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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平衡状态时的土壤有机碳含量水平确定对于正确评价土壤的固碳潜力和制定合理的有机物

质分配措施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比较红壤典型地区不同时期水稻土有机碳含量变化、不同利用年限水稻土

有机碳含量动态、以及有机碳输入输出量状况 ,分析红壤水稻土有机碳库的平衡值 ,进而估计较大区域内水稻

土的固碳潜力。过去 20 余年来江西省余江县水稻土的有机碳含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但高产水稻土的有机碳

含量稳定在 1815 g kg - 1 ;水耕利用 30 a ,土壤有机碳含量达到 1910 ( ±1120) g kg - 1 ,其后变化幅度很小 ;若使目

前的较高形成量水平达到平衡 ,则土壤有机碳含量为 1912 ( ±1110) g kg - 1 。综合分析 ,在较高生产力水平条件

下 ,红壤水稻土有机碳的平衡值为 18～20 g kg - 1 ,平均为 1910 ±110 g kg - 1。过去 20 余年来 ,江西省余江县水

稻土有机碳储量增加了 6 955 ( ±1 116) kg hm - 2。据此计算我国亚热带地区水稻土过去 20 年固定大气 CO2 量

55511 ( ±8817) Tg ,其作为碳汇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目前仍有相当面积的水稻土其有机碳含量低于平衡水

平 ,估计还可平均固碳 5 150 ( ±1 063) kg hm - 2 。据此 ,若保持现实较高生产力水平 ,则我国亚热带地区水稻土

未来可新固定大气 CO2 量 41110 ( ±8417) 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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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大气 CO2 浓度增加引起

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了受到普遍重视的热点问题。政

府和社会公众都在努力寻求各种措施以期有效控制

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的趋势。由于工业 CO2 排放尚未

找到有效的替代技术途径 ,通过农业措施重新收集

与固定能源排放的碳便成为国际上共同努力的方

向。发达国家自 2002 年以来纷纷启动国家或国际

综合研究项目分析耕地土壤的固碳潜力及其实现的

途径 ,以作为制定 CO2 排放清单及提出减排配额的

依据[1 ] 。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均认为耕地土壤碳收集

是经济和环境双赢战略或者是唯一在气候控制努力

上没有遗憾的技术。

目前 ,对全球和区域尺度耕地土壤固碳潜力的

研究已经进行了较多的工作[2～4 ] 。一些研究者还根

据长期试验资料分析不同农业措施 (轮作、施肥和耕

作)下土壤有机碳库变化以估计耕地土壤的固碳潜

力和速率[5 ,6 ] 。但是 ,这些研究主要以发达国家旱

地保护性耕作中土壤有机碳增加的趋势为依据[7 ] 。

对于我国耕地土壤类型和农作方式的巨大特异性而

言 ,这些估计的方法以及依据的相关参数并不适用。

而我国关于耕地土壤固碳潜力的研究还很薄弱 ,已

有的结果非常粗略[8 ] 。

水田土壤是我国最主要的耕作土壤类型 ,其中

约 90 %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前期的研究表

明[9 ] ,该类型土壤是大气 CO2 的汇。但其固碳潜力

如何 ,目前明确的结果尚少[10 ] 。本文通过比较典型

地区不同时期水稻土有机碳含量变化、不同利用年

限水稻土有机碳含量动态以及有机碳输入输出量状

况 ,分析水稻土有机碳库的平衡值 ,进而估计较大区

域内水稻土的固碳潜力。

1 　材料与方法

111 　研究区概况

选择江西省余江县作为本项研究的典型区域。

该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 ,地处东经 116°41′～1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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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 28°04′～28°37′;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雨热同

