peaks iⅡ t11e peTioa from July to August

Were lrloFe tha∶ rl tllose in otller Ⅱlonths. That is because the environm~ental collditions in

th。se period。 f tillle are llilore suitable For【n.icrolbiaJ1 grOIpth and lnultlplicatioⅡ  than otller

months.The monthly mean soil temperature and mollthly precipitation flom July to

August were significalltly△ igher than t△ oge in other months,

The seasonal dy△am1.cs o￡ the nunber alld lacti诅 ty oif different phymological gpoups

of n1吒 rogen lrletabolic】 rliCux〉 rganis1ns were also l且Ves1△gated,their nu【nber metabo11c ac-

tivities and seasonal changes were qu.ite d-itfeFe∶ [lt i△ acCordanCe 环̄̀ ith the sons under

aif￡ erellt vegetations i1△  which they llabited.

【11he seasonal changes in number and activity o￡  11itrogen metabolic lllicroorganisins

in the soi1.s o.￡ alpine△leac1ow 、1· ere il∶lfluenced by n1any￡ actors,aboVe all,soil t,elupera~

ture a.Ⅱ d ln.oisture conte∶ nt·w.ere detern1△ native faO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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