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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株植物根际促生菌对农田土壤 Ｎ２ Ｏ 排放的影响

摘要
农田土壤是温室气体氧化亚氮（Ｎ２Ｏ）最

重要的人为排放源之一．本文以四株植物根际
促生菌：白色芽孢杆菌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ｌｂｕｓ Ｌｖ５Ａ、枯

草芽孢杆菌枯草亚种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ｕｂｔｉｌｉｓ ｓｐ． ｓｕｂｔｉｌｉｓ
ＮＲＣＢ００２、施氏假单胞菌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ｓｔｕｔｚｅｒｉ
ＮＲＣＢ０１０ 和暹罗芽孢杆菌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ＮＲＣＢ０２６ 为研究对象，采用温室盆栽试验、土

壤微宇宙试验及田间原位试验等方法，探究接
种植物根际促生菌对农田土壤 Ｎ２Ｏ 排放的影
响．结果表明，在温室盆栽条件下，接种四株植
物根际促生菌的土壤 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从高到

低 依 次 为 ＮＲＣＢ００２ ＞ Ｌｖ５Ａ ＞ ＮＲＣＢ０２６ ＞
ＮＲＣＢ０１０，与未接种的对照相比分别减少了

２ ３％、３３ １％、３４ ２％和 ４０ ０％．选择 ＮＲＣＢ０１０
和 ＮＲＣＢ０２６ 菌株进一步开展土壤微宇宙试验

和田间原位试验．与未接种的对照相比，在土
壤微宇宙条件下接种 ＮＲＣＢ０１０ 和 ＮＲＣＢ０２６
的土壤 Ｎ２ Ｏ 累积排放量分别减少了 ２１％和

４８％；在田间原位条件下，接种 ＮＲＣＢ０１０ 和
ＮＲＣＢ０２６ 的土壤 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分别减少了
４４％和 ７３％． 总 之， 接 种 植 物 根 际 促 生 菌
ＮＲＣＢ０１０ 和 ＮＲＣＢ０２６ 能有效减少农田土壤

Ｎ２Ｏ 的排放．研究结果将为减少农田土壤 Ｎ２Ｏ
排放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也将为发展具有促生
和减排效应的生物肥料提供实际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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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氧化亚氮（Ｎ２Ｏ）是一种重要的温室气体，它在大气中滞留时间较

长，不但会产生温室效应，还会破坏臭氧层［１⁃３］ ．虽然 Ｎ２Ｏ 在大气中以

痕量浓度存在，但是其在 １００ 年尺度上的增温潜势约为 ＣＯ２ 的 ２６５
倍［４］ ．在过去的 １００ 年中，Ｎ２Ｏ 对温室效应的贡献已经超过 ５％，全球

的 Ｎ２Ｏ 排放速率约为 １１ Ｔｇ·ａ－１［４］ ．农田土壤是全球人为活动产生Ｎ２Ｏ
的最主要排放源，其排放占全球 Ｎ２Ｏ 排放总量的 ２５％ ～３９％［５⁃７］ ．我国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田土壤生态系统中 Ｎ２Ｏ 的排放问题不容忽视．
土壤微生物是影响农田土壤 Ｎ２Ｏ 产生和消耗的关键生物因素．土

壤中 Ｎ２Ｏ 的产生途径较为复杂多样，包括土壤硝化、反硝化、硝态氮

异化还原成铵（ＤＮＲＡ）作用以及硝化微生物的反硝化过程等，其中硝

化作用与反硝化作用是农田土壤 Ｎ２Ｏ 产生的主要途径［８⁃１０］ ．硝化作用

是在好氧环境中微生物将氨氧化成 ＮＯ－
２ 或 ＮＯ－

３ 或者氧化态氮的过

程［１１］ ．常见的反硝化作用是一种 ＮＯ－
３异化还原过程或 ＮＯ－

３呼吸作用，
是在缺氧条件下，微生物将 ＮＯ－

２ 或 ＮＯ－
３ 还原为气态的 ＮＯ、Ｎ２Ｏ 或者

Ｎ２，是活性氮以 Ｎ２的形态循环、返回到大气的主要生物过程［１２⁃１４］ ．诸
多因素影响农田土壤微生物硝化和反硝化过程，进而改变气体生成

速率，并通过影响土壤中 Ｎ２Ｏ 扩散与还原速率而改变土壤 Ｎ２Ｏ 向大

气中的排放量．
目前，减排农田土壤 Ｎ２Ｏ 的方法主要有施肥管理（含施肥时间与

方式、施肥量、施肥类型等）、使用硝化抑制剂、科学耕作、添加生物质

炭、接种具有 Ｎ２Ｏ 减排效应的微生物等［１５⁃１６］ ．其中，接种具有 Ｎ２Ｏ 减

排效应微生物的 Ｎ２ Ｏ 减排技术刚刚兴起．植物根际促生菌，又称

ＰＧＰＲ，能有效提高作物的抗逆性，抑制病原菌、降低染病率、改善作

物的营养状况，从而提高作物的产量［１７］ ．具有 Ｎ２Ｏ 减排效应的植物根

际促生菌在减排农田土壤 Ｎ２Ｏ 的同时，还可以增加作物产量，对减少

化学氮肥用量及氮的环境负效应具有重要实际意义［１８］ ．例如：Ｉｔａｋｕｒａ
等［１９］研究发现，在纯培养体系和大豆蛭石盆栽试验体系中，接种含有

ｎｏｓＺ 的大豆根瘤菌（Ｂｒａｄｙ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可以有效减少土壤 Ｎ２Ｏ 的排放；



