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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堆肥对辣椒连作土壤化学性状及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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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连作 3 年辣椒的土壤为研究对象，通过增施有机堆肥，测定辣椒连作土壤 pH、电导率、有机质、有

机碳、全碳、养分含量和酶活性的变化特点，探讨有机堆肥用量对连作辣椒土壤化学性状的改良效果。结果表

明：有机堆肥 1.5×104 kg/hm2 与复合肥 7.5×102 kg/hm2 混合施入辣椒连作土壤后，土壤 pH 较对照提高了 0.89

（P<0.05），土壤有机质较对照土壤提高了 5.25 g/kg（P<0.05），矿质营养元素氮、磷、钾、钙、镁、硅含量均显

著增加（P<0.05），脲酶、蛋白酶、酸性磷酸酶、氧化氢酶的活性均显著增加（P<0.05）。综上，增施有机堆肥改

善了土壤化学性状，提高了土壤肥力和土壤酶活性，能够有效改良辣椒连作土壤。

关键词：有机堆肥；连作土壤；酶活性

会下雨的几天内施肥，径流中氮和磷的损失会显著

减少。有机堆肥施入土壤后，大量有机质分解产生

有机酸，促进了矿物风化和养分释放，并通过络合

作用增加矿质养分的有效性，增加土壤活性炭、氮

组分，增强与养分转化有关的微生物和酶的活性，

从而提高土壤有效养分［14］。长期单施或过量施用

有机肥也会对土壤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有机肥的养

分含量低、肥效慢，需要和化肥以适当比例配施才

能更好地发挥效果［15］。尽管已有与有机堆肥缓解

作物连作障碍的相关报道，但目前有机堆肥在辣椒

连作土壤改良中应用的研究较少。

本试验以连续种植 3 年辣椒的土壤为研究对

象，通过有机肥与化学肥料配合施用，测定辣椒连

作土壤 pH 值、电导率、有机质、有机碳、全碳，

以及土壤中大量元素（氮、磷、钾）含量、中量元

素（钙、镁、硅）含量、微量元素（铜、铁、锰、

锌）含量和酶活性，研究连作辣椒土壤对不同有机

肥用量的响应特征，探索有机肥对辣椒连作土壤营

养障碍改良的作用，为合理施用有机肥、保持土壤

肥力的良性循环、克服连作土壤营养障碍提供理论

依据和技术支持，促进辣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和试验地

试验用有机堆肥由湖南奥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汝城生产基地生产，长沙奥生农业有限公司监制的有

辣椒（Capsicum annuum L.）作为蔬菜和调味品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

种植面积逐年扩增，但是由于人们过度追求产量和

设施的利用率，导致辣椒连作现象十分普遍［1］。辣

椒不耐连作，对土壤要求严格［2］。辣椒种植中长期

大量施用化学肥料造成土壤有机质减少、土壤质量

恶化、病害频发，造成辣椒生长受抑、产量下降和

品质变劣，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益［3］。近年来随着土

壤质量的劣化，增加土壤有机质培育健康土壤越来

越受到重视，通过增施有机肥增加土壤有机质的含

量，改善土壤化学性状和提高土壤酶活性［4-6］，达

到改善土壤环境、实现“双减”目的已成为近年来

作物耕作研究的热点［7］。仝少伟等［8］、王琛等［9］

研究表明，施用有机堆肥后土壤中有机质、全氮、

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含量显著增加。增施有机

堆肥可以减少土壤侵蚀，保持土壤团聚体和土壤总

有机碳稳定，提高土壤孔隙度，增强土壤保水保肥

能力，改善连作土壤的微生态环境，促进农作物生

长，提高产量［10-12］。Liu 等［13］研究结果表明，用

有机或缓释肥料代替传统的化学肥料，并在预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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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堆肥，原料为牛粪、秸秆和分解菌，按照有机肥生

产技术规程堆制发酵，经湖南品标华测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检测合格（报告编号：A2210043930114c），有机

堆肥的总养分为5.02%，有机质（以干基计）28.1%，

水分30.89%。商品有机肥为株洲龙华循环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总养分≥5%，有机质（以干基计）

