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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地区不同生态系统土壤有机碳氮特征
� 以贵州普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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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碳
、

氮作为土壤微生物的能源和主要的营养元

素
，

驱动着土壤中养分的转化和循环
，

影响着土壤的理化

性质及生产力
。

土壤有机碳氮比值是土壤质量的重要指

标
，

有助于揭示生态系统中有机碳氮循环
。

西南喀斯特地

区土层清薄
，

一旦流失很难恢复
，

而人类活动 �如土地利

用变化 �加剧了该区生态环境的退化
，

该区现面临喀斯特

石漠化等一些列环境问题
。

本文研究了不同土地利用背景

�原生林
、

次生林
、

灌丛
、

草坡
、

农田 �下土壤有机碳
、

氮在土壤剖面上的分布规律
，

目的是为喀斯特地区植被恢

复
、

土壤资源利用及生态恢复提供科学依据
。

研究结果表明
�

土壤有机�
、
�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

林地 �原生林
，

次生林以及林地转化的草坡 �
、

灌丛
、

农田
。

所有类型的土壤中
，

有机碳
、

氮含量均随着土层

深度增加而减少
，

在次生林以及灌丛的剖面中表层变化

较大
�

这可能与土壤有机质的掩埋
、

淋溶作用相关
。

草

坡由林地转化而来
，

且时间较短不足��年
，

因而二者的

有机碳
、

氮含量相近
�

同时耕种活动使得有机碳
、

氮的快

速周转导致其含量的降低
。

该区域土壤���比值存在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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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机质的碳氮比对其分解速率

影响很大
，

它随着分解程度的加深�剖面深度的增加�而

减小
。

研究结果表明土壤虽然也显示出碳氮比随剖面深

度均出现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
，

但是农田
、

草坡
、

灌丛

的�八比值变化不大
，

而次生林
、

元素林的�俐比值有明

显的减少趋势
，

这可能是土壤厚度以及地势的影响
，

以

及人为活动干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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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中生物微钙体微量元素组成的古水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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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矿物是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
。

成壤过程中
，

原生碳酸盐溶解 一 重结晶形成次生碳酸盐
。

次生碳酸盐

微量元素组成可能携带了其形成时的古环境信息
。

黄土

高原风尘黄土中保存了大量的成壤碳酸盐
。

这些碳酸盐

提供了很好的古气候研究材料
。

本研究在黄土高原黄土中发现了一类容易识别和挑

取的纯次生碳酸盐
�

生物微钙体
。

生物微钙体由土壤溶

液交代生物残体而成
。

研究发现
，

黄土高原不同地区全

新世土壤中生物微钙体的�留��和����
。
比值变化一致

，

变化范围大于一个数量级
。
��和��配分系数的变化很

难解释这种现象
。

结合黄土高原地区小河流的水化学组

成
，

我们认为生物微钙体的微量元素组成反映了相应土

壤溶液成分的巨大变化
。

次生碳酸盐沉淀导致的瑞利分

馏是土壤溶液成分巨大变化的原因
。

理论分析与剖面数据表明
，

瑞利分馏程度与径流系

数有关
。

黄土生物微钙体的微量元素组成可能是一种难

得的定量化古水文指标
。

黄土 一古土壤序列中生物微钙

体的初步研究表明
，

古径流系数在冰期
一 间冰期时间尺

度上存在巨大变化
。

水文变化是全球变暖研究中最不确

定的因素
。

本研究为全球变暖背景下的水循环预测提供

了一种重要思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