季 ,光照充足 ,年均温 1716 ℃, ≥10 ℃积温 6 500 ℃,

年均降雨量 1 766 mm ,年日照时数 1 809 h ,无霜期

262 d。全县国土总面积 927 km2 ,其中丘陵面积占

7812 % ,平原占 2118 % ;1998 年全县耕地面积 20 400

hm2 ,其中水田占 85 % ,人均耕地面积 0106 hm2 ,农作

方式以双季稻为主。其气候、土壤、地形地貌等自然

条件和轮作制、生产力水平等社会经济状况在我国

南方亚热带地区具有较为典型的代表性[11 ] 。

112 　试验方法与样品采集

本项研究采用比较第二次土壤普查以来 20 余

年间余江县水稻土有机碳含量变化、观测不同利用

年限水稻土有机碳含量动态、以及分析水稻土有机

碳库输入输出量状况的方法 ,估计水稻土有机碳库

的平衡值。

参照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记载 (余江县土壤志 ,

资料) ,并有第二次土壤普查参加人员的参与 ,在江

西省余江县的所有 14 个乡镇 ,选择代表性土壤类型

和肥力水平的水田对应田块 (101 块) ,于 2002 年晚

稻收获后进行采样 , 每一田块均多点混合采集

0～20 cm土壤样品。同时 ,为了着重比较 20 余年间

高产水稻土有机碳的含量变化 ,还在每个乡镇有针

对性地增加 2～3 块高产水田的样品采集。样品经

风干 ,挑去肉眼可见的植物残体 ,过 60 目筛备用。

通过调查比较 ,选择不同利用年限的红壤水稻

土进行采样。采样田块包含自荒草地开垦后种植水

稻 3 a、10 a、15 a、30 a 和 80 a 的水田 ,田块之间相距

最大不超过 500 m ,均处于较高的地形部位 ,灌排水

状况良好 ,历史背景相近 ,施肥管理措施类似 ,轮作

制度为双季稻。于晚稻收割后的秋冬季节 ,田面完

全落干水分 ,在选定的田块按 0～10 cm、10～20 cm

土层采集土样 ,每一利用年限田块随机采 3 个样点。

同时选择邻近的荒草地进行相同采样 ,以作本底对

照 ,表示种植水稻 0 a 处理。样品经风干、挑去细

根、磨细备用。

依据氮通量的质量平衡原理[12 ,13 ] ,通过布置田

间试验小区估测不同土壤条件下有机碳矿化量的变

化 ,建立土壤有机碳矿化量与含量变化之间的数量

关系。根据研究区域的实际调查资料 ,估计农田有

机物质的进入量和土壤有机质的形成量。进而计算

当达到与土壤有机质形成量相当的矿化量时的土壤

有机碳含量 ,是为平衡状态时的土壤有机碳含量。

113 　分析方法

为了与第二次土壤普查的结果进行比较 ,土壤

有机碳含量用重铬酸钾容量法、全氮用开氏法测

定[14 ] 。

2 　结果与讨论

211 　晚近 20 余年来余江县水稻土有机碳和全氮含

量变化

　　江西省余江县的水稻土主要发育于第三纪红砂

岩风化物、第四纪红色粘土以及河流冲积物等母质

类型 ,粘粒和铁铝含量相对较高[15 ]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农业政策调整和管理技术改善极大地促

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水稻平均单产提高了近

50 % ;这些方面决定了区域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变化

动态。分析结果表明 (表 1) ,1980 年余江县水稻土

有机碳和全氮含量为 612～2014 g kg - 1和 0187～

2140 g kg - 1 , 算术平均值分别为 1416 g kg - 1 和

1141 g kg - 1 ;2002 年水稻土有机碳和全氮含量为

515～2914 g kg - 1和 0170～3113 g kg - 1 ,算术平均值

分别为 1718 g kg - 1和 1186 g kg - 1。2002 年与 1980

年比较 ,余江县水稻土有机碳含量增减 - 714～

1814 g kg - 1 ,总计增加 3120 g kg - 1 ;全氮含量增减

- 1108～1194 g kg - 1 ,总计增加 0145 g kg - 1。其中 ,

68 %的样点土壤有机碳含量增加 , 平均增加

6159 g kg - 1 ;32 %的样点有机碳含量下降 ,平均下降

3192 g kg - 1。但全氮的增减情况略有差异 ,74 %的

样点含量增加 ,只有 26 %的样点含量下降。

除了以上所述水稻产量显著提高导致有机物质

归还量增加以外 ,该县水田有施用农家肥和种植绿

肥 (紫云英)的传统 ,也是造成水田土壤有机碳含量

增加的原因。其实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 40 余

年 ,该县水稻土有机碳含量一直呈增加趋势。但后

20年的增长幅度 (22 %) 已明显小于前 20 年 (约

50 %) [15 ] 。

对比 1980 年和 2002 年余江县高肥力水稻土有

机碳含量的差异可以看出 (表 2) ,虽经 20 多年耕种

利用 ,但 70 %以上的供试田块的土壤有机碳含量变

化幅度小于 20 %。考虑到土壤的空间异质性特点 ,

这样的变化幅度下可以认为土壤有机碳含量保持稳

定。只有鳝泥田的土壤有机碳含量增加较明显。所

有供试田块平均 ,1980 年和 2002 年土壤有机碳含量

分别为 1716 ( ±1147) g kg - 1和 1817 ( ±4110) g kg - 1 ,

两者差异仅为 111 g kg - 1 ,明显小于全县所有水稻土

总体变化幅度。特别是有机碳含量在 1815 g kg - 1的

土壤 ,变化的幅度很小。显然 ,尽管高产水田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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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水平较高 ,但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较小。田间

