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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壤微生物在陆地生态系统多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城市化过程使得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土地利用发生剧烈变

化，形成了异质性环境梯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组成和功能，进而影响了其承载的生态系统服务。本文

综述了城乡复合生态系统不同景观单元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组成特征、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功能差异，发现城市化对土地利用的

改变驱动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差异，土地利用、土壤污染物、植被覆盖、土壤性质等因素共同影响土壤微

生物群落，并且在不同景观中影响土壤微生物的主导因素有所不同。进一步探讨了土壤微生物的生态服务功能，并分析了不

同景观中土壤微生物功能存在的差异性。今后需进一步解析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格局特征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揭示城乡复合生态系统不同功能区土壤微生物对土壤生态服务的产生和维持机制，明确变化环境下土壤微生物对土壤安全和

人类健康的维持机制，以提升土壤生态服务功能、维护城乡土壤安全和人居环境健康。 

关键词：城市化；土壤微生物；土地利用；功能差异；土壤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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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microb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 number of processes of the terrestrial ecosystem. Rapid urbanization brings 

about drastic changes in land us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us forming a heterogenous environmental gradient, and directly 

and/or indirectly affecting compositions and functions of 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 and further on their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e present review,  composi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il microbial community varying with the landscape unit in the complex 

ecosystem and their main affecting factors, and functional variation of the soil microbial community along an urbanization 

gradient were summarized. An environmental gradient from urban to rural areas was found as a result of rapid urbanization 

causing variation of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soil microbial community. Land use, soil pollutants, vegetation cover, soil 

properties and some others were the main environmental factors jointly affecting 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 However, the 

leading factors affecting 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 vary with the landscape. Then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s of soil microbes 

were discussed and their variation with the landscape analyzed. It is, therefore, essential to analyze further in detail effects of the 

social-economic-natural complex ecosystem, varying in characteristic and pattern, on 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 to explore 

mechanisms of the gen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ecological services that soil microbes in different functional zones of 

urban-rural complex ecosystem render to the soil, and to specify mechanism of soil microbes maintaining soil security and human 

health in a varying environment, so as to improve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s of the soil and maintain urban and rural soil 

security and health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Key words: Urbanization; Soil microbes; Land use; Functional variation; Soil security 

城市化改变了城市周边的土地利用方式和社

会、经济功能，使自然/农业生态系统逐步向城市生

态系统转变，并形成城市－城郊－农业/自然生态系

统的环境梯度，构成了社会、经济和环境要素复杂

联系的城乡复合生态系统。城市化在给城乡居民带

来诸多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如耕地锐减、土地退化、土壤污染、生物多样性降

低等 [1-3]。土壤是城乡复合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城乡居民提供食物供给、污染物净化、水源

涵养等多种生态服务，城市化对土壤及其环境的改

变必将影响土壤生态服务的供给与维持。土壤微生

物是土壤中 为活跃的部分，参与多个关键生态服

务的形成，在驱动地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4]。土壤微生物主导了多个土壤过程：如

固碳、固氮和有机质分解等[5-7]，土壤根际微生物与

植物根际土的相互作用主导着地上和地下生态过程

的耦合[8]，并且微生物在土壤污染物降解过程中也

发挥了重要作用[9]。 

明确土壤微生物在城乡复合生态系统的组成

特征及其功能差异，对维护土壤安全、提升土壤生

态服务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土壤微生物对环境的变

化非常敏感，不同生态系统中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

存在较大差异。例如，Wu 等[10]通过 16S rRNA 高

通量测序和克隆文库技术分析发现，土壤微生物的

多样性和群落组成是由土地利用方式决定的。Zhao

等[11]通过比较天然森林、公园、农田、街道绿地和

路边树林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和功能多样性，发现不

同土地利用方式通过影响土壤理化性质，尤其是养

分有效性和重金属含量，对土壤微生物的生物量和

群落功能多样性产生间接影响。并且，也有研究表

明土地利用历史也会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结构、功

能及多样性产生影响[12-13]。人类主导景观通过土地

利用方式的变化，改变了土壤结构、组成和生物地

球化学循环过程，从而塑造了不同的土壤微生物群

落[14-15]，进一步又影响了其在土壤生态服务产生和

维持中的作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土地利用

方式的改变，城市化驱动的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和

功能的差异正逐渐引起关注。各国学者从不同土地

利用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组成、结构、多样性、生态

功能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开展了研究[16-18]。土壤环

境及其变化受自然、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多重驱动，

但目前多数研究集中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的微生物

群落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快速城市化及人类活

动所形成的城乡环境梯度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和

功能的影响还亟待展开。基于此，本文综述了城市

化影响下不同土地利用 /景观中土壤微生物群落的

组成特征、功能差异及关键影响因素，并对今后的

研究进行了展望，以期为城市化过程中可持续性人

地关系的建立、土壤安全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提升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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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乡环境梯度不同景观中土壤微生