≥35.00%，水分≤30.00%。化学肥料为洋丰牌复合

肥，N∶P∶K=15∶15∶15。

试验地位于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泉水镇西黄

村，海拔 625 m，113°38′28″E，25°28′53″N，

地势平坦、排水良好，肥力水平中等，该地块已

由农户按照当地种植辣椒的常规方法从 2018 年至

2020 年连续 3 年种植辣椒，土壤已经明显出现土

壤板结、微量元素缺乏和土传病害发病率高的连作

障碍现象。试验地排水良好，土壤耕作层 35 cm 左

右，土壤属褐黑色壤土，较疏松，施肥前取土样测

量土壤 pH 值为 5.04，有机质含量 24.16 g/kg，属偏

酸性中等肥力水平土壤。2021 年 2 月 26 日进行土

壤翻耕、施基肥、整地做畦。

1.2　试验设计

试验地块每小区长22 m，宽 1.5 m，面积33.0 m2。 

3 月 25 日翻耕土地，同时施入底肥，按 4 种试

验设计施入底肥：（1）复合肥 7.5×102 kg/hm2+

有机堆肥 1.5×104 kg/hm2（记为 T1）；（2）复合

肥 7.5×102 kg/hm2+ 有机堆肥 7.5×103 kg/hm2（记

为 T2）；（3） 复 合 肥 7.5×102 kg/hm2+ 普 通 商 品

有机肥 1.5×104 kg/hm2（记为 T3）；（4）复合肥

7.5×102 kg/hm2 作为对照（记为 CK）。试验采用区

组控制，随机排列，3 次重复。在辣椒苗移栽后除

正常浇灌定根水外，还追施 2 次追肥，6 月 20 日

第一次追肥，追肥为尿素 1.125×102 kg/hm2+ 枯

草芽孢杆菌 7.5×103 kg/hm2+ 硫酸镁 0.3×102 kg/

hm2+ 硫酸锌 0.3×102 kg/hm2；7 月 26 日进行了第

二次追肥，追肥种类和用量与第一次追肥相同。辣

椒采收于 11 月 10 日结束，11 月 15 日采集土壤 

样品。

1.3　土壤样品采集方法与处理

每个试验小区取 12 个样点，铲子消毒后去

除土壤表层杂质和大块土块，抖动采集辣椒根系

土壤，用密封袋保存，混合均匀，自然风干后过 

1 mm 筛备用。

1.4　土壤基本理化性质测定

除土壤 pH 值和土壤电导率在湖南农业大学蔬

菜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测定外，其他土壤理化指标委

托成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测定。

1.4.1　土壤 pH 值和土壤电导率的测定方法

土壤 pH 值用电位法测定：称量过 1 mm 筛的

10 g 风干土壤样品，放置在 50 mL 烧杯中，在烧杯

中加入 25 mL 纯净水，搅拌 1 min，静置 30 min 后，

用 pH 计测定（水土比 2.5∶1）。

土壤电导率用电极法测定：取 10 g 风干样品，

放置在 100 mL 烧杯中，烧杯中加入 50 mL 水，搅

拌，静置 5 min，用电导率计测定（水土比 5∶1）。

1.4.2　土壤有机质测定方法

土壤有机质采用比色法［7］、土壤有机碳采用比

色法［16］、土壤全碳采用半微量凯氏法［17］。

1.4.3　土壤化学元素的测定

土壤全氮用半微量凯氏法测定、土壤全磷用钼

锑抗比色法测定、土壤全钾用火焰光度法测定［18］、

土壤有效硅用比色法测定［19］、土壤有效钙、有效

镁用原子分光光度法测定；土壤有效铁、锰、锌、

铜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20］。

1.4.4　土壤酶活性测定方法

蔗糖酶、脲酶、蛋白酶、酸性磷酸酶、硝酸还

原酶、脱氢酶活性采用比色测定［21］，过氧化氢酶

活性采用滴定法测定［22］。

1.5　土壤养分等级分级标准

参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养分分级标准［23］对

辣椒连作土壤肥力进行评价。

1.6　数据分析

使用 SPSS 26.0 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以 P<0.05 有显著差异来判断成分有无显著变化。