实际调查结果 ,余江县高产水稻土的单产水平保持

在 9 000～10 500 kg hm - 2 ,20 余年来变化的幅度较

小 ,有机肥料的施用量基本保持稳定。据此可以判

断 ,余江县高产水稻土有机碳库的输入输出量处于

平衡状态。

表 1 　1980～2002 年江西省余江县水田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变化

Table 1 　Changes in soil organic C and total N contents of paddy fields in Yujiang County of Jiangxi Province in 1980～2002

项目

Items

土壤有机碳

Soil organic C

全氮

Total N

1980 年含量 Content in 1980 (g kg - 1) 1416 ±3114 1141 ±0130

2002 年含量 Content in 2002 (g kg - 1) 1718 ±5145 1186 ±0155

2002 年与 1980 年比较

Comparison of content

in 2002 to that in 1980

含量增加的情况

That for increase

含量下降的情况

That for decrease

样点数 Samples

增加幅度 Range (g kg - 1)

平均值 Average (g kg - 1)

样点数 Samples

下降幅度 Range (g kg - 1)

平均值 Average (g kg - 1)

69 75

0123～1814 0105～1194

6159 0172

32 26

0106～714 0101～1108

3192 0136

2002 年含量 - 1980 年含量 Content in 2002 minus that in 1980 　　　　　　 　 　　 3120 0145

表 2 　1980～2002 年江西省余江县高肥力水稻土有机碳和全氮含量变化

Table 2 　Changes in soil organic C and total N contents (g kg - 1) of paddy fields high in productivity in Yujiang County of Jiangxi Province in 1980～2002

类型

Types

样本数

Samples

number

1980 年 In 1980 2002 年 In 2002

土壤有机碳

Soil organic C

全氮

Total N

土壤有机碳

Soil organic C

全氮

Total N

红砂泥田① 7 幅度 Range 1515～1918 1148～1198 1410～2013 1169～2138

平均值±标准差 Mean ±SD 1713 ±1145 1165 ±0116 1718 ±2108 1198 ±0126

潮砂泥田② 6 幅度 Range 1619～2014 1139～2180 1412～1915 1154～2113

平均值±标准差 Mean ±SD 1818 ±1138 1195 ±0154 1618 ±2106 1183 ±0125

鳝泥田③ 8 幅度 Range 1613～2010 1136～1178 1714～3012 1192～3152

平均值±标准差 Mean ±SD 1714 ±1115 1153 ±0115 2212 ±4102 2162 ±0154

黄泥田④ 8 幅度 Range 1511～1719 1141～2120 1414～2115 1134～3113

平均值±标准差 Mean ±SD 1617 ±1110 1161 ±0125 1713 ±5128 1190 ±0165

乌红砂泥田⑤ 3 幅度 Range 1614～1918 1151～1187 1610～2217 1155～2149

平均值±标准差 Mean ±SD 1817 ±1196 1175 ±0121 1817 ±3154 1196 ±0148

　　①Fe2leach2Stagnic Anthrosols ; ②Haplic Stagnic Anthrosols ; ③Gleyic Stagnic Anthrosols ; ④Fe2accumul2Stagnic Anthrosols ; ⑤Fe2leach2Stagnic Anthrosols