物群落特征 

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组成、丰度、多样性等与土壤

环境密切相关，城市化过程中土壤环境的改变使得土

壤微生物的组成和分布受到人类活动的剧烈影响[19]。

明确城乡环境不同景观中土壤微生物群落特征是探

讨土壤微生物生态功能对城市化响应的基础。 

1.1  城乡环境梯度土壤微生物群落特征的空间

差异 

就生物量而言，自然区域中（如森林、草地等）

土壤微生物的生物量 高，城市和城郊土壤微生物

生物量相对较低。例如，研究发现北京市从城市到

自然区域，土壤微生物的生物量逐渐增加[20]；在厦

门市的一项研究发现自然区域土壤古菌和细菌的生 

物量仍为 高，但城市土壤细菌的生物量略高于城

郊[21]；也有研究表明城市和城郊地区的土壤微生物

生物量并没有明显差异[22]。就多样性而言，城市和

城郊地区土壤微生物多样性通常明显高于自然 /农

业区域。城市和城郊地区受人类活动影响大，土壤

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使土壤微生物的多样性发生改

变。例如，Tan 等[23]研究东莞城乡环境梯度下土壤

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发现，土壤中细菌群落多样性在

城市中 高，其次为城郊，自然区域 低。杨元根

等[24]对阿伯丁市土壤微生物群落研究发现，城市土

壤中重金属元素的积累可能会使以糖类为碳源的微

生物种类减少，而利用其他碳源的微生物种类可能

会增多。总体而言，城乡环境梯度下大体存在土壤

微生物的生物量在自然区域中 高，城郊和城市较

低，土壤微生物的多样性在城市和城郊中较高，而

自然区域中较低的规律（表 1）。 

表 1  城乡环境梯度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和多样性的差异 

Table 1  Soil microbial biomass and diversity varying along the urban-rural environmental gradient 

研究区域 

Location 

参数 

Parameter 

类别 

Category 

城市 

Urban 

城郊 

Peri-urban

乡村/自然 

Rural/Nature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 Soil microbial biomass 

古菌 16 S rRNA （109） 0.50 0.66 1.29 
厦门 

绝对丰度 

/（copies·g–1 dry soil） 细菌 16 S rRNA （1010） 1.34 1.30 3.37 
[21] 

北京 
微生物生物量碳 

/（mg·kg–1） 
— 294.24 375.15 — [25] 

珠江三角洲 
微生物生物量碳 

/（mg·kg–1） 
— 375 587.5 600 [26] 

南昌 
微生物生物量碳 

/（mg·kg–1） 
— 200 375 425 [27] 

北京 
微生物生物量碳 

/（mg·kg–1） 
— 12.6 25 275 [20] 

土壤微生物多样性 Soil microbial diversity 

细菌 9.8 8.4 8.1 
东莞 Shannon 多样性指数 

真菌 5.5 3.5 5.0 
[23] 

Leuven （比利时） Fisher 多样性指数 真菌 2.51 3.67 2.46 [28] 

北京 Shannon 多样性指数 — 3.08 3.03 — [25] 

北京 系统发育指数 细菌 587.5 554.2 575 [29] 

细菌 60.85 — 44.2 Helsinki （芬兰） 

Lahti （瑞典） 

预测多样性指数 

Predicted diversity indices 真菌 34.45 — 1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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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城乡环境典型景观中土壤微生物群落特征 

