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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降尘是指在风的作用下通过飘浮的形式在空中

传输
，

依靠 自身重力作用降落到地表的一种陆相沉积

物
，

其粒径通常介于��
一��� 卜�

。

大气降尘降尘不仅在

大气圈
、

陆地表面和海洋间的物理和生物化学交换过程

中起着重要作用
，

而且降尘过程也有着重要的环境指征

意义
。

在不同的区域环境中
，

由于地理
、

气候
、

人为活

动等因素的影响
，

其大气降尘无论是降尘速率还是化学

组成方面均存在很大的差别
。

本次研究对喀斯特城市贵

阳和森林地区荔波���沟年�月一��� �年�月的大气降尘分

时段进行采集
，

采样方法为国家标准的湿法收集 ����

������
一

���
，

统计了各时段内的大气降尘量
。

结果显

示
，

贵阳地区按�个月采集的大气降尘量在�
�

��一�
�

���之

间
，

远高于荔波地区按�
一�个月采集的降尘量

。

结合采

样面积计算的降尘通量显示
，

整个采样周期内
，

贵阳地

区的降尘通量为�����
·

�
一�

·

�
一，，

荔波地区的降尘通量

为��
�

� ��
·

�
一， ·

�
一，，

贵阳地区的降尘强度 �日均降尘

量 �约为荔波地区的�倍
。

如果仅统计����年全年
，

则

贵阳地区的年降尘通量为���� �
·

�
一�

·
�一，，

荔波地区的

年降尘通量为�
�

���
·

�
一， ·

�一 ’ ，

这个值远低于北方沙尘

地区的降尘水平
。

在整个采样周期内
，

各个时段的日均降尘量不尽相

同
。

荔波地区的降尘强度在各个季节之间的差异较小
，

这是由于荔波样点处于森林茂密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内
，

植被覆盖度常年维持在很高水平
，

故各个季节降尘量

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
。

而贵阳地区的降尘从整体

看来
，

夏秋季 ��月一��月 �降尘强度低于冬春季 ���

月一次年�月 �
，

并且在���刃年��月一����年�月的冬春

之际
，

贵阳地区的日均降尘量异常增加
，

是整个采样期

间内最高的
。

这可能与此时发生的大早天气密切相关
，

气象资料表明此期间贵阳地区异常干早
，

其降水量远低

于历史同期水平
。

一些研究表明降水量和降水天数对同期的降尘量有

明显的影响
。

贵阳地区不同时段内日均降尘量与同期的

日均降水量也存在着这种影响的关系
，

随着 日均降水量

的增加
，

对应的日均降尘量则减少
。

二者之间的相关系

数为
一����

。

降水天数 �降水量������ �也与降尘量之

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

二者的相关系数为一����
。

可见

在本研究区内
，

降水量对同期降尘量的影响是十分明显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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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然土壤经过农事改造后
，

通常认为表层土壤

有机碳 �����含量呈现明显降低趋势
，

但对于其深

部土壤则众说纷纭
，

还没有得到一致的认识
，

进而限

制 了对农林生态 系统土壤碳
“
源

” “
汇

”
关系的认

识
。

基于此
，

本项研究在贵阳地区选择 了几种土壤类

型
，

以及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
，

试图探讨���在这一

转化过程中量的变化和动力学过程
。

观测结果表明
�

���自然土壤转化为农业土壤后
，

各种类型表层土

壤 ��� ��
�� � ���有较为明显的降低趋势

。

其中
，

相对于 自然土壤 �黄壤 �表层��� �平均值 �而言
，

玉米地
、

水 田
、

果园下降 了���左右
，

菜地下降 了

���左右
。

然而
，

不同菜地土壤间耕种强度存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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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