　　综合所有样点结果的统计分析表明 (图 1) ,20

余年来余江县水稻土有机碳含量的变化与 1980 年

的背景值有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背景含量越高 ,增

加幅度越小 ,拟合方程 : Y = - 01943 3 X + 17145

(R2 = 01276 4 33 , n = 133) ,式中 Y 为 20 余年来水稻

土有机碳变化量 (g kg - 1) , X 为 1980 年水稻土有机

碳含量 (g kg - 1) 。由此式可知 ,当 Y = 0 时 , X = 1815

(g kg - 1) ,意即从总体上存在这样的趋势 ,该区域水

稻土有机碳含量为 1815 g kg - 1时 ,将会基本保持

稳定。

20 余年来余江县水稻土全氮含量增加的幅度

亦随 1980 年的背景含量而变化 ,拟合方程 : Y =

- 11139 3 X + 21142 8 ( R2 = 01308 1 33 , n = 133) ,式

中 Y 为 20 余年来水稻土全氮的变化量 (g kg - 1) , X

为 1980 年水稻土全氮含量 ( g kg - 1 ) 。比较而言

(表 1、表 2) ,20 余年来余江县水稻土全氮含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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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幅度大于有机碳含量 ,导致全县水稻土的 C/ N 比

总体呈下降趋势 ,从 1980 年的 1015 ( ±1138) 到 2002

年的 915 ( ±1114) ,变化的幅度亦与 1980 年的背景

值有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Y = - 0188 X + 81277

(R2 = 01535 5 33 , n = 133) ,式中 Y 为 20 余年来水稻

土 C/ N 变化值 , X 为 1980 年水稻土 C/ N 比。全氮

含量和 C/ N 比变化反映了晚近 20 多年来快速增加

的氮肥施用导致了水稻土碳、氮周转速率的差异 ,这

可能会对土壤有机碳的储存以及养分和能量的循环

产生明显的影响[16 ] 。

212 　不同利用年限红壤水稻土有机碳和全氮含量

动态

　　水稻土主要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地区 ,大多是由

荒地或旱地经平整翻耕并在种植水稻或以植稻为主

的耕作制下 ,土壤经常处于淹水还原、排水氧化、水

耕粘闭 ,以及大量施用有机肥等频繁的人为活动影

响下形成的。在正常的管理措施下 ,随着利用年限

的延长 ,水稻土的熟化程度不断提高 ,并最终达到高

的肥力水平。因此 ,不同利用年限水稻土的有机碳

和全氮含量变化反映了水耕熟化过程中土壤有机质

的积累动态和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7 ] ,在水耕条件

下 ,土壤有机碳和全氮的积累过程可大致分为快速

增长和趋于稳定阶段 ,这两个阶段以利用 30 a 为界

限。在前 30 a ,其增加趋势与利用年限 ( t) 呈极显著

的直线相关 ,相关方程式 :0～10 cm 和 10～20 cm 土

壤有机碳 (g kg - 1) 分别为 C = 01518 9 t + 41512 6

(R2 = 01951 4 33 , n = 5) 和 C = 01532 8 t + 21279 7

(R2 = 01978 1 33 , n = 5) , 全 氮 ( g kg - 1 ) 分 别 为 :

N = 01040 7 t + 01450 4 ( R2 = 01952 3 33 , n = 5) 和

N = 01040 8 t + 01298 6 ( R2 = 01982 6 33 , n = 5) 。经

过 30 a 水耕利用 ,0～10 cm 和 10～20 cm 土壤有机

碳含量分别为 1916 ( ±1151) g kg - 1和 1811 ( ±1145)

g kg - 1 ,全氮含量为 1162 ( ±0109) g kg - 1 和 1150

( ±0114) g kg - 1 ,均已达到高度熟化红壤水稻土的含

量水平。其后 ,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随利用年限

延长而增长的速度明显减漫 ,趋于稳定。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 ,利用 30 a 的水田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