1.2.1  城市绿地    城市绿地主要包括公园、绿化

带、居民区绿地等，是城市土壤覆盖的主要区域，

为城市居民提供气候调节、污染物净化、水源涵养、

景观美学等生态服务。城市绿地土壤的组成、结构

和理化性质受人类活动干扰 为强烈[31]，导致城市

绿地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与自然土壤存在显著差

异。由于城市土壤环境中重金属等污染物的累积以

及城市土壤多为客土[32]，使得微生物呈现活性高但

不稳定的特征[33]，并且城市绿地中土壤微生物群落

相互作用网络较为松散，发挥核心作用的微生物类

群较少[18]。例如，Wang 等[34]对芝加哥不同类型城

市绿地（公园、街道和住宅区绿地）中土壤微生物

研究，发现绿地类型和人口密度导致了土壤微生物

群落组成的显著差异，认为城市人口结构和土地利

用变化是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的重要因素。Hui 等[30]

比较了芬兰 41 个公园中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特征，发

现城市绿地中土壤微生物仍然遵循自然环境中典型

的植物—微生物组合模式，并且公园的年龄决定了

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组成。Zhao 等[11]在北京研究发现

城市绿地土壤微生物的生物量较低，并与 Yang 等[35]

的研究均证实重金属积累是城市土壤微生物生物量

偏低的主要因素。还有学者研究发现绿色屋顶中微

生物生物量以及细菌与真菌的比例明显低于公园，

这可能是绿色屋顶土层浅薄、长期暴露于太阳辐射

等极端土壤条件导致的[36]。 

1.2.2  城郊建设和工业用地    城郊处于城市和农

业/自然生态系统的交界地带，这使得城郊地区的景

观多样性、复杂性及破碎化程度均高于城市、农业

和自然区域[37]，多样、复杂的景观使得城郊土壤中

的微生物群落组成更加复杂。城市、城郊甚至乡村

地区的土壤都容易受到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的威

胁，影响土壤微生物的组成和多样性，尤其在城郊

建设和工矿用地，这一现象更为明显。Silva-Castro

等[38]在研究被柴油污染的土壤修复过程中发现了以

石油作为碳源的特异性微生物群落，以适应被石油

污染的土壤。也有研究发现当土壤长期暴露于六氯

环己烷（俗称六六六）污染中时，土壤中嗜甲烷细

菌具有较高的丰富度[39]。土壤受到重金属污染时，

不仅微生物群落组成受到显著影响，土壤微生物相

互作用网络也会受到影响，但不同微生物对重金属

的响应不同，有些微生物甚至会更加活跃[40]。重金

属污染不仅会直接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及其代谢结

构，还会通过微生物群落进一步对土壤功能产生影

响[41]。公路工程建设也对土壤微生物造成一定程度

的干扰。例如，路域土壤与林区相比，土壤微生物

的种属多样性和功能菌的数量都有所减少[42]，旅游

道路建设会导致真菌物种数、孢子密度和多样性指

数下降，对真菌群落产生了负面影响[43]。 

1.2.3  农田    土壤微生物在农田土壤肥力形成和

植物养分吸收转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4]。随着

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农田作物生产和食品供

给的需求增加，为提高土壤生产力，施肥等大量农

业耕作措施被应用于农田土壤中，进而影响了土壤

微生物群落。研究发现，在长期施用化肥的农田中，

土壤微生物的生物量会明显下降[45-46]。时鹏等[47]研

究了玉米连作和施肥对农田土壤微生物功能多样性

的影响，发现玉米连作不施肥的微生物多样性低于

撂荒处理，非玉米连作则提高了土壤微生物优势度

指数。长期施用氮、磷、钾等专性肥料，只会促进

与这些营养元素循环有关的微生物的生长和代谢，

而其他微生物的生长代谢过程则会受到阻碍，从而

降低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大量研究也表

明施用化肥会导致土壤酸化，影响土壤 pH，从而导

致土壤微生物多样性下降[46，48-50]。长期施用化肥还

会导致土壤微生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被削弱，降低群

落网络在节点数、连通性、网络密度和聚类系数等

方面的复杂性，土壤微生物群落变得不稳定[51]。相

比而言，秸秆还田、平衡施肥等耕作方式能够增加

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强土壤中离子交换能力，在提

高作物产量的同时增加土壤微生物的功能性状，使

得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相互作用网络更加稳定[52]。 

1.2.4  自然区域    自然区域土壤中微生物组成丰

富，与地下生态过程紧密相关，在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群落组成上，以森林为例，

森林土壤微生物组成主要包括细菌、真菌、放线菌

三大类群，其中细菌数量 多，其次为放线菌，真

菌数量 少[53]。自然区域土壤微生物在垂直剖面上

有明显的分布规律，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土壤微

生物的生物量和多样性表现为下降趋势[54]。自然区

域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和组成受地上植被覆盖影

响显著，地上植物群落的多样性与土壤微生物群落

多样性成正比，植物的凋落物、根际分泌物等均会

影响土壤微生物，一方面凋落物和植物根际分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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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直接对土壤微生物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植物通过