其���变异程度高于其它几类农业土壤 ��
、 二

��
�

��� �
。

与之相反
，

农业土壤表层土壤溶解性有机

碳 ����� ���
�

��一 ��
�

����
·

�
一，
�接近或超过自然

土壤 �����一 ��
�

����
·

�
一，
�

，

且爪
，�
占���的比例明

显大于自然土壤
。

其中
，

玉米地���最高 �平均值
�

��
�

����
·

�
一，
�

，

菜地次之 �平均值
� ��

�

����
·

�
一，
�

，

果园第三 �平均值
�

�������
·

�
一，
�

，

水田最低 �平均

值
�

��
�

����
·

�
一，
�

。

水田由于干湿交替的影响
，
���

的变异程度最大 ������� ��� �
。

据此推断
，

在相同

气候条件下
，

自然土壤转化为农业土壤后
，

由于表层

���数量和比例的增加
，

提高了���的迁移性
，

进而加

速了碳素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进程
。

���自然土壤转

化为农业土壤后
，

剖面内部 ������ �多数层次���相

对于黄壤和黄色石灰土有明显的增加趋势
。

通过对不

同类型农业土壤人为干扰强度的调查表明
，

人为干扰

强度越强
，

剖面中一定深度内���增加幅度越大
。

即

离城市较近的菜地增长最为突出
，

果园其次
，

水田和

玉米地相当
。

离城市较远的菜地由于受人为干扰层次

较浅
，

且出现了犁底层
，

剖面内���的含量水平与黄

色石灰土相当
。

����
�

植被转化为�
�

植被 �林
一
农生

态系统转化 �后
，

玉米地剖面中���有�
�

���
一
��

�

���

源于�
�一�

，

随剖面层次的加深有降低趋势
，

但表现为
“
之

”
字形反复 � ���中�

�一�的比例在剖面。 一 ����

处较为相近 ���
�

��� 一
��

�

��� �
，
����以下则急剧

下降 ��
�

��� 一 ��
�

��� �
。

说明玉米地剖面 ���主要

来源于土壤腐殖类物质的转化
。

与林一农生态系统转变

过程中的变化趋势相反
，

洼地农业土壤退耕弃荒一段

时间 �林
一
农

一
林生态系统转化 �后

，

土壤剖面内�
�一�

占���的比例随土壤层次的加深逐渐增加
，

变化范围

在�
�

” 一
��

�

���
。

而再从�
‘
植被转回�

�

植被后
，

土壤

�，，����与�
�一�之间呈显著相关性 �

，��
�

��
， � � ��

，

说

明退耕弃荒后新加人的�
�一�对土壤 ��

�����值影响较大
。

其���的主要来源于洼地周边坡面土壤的侵蚀堆积物和

新生草本植被残体
。

结合当前���降解过程的研究成

果
，

本研究认为
�
洼地土壤退耕弃荒后一段时间里

，

土

壤���可能处于累积大于损失状态
。

这有利于土壤性状

向良性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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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消落带土壤水位变化频繁
，

其植物群落
、

温度
、

水文条件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土壤的氧化还原电

位
，

影响土壤有机质的分解
，

进而改变土壤的性质和

质量
。

本研究通过采集兰陵溪小流域不同高程土壤
，

分

析三峡水库兰陵溪小流域消落带土壤有机碳含量变化特

征
，

讨论水位变化条件下土壤有机质可能出现的响应特

征
。

自然生态系统下
，

气候
、

土壤性质
、

地形是���平

衡的决定因素
，

因为植物的光合作用
、

凋落物累积速

率
、

土壤有机质矿化
，

雨水对土壤的侵蚀主要都受以上

因素控制
。

而土地利用
、

土地管理等人为活动能改变土

壤有机质的输人
，

同时也会改变土壤的基本性质
，

从而

改变土壤���的分解速率
，

进而影响���的地球化学循

环
。

兰陵溪消落带土壤有机碳高程低于 ����的土壤有

机碳 �����含量平均值为��
�

������
，

��
�

��一 ��
�

����

���
，

变异系数为��
�

���
，
����以上试验坡面土壤有

机碳���含量在����
一��

�

��留��之间
，

平均含量为��
�

��岁

��
，

变异系数为��
�

��� � 没有种植耐水植物的对比坡

面土壤有机碳含量在�
�

�� 一 巧
�

������之间
，

平均含量

为����岁��
，

变异系数为��
�

���
。

通过比较可知
，

高程

巧��以下的消落带土壤有机碳含量明显高于试验坡面和

对照坡面
，

其主要原因是该区域大部分时间位于水位之

下
，

氧气含量少
，

氧化还原电位低
，

而这种厌氧环境通

常不太利于有机质的矿化
，

而造成有机质的积累
。

许多

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当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于��留��时
，

土

壤结构将变的不太稳定
，

土地生产力也将下降
。
兰陵溪

消落带所有土壤样品���远都低于这个值
，

说明消落带

土壤在反复水淹和降水侵蚀下
，

土壤质量下降
，

可能存

在土壤结构失稳
、

侵蚀加剧的风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