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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点评 

河西走廊盐碱土壤中的微生物 

肖亚中 
(《微生物学通报》编委会  北京  100101)  

随着国家西部战略的推进和可持续生态农业发展的要求, 开展盐碱化土壤的综合治理十分迫切。

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地理位置特殊, 由于灌溉水的增加, 土体内水盐运动加快, 加之蒸发量大, 盐分表

聚, 土壤发生盐渍化现象十分普遍[1]。已有对盐碱地改良行为的研究一般只考虑土壤类型、水分、pH、

施肥、植被等非微生物学因素, 对于盐碱地土壤中微生物种群结构、优势菌群及在土壤盐碱化过程中

微生物和土壤理化因子之间的交互影响, 至今没有系统研究, 对影响土壤改良行为的微生物学因素缺

乏足够的认识。 

本期介绍了牛世全等[2]对春季甘肃河西走廊不同盐碱化程度土样中微生物数量、酶活性与理化因

子关系的研究结果。研究表明, 河西地区土壤较贫瘠, 土壤微生物数量均较低, 且分布有规律性, 即原

生盐碱土<次生盐碱土<农田土; 放线菌、真菌、碱性磷酸酶、脲酶和有效磷 5 个因子是影响土壤微生

物数量、酶活性与理化因子之间相关性的主要因素。 

这一结果将为我国河西走廊地区原发盐碱地、次生盐碱地中微生物种群多样性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也为盐碱土壤中微生物多样性, 特别是盐碱土壤优势菌群对盐碱环境的适应机理及在盐碱地环境生态

系统中的重要作用研究积累可靠的基础资料。在后续的研究中, 若能完成其余 3 个季节土壤微生物数

量、酶活性与理化因子的研究, 对河西走廊盐碱土壤的综合改良治理将会更具有科学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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