改变土壤的性质和营养状况来改变土壤微生物的生

存环境[55-56]。通过研究我国北方温带草原土壤微生

物群落组成发现，温带草原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在

草原类型间存在明显差异，土壤性质、地上植被量

以及植被类型等都对其有影响[57]。马红梅等[58]发现

草地中土壤微生物数量也存在细菌 多，放线菌其

次，真菌数量 少的规律，并且不同草地利用对土

壤微生物的数量和微生物量碳的影响不同。Zhao

等[59]对中国南方 4 个常绿阔叶林中土壤微生物群落

的组成、多样性和碳/氮循环基因的综合研究发现，

土壤中的氮和磷不仅对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和组成有

显著影响，而且对功能基因相互作用也有显著影响。 

2  城乡环境中土壤微生物群落的主要

影响因素 

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因素较多，主要包括环 

境因素，如土壤性质（土壤质地、有机碳、水分、

养分、pH、温度等）、植被覆盖、污染物等，以及

群落内部因素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土壤微生物群

落及其动态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60]，并且

在不同的景观中其关键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图 1）。 

2.1  城市 

土壤翻动、压实及封闭等城市建设活动会显著

改变土壤性质，使土壤孔隙度减小、容重增大、酸

碱度改变、水分和养分含量降低，从而对土壤微生

物的组成、群落结构和多样性造成影响[61]。城市土

壤中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积累，以及生活废弃物

和废水中的污染物直接或间接进入土壤[62]，也极大

影响了土壤微生物群落。Wang 等[34]对城市绿地土

壤微生物群落研究发现土壤湿度与土壤微生物多样

性显著相关，还发现土壤砂粒含量与微生物多样性

呈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粗糙的土壤会创造更多孤

立的水膜，为微生物提供适宜的生境。Singh 等[63] 在

美国新泽西州研究了城市土壤中微生物群落对重金 

 

图 1  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的主要因素 

Fig. 1  Main factors affecting 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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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污染的响应，结果表明重金属污染对细菌群落有

