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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整合1980年—2013年中国农田土壤有机物料腐解试验的相关文献，分析了华南、华北、西

北和东北等典型农业区不同类型有机物料腐解一年后的残留率（h1）及其驱动因子。结果表明，中国不同

有机物料 h1平均为0.335 g g-1，受到物料类型、区域以及二者交互作用等因素的显著影响。总体上，h1在

物料类型上呈绿肥＜秸秆＜根茬≈有机肥，在区域上呈华南≈华北＜西北≈东北。但h1的区域差异因物料

类型而异。其中，绿肥、秸秆和根茬的h1均呈华北＜华南和东北，而有机肥的h1在各区域间差异不显著。

同时，h1的物料类型差异也因区域而异。在湿润半湿润的华南、华北和东北地区，h1均呈根茬＞秸秆和绿

肥；而在干旱半干旱的西北地区，受水分条件的限制，各物料类型间h1差异不显著。

逐步回归结果显示，木质素与氮素含量之比（lignin∶N）是绿肥、秸秆和根茬腐解的首要影响因子，

而年均温和干燥指数居于其次，表明农田土壤中植物性有机物料的腐解，物料性质较气候因子占主导。

但对于腐解或半腐解状态的有机肥，其腐解已不受气候和物料性质的显著影响。此外，单一气候因子或

物料性质对h1变异性的解释率往往不超过15%，气候和物料性质的综合解释率尚低于40%，表明要准确预

测农田土壤有机物料的腐解过程，需要更多地重视区域或点位特征（例如，土壤理化和生物学性质等）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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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料是农田土壤有机碳和养分的重要来

源。了解不同有机物料的腐解过程及其驱动因素，

对合理利用有机物资源，定量培肥土壤和保障粮食

安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物料有机碳的腐解是土壤中重要的生物化学

过程，受到气候、土壤、物料性质和管理措施等要

素的综合调控。目前，国际和国内已在森林和草地

系统开展了区域乃至全球尺度的有机物料长期腐解

试验［1-3］。数据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结果证

实，在全球尺度的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植物类型

或物料性质在物料腐解的前期阶段占主导作用，气

候条件居于其次［4-6］。而植物类型间的差异亦主要

体现在物料性质，即化学组分和养分含量的不同。

与森林、草地等生态系统相比，农田受到人

为活动的强烈干扰，如施肥、灌溉和耕作等，其有

机物料的腐解过程及影响因素可能更为复杂。农

田主要作物往往以一年生植物为主，其化学组分

（如木质素和氮素含量）和腐解特性与草本植物接

近。已有研究表明，草本植物第一年的腐解速率达

1.17～1.41 a-1，显著高于木本科植物（0.06～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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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5］。此外，农田归还的有机物料往往因耕