　 　 　Ｇａｏ 等［１６］通过温室盆栽试验和土壤微宇宙培养试验

发现，接种具有 Ｎ２Ｏ 还原功能的固氮螺菌属（Ａｚｏｓｐｉ⁃
ｒｉｌｌｕｍ ｓｐ．）和草螺菌属（Ｈｅｒｂａｓｐｉｒｉｌｌｕｍ ｓｐ．）的微生物

到牧草地土壤，不仅可以减少土壤 Ｎ２Ｏ 的排放，同时

还能促进红花苜蓿和梯牧草的生长．
本研究以四株植物根际促生菌为研究对象，采

用温室盆栽试验、土壤微宇宙试验及田间原位试验

等方法，探究接种植物根际促生菌对农田土壤 Ｎ２Ｏ
排放的影响，为农田土壤温室气体减排和农业碳中

和提供实际指导．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供试菌株

供试用的植物根际促生菌菌株分离自广东省惠

州市和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淹水水稻土，这些菌株

对多种农作物具有促生效应，保藏在中国普通微生

物菌种保藏中心（表 １）．开展盆栽试验和土壤微宇宙

试验时，将菌株接种到改良的营养肉汤培养基（牛肉

浸粉 ３ ０ ｇ ／ Ｌ、多聚蛋白胨 ５ ０ ｇ·Ｌ－１、硝酸钠 ０ ３
ｍｍｏｌ·Ｌ－１和琥珀酸钠 ４ ４ ｍｍｏｌ·Ｌ－１，溶剂为蒸馏水，
简称 ＮＢＮＳ 培养基）中，置于 ２８ ℃摇床中在 １８０ ｒ·
ｍｉｎ－１振荡培养约 ２４ ｈ，用无菌的 ＮＢＮＳ 液体培养基

调节菌液浓度至 ＯＤ６００ ｎｍ约为 １ ０ 备用．进行田间原

位试验时，按照上述菌剂制备方法提前准备菌剂，施
肥当天在每个试验小区中将菌液和水充分稀释后均

匀施入田间．

１ ２　 温室盆栽试验

温室盆栽试验供试土壤采自江苏省无锡市宜兴

市蔬菜地耕作层，土壤类型为黏质砂壤土，前茬作物

为青菜．宜兴市地处江苏省西南端、太湖东岸，位于

长三角中心地带，气候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

分明、雨热同季．蔬菜地主要种植菠菜、青菜、番茄、
黄瓜等．土壤采集后，自然风干，过 ２ ｍｍ 筛，室温保

存待用．供试土壤的理化性质如表 ２ 所示．
培养钵装土量（风干土）为 ７５０ ｇ ／盆，有机肥施

用量为 ０ ４ ｇ·ｋｇ－１，化肥（Ｎ、Ｐ ２Ｏ５和 Ｋ２Ｏ 的质量比为

１５ ∶１５ ∶１５）施用量为 ０ １２ ｇ·ｋｇ－１ ．番茄种子用无菌水

浸泡 １０ ｍｉｎ，接着用 ２％次氯酸钠溶液表面消毒 ５
ｍｉｎ，然后用无菌水连续冲洗 ８ ～ １０ 次，再用无菌水

浸泡 ３０ ｍｉｎ，然后再次用无菌水冲洗 ２～３ 次，最后用

无菌滤纸吸去番茄种子表面水分．将种子播撒到土

壤表面，随后将 ３０ ｍＬ ＯＤ６００ ｎｍ约为 １ ０ 的细菌悬浮

液（１０７ ～１０８ ＣＦＵ·ｍＬ－１）接种于盆栽土壤中，未接种

的对照浇灌等量的细菌液体培养基．每个处理重复 ４
次．水肥管理按照常规管理进行．试验处理和所用植

物根际促生菌的信息如表 １ 所示．

１ ３　 土壤微宇宙试验

土壤微宇宙试验供试土壤采自江苏省南京市六

合区水稻田耕作层土壤，土壤类型为马肝土或水耕

人为土（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种植制度为稻麦轮作，
前茬作物为水稻．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位于滁河支

流皂河上游．该地区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

温和、四季分明，土壤类型以马肝土、岗黄土、黄白土

为主．土壤采集后，自然风干，过 ２ ｍｍ 筛，室温保存

待用．供试土壤的理化性质见表 ２．
土壤微宇宙试验不栽培任何植物，其他步骤同

１ ２．试验所用植物根际促生菌的信息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供试用植物根际促生菌菌株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ｔ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菌株名
称缩写

供试菌株
ＣＧＭＣＣ
登记编号

菌株来源 盆栽试验
土壤微宇宙试验 ／

田间试验

Ｌｖ５Ａ 白色芽孢杆菌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ｌｂｕｓ Ｌｖ５Ａ ２１６１６ 江苏宜兴水稻土 有 无

ＮＲＣＢ００２ 枯草芽孢杆菌枯草亚种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ｕｂｔｉｌｉｓ ｓｐ ｓｕｂｔｉｌｉｓＮＲＣＢ００２ １７２１３ 江苏宜兴水稻土 有 无

ＮＲＣＢ０１０ 施氏假单胞菌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ｓｔｕｔｚｅｒｉ ＮＲＣＢ０１０ １９０６７ 江苏宜兴水稻土 有 有

ＮＲＣＢ０２６ 暹罗芽孢杆菌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ＮＲＣＢ０２６ ２２８４１ 广东惠州水稻土 有 有

表 ２　 供试土壤理化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

土壤来源
ｐＨ

（土水比 １ ∶２ ５）
电导率 ／

（μｓ·ｃｍ－１）
全 Ｎ ／

（ｇ·ｋｇ－１）
全 Ｃ ／

（ｇ·ｋｇ－１） 碳氮比
有效磷 ／

（ｍｇ·ｋｇ－１）
速效钾 ／

（ｍｇ·ｋｇ－１） 用途

江苏宜兴 ７ ７ １４０ ５ ０ ８７ ３８ ０ ４３ ６ ６８ ２ ２７１ ２ 温室盆栽试验

江苏六合 ５ ９ １１４ ９ １ ６８ ２５ ４ １５ １ ３２ ０ １０８ ０ 土壤微宇宙试验、田间原位试验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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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田间原位试验

试验地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３２°３４′２７″Ｎ，
１１８°４１′２３″Ｅ），为土壤微宇宙试验的土壤样品采集

地点．土壤类型为马肝土，耕作制度为稻麦轮作，前
茬作物为水稻，土壤理化性质如表 ２ 所示．

田间原位试验为无作物的小区试验，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２０２１ 年 １ 月进行．田间原位试验处理的分布