显著影响。有研究发现，城市中的多环芳烃污染能

够改变土壤变形菌门、放线菌门和拟杆菌门的群落

组成和相对丰度，这些门与人类免疫功能和慢性疾

病有关，环境中其群落组成发生的重大变化可能会

潜在地影响人类健康[64]。 

2.2  城郊 

城郊地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交织混合，直接面

临来自城市扩张和人类活动的压力，使城郊土壤环

境极为复杂，影响土壤微生物的因素也更为广泛和

多样。一方面，城郊地区频繁的建设工程、筑路以

及施肥等活动，导致部分地区土壤质量下降，土壤

性质发生巨大改变，进而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另一

方面，城郊地区承接来自城市的污染物，如垃圾填埋、

污水处理等，以及自身的工业生产活动，多重因素的

叠加导致城郊土壤的污染问题尤为严重[65-66]，污染物

进入土壤极大的改变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组成、结

构和多样性[67]。Tischer 等[68]研究发现城郊土壤微生

物群落随着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发生相应梯度的变

化，土壤 pH、含碳量、C:N 是影响微生物群落变化

的主要因素。Wu 等[10]在研究电子废物回收厂周围

土壤微生物群落时，通过冗余分析发现可利用磷含

量、土壤湿度和金属汞是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的主

要因素。 

2.3  农田 

农田中作物种类、轮作连作、肥料施用等均

会改变农田土壤性质和土壤肥力，是影响土壤微

生物群落的主要因素 [50]。针对不同施肥以及耕作

方式对土壤微生物的生物量、酶活性以及多样性

影响的研究发现，多种肥料的配施能提高土壤微

生物的代谢活性和多样性，秸秆还田和添加生物

炭等措施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稳定性和多样性的维

持有积极的影响 [69-70]。Wang 等 [71]通过比较不同的

施 肥 方 式 探 究 施 肥 与 土 壤 微 生 物 群 落 之 间 的 关

系，结果表明施肥土壤中细菌群落的变化更受氮

肥和有机肥施用的驱动，而非磷肥的施用。但另

一方面，有机肥施用、污水灌溉等会导致农田土

壤中重金属、有机污染物、抗生素和抗性基因的污

染，对土壤微生物的生长和代谢产生不良影响[72]。

有研究探讨了盐胁迫对长期污水灌溉田间土壤细

菌群落和 Cd 有效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壤盐渍化

胁迫导致土壤镉有效性增加，并改变土壤中主要

的微生物类群 [73]。  

2.4  自然区域 

自然区域中，土壤属性、降水和温度是较大尺度

下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的主要驱动因素[74-75]。植被覆

盖也是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重要因素[76]，植

被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凋落物和植物根际分泌物会直接对土壤微生

物群落产生影响，二是植物通过改变土壤的结构和

营养状况来改变土壤微生物的生存环境[77]。如 Wu

等[78]对温带针叶林和草原土壤进行分析发现，森林

土壤中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较草地土壤更为显

著，认为地表植被环境是土壤微生物群落差异的主

要原因。此外还有研究认为土壤有机碳是影响自然

生境中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主要因素[79]，在土壤

有机质含量高的地区，土壤微生物群落依靠有机质

分解获得更多的能量[80]。 

在城乡复合生态系统中，各种环境因素直接或

间接的作用于土壤微生物群落，经过环境的过滤作

用，群落内部因素也会使土壤微生物不断的进行群

落构建、演替和变化。此外，土壤微生物由于自身

适应性的差异而进行生态选择，选择 适宜其自身

生存的环境；微生物的扩散能力也是一项重要影响

因素，例如由于细菌个体较小、适应性较强，其扩

散能力大于真菌[81]；生态漂变在构建微生物群落结

构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82]；同时微生物与微生物之

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如共生、捕食和竞争等会对土

壤微生物群落的组成产生影响，土壤微生物依靠各

种复杂的关系共同维持群落的稳定性[83]。 

3  土壤微生物在城乡复合生态系统不

同景观中的功能差异  

3.1  控制与修复土壤污染 

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增加会

导致大量重金属、多环芳烃、抗生素、微塑料等污染

物大量进入土壤环境，土壤面临着质量下降、污染加

重、生态服务功能降低的挑战[37]。土壤微生物在控

制与修复土壤污染上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城市绿地和城郊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相对较为

严重，但土壤微生物群落中存在一些特异性微生物，

这些微生物通常具有高浓度重金属耐受性，能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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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中的重金属进行吸附转化[84]。土壤微生物在重金