与利用 0 a、3 a、10 a、15 a 的水田均有显著差异 ( p <

0105) ,但与利用 80 a 的水田没有显著差异。因此 ,

从不同利用年限红壤水稻土有机碳和全氮含量变化

的趋势可以推断 ,按现在的正常管理利用水平 ,由荒

地开垦的新水田约需 30 a 的时间才能形成相对稳

定的高度熟化的水稻土 ,达到平衡状态时其表层土

壤有机碳含量约为 1910 ( ±1120) g kg - 1。

图 1 　近 20 余年来余江县水稻土有机碳变化量

与 1980 年背景含量的关系

Fig11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 in soil organic C in

the past over 20 years and the content of soil organic C in 1980

213 　根据红壤水稻土有机碳形成量水平估算的平

衡状态土壤有机碳含量

　　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动态变化是由系统输入和输

出量的相对大小决定 ,当系统的输入量大于输出量

时 ,土壤有机质得到积累 ,土壤有机碳含量将不断提

高。同时 ,随着土壤有机碳含量的提高 ,其矿化量也

不断增加 ,最终 ,土壤有机碳的矿化量与形成量相

当 ,土壤有机碳库达到平衡状态。

一定的有机物质进入量和土壤有机质形成量水

平条件下 ,达到平衡状态时的土壤有机碳含量可以

通过以下步骤进行估计 : (1) 通过实际调查 ,确定农

田有机物质的进入量和土壤有机质的形成量 ; (2) 布

置田间小区观测试验 ,建立土壤有机碳的矿化量和

土壤有机碳含量的数量关系 ; (3) 矿化量 = 形成量 ,

矿化量 (kg hm - 2) = 耕层土重 ×土壤有机碳含量 ×

矿化率 ( %) ;将 (1) 、(2) 项的有关数据代入 ,得到一

个一元二次方程 ,求解此方程的根 ,即为平衡状态时

的土壤有机碳含量。

根据红壤区的调查结果[9 ] ,现实生产条件下较

高肥力水平水田土壤有机碳的年形成量为 1 060

( ±97) kg hm - 2。田间小区试验观测结果显示[11 ] ,

红壤水稻土有机碳矿化率 ( Y , %)与有机碳含量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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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kg - 1)呈极显著相关 (图 2) : Y = 01967 7 + 01079 8 X

(R2 = 01818 9 33 , n = 10) 。根据以上参数和数量关

系 (参考文献 [15 ]资料 ,容重取 111 ,耕层厚度 20

cm) ,可以建立以下方程 :1176 X2 + 2113 X - 1 060 =

0 ,其中 X 即为平衡时的土壤有机碳含量。求解方

程 ,得到平衡时 0～20 cm 土壤有机碳含量值 : X =

1912 ( ±1110) g kg - 1。

图 2 　红壤水稻土有机碳含量与其年矿化量的关系

Fig12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organic C content and

annual mineralization of C in paddy soils

214 　红壤水稻土的固碳潜力

从 1980 年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分布情况看 ,本项

研究所确定的样点具有代表性 [15 ] 。根据 1980～

2002 年 20 余年前后余江县水稻土各级有机质含量

分布的变化 ,以及不同类型水稻土的有机质含量变

化 (有机质含量分级和水稻土分类均参照第二次土

壤普查方法[15 ]) ,可以计算该县近 20 余年来水稻土

的固碳量。结果表明 ,按各级有机质含量分布面积

计算 ,余江县 0～20 cm 土层水稻土有机碳储量 1980

年为 5182 ( ±0155) ×108 kg ,2002 年为 6194 ( ±0165)