为随机区组设计，共 ３ 个处理，每个处理 ３ 个小区，
每个小区 ４ ｍ２，共 ９ 个小区．处理 １（ＣＫ）：施用复合

肥（Ｎ⁃Ｐ ２Ｏ５⁃Ｋ２Ｏ １５⁃１５⁃１５）３ ｋｇ ／亩＋ＮＢＮＳ 液体培养

基；处理 ２ （ＮＲＣＢ０１０）：施用复合肥 （Ｎ⁃Ｐ ２ Ｏ５⁃Ｋ２ Ｏ
１５⁃１５⁃１５） ３ ｋｇ ／亩 ＋ ＮＲＣＢ０１０ 菌 液； 处 理 ３
（ＮＲＣＢ０２６）：施用复合肥（Ｎ⁃Ｐ ２Ｏ５⁃Ｋ２Ｏ １５⁃１５⁃１５） ３
ｋｇ ／亩＋ＮＲＣＢ０２６ 菌液．菌液制备见 １ １，每个小区菌

液用量 ３５０ ｍＬ，用水稀释至 ２ ０００ ｍＬ 后，均匀地喷

施在土壤表面．

１ ５　 样品采集与分析

采用“静态箱⁃气相色谱法”进行气体样品采集

与分析测定工作．采集温室盆栽试验和土壤微宇宙

试验的气体样品时，将培养钵放置在气样采集容器

内，于 ０、１５ 和 ３０ ｍｉｎ 时各采集 １ 次气体样品；在每

次取样时测量气体采集容器内部的温度．在温室盆

栽试验播种后的 ２、４、５、６、７、９、１１、１３、１６、１９、２３ ｄ 采

集气样，测定 Ｎ２Ｏ 通量；在土壤微宇宙试验接种后的

２、５、７、９、１２、１５、１８ ｄ 采集气样，测定 Ｎ２Ｏ 通量．田间

原位试验的采气箱由不透光的 ＰＶＣ 材质制成，箱体

尺寸为 ５０ ｃｍ×５０ ｃｍ×６０ ｃｍ．箱体顶部安装温度计用

于测定箱体内部的空气温度，侧面设置采样口，并做

密闭处理．底座尺寸为 ６０ ｃｍ×６０ ｃｍ×３０ ｃｍ，采样前

将底座下部埋入土中，保持水平，底座上部有凹槽．
采样时，将采样箱放置在底座上，在底座与采气箱的

交接处加水实现液封，使水没过交接处的缝隙，以保

证采气环境整体的密闭性．在采气箱放置完成后的

第 ０、１５、３０ ｍｉｎ 进行气体样品采集，并记录对应采气

时的箱体温度．
采集的气体样品使用带有电子捕获检测器的气

相色谱仪（Ａｇｉｌｅｎｔ ７８９０Ｂ）进行测量．气相色谱仪的

相关参数：前检测器为火焰离子化检测器（ＦＩＤ），可
测定 ＣＨ４含量，工作温度 ２５０ ℃，高纯 Ｈ２流量为 ６０
ｍＬ·ｍｉｎ－１，高纯空气流量为 ４００ ｍＬ·ｍｉｎ－１；后检测器

为微池电子捕获检测器（ＥＣＤ），可测定 Ｎ２Ｏ 含量，
工作温度为 ３００ ℃，含 ５％甲烷的氩气流量为 ２ ｍＬ·
ｍｉｎ－１ ．测量完成后，通过计算 ３ 个时间点 Ｎ２Ｏ 浓度的

斜率，得到温室盆栽试验和土壤微宇宙试验的 Ｎ２Ｏ
通量；进一步计算 Ｎ２ Ｏ 累积排放量． 利用以下公

式［２０］计算田间原位试验的土壤 Ｎ２Ｏ 排放通量：

Ｆ ＝ ρ × ｈ × Δｃ
Δｔ

× ２７３
２７３ ＋ Ｔ

，

其中：Ｆ 为 Ｎ２Ｏ 排放通量（μｇ·ｍ－２·ｈ－１）；ρ 为 Ｎ２Ｏ 标

准状态下的密度；ｈ 为取样箱高度（ｍ）； Δｃ
Δｔ

表示 Ｎ２Ｏ

的排放速率（ｍＬ·Ｌ－１·ｈ－１）；Ｔ 为采样箱内温度（℃）．
温室盆栽试验在播种 １２ ｄ 和 ２４ ｄ 测量番茄的

株高和茎粗，采集番茄地上部样品，称量植株鲜重和

干重．

１ ６　 数据分析

所有试验数据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和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２１ 软件

进行处理和绘图，采用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软件对不

同试验处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ＬＳＤ 显著性检

验，不同处理间统计差异显著性（Ｐ＜０ ０５）用不同的

小写字母表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植物根际促生菌对番茄幼苗生长的影响

在温室盆栽条件下，接种四株植物根际促生菌

相对于未接种对照均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番茄的生长

（图 １）．例如，在处理 １２ ｄ 时，与不接种植物根际促

生菌 的 对 照 相 比， 接 种 菌 株 Ｌｖ５Ａ、 ＮＲＣＢ００２、
ＮＲＣＢ０１０ 和 ＮＲＣＢ０２６ 对番茄幼苗的株高、茎粗、叶
长和地上部干重均无显著影响．然而，在处理 ２４ ｄ
时，与不接种植物根际促生菌的对照相比，接种

Ｌｖ５Ａ 显著增加番茄幼苗的茎粗，茎粗增加了 ２５０％；
显著减少番茄幼苗的叶长．接种 ＮＲＣＢ００２ 显著增加

番茄幼苗的茎粗，增加了 １３２％；显著增加了番茄幼

苗地上部干重，增加了 １０５％．接种 ＮＲＣＢ０１０ 显著增

加了番茄幼苗地上部干重，增加了 ３１％．ＮＲＣＢ０２６ 对

番茄幼苗的株高、茎粗、叶长和地上部干重均无显著

影响．

２ ２　 温室盆栽条件下，植物根际促生菌对土壤 Ｎ２Ｏ
排放特征的影响

　 　 在温室盆栽条件下，接种四株植物根际促生菌

相对于未接种对照土壤 Ｎ２Ｏ 排放特征各不相同（图
２）．在温室盆栽试验中，一共监测到 ２ 次主要的土壤

Ｎ２Ｏ 排放峰．第 １ 次土壤 Ｎ２Ｏ 排放峰出现在施肥后 ２
ｄ 时，未接种对照处理的土壤 Ｎ２Ｏ 排放达到最大峰

值为 ０ ８３ μｇ （Ｎ）·ｋｇ（土） －１·ｈ－１，之后所有处理的

４３
申卫收，等．四株植物根际促生菌对农田土壤 Ｎ２Ｏ 排放的影响．

ＳＨＥＮ Ｗｅｉｓｈｏｕ，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ｈｉｚｏ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ｏｎ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