属吸附、积累和转化中的微观作用机理非常复杂，

且具有代谢多样性。总体而言，土壤微生物产生配

体与重金属离子结合，随后通过离子交换、螯合、

扩散等过程进入微生物细胞内，对重金属进行吸附；

被微生物吸收进入体内的重金属通过与细胞质内带

电功能团的结合、被细胞壁吸附、参与微生物的代

谢等方式进行积累；微生物对重金属的转化则主要

是通过微生物体内的代谢过程进行的，包括氧化、

还原、甲基化等[85]。大多数微生物对土壤中重金属

的作用是和植物相耦合的，通过植物—微生物共同

对受污染的土壤进行修复[86]。 

在农田中，有机肥的施用使得大量抗生素进入

到土壤中[87]，会对土壤中的植物、动物、微生物产

生直接或间接的毒害作用，并且诱导抗生素抗性基

因的产生[88]。抗生素与土壤微生物之间的互作效应，

一方面体现在抗生素对于土壤微生物的毒害作用，

导致土壤微生物数量减少、多样性降低、生物活性

和功能受到损害，群落结构遭到破坏；同时土壤微

生物也会产生抗性基因来抵抗土壤中抗生素的胁

迫[89]。另一方面，微生物产生的一些代谢物和酶也

可以通过改变抗生素的化学性质进行降解[90]，从而

缓解土壤中抗生素污染。 

3.2  调节土壤生态平衡，提升土壤肥力 

农业土壤可持续利用主要取决于土壤过程和植

物生长之间的平衡。土壤微生物以群落的方式创造

出复杂的相互作用网络，在维持土壤的稳定性和可

持续性上发挥着关键作用[91]。但自毒物质的积累、

病原菌滋生、耕作方式不当、集约化利用等会导致

养分失衡和土壤退化，打破土壤生态系统原有的平

衡状态[92]。例如，长期施用化肥会导致植物和土壤

微生物的多样性下降，并且土壤微生物网络结构复

杂性也会降低，打破土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减少

土壤生态系统服务[51]。土壤微生物不仅可以产生多

种代谢产物促进植物的生长，而且能够诱导植物产

生抗病性，通过拮抗或竞争作用抑制病原微生物的

生长，从而有效调节整个土壤生态系统的平衡[91]。

如 Trichoderma harzianum 可以通过真菌寄生有效抑

制马铃薯黑屑病[93]，还有研究表明利用微生物接种

代替部分化肥的使用可以有效提高土壤肥力，保持

土壤稳定[94]。 

3.3  促进物质循环，调节气候变化 

土壤微生物在自然生态系统扮演着 基本的角

色—分解者，土壤微生物在有机物矿化过程中起着

决定性作用，地球上 90%以上的矿化作用都是由微

生物完成的，其分解能力和多样性是土壤实现物质

循环和养分保持功能的基础，同时土壤微生物作为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尤其是碳氮循环过程的重要驱

动者，使其在温室气体排放、调节气候变化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预计到 2100 年，由于气候变暖，25%

的冻土会融化，释放出大量的有机质供土壤微生物

分解利用，对气候变化产生正反馈作用，加剧气候

变暖[95-96]。如 Dong 等[97]发现豆科植物的根瘤附近

CO2 浓度下降，可能是根瘤菌进行了 CO2 的同化。

土壤微生物能够直接促进植物根系吸收土壤中的营

养成分，如共生固氮菌、丛枝菌根真菌、植物根际

促生菌等与植物根系形成共生关系，参与土壤中氮、

磷等养分循环，促进植物的生长[98]（图 2）。 

4  研究展望 

在快速城市化、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多重影

响下，探究城乡复合生态系统复杂环境格局及多重

驱动因素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及其功能的影响已成为

亟需探讨的一个重要科学问题。基于对城乡环境土

壤微生物组成及功能差异的梳理，认为今后需加强

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明确土地利用及其空间格局特征对土壤微生

物网络和功能的影响。开展长期研究，阐明不同尺

度下土壤微生物的时空格局特征，进一步明确社会、

经济和自然因素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动态及其

功能演变的驱动机制，明确不同因素对土壤微生物

作用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关系，揭示城乡复合生态系

统中宏观格局与土壤微生物过程的耦合机制。 

2）揭示土壤微生物在城乡复合生态系统不同功

能区生态服务功能的产生和维持机制。明确土壤微生

物在不同城乡环境中对维持粮食生产、提升土壤肥力、

提升作物品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调节气候等关键

生态系统服务的作用机制，阐明土壤微生物不同生态

服务权衡和协同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基于城乡复合生

态系统不同功能区关键土壤生态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特

征，探讨土壤微生物生态服务功能的提升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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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乡复合生态系统土壤微生物群落特征和主要功能差异 

Fig. 2  Characteristics and main functional variation of the soil microbial community in the urban-rural complex ecosystem 

3）阐明变化环境下土壤微生物对土壤安全的维

持机制。探讨气候变化对土壤微生物活性和功能的

影响，尤其是需要明确在气候变化、快速城市化和

人类活动进一步增强的多重环境压力下，土壤微生

物在维护土壤生态功能、控制和修复土壤污染的作

用特征及其时空分异规律，解析其对环境变化的响

应特征和机制，阐明土壤微生物对土壤健康的维持

过程和作用机制。 

4）探讨土壤微生物对人居环境健康的影响。进

一步梳理和明晰城乡环境梯度下土壤微生物与人类健

康的关系，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土壤致病菌的变化，

明确致病菌在城乡环境中的分布特征、迁移过程、影

响因素，明确其生态风险和环境健康风险。依托土壤

微生物“再野化”假说，改善土壤微生物环境，制定景

观格局空间优化策略，进一步发挥微生物对人类健康

的贡献，营造人与微生物和谐相处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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