作而与土壤混合，其腐解过程会受到土壤理化性质

的调控［7-8］。例如，李忠佩和林心雄［7］对中国南

方地区的研究表明，在黏粒含量高、酸度大且有机

质含量低的瘠薄红壤上，不同类型有机物料第一年

的腐解残留率平均达到0.45 g g-1，较一般红壤约高

34%。灌溉和土地利用方式（如旱地、水田和水旱

轮作等）均在不同水平体现了土壤的干湿变化和通

气状况，亦会不同程度上促进或抑制有机物料的腐

解进程［7，9-10］。然而，当土壤性质一致时，即使

位于不同的气候区，有机物料的腐解过程仍然有可

能更多地受到物料性质的调控［11］。

中国科研工作者在农田土壤有机物料腐解方

面已开展了大量的方法探讨和试验研究［7-9，12-13］。

其中，以砂滤管和尼龙袋法最为普遍。涉及的物料

类型涵盖了中国主要作物的秸秆和根茬，以及绿肥

和有机肥等。然而，已往报道的腐解试验多集中在

比较单点位内不同物料类型的腐解残留率，或少数

几个点位间腐解残留率的差异，对于区域乃至全国

尺度的研究甚少。李忠佩等［14］对中国东部湿润区

（包括松嫩平原、下辽河平原、黄淮海平原和红壤

丘陵区）有机物料腐解的统计结果表明，不同类型

间有机物料的腐解残留率总体呈绿肥＜秸秆＜根茬

或有机肥，而区域间并不随气候而呈规律性变化。

但对于干旱半干旱的西部地区，不同类型有机物料

的腐解残留率是否存在与东部地区相一致的规律尚

不清楚。就全国而言，不同物料类型腐解残留率的

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因素亦不十分明确。故本研究拟

整合中国已开展的有机物料腐解试验的主要研究成

果，量化腐解一年后不同有机物料的残留率，分析

其区域差异及驱动因子，为农田土壤培肥与固碳减

排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资料来自中国期刊网和维普科技

期刊网所收录的有关农田有机物料腐解的文献，出

版时间为1980年—2013年。信息筛选原则：（1）采

用砂滤管法或尼龙袋法测定有机物料的腐解过程；

（2）物料与土混合培养，有机物料与土的比例不

低于1∶100，且以不添加物料的土壤为空白对照；

（3）腐解时长为一年或接近一年；（4）田间试

验，且田间管理与常规农业生产相当；（5）为避

免重复，同一腐解试验结果发表的多篇文章，仅保

留其一。最终，筛选出符合以上条件的有效文献56

篇（见附录），共计82个点位试验。

按照来源和腐解程度的不同，本文将有机物

料划分为作物秸秆和根茬、有机肥和绿肥等类型。

其中，作物包括小麦、玉米、水稻和大豆等；有机

肥包括猪粪、牛粪、马粪和厩肥等；绿肥包括紫云

英、草木樨、田菁、苕子、苜蓿、箭舌豌豆和蚕豆

等。试验地点分布在中国主要农业区（表1）。土

地利用方式在华南地区（长江以南）以水旱轮作和

水田为主，而其他地区主要为旱地。腐解期间的气

象数据（气温和降水）通过临近试验点的气象站获

表1　研究区域概况

Table 1　Basic conditions of research areas

区域

Regions

年均气温①

（℃）

年均降水量②

（cm）

气候类型

Climate zones

主要土壤类型

Major soil types

主要作物

Major crops

土地利用类型

Land use type

西北

Northwest
5～11 10～40 温带大陆性③

栗钙土、灰（灌）漠土、

黄绵土⑦

小麦、玉米

Wheat，Maize
旱地 Upland

东北

Northeast
1～10 50～70 温带季风④ 黑土、棕壤、草甸土⑧

小麦、玉米、水

稻、大豆⑨

旱地、水田

Upland，Paddy

华北

North
11～15 50～80 暖温带季风⑤

潮土、褐土

Alluvial soil，Cinnamon soil

小麦、玉米

Wheat，Maize
旱地 Upland

华南

South
15～22 100～200

热带-亚热带季

风⑥

红壤、水稻土

Red soil，Paddy soil

小麦、水稻

Wheat，Rice
旱地、水旱、水田⑩

　　①Mean annual temperature，②Mean annual precipitation，③Temperate continental climate，④Temperate monsoon climate，

⑤Warm-temperate monsoon climate，⑥Tropical-subtropical monsoon climate，⑦Chestnut soil，Grey（Irrigated）desert soil and 

Loessial soil，⑧Black soil，Brown soil and Meadow soil，⑨Wheat，Maize，Rice，Soybean，⑩Upland，Upland-paddy，Pa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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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于多数试验报道缺乏详实的土壤理化性质信