图 １　 植物根际促生菌对番茄幼苗生长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ｏｍａｔｏ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Ｎ２Ｏ 排放量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在施肥 ９ ｄ 后，土
壤 Ｎ２Ｏ 排放量逐渐上升，至第 １１ ｄ 达到第 ２ 次峰值．
与未接种对照处理相比，在达到第 ２ 次峰值时，

图 ２　 植物根际促生菌对温室盆栽试验

土壤 Ｎ２Ｏ 排放通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２Ｏ ｆｌｕｘ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ｐｏｔｓ

ＮＲＣＢ０１０ 和 ＮＲＣＢ０２６ 处理的土壤 Ｎ２Ｏ 排放量明显

降低，其中 ＮＲＣＢ０２６ 处理的 Ｎ２Ｏ 排放量峰值最低，
为 ０ １１ μｇ（Ｎ）·ｋｇ（土） －１·ｈ－１；而 Ｌｖ５Ａ 和 ＮＲＣＢ００２
处理的土壤 Ｎ２Ｏ 排放量增多，其中 ＮＲＣＢ００２ 处理的

土壤 Ｎ２ Ｏ 排放量峰值最高，为 ０ ６９ μｇ （ Ｎ）·ｋｇ

（土） －１·ｈ－１ ．试验处理 １３ ｄ 后，所有处理的 Ｎ２Ｏ 排放

通量趋于平稳．
温室盆栽试验的番茄土壤 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如表

３ 所示．各处理的土壤 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从高到低依

次为 ＣＫ＞ＮＲＣＢ００２＞Ｌｖ５Ａ＞ ＮＲＣＢ０２６＞ ＮＲＣＢ０１０．其
中，Ｌｖ５Ａ、ＮＲＣＢ０１０ 和 ＮＲＣＢ０２６ 处理的土壤 Ｎ２Ｏ 累

积排放量比未接种对照减少了 ３０％以上．选取土壤

Ｎ２ Ｏ 减 排 效 应 较 为 明 显 的 菌 株 ＮＲＣＢ０１０ 和

ＮＲＣＢ０２６ 用于土壤微宇宙试验和田间原位试验．

２ ３　 土壤微宇宙条件下，植物根际促生菌对土壤

Ｎ２Ｏ 排放特征的影响

　 　 在 土 壤 微 宇 宙 条 件 下， 接 种 ＮＲＣＢ０１０ 和

ＮＲＣＢ０２６ 均减少了土壤 Ｎ２Ｏ 排放通量（图 ３）．土壤

Ｎ２Ｏ 排放峰出现在施肥后 ９ ｄ 时，未接种对照处理

的土壤 Ｎ２Ｏ 排放达到最大峰值为 ２１ ６６ μｇ（Ｎ）·ｋｇ
（土） －１·ｈ－１，ＮＲＣＢ０１０ 和 ＮＲＣＢ０２６ 处理的土壤 Ｎ２Ｏ
排放峰值呈现下降趋势，其中 ＮＲＣＢ０２６ 处理的土壤

Ｎ２Ｏ 排放峰值下降尤为明显．Ｎ２Ｏ 峰值出现后，所有

处理的土壤 Ｎ２Ｏ 排放通量趋于平稳，接近背景浓度．
在土 壤 微 宇 宙 条 件 下， 接 种 ＮＲＣＢ０１０ 和

ＮＲＣＢ０２６ 均减少了土壤 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表 ３）．各
个处理的土壤 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从高到低依次为 ＣＫ＞
ＮＲＣＢ０１０＞ＮＲＣＢ０２６．ＮＲＣＢ０２６ 和 ＮＲＣＢ０１０ 处理

５３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２，１４（１）：３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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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植物根际促生菌对土壤 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ｏｎ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ｏｉｌ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ｐｏｔｓ，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ｓ，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ｐｌｏｔｓ

处理

温室盆栽试验 土壤微宇宙试验 田间原位试验

累积排放量 ／
（μｇ（Ｎ）·ｋｇ（土） －１）

变化百分比 ／
％

累积排放量 ／
（μｇ（Ｎ）·ｋｇ（土） －１）

变化百分比 ／
％

累积排放量 ／
（ｇ （Ｎ）·ｈｍ－２）

变化百分比 ／
％

ＣＫ ８３ ５３±２７ ０７ａ ２ ８０５±１ ０６７ａ ７９ ４５±６６ ９４ａ

Ｌｖ５Ａ ５５ ９０±１３ ８８ａ －３３

ＮＲＣＢ００２ ８１ ６２±４２ ２９ａ －２

ＮＲＣＢ０１０ ５０ ２５±１９ ６５ａ －４０ ２ ２１７±４６３ａ －２１ ４４ ６７±３２ ５２ａｂ －４４

ＮＲＣＢ０２６ ５４ ９９±２８ ０９ａ －３４ １ ４５３±３３１ａ －４８ ２１ ７６±１２ ９６ｂ －７３
　 注：同一列标注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

图 ３　 植物根际促生菌对微宇宙试验

土壤 Ｎ２Ｏ 排放通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２Ｏ ｆｌｕｘ ｉｎ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ｓ

