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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地区土壤的固碳潜力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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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碳库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且最活跃的碳

库
，

也是大气温室气体的主要碳源�����
� �� ���

，

�����
。

土壤的巨大碳容量和天然固碳作用
，

对于大

气中碳的储存或释放具有重要的影响
。

但土壤类型

复杂
，

变化多样
，

影响因素多
，

导致估算的数据误差

较大
。

因此
，

对不同生态系统条件下的土壤碳汇机制

进行研究
，

对增加土壤固碳和更好地了解陆地生态系

统的碳平衡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科学依据
。

西南喀斯特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地区
，

面临

土地石漠化这一重要的生态环境问题�刘丛强等
，

�����
。

而石漠化的本质就是土壤退化导致的
，

由于

土壤有机碳既是土壤的物理基础
，

又是生态系统中

物质和能量流的媒介和动力
，

是生态系统中生命支

持系统的根本依托
。

因此
，

如何有效增加土壤的固

碳能力
，

对于抑制该区域的生态环境恶化和植被恢

复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

本文将着重讨论西南喀斯特

地区的土壤固碳潜力和生态负效应
，

以及土壤固碳

研究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

� 固碳潜力

西南喀斯特地区主体部分的气候特征为温暖湿

润地亚热带季风气候
，

植被的生产力相对较高
，

导

致归还到土壤中的生物量也是相对可观
。

另一方

面
，

碳循环驱动岩溶作用和元素迁移的结果
，

形成

富 �� 的岩溶水和土壤水环境
，

大量含 �扩
十

溶液则

易与土壤中游离的胡敏酸结合形成比较稳定的胡

敏酸钙
，

从而有利于土壤中有机质的累积
。

因此喀

斯特地区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往往明显高于周围

的红壤
、

砖红壤和其他土壤
。

另外
，

我国西南喀斯

特地区由于人 口压力
、

土地规划和管理的不合理造

成了大量的土地退化
，

近年来
，

土壤中有机质含量

急剧降低
，

因此土壤具有巨大的固碳潜力
。

� 生态负效应

由于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雨水主要集中在 �一

�月
，

并且暴雨的次数较多
，

另外
，

该区域内地表

极为破碎
，

同时受到岩性坚硬的影响
，

其地形地貌

主要表现为山地
，

地面坡度大
，

径流速度快
�

因此
，

土壤受到的侵蚀强度大
，

不利于土壤有机碳的固

定
。

我们对该区域坡地土壤有机碳的形态及分布特

征研究过程中
，

也发现坡地土壤中固定的碳主要以

不稳定的活性有机碳为主
，

容易受到侵蚀作用而损

失�刘涛泽等
，
�����

。

另一方面
，

喀斯特地区碳循

环造成岩溶水和土壤水环境中 ����一和 �扩
� ，

����

的富集
，

对土壤固碳将产生生态负效应
，

因为高浓

度的 ����一水分会抑制植物对 �� ，
��

，
��

，

��

等碱土元素的吸收
，

即使这些元素在喀斯特地区的

岩石和土壤中全量较高
，

其有效态含量也较低
。

� 总结

针对西南喀斯特地区特殊的生态环境以及土壤

中碳的动态变化问题
，

并结合当前固碳土壤学的研

究进展和方向
，

我们对该区域土壤固碳的研究还存

在很多不足
，

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

���对西南喀斯特地区土壤碳的储量和分布特

征进行全面调查和研究
，

并结合土地利用方式
、

气

候
、

地形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

从而全面了解土壤

碳的储量和分布特征
，

分析影响该区域土壤固碳的

主要因素
�

��� 对土壤中碳的固定和周转进行深入研究
，

分析土壤的物理
、

化学和生物属性及其相互作用对

土壤碳转化和稳定的影响
，

从而揭示影响土壤碳固

定的保护机制
�

��� 由于西南喀斯特地区土壤是限制植物生长

的重要因子
，

加强研究碳在植物一土壤体系中的动

力学特征
，

能为植被的有效和有序恢复与土壤固碳

管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

���建立和完善该区域土壤碳动力学的过程模

型
，

对该区域土壤碳的储量及空间分布进行准确评

估
，

从而为全面估算西南喀斯特地区土壤的固碳潜

力和指导土壤固碳管理提供基础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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