息，本研究主要按区域划分环境要素，以期表征气

候和土壤的综合作用。

1.2　数据处理和统计方法

腐解残留率的计算：

式中，h 1为腐解一年后物料有机碳的残留率

（量纲为1，或g g-1）；C soi l+OM和C soi l分别表示物

料 + 土 和 对 照 土 壤 经 过 一 年 腐 解 后 的 有 机 碳 含 量

（C，g（100 g土）-1）；COM为初始加入的物料有

机碳量（C，g（100 g土）-1）。

统计方法：

文中所有数据均用平均值±标准误（Mean± 

S E ） 表 示 。 所 有 观 测 值 在 进 行 统 计 前 均 采 用 自

然对数进行标准化。采用单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

（Univa r i a t e）比较不同物料类型、区域、土地

利 用 方 式 及 其 交 互 作 用 对 腐 解 残 留 率 的 影 响 ，

Turkey’s进行组间的多重比较。

采用逐步回归分析了h1与气候因子和物料性质

之间的定量关系。其中，气候因子包括了年均气温

（MAT，℃）、降水量（MAP，cm）、潜在蒸发

量（ET0，cm）和干燥指数（AI，即MAP∶ET0）

等；物料性质包括了有机碳（C，g kg-1）、全氮

（N，g kg-1）和木质素含量（lignin，g kg-1），以

及lignin∶N（LN）、C∶N质量比（CN）等。对于

部分点位植物性质缺失，如木质素和全氮含量等，

本文采用其他点位该物料类型的平均值予以替代。

例如，若某一点位小麦秸秆的木质素含量缺失，则

采用其他多点位小麦秸秆木质素含量的平均值替

代。统计软件采用SPSS 16.0，作图采用Sigmaplot 

10.0。

2　结果与讨论

2.1　农田土壤有机物料的腐解残留率

全国82个点位的腐解试验结果表明，农田主

要有机物料h 1的变化范围为0.10～0.75 g g-1，平

均为0.335 g g-1（图1）。若按一级动力学方程Ct 

= C0×e -kt（C0为腐解试验初始时的物料有机碳量

（g）；Ct为腐解t年后的有机碳残留量（g）；Ct/

C0即为腐解残留率（g g-1）；k为物料有机碳的年

腐解速率（a-1）；t为腐解时间（a））推算，物料

有机碳第一年的平均腐解速率为1.16 ± 0.01 a-1。

该值与禾本科植物根系（1.41 ± 0.27 a-1）和草类

叶片（1.17 ± 0.32 a-1）第一年的腐解速率相当，

且均明显高于木本植物根系及其地表凋落物的腐解

速率［4-5］。

2.2　不同物料类型腐解残留率的差异

不同物料类型h1的变异性均比较接近，变异系

数为29%～32%。统计结果表明，h1在不同物料类

型间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就全国而言，

h1以绿肥类最低，平均0.27 ± 0.01 g g-1，有机肥

类最高，达0.41 ± 0.01 g g-1。不同类型从小到大

依次呈绿肥＜秸秆＜根茬≈有机肥（图1a）。如

此分布规律，主要与物料性质和物料腐解程度有

关。例如，绿肥类（干基）N素含量可达20～35  

g kg-1，木质素含量较低，为80～150 g kg-1；而秸

秆（除大豆秸杆外）和根茬类N素含量仅为6～10  

g kg-1，木质素含量略高，为100～210 g kg-1［9，13，15］。

故绿肥类lignin∶N明显低于根茬和秸秆。而已有

研究表明，当木质素含量＜300 g kg-1或lignin∶N

比＜40时，有机物料的腐解速率与木质素含量或

lignin∶N成反比［4，16］。因而，物料性质是绿肥与

秸秆和根茬h1差异的主要原因。根茬类h1显著高于

秸秆，可在部分程度上证实根系对土壤有机碳的贡

献率大于秸秆［17-18］，但其内在的机理尚需要进一

步的研究。与其他物料类型相比，有机肥类较高的

h1则主要因为其处在已腐解或半腐解的状态，微生

物进一步腐解的难度大。

表2展示了各类型主要有机物料的腐解残留率。

结果表明，即使同一物料类型，h1也因其来源作物

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在根茬类，玉米和

小麦之间h1无显著差异（0.36与0.38 g g-1），但二者

均显著低于水稻（0.49 g g-1）。对于同一作物，

其根茬的h 1均明显高于秸秆。例如，玉米、小麦

和水稻根茬的h1分别为其秸秆的1.26倍、1.24倍和

1.56倍。但无论根茬和秸秆，h 1在区域间的变异

性均以玉米最大（变异系数为25.6%～34.3%），

小 麦 次 之 （ 1 9 . 0 % ～ 2 0 . 5 % ） ， 而 水 稻 最 小

（11.8%～15.5%）。此外，在有机肥类，牛粪

（0.42 g g-1）与猪粪、厩肥的h1均无显著差异，但

猪粪（0.37 g g-1）显著低于厩肥（0.48 g g-1）。有

机肥类h1在区域间的变异系数仅为3.5%～13.8%，

明显低于小麦和玉米等作物根茬和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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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实心圆圈（●）为异常值；竖线从左到右依次为除异常值外的最小值、上四分位数、中位数、下四分位数和最大值；◇为

各项的平均值；虚线为总体样本的平均值；Y轴各项指标括号内的数字为样本数；同一组内的不同字母表示h 1差异显著（p  ＜ 

0.05）。Note：The solid circle（●）stands for outliers；the vertical line in or outside the box，from left to right，for the minimum，

first quartile，median，third quartile and maximum values，respectively；the diamond（◇）for mean of each class；the dotted line 

indicates for value of all the samples；and the digit in parenthesis along Y axis for numbers of observations；and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group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 ＜ 0.05 according to Tukey’s as a post hoc test.

图1　不同物料类型、区域和土地利用条件下有机物料腐解一年后的残留率（h1）

Fig. 1　Fraction of carbon remaining after one-year field incubation（h1）under different types of organic material，regions and land use types

注：n为试验点位数 Note：n stands for number of experimental sites in each region

图2　各区域试验点的平均气象：年均气温（℃）、降水量（cm）和干燥指数（降水量/潜在蒸发量）

Fig. 2　Mean annual temperature（MAT，℃），mean annual precipitation（MAP，cm）and aridity index（AI，the ratio of MAP：ET0）at 

experimental sites in the studied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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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区域腐解残留率的差异