的土壤 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比未接种对照分别减少了

２１％和 ４８％．

２ ４　 田间原位条件下，植物根际促生菌对土壤 Ｎ２Ｏ
排放特征的影响

　 　 在田间原位条件下，ＮＲＣＢ０２６ 和 ＮＲＣＢ０１０ 处

理的土壤 Ｎ２Ｏ 排放通量下降，以 ＮＲＣＢ０２６ 更为明显

（图 ４）．在观测期内，所有处理的土壤 Ｎ２Ｏ 排放通量

均比较平稳，未观测到明显的土壤 Ｎ２ Ｏ 脉冲峰．
ＮＲＣＢ０２６ 处理在施肥后第 ２０ ｄ 的 Ｎ２Ｏ 排放通量下

降为负值．
ＮＲＣＢ０２６ 和 ＮＲＣＢ０１０ 处理的土壤 Ｎ２Ｏ 累积排

放量也明显降低（表 ３）．各个处理的土壤 Ｎ２Ｏ 累积

排放量从高到低依次为 ＣＫ＞ ＮＲＣＢ０１０＞ ＮＲＣＢ０２６．
ＮＲＣＢ０２６ 和 ＮＲＣＢ０１０ 处理的土壤 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

比未接种对照分别减少了 ４４％和 ７３％．与未接种对

图 ４　 植物根际促生菌对田间小区试验

土壤 Ｎ２Ｏ 排放通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２Ｏ ｆｌｕｘ ｉｎ ｆｉｅｌｄ ｐｌｏｔｓ

照相比，ＮＲＣＢ０２６ 处理的土壤 Ｎ２Ｏ 累积减排量达到

显著水平（Ｐ＜０ ０５）．

３　 讨论

农田土壤是温室气体 Ｎ２Ｏ 的重要排放源，目前

关于农田 Ｎ２Ｏ 的减排措施多数是通过改进肥料的用

量、类型以及农业管理措施等实现［２１⁃２９］ ．最新的研究

表明，在土壤、肥料或者植物根际接种具有 Ｎ２Ｏ 减排

效应的微生物可以减少 Ｎ２Ｏ 的排放［３０⁃３２］ ．例如，在大

豆根部接种根瘤菌可以通过 Ｎ２Ｏ 还原酶（Ｎ２ＯＲ）将
Ｎ２Ｏ 还原为 Ｎ２，从而减少大豆田土壤的 Ｎ２ Ｏ 排

放［１９］ ．通过接种具有 Ｎ２Ｏ 还原功能的固氮细菌到牧

草地土壤，在减少土壤 Ｎ２Ｏ 排放的同时还能促进红

花苜蓿和梯牧草的生长［１６］ ．本研究采用温室盆栽试

验、土壤微宇宙试验及田间原位试验等方法，发现接

６３
申卫收，等．四株植物根际促生菌对农田土壤 Ｎ２Ｏ 排放的影响．

ＳＨＥＮ Ｗｅｉｓｈｏｕ，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ｈｉｚｏ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ｏｎ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



种植物根际促生菌 ＮＲＣＢ０１０ 和 ＮＲＣＢ０２６ 能有效减

少农田土壤 Ｎ２Ｏ 的排放（图 ２、３、４，表 ３）．
农田土壤 Ｎ２Ｏ 排放受 Ｎ２Ｏ 产生过程和还原过

程综合作用的影响，由多样的微生物群落通过硝化、
反硝化和异化硝酸盐还原为铵等多种途径共同决

定．利用微生物减少 Ｎ２Ｏ 排放主要分为直接途径和

间接途径．直接途径是指接种具有编码 Ｎ２ＯＲ 的

ｎｏｓＺ 基因的 Ｎ２Ｏ 还原微生物，进而直接增加 Ｎ２Ｏ 还

原微生物的丰度，从而促进 Ｎ２Ｏ 还原成 Ｎ２，减少土

壤 Ｎ２Ｏ 的排放．在本研究中，菌株 ＮＲＣＢ０１０ 和 Ｌｖ５Ａ
均含有 ｎｏｓＺ 基因，它们均有较好的农田土壤 Ｎ２Ｏ 减

排的效果（图 ２，表 ３），其中 ＮＲＣＢ０１０ 的减排效果略

优于 Ｌｖ５Ａ．间接途径是指使用的植物根际促生菌并

没有 ｎｏｓＺ 基因，即菌株不具备直接还原 Ｎ２Ｏ 的能

力，但却能间接通过改变 Ｎ２Ｏ 还原微生物的群落丰

度和组成，实现 Ｎ２ Ｏ 减排的效果［３３］ ．在本研究中，
ＮＲＣＢ００２ 和 ＮＲＣＢ０２６ 均 不 含 有 ｎｏｓＺ 基 因，
ＮＲＣＢ０２６ 具有较好的农田土壤 Ｎ２Ｏ 减排的效果，而
未检测到 ＮＲＣＢ００２ 减少农田土壤 Ｎ２Ｏ 排放的效应

（图 ２、３、４，表 ３）．这些结果意味着不同菌种对农田

土壤 Ｎ２Ｏ 减排潜力明显不同，也为筛选高效菌株、发
展具有促生和减排效应的生物肥料指明了方向．

农田土壤 Ｎ２Ｏ 排放还受土壤类型、作物和温度

等因素影响．在本研究中，以江苏宜兴的蔬菜土为供

试土壤的番茄温室盆栽试验中，减排效果最好的菌

株为 ＮＲＣＢ０１０（表 ３），而在土壤微宇宙和田间原位

试验中的供试土壤为江苏六合的水稻田土壤，减排

效果最好的菌株为 ＮＲＣＢ０２６．这些结果说明应用植

物根际促生菌减少农田土壤 Ｎ２Ｏ 排放同样可能受到

供试土壤类型及作物的影响．在土壤微宇宙和田间

原位试验中的供试土壤同为江苏六合的水稻土，但
是在土壤微宇宙试验时培养温度恒定，而在田间原

位试验中的温度为自然温度，ＮＲＣＢ０２６ 和 ＮＲＣＢ０１０
对同种土壤的 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的削减程度也不同