使用 Excel 2010 进行记录和处理数据。

2　结果与分析

2.1　有机堆肥对辣椒连作土壤pH值和电导率的影响

从表 1 中可以发现，施用有机肥能显著影响土

壤 pH 值，有机堆肥的效果比普通商品有机肥好，

与施肥量有显著相关性，使用有机堆肥 1.5×104 kg/

hm2 的土壤 pH 值为 5.95，比只施用复合肥的对照

提高了 0.89，将土壤从酸性提升至弱酸性土壤。从

电导率的结果来看，连作的辣椒土壤并未呈现出盐

渍化状态，土壤中盐离子含量属于正常值内，但

仍然可以看出有机堆肥处理过的连作土壤电导率更

低，也与对照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南方露地栽培土

壤因施肥不当造成土壤盐渍化的可能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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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有机堆肥对辣椒连作土壤 pH 值和电导率的影响

处

理
有机肥种类和用量 pH 值

电导率 

（mS/cm）

T1 有机堆肥 1.5×104 kg/hm2 5.95±0.10a 0.15±0.03b

T2 有机堆肥 7.5×103 kg/hm2 5.59±0.03b 0.16±0.03b

T3
普通商品有机肥 1.5× 

104 kg/hm2
5.29±0.09c 0.20±0.03ab

CK — 5.08±0.14d 0.25±0.04a

注：同一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在 P<0.05 水平上具有

统计学意义。下同。

2.2　有机堆肥对辣椒连作土壤有机质、有机碳、 

全碳的影响

土壤有机质含量是评价土壤质量水平的重要标

志。表 2 中对照有机质含量为 23.63 g/kg，说明汝

城辣椒连作土壤质量尚可，土壤有机质水平达到了

三级水平（2% ～ 3%），其原因可能是在辣椒栽培

过程中农户都有适量施用有机肥的习惯。增施有机

堆肥 1.5×104 kg/hm2 处理土壤有机质含量为 28.88 

g/kg，较减半施堆肥、等量商品有机肥和不施有机

肥的对照有明显增加，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但

有机质含量的等级仍然没有提升到更高等级，仍

然属于三级水平，说明短时间内增施有机肥提高

土壤有机质含量的效果不大，需要更大量、长期

增施优质有机肥才有可能将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

到二级（3% ～ 4%）及以上水平。有机堆肥对有机

碳水平的提高作用不大，但有机堆肥施肥量达到了

1.5×104 kg/hm2 时，土壤中全碳的含量由对照全碳含

量 1.42% 明显增加到了 1.70%，达到了显著差异。

表 2　有机肥对辣椒连作土壤有机质、有机碳、全碳的影响

处理 有机质（g/kg） 有机碳（g/kg） 全碳（%）

T1 28.88±0.59a 15.89±1.32a 1.70±0.17a

T2 26.20±0.68b 15.20±0.39a 1.59±0.07ab

T3 25.96±0.55b 15.49±0.88a 1.66±0.08ab

CK 23.63±2.36b 13.71±1.37a 1.42±0.11c

2.3　有机堆肥对辣椒连作土壤化学元素的影

响

2.3.1　有机堆肥对辣椒连作土壤大量元素氮、磷、

钾含量的影响

从表3可知，汝城县辣椒种植土壤全氮水平都不

低于二级水平（1.5～ 2.0 g/kg），施有机堆肥1.5×104 

kg/hm2 处理全氮含量最高，为0.23%，土壤全氮水平

提高到了一级水平（>2 g/kg），说明增施有机堆肥后

可以有效提高土壤全氮含量。施用有机堆肥和商品

有机肥后全磷含量都有提升，施用有机堆肥7.5×103  

kg/hm2 和 1.5×104 kg/hm2 的两个处理间差异不明显，

与商品有机肥和对照全磷含量相比差异达到了显著水

平。有机堆肥和商品有机肥处理土壤全钾含量相比于