×108 kg ,20 余年来增加了 1112 ( ±0110) ×108 kg ,平

均每 hm2 增加 5 879 ( ±525) kg ;而按不同类型水稻

土的面积分布及有机质含量变化计算 ,则 1980 年的

有机碳储量为 6119 ( ±1114) ×108 kg ,2002 年为 7119

( ±1138) ×108 kg ,20 余年来增加了 1100 ( ±0124) ×

108 kg ,平均每公顷增加了 5 249 ( ±1 260) kg。综合

以上两种方法的结果 ,余江县 20 余年来 0～20 cm

水稻土有机碳储量增加了 5 564 ( ±893) kg hm- 2。

由于江西省余江县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在我国亚

热带地区有一定的代表性 ,据此计算我国亚热带地

区水稻土 (根据 1995 年公布的水田面积数据[18 ]) 近

20 年来 0～20 cm 土层约固碳 12111 ( ±1914) Tg。若

按 20 余年间 0～20 cm 土壤有机碳变化量约占全剖

面 (0～100 cm) 变化量的 80 %[19 ] ,则亚热带地区水

稻土固碳 15114 ( ±2412) Tg ,相当于固定大气 CO2 量

55511 ( ±8817) Tg。可见 ,近几十年来我国亚热带地

区水稻土可能已发挥显著的碳汇作用。

在水源有保证的条件下 ,水稻能够通过非共生

固氮而获得生长需要的部分氮素以维持正常生

长[20 ] ,加上施肥和秸秆还田措施 ,大量的作物残体

和其他有机物质归还使得每年形成的土壤有机质量

保持较高水平[21 ] 。2002 年江西省余江县水稻土有

机碳含量的分布结果表明 ,仍有 6114 %的面积尚未

达到平衡状态的含量水平 (19 g kg - 1) ;其中 ,有机碳

含量 < 1116 g kg - 1的占 1019 % ,这部分水田由于受

水源限制 ,生产力水平低且提高较困难。而有机碳

含量为 1116～1910 g kg - 1的水田 (占 5015 %)水源有

保证 ,生产力较高或提高到较高的可能性大 ,在正常

的较高管理水平条件下 ,其土壤有机碳含量应有不

同程度的提高 ,直至达到平衡状态。基于以上认识 ,

假定这部分水田的土壤有机碳含量在未来较高生产

力条件下都能提高到平衡水平 ,按其 2002 年的含量

分布及各级分布中有机碳含量平均值 ,计算得到江

西省余江县 0～20 cm 水稻土未来的固碳潜力为

7185 ( ±1162) ×107 kg , 平均每 hm2 固碳 4 120

( ±850) kg(全剖面则为 5 150 ( ±1 063) kg) 。并据此

估算亚热带水稻土未来的固碳潜力为 11211

( ±2311) Tg ,相当于能够新固定大气 CO2 量 41110

( ±8417) Tg。这表明 ,亚热带水稻土未来作为碳汇

的作用仍是非常重要的。

3 　结　论

由于管理和生产力水平明显改善使进入土壤的

有机物质量提高 ,过去 20 余年来江西省余江县水稻

土的有机碳含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有机碳储量增加

了 6 955 ( ±1 116) kg hm - 2。据此计算我国亚热带地

区水稻土过去 20 年固定大气 CO2 量55511( ±8817) Tg ,

其作为碳汇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在较高生产水平

条件下 ,红壤水稻土有机碳的平衡值为 18～ 20

g kg - 1 ,平均为 1910 ( ±110) g kg - 1。目前仍有相当

面积的水稻土其有机碳含量低于平衡水平 ,估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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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平均固碳 5 150 ( ±1 063) kg hm - 2。据此 ,若保持

现实较高生产力水平 ,则我国亚热带地区水稻土未

来可新固定大气 CO2 量 41110 ( ±8417) Tg。因此 ,应

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持和提高农田土壤的有机物质归

还量 ,扩大其固碳能力 ,充分发挥其在控制全球气候

变暖趋势上的重要作用[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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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C C CONTENT AT STEADY STATE AND POTENTIAL OF C

SEQUESTRATION OF PADDY SOILS IN SUBTROPICAL CHINA

Li Zhongpei1 　Wu Dafu2

(1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Nanjing 　210008 , China)

(2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Xinxiang , Henan 　453003 , China)

Abstract 　Determination of soil organic C content at steady state is of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evaluating potential of C

sequestration of the soil and developing a measure for rational organic material utilization. In this study , change in soil organic C

content of paddy fields in a typical red soil region over a period of time , dynamics of the organic C content in the paddy soils

across a chronosequence of cultivation , and the input and output of soil organic C , were investigated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organic C content at steady state and then potential of C sequestration in the paddy soils of subtropical China. In the past 20 years

or so , soil organic C content of the paddy fields in Yujiang County of Jiangxi Province increased generally but it remained stably

at 1815 g kg - 1 in paddy soils with high productivity. After 30 years of rice cultivation , soil C content of the paddy field reached

to 1910 ( ±1120) g kg - 1 and varied insignificantly afterwards. If the high level of soil organic C formed recently is settled in

equilibrium , the soil organic C content will be 1912 ( ±1110) g kg - 1 . As a whole , at the present high level of productivity , the

soil organic C content at steady state of paddy soils in subtropical China would be 18～20 g kg - 1 with an average of 1910

( ±110) g kg - 1 . In the past 20 years , the storage of organic C in the paddy soils of Yujiang County increased by 6 955

( ±1 116) kg hm - 2 . Based on this , it was figured out that the paddy soils in subtropical China sequestrated 55511( ±8817) Tg

of atmospheric CO2 in the past 20 years , demonstrating an important function as a sink of CO2 . Today there are still large areas

of paddy fields that have less soil organic C content than that at steady state.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y could sequestrate on

average 5 150( ±1 063) kg hm - 2 more of carbon. Therefore , at the present high level of productivity , the paddy soils in

subtropical China would sequestrate an extra of 41110( ±8417) Tg of atmospheric CO2 in future.

Key words 　Paddy soils ; Organic C; Content at steady state ; Potential of C sequestration ; Subtropic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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