（表 ３）．这些结果也说明应用植物根际促生菌减少农

田土壤 Ｎ２Ｏ 排放同样可能受到温度条件的影响．在
实际田间应用时，应充分考虑土壤类型、作物种类和

环境条件等因素，选用的具有促生和减排效应的微

生物须与土壤⁃作物⁃环境相适宜，最大程度地发挥促

生减排效应、提升菌剂或生物肥料的农学和生态环

境效益．

４　 结论

采用温室盆栽试验、土壤微宇宙试验及田间原

位试验等方法，探究植物根际促生菌对农田土壤

Ｎ２Ｏ 排放的影响．在温室盆栽条件下，接种四株植物

根际促生菌的土壤 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从高到低依次为

枯草芽孢杆菌枯草亚种 ＮＲＣＢ００２、白色芽孢杆菌

Ｌｖ５Ａ、 暹 罗 芽 孢 杆 菌 ＮＲＣＢ０２６、 施 氏 假 单 胞 菌

ＮＲＣＢ０１０，与未接种对照相比分别减少了 ２ ３％、
３３ １％、３４ ２％ 和 ４０ ０％． 在微宇宙条件下， 接种

ＮＲＣＢ０１０ 和 ＮＲＣＢ０２６ 相对于未接种对照土壤 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分别减少了 ２１％和 ４８％．在田间原位条

件下，接种 ＮＲＣＢ０１０ 和 ＮＲＣＢ０２６ 相对于未接种对

照土壤 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分别减少了 ４４％和 ７３％．总
之，ＮＲＣＢ０１０ 和 ＮＲＣＢ０２６ 能有效减少农田土壤 Ｎ２Ｏ
的排放，研究结果将为减少农田土壤 Ｎ２Ｏ 排放提供

重要科学依据，也将为发展具有促生和减排效应的

生物肥料提供实际指导．ＮＲＣＢ０１０ 和 ＮＲＣＢ０２６ 减少

农田土壤 Ｎ２Ｏ 排放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Ｒａｖｉｓｈａｎｋａｒａ Ａ Ｒ，Ｄａｎｉｅｌ Ｊ Ｓ，Ｐｏｒｔｍａｎｎ Ｒ Ｗ．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
ｉｄｅ （ Ｎ２ Ｏ）：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ｏｚｏｎｅ⁃ｄｅｐｌｅｔｉｎｇ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ｅ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９， ３２６
（５９４９）：１２３⁃１２５

［ ２ ］　 Ｖｏｌｋ Ｃ Ｍ，Ｅｌｋｉｎｓ Ｊ Ｗ，Ｆａｈｅｙ Ｄ Ｗ，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ｇａｓ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１９９７，１０２
（Ｄ２１）：２５５４３⁃２５５６４

［ ３ ］　 Ｐｒａｔｈｅｒ Ｍ Ｊ，Ｈｓｕ Ｊ，ＤｅＬｕｃａ Ｎ Ｍ，ｅｔ 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ｔｓ ｖａｒｉａ⁃
ｂｉｌ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ｉ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ｓ，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１）：５６９３⁃５７０５

［ ４ ］　 Ｆｌａｔｏ Ｇ， Ｍａｒｏｔｚｋｅ Ｊ， Ａｂｉｏｄｕｎ Ｂ， 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ｓ ［ Ｒ］ ∥ ＩＰＣＣ．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ａｓｉ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Ｓ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 ５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ｔｏｓ Ｎ， Ｂｒｕｉｎｓｍａ Ｊ．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２０３０ ／ ２０５０：ｔｈｅ ２０１２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Ｒ］．ＥＳ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８８９９８，２０１２

［ ６ ］　 Ｔｉｌｍａｎ Ｄ，Ｂａｌｚｅｒ Ｃ，Ｂｅｆｏｒｔ Ｈ．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１１，１０８（５０）：２０２６０⁃２０２６４

［ ７ ］　 Ｋａｎｔｅｒ Ｄ，Ａｌｃａｍｏ Ｊ，Ｓｕｔｔｏｎ Ｍ，ｅｔ ａｌ．Ｄｒａｗ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Ｎ２ Ｏ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ｚｏｎｅ ｌａｙｅｒ：ａ ＵＮＥＰ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 Ｒ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ＵＮＥＰ），２０１３

［ ８ ］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Ｍ Ｊ，Ｇａｔｅｓ Ａ Ｊ，Ａｐｐｉａ⁃Ａｙｍｅ Ｃ， ｅｔ ａｌ． Ｃｏｐｐ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１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１３，１１０（４９）：１９９２６⁃１９９３１

７３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２，１４（１）：３２⁃３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２２，１４（１）：３２⁃３９



［ ９ ］　 Ｂｕｔｔｅｒｂａｃｈ⁃Ｂａｈｌ Ｋ，Ｂａｇｇｓ Ｅ Ｍ，Ｄａｎｎｅｎｍａｎｎ Ｍ，ｅｔ ａｌ．Ｎｉ⁃
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ｏｉｌｓ：ｈｏｗ ｗｅｌｌ ｄｏ ｗ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Ｊ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 Ｂ，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３， ３６８
（１６２１）：２０１３０１２２

［１０］　 Ｂａｇｇｓ Ｅ Ｍ．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Ｊ］．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１１，３（５）：３２１⁃３２７

［１１］　 蔡延江，丁维新，项剑．土壤 Ｎ２Ｏ 和 ＮＯ 产生机制研究
进展［Ｊ］．土壤，２０１２，４４（５）：７１２⁃７１８
ＣＡＩ Ｙａｎｊｉａｎｇ，ＤＩＮＧ Ｗｅｉｘｉｎ，ＸＩＡＮＧ Ｊｉａ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ｉｌｓ ［ Ｊ］．
Ｓｏｉｌｓ，２０１２，４４（５）：７１２⁃７１８

［１２］　 Ｇｒｏｆｆｍａｎ Ｐ Ｍ，Ｔｅｄｊｉｅ Ｊ Ｍ，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Ｇ Ｐ，ｅｔ ａｌ．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ａｌｅｓ：ｐｒｏｘ⁃
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Ｍ］∥Ｗｉｌｓｏｎ Ｊ 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Ｎｉｔｒｏｎｇｅｎ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ａｌｌｉｎｇｆｏｒｄ，ＵＫ：ＣＡＢ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８８：１７４⁃１９２