对照均有所提高，但差异不是特别明显。

表 3　有机堆肥对辣椒连作土壤氮、磷、钾元素含量的影响

处理 全氮（%） 全磷（g/kg） 全钾（g/kg）

T1 0.23±0.01a 1.14±0.10a 13.16±0.56ab

T2 0.20±0.01ab 1.07±0.17a 13.19±0.23a

T3 0.21±0.03a 0.75±0.03b 12.87±0.27ab

CK 0.18±0.02b 0.51±0.05c 12.39±0.32b

2.3.2　有机堆肥对辣椒连作土壤中量元素钙、镁、

硅含量的影响

从表 4 可知，有机堆肥 1.5×104 kg/hm2 和有机

堆肥 7.5×103 kg/hm2 处理后有效钙含量分别显著提

高到 1.37 和 1.07 g/kg，对照有效钙含量为 0.83 g/kg， 

有效钙的含量都大于土壤有效钙的临界值（400  

mg/kg）。有机堆肥 1.5×104 kg/hm2 施用后有效镁明显

增加到 0.14 g/kg，对照处理有效镁含量为 0.06 g/kg，

刚好处于临界值水平，说明汝城土壤缺乏镁元素。

有机堆肥 1.5×104 kg/hm2 处理后土壤有效硅由对照

7.04 g/kg 增加到 13.72 g/kg。试验结果表明汝城辣椒

连作土壤有效镁和有效硅的含量均属于低水平状态，

即使追肥中补充了 0.3×102 kg/hm2 的硫酸镁，对土

壤有效镁的改善作用仍然没有达到优良土壤的标准。

2.3.3　有机堆肥对辣椒连作土壤微量元素铜、铁、

锰、锌的影响

表 4 数据表明，汝城辣椒连作土壤有效铜和有

效铁含量均属于极丰富水平，有效锌含量属于丰富

水平，有效锰含量处于适中水平，土壤整体不存

在微量元素缺乏。由表 4 可知，对照有效铜含量为

2.33 mg/kg，与施有机堆肥的土壤有效铜含量没有

差异，而施用商品有机肥的有效铜含量明显增加到

3.42 mg/kg。有机堆肥 7.5×103 kg/hm2 处理和商品有

机肥处理对连作土壤有效铁含量没有明显的改善，

但有机堆肥 1.5×104 kg/hm2 处理的有效铁含量有明

显降低。各施肥处理对有效锰的含量与有效铁的效

果相似。增施有机堆肥和商品有机肥的土壤有效锌

含量均与对照达到了显著性差异，对照有效锌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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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低，为 1.75 mg/kg，接近缺锌临界值，而商品

有机肥处理有效锌含量为 6.55 mg/kg，达到土壤有

效锌含量的最高等级，说明该商品有机肥原料中锌

元素有可能超标，长期大量使用该类型有机肥会导

致土壤锌元素超标。本试验结果表明施用有机堆肥

和商品有机肥均能有效改善土壤有效铜、铁、锰、

锌的含量，但也应该注意商品有机肥部分微量元素

超标问题。

表 4　有机堆肥对辣椒连作土壤有效钙、镁、硅、铜、铁、锰、锌的影响

处理
有效钙 

（g/kg）

有效镁 

（g/kg）

有效硅（以 Si 计）

（mg/kg）

有效铜 

（mg/kg）

有效铁 

（mg/kg）

有效锰 

（mg/kg）

有效锌 

（mg/kg）

T1 1.37±0.04a 0.14±0.02a 13.72±1.98a 2.33±0.17b 103.07±5.40b 2.98±0.53c 3.74±0.49b

T2 1.07±0.15b 0.11±0.01b 8.02±1.24b 2.48±0.06b 120.03±1.68a 4.27±0.69bc 3.34±0.54b

T3 0.96±0.04bc 0.12±0.01ab 7.24±1.95b 3.42±0.36a 120.46±8.88a 6.76±1.28a 6.55±1.53a

CK 0.83±0.02c 0.06±0.00c 7.04±2.48b 2.33±0.22b 126.86±10.08a 5.45±0.46ab 1.75±0.28c

2.4　有机堆肥对辣椒连作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有机堆肥对连作土壤酶活性的影响见表 5。根