［１３］　 邹国元，张福锁．根际反硝化作用与 Ｎ２Ｏ 释放［ Ｊ］．中
国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２，７（１）：７７⁃８２
ＺＯＵ Ｇｕｏ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 Ｆｕｓｕｏ．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２Ｏ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２，７（１）：７７⁃８２

［１４］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Ｍ，Ｂａｇｇｓ Ｅ Ｍ，Ｐｅｔｅｒ Ｄ，ｅｔ 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
Ｎ２Ｏ ａｎｄ Ｎ２ ｂｙ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ＮＯ－

２

ａｎｄ 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Ｊ］． ＦＥＭ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６５（１）：１０２⁃１１２

［１５］　 Ｗａｎｇ Ｓ Ｗ，Ｓｈａｎ Ｊ，Ｘｉａ Ｙ Ｑ，ｅｔ 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
ｃｈａｒ ａｎｄ ａ 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ａｄｄｙ ｓｏｉｌ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ｖｅｒ ｔｗｏ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ｒｉｃｅ⁃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ｓ ［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５９３ ／ ５９４：３４７⁃３５６

［１６］　 Ｇａｏ Ｎ， Ｓｈｅｎ Ｗ Ｓ， Ｋａｋｕｔａ Ｈ， ｅｔ ａｌ．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Ｎ２Ｏ）⁃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ｅｒ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ｓｉｍｕｌｔａ⁃
ｎｅｏｕｓｌｙ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ｓ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ａｓｔｕｒｅ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ｐａｓｔｕｒｅ ｐｌａｎｔｓ ［ Ｊ］．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６，９７：８３⁃９１

［１７］　 黄文茂，詹永发，王欢，等．ＰＧＰＲ 菌剂对辣椒的促生效
应及根际土壤细菌的响应研究［Ｊ］．中国土壤与肥料，
２０２０ （５）：１５２⁃１６０
ＨＵＡＮＧ Ｗｅｎｍａｏ， ＺＨＡＮ Ｙｏｎｇｆａ，ＷＡＮＧ Ｈｕａｎ，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ＧＰＲ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ｇｅｎｔ ｏｎ ｐｅ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 ｓｏｉｌ ｂａｃ⁃
ｔｅｒｉａ［ Ｊ］．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０
（５）：１５２⁃１６０

［１８］　 Ｗｕ Ｓ Ｈ，Ｚｈｕａｎｇ Ｇ Ｑ，Ｂａｉ Ｚ Ｈ，ｅｔ ａｌ．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ｃｉｄｉｃ ｓｏｉｌｓ ｂｙ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ｍｙｌｏｌｉｑｕｅ⁃
ｆａｃｉｅｎｓ，ａ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Ｊ］．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２４（６）：２３５２⁃２３６５

［１９］　 Ｉｔａｋｕｒａ Ｍ，Ｕｃｈｉｄａ Ｙ，Ａｋｉｙａｍａ Ｈ，ｅｔ ａｌ．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
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ｏｉｌｓ ｂｙ Ｂｒａｄｙ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 ｊａ⁃
ｐｏｎｉｃｕｍ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Ｎａ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３，３
（３）：２０８⁃２１２

［２０］　 Ｄｉｎｇ Ｗ Ｘ，Ｙｕ Ｈ Ｙ，Ｃａｉ Ｚ Ｃ．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ｕｒ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ｏｎ 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ｆｌｕｖｏ⁃
ａｑｕｉｃ ｓｏｉｌ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ｉｎ［Ｊ］．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ｅｒ⁃

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ｉｌｓ，２０１１，４７（１）：９１⁃９９
［２１］　 Ｈｏｕ Ｈ Ｊ，Ｐｅｎｇ Ｓ Ｚ，Ｘｕ Ｊ Ｚ，ｅｔ 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４ ａｎｄ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 Ｊ］． Ｃｈｅｍｏ⁃
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２，８９ （７）：８８４⁃８９２

［２２］　 姚志生，郑循华，周再兴，等．太湖地区冬小麦田与蔬
菜地 Ｎ２Ｏ 排放对比观测研究［ Ｊ］．气候与环境研究，
２００６，１１ （６）：６９１⁃７０１
ＹＡＯ Ｚｈｉｓｈｅｎｇ， ＺＨＥＮＧ Ｘｕｎｈｕａ， ＺＨＯＵ Ｚａｉｘ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ｒｅｇｉｏｎ
［ Ｊ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６， １１
（６）：６９１⁃７０１

［２３］　 王保君，顾泽海，陈兵林，等．稻秆还田方式对稻麦轮
作农田 ＣＨ４和 Ｎ２Ｏ 排放的影响［ Ｊ］．南京农业大学学
报，２０１７，４０（３）：３６７⁃３７５
ＷＡＮＧ Ｂａｏｊｕｎ，ＧＵ Ｚｅｈａｉ，ＣＨＥＮ Ｂｉｎｇｌｉｎ，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ｉｃｅ ｓｔｒａｗ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ＣＨ４ ａｎｄ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ｒｉｃｅ⁃ｗｈｅａｔ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４０（３）：３６７⁃３７５

［２４］　 Ｈｕ Ｎ Ｊ，Ｗａｎｇ Ｂ Ｊ，Ｇｕ Ｚ Ｈ，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ａｗ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 ｏ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ａ ｒｉｃｅ⁃ｗｈｅａｔ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 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２２３：１１５⁃１２２

［２５］　 赵颖，张金波，蔡祖聪．添加硝化抑制剂、秸秆及生物
炭对亚热带农田土壤 Ｎ２Ｏ 排放的影响［Ｊ］．农业环境
科学学报，２０１８，３７（５）：１０２３⁃１０３４
ＺＨＡＯ Ｙ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ｂｏ， ＣＡＩ Ｚｕｃｏ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ｄｄｉｎｇ 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ｔｒａｗ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ｏｎ Ｎ２ 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３７（５）：１０２３⁃１０３４

［２６］　 张岳芳，陈留根，王子臣，等．耕作方式对太湖地区冬
小麦生长季 Ｎ２ Ｏ 排放的影响 ［ Ｊ］．生态环境学报，
２０１１，２０（８）：１３２６⁃１３３１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ｅｆａｎｇ，ＣＨＥＮ Ｌｉｕｇｅｎ，ＷＡＮＧ Ｚｉ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Ｊ］．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１，２０（８）：１３２６⁃１３３１