据表 5 可知，有机堆肥对土壤蔗糖酶活性没有显

著影响。有机堆肥和商品有机肥的施用均能有效

提高土壤脲酶活性，对照土壤脲酶活性为 0.04 mg/

g，施用有机堆肥 1.5×104 kg/hm2 处理后脲酶活性

明显提高到 0.07 mg/g；商品有机肥 1.5×104kg/hm2

处理后脲酶活性提高到 0.06 mg/g。对照蛋白酶活

性为 71.87 μg/g，有机堆肥 1.5×104 、7.5 ×103 kg/

hm2 处理后蛋白酶活性分别提高到 130.28、101.13 

μg/g，商品有机肥 1.5×104 kg/hm2 处理后蛋白酶活

性提高到 118.68 μg/g。说明增施有机堆肥和商品

有机肥对连作土壤蛋白酶有明显改善，单独施用复

合肥不利于土壤蛋白酶的活性。有机堆肥 1.5×104  

kg/hm2 较对照的酸性磷酸酶活性从 73.32 μg/g 提高

到 117.22 μg/g；商品有机肥 1.5×104 kg/hm2 处理后

提高到 102.43 μg/g；有机堆肥 7.5×103 kg/hm2 处理

后酸性磷酸酶活性提高到 90.72 μg/g。酸性磷酸酶

活性和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

对照过氧化氢酶活性为 1.22 mL/（g·20 min），施

用有机堆肥 1.5×104 kg/hm2 处理后过氧化氢酶活性显

著提高到2.11 mL/（g·20 min），商品有机肥1.5×104 

kg/hm2 和有机堆肥7.5×103 kg/hm2 处理后过氧化氢酶

活性分别提高到1.70和 1.60 mL/（g·20 min），达到

了显著性差异。有机堆肥处理对硝酸还原酶和脱氢

酶活性的影响不显著。

表 5　有机堆肥对辣椒连作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处理
蔗糖酶 

［mg/（g·24 h）］

脲酶 

（mg/g）

蛋白酶 

（μg/g）

酸性磷酸酶

（μg/g）

硝酸还原酶

（mg/g）

过氧化氢酶 

［mL/（g·20 min）］

脱氢酶 

（μg/g）

T1  6.37±0.52a 0.07±0.02a 130.28±14.11a 117.22±5.52a 0.30±0.09a 2.11±0.21a 39.12±16.51a

T2  5.45±1.99a 0.05±0.00ab 101.13±11.45b 90.72±4.88b 0.23±0.03a 1.60±0.07b 39.45±1.29a

T3 6.00±0.76a 0.06±0.01ab 118.68±9.89ab 102.43±6.59b 0.24±0.04a 1.70±0.16b 63.86±15.39a

CK 5.08±0.92a 0.04±0.01c 71.87±6.00c 73.32±8.23c 0.17±0.08a 1.22±0.16c 43.51±7.94a