［２７］　 徐华，邢光熹，蔡祖聪，等．土壤水分状况和质地对稻
田 Ｎ２ Ｏ 排放的影响 ［ Ｊ］． 土壤学报，２０００，３７ （ ４）：
４９９⁃５０５
ＸＵ Ｈｕａ，ＸＩＮＧ Ｇｕａｎｇｘｉ，ＣＡＩ Ｚｕｃｏｎｇ，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ｏｎ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ｒｉｃｅ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 Ｊ］． Ａｃｔａ Ｐｅｄ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０，３７ （ ４）：
４９９⁃５０５

［２８］　 王改玲，陈德立，李勇．土壤温度、水分和 ＮＨ＋
４ ⁃Ｎ 浓度

对土壤硝化反应速度及 Ｎ２Ｏ 排放的影响［Ｊ］．中国生
态农业学报，２０１０，１８ （１）：１⁃６
ＷＡＮＧ Ｇａｉｌｉｎｇ，ＣＨＥＮ Ｄｅｌｉ， ＬＩ Ｙｏ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ＮＨ＋

４ ⁃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０，１８（１）：１⁃６

［２９］　 焦燕，黄耀，宗良纲，等．氮肥水平对不同土壤 Ｎ２Ｏ 排
放的影响［Ｊ］．环境科学，２００８，２９（８）：２０９４⁃２０９８
ＪＩＡＯ Ｙａｎ，ＨＵＡＮＧ Ｙａｏ，ＺＯＮＧ Ｌｉａｎｇｇａｎｇ，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ｎ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２９（８）：２０９４⁃２０９８

８３
申卫收，等．四株植物根际促生菌对农田土壤 Ｎ２Ｏ 排放的影响．

ＳＨＥＮ Ｗｅｉｓｈｏｕ，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ｈｉｚｏ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ｏｎ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



［３０］　 Ｓｈａｈａｂ Ｓ，Ａｈｍｅｄ Ｎ，Ｋｈａｎ Ｎ Ｓ．Ｉｎｄｏｌｅ 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ｂｙ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ＳＢｓ ［ Ｊ］．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ａ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４（１１）：１３１２⁃１３１６

［３１］　 Ｇｏｖｉｎｄａｒａｊａｎ Ｍ，Ｂａｌａｎｄｒｅａｕ Ｊ，Ｋｗｏｎ Ｓ Ｗ，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ｒｋｈｏｌｄｅｒｉａ ｗｉｅｔｎａｍ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ｎ⁃
ｄｏｐｈｙｔｉｃ ｄｉａｚ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ｏｎ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ｒｉｃｅ［ Ｊ］．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５５（１）：２１⁃３７

［３２］　 Ｎｉｓｈｉｚａｗａ Ｔ，Ｑｕａｎ Ａ Ｈ，Ｋａｉ Ａ，ｅｔ ａｌ．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Ｎ２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ｅｒ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ｓ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ｍａｎｕｒｅ［Ｊ］．Ｂｉｏｌｏｇｙ
＆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ｉｌｓ，２０１４，５０ （６）：１００１⁃１００７

［３３］　 Ｘｕ Ｓ Ｊ，Ｆｅｎｇ Ｓ Ｇ，Ｓｕｎ Ｈ Ｓ，ｅｔ ａｌ．Ｌｉｎｋｉｎｇ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ｂｉ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ｍｅｎｄｅｄ ｓｏｉｌ ｏｆ ｔｅ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Ｎ２Ｏ⁃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５２（１９）：１１３３８⁃１１３４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ｈｉｚｏ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ｏｎ Ｎ２ 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ＳＨＥＮ Ｗｅｉｓｈｏｕ１ 　 ＹＡＮＧ Ｓｉｑｉ１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ａｎｈｕａｎ２ 　 ＬＩ Ｑｉｎｇ１ 　
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ｋｅ１ 　 ＰＡＮ Ｙｕｊｉｎｇ１ 　 ＸＵ Ｄｅｈｏｎｇ１ 　 ＧＡＯ Ｎａｎ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４４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Ｔｅ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１８１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Ｎ２Ｏ）．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ｕｒ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ｈｉｚｏ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ｓｔｒａｉｎｓ，ｎａｍｅｌｙ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ｌｂｕｓ Ｌｖ５Ａ，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ｕｂｔｉｌｉｓ ｓｐ．ｓｕｂｔｉｌｉｓ ＮＲＣＢ００２，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ｓｔｕｔｚｅｒｉ ＮＲＣＢ０１０，ａｎｄ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ＮＲＣＢ０２６．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ｐｏ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ｐｌｏ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ｈｉｚｏ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ｏｎ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Ｎ２Ｏ ｅｍｉｓ⁃
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ｅｓ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ｗｅｒｅ ＮＲＣＢ００２ ＞ Ｌｖ５Ａ ＞ ＮＲＣＢ０２６ ＞ ＮＲＣＢ０１０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ｆｏｕ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ｈｉｚｏ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ｐｏ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２ ３％，
３３ １％，３４ ２％ ａｎｄ ４０％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ｆｏｕｒ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ｎ⁃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ｎ ｔｗｏ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ｏｆ ＮＲＣＢ０１０ ａｎｄ ＮＲＣＢ０２６ ｗｅｒｅ ｃｈｏｓｅｎ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Ｔｈｅ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ＮＲＣＢ０１０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ｂｙ ２１％ ａｎｄ ４４％ ｉｎ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
ｃｏｓｍ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ｐｌｏ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ＮＲＣＢ０２６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Ｎ２Ｏ 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ｂｙ ４８％ ａｎｄ ７３％ ｉｎ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ｐｌｏ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ｈｉｚｏ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ＮＲＣＢ０１０ ａｎｄ ＮＲＣＢ０２６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Ｏｕｒ 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Ｎ２Ｏ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ｂｉ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Ｎ２Ｏ）；ｐｌａｎｔ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９３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２，１４（１）：３２⁃３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２２，１４（１）：３２⁃３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