3　结论与讨论

3.1　增施有机肥能显著提高土壤营养水平

农业生产过程中长期过量施肥导致土壤的次生

盐渍化［24］和酸化［25］，土壤养分严重失调，影响

农作物的根系生长和产量［26］。王莹等［27］的研究结

果表明，有机无机肥配施可使土壤 pH 值显著提高

（P<0.05）以有效减缓土壤酸化，使土壤达到更适

宜辣椒生长发育的 pH 值。张立超等［28］和 Abiven

等［29］研究结果表明，向土壤施入有机肥可提高土

壤的有机质含量，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增加可以促进

微团聚体向大团聚体转变，增加土壤大颗粒团聚体

数量，从而提高土壤团聚体稳定性，改善土壤结构

和固碳能力［30-31］。土壤养分含量是评价土壤肥力

的重要指标，土壤中营养元素的有效态是能被植

物吸收利用的部分，不仅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发

育，还影响到农作物的品质和产量［32］。辣椒连作

会造成土壤中多种元素的偏耗，导致土壤中氮［33］、 



  13 

中国土壤与肥料　2024  （10）

磷［34］、钾［35］主要营养元素和中微量元素［36］失

衡，严重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是辣椒连作障碍的

主要原因。吴志丹等［37］研究表明，施加有机肥的

土壤氮、磷、钾含量大幅提升，微量元素含量增 

多［38］，并会对土壤中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

脲酶、固氮酶等酶活性产生影响［39］。本试验结果

表明，施加 1.5×104 kg/hm2 的有机堆肥时，可以显

著提高土壤 pH 值、增加辣椒连作土壤的有机质和

全碳含量、大量元素和中微量元素含量，明显地改

善了土壤的化学性状，且普通商品有机肥微量元素

含量增加更为显著（P<0.05），说明大量增施有机

肥对改善连作辣椒土壤的化学性状、克服辣椒连作

营养障碍具有显著的作用，但也要注意长期大量施

用商品有机肥有导致微量元素超标的可能性。

3.2　增施有机肥能有效提高土壤的生物活性

土壤相关酶活性是土壤健康和土壤活力的重要

指标，也是土壤营养水平的指标［40］。土壤脲酶和

碱性磷酸酶活性可以作为土壤肥力和土壤质量的重

要指标，且酶活性受到土壤化学性质和其他酶活性

影响［41］。脲酶是土壤中最活跃的水解酶类之一，可

以水解施入土壤中的尿素，释放铵离子供作物生

长，脲酶的活性与土壤中有机物质含量、氮的供

给与利用、土壤微生物量和其他养分含量相关［42］。 

本试验结果表明，相较于其他处理，增施有机堆肥

能够使连作土壤中脲酶、过氧化氢酶、蛋白酶、酸

性磷酸酶活性均显著增加（P<0.05）；蔗糖酶、硝

酸还原酶和脱氢酶活性在各处理之间无显著性差

异。已有研究表明，酸性磷酸酶与细菌群落显著

相关［43］，磷酸酶活性与微生物呼吸作用呈正相 

关［44］，其活性增强意味着土壤中微生物活性提高

和土壤磷供应能力增强。土壤微生物菌群及土壤酶

活性的变化对于土壤健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影

响连作障碍的主要因子［45］。土壤细菌能稳定土壤

微环境生态系统功能，完成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

过程，维持土壤的肥力，而有机肥的施用能降低

土壤中真菌 / 细菌的比例，有利于缓解土壤连作障 

碍［46］。土壤酶参与许多重要的生物化学过程，通

过催化土壤基质的转化进程释放出大量可溶性养

分，提供植物积累干物质所需的营养元素与能 

量［47］，二者共同完成土壤中的生理代谢过程［48］。

郭巨先等［49］研究表明，施用有机肥能显著提高菜

薹连作的根际土壤酶活性，促进植株的生长，菜薹

单株质量及主薹质量有较大提高。对植株的生长大

有益处，高晶霞等［3］研究表明，秸秆腐解后产生

氮、磷、钾等多种物质可增强辣椒连作植株生理代

谢及养分吸收能力，提高土壤中的放线菌、细菌及

总菌数，改善土壤的酶活性，是土壤有益的催化

剂。土壤酶活性反映了土壤中各种生化反应进行的

动向和强度，连作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群落结构

的变化与作物生长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关系［50］。

综上所述，有机堆肥 1.5×104 kg/hm2 处理能够

提高辣椒连作土壤 pH 值，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和营

养元素的含量，并且显著提高了连作土壤酶活性，

改善了土壤理化性质，能够有效缓解辣椒连作土壤

障碍，为改良辣椒连作土壤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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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organic composting on the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enzyme activities of chili pepper continuous cropping 
soil
SONG Shi-xia1，LIU Rui1，XU Fu-cai2，LIU Wei1，LIU Dan1，LIU Peng3，AI Xin1*（1．College of Horticulture，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Horticultural Crop Germplasm Creation and New Variety Breed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Key Laboratory  for Vegetable Biology of Hunan Province，Changsha Hunan 410128；2．Rucheng 

County Rural Agriculture Bureau，Luyang Hunan 424199；3．Hunan Aoshe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Changsha Hunan 410600）

Abstract：Taking the soil of continuous cultivation of chili peppers for 3 yea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 changes in pH，

electrical conductivity，organic matter，organic carbon，total carbon，nutrient content，and enzyme activity of the soil were 

measured by increasing a mixture of organic fertilizer and composite fertilizer to study the chemical properties of continuous 

cultivation chili pepp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applying 1.5×104 kg/hm2 of organic compost and 7.5×102 kg/hm2 

of composite fertilizer to chili pepper continuous cropping soil，the soil pH increased by 0.89，and the soil organic matter 

increased by 5.25 g/kg，compared to the control soil（P<0.05）. The content of nutrient elements nitrogen，phosphorus，

potassium，calcium，magnesium，and silic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P<0.05），and the activities of urease，protease，

acid phosphatase，and catalase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P<0.05）. In conclusion，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soil chemical  traits and the amount of organic compost，increasing  the application of 

organic compost improved soil chemical properties，enhanced soil fertility，and increased soil enzyme activity，which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ntinuous cropping soil of chili peppers.

Key words：organic fertilizer；continuous cropping soil；enzyme activ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