区域特征是气候、土壤、地形地貌和土地利

用等要素的综合体现。总体上，西北和东北地区

h 1的变异系数比较接近，为29%～31%，略低于

华南和华北地区（36%～38%）。统计表明，h 1

的平均值在区域间差异显著（p  ＜  0 .001），且

由 低 到 高 依 次 呈 华 北 ≈ 华 南 ＜ 西 北 ≈ 东 北 （ 图

1b）。如此分布规律，与这些区域的热量梯度基

本一致。例如，华北和华南地区的年均温（分别

为13.2℃和18.0℃）显著高于东北和西北地区（分

别 为 6 . 5 和 7 . 2 ℃ ） （ 图 2 ） 。 而 已 有 研 究 表 明 ，

在0～30℃的范围内，有机物料的腐解速率与温

度呈正比 ［4，16］， 故 残 留 率 总 体 随 温 度 的 升 高 而 

降低。

注：虚线分别表示各物料类型h 1的平均值。Y轴各项指标括号内的数字为样本数。同一组内的不同字母表示h 1差异显著（p  ＜ 

0.05）。箱式图的描述同图1 Note：The dotted line stands for mean h1 of each type of organic material and the digit in parentheses for 

numbers of observations.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group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 ＜ 0.05 according to Tukey’s as a post 

hoc test. Details of the box is the same as descripted in Fig. 1

图3　不同类型有机物料腐解残留率（h1）的区域差异

Fig. 3　Regional difference in fraction of carbon remaining in different types of organic materials

2.4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腐解残留率的差异

不 同 土 地 利 用 方 式 间 ， h 1 差 异 显 著 （ p  = 

0.002）（图1c）。其中，旱地与水旱轮作h1的平

均值比较接近，为0.32～0.33 g g-1，但均显著低于

水田（0.36 g g-1）。这主要是因为水旱轮作虽然存

在一定时期的淹水环境，但季节性干湿交替一方面

会引起土壤团聚体破碎，从而降低了土壤对有机物

料的物理和化学保护；另一方面会激发微生物对新

碳和老碳的矿化，最终导致水旱轮作的h1与旱地相

当，甚至低于旱地。相比旱地，水田的长期淹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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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降低了物料有机碳的矿化释放，促进了其在土壤

中的累积［19］。此外，同等气候条件下，水田土壤

有机质含量显著高于旱地土壤［20］，也间接反映了

土地利用类型对有机物料腐解的影响。值得注意的

是，水旱轮作条件下h1的变异性较大，其变异系数

达47%，明显高于旱地（36%）和水田（32%）。

2.5　物料类型与区域交互作用对腐解残留率的影响

统计结果表明，h1受物料类型和区域交互作用

的显著影响（p＜ 0.001）。h1在物料类型间的差异

因区域而异。例如，h1在东北、华北和华南地区总

体呈绿肥＜秸秆＜根茬≈有机肥，与李忠佩等［14］ 

对中国东部地区的研究结果一致。但在部分区域

也有例外。例如，华南地区绿肥h 1略低于秸秆，

但二者差异不显著；东北地区有机肥h 1与秸秆接

近，且显著低于根茬。而在西北地区，不同物料

类型间h1均差异不显著。此外，h1在西北地区物料

类型间的变异性（13.5%）也明显低于其他地区

（21.9%～28.7%）（表2）。对比各区域试验点

位的平均气候因子（图2）可看出，西北地区年均

温（7.2℃）与东北（6.5℃）基本一致，但降水量

显著低于其他地区（30与60～146 cm），其平均

干燥指数达0.24，低于临近的华北（0.59）和东北

（0.61）。由此可推断，水分是西北地区物料腐解

的重要限制因子。Bontti等［21］对北美中部草原物

料腐解试验的报道也强调了水分对干旱区有机物料

腐解的重要性。

h 1的区域差异亦与物料类型密切相关（图3a 

～图3d）。其中，绿肥类h1在华南、西北和东北等

地区之间差异不显著，且三者均显著高于华北；秸

秆类呈现出华北＜华南＜西北≈东北；根茬类华北

≈西北＜华南≈东北；而有机肥类在各区域间差异

均不显著。由此可看出，相对于已腐解或半腐解状

态的有机肥类，尚处在完全植物性质的秸秆和根茬

对区域特征，如水热条件、土壤性质等更为敏感。

但值得注意的是，除有机肥外，秸秆、根茬和绿肥

类的h1均呈现华北＜华南。

华南地区水热充足，理论上有利于物料有机碳

的腐解。但该地区广泛分布着质地黏重、酸度大的

红壤，会极大地抑制有机物料的腐解［7］。而华北

（以黄淮海平原为主）的年均降水量和气温虽然相

对较低，但基本上水热同季，且该地区土壤粘粒含

量低，pH中性偏碱，有利于有机物料的腐解［8］。

此外，在土地利用方面，华南地区以水田和水旱轮

作为主，而华北主要为旱地。而本文统计结果已证

实，旱地的h1显著低于水田（图1c）。因此，h1在

华南和华北的差异主要归因于土壤性质和土地利用

的共同作用。

2.6　腐解残留率与气候因子和物料性质的关系

对众多气候因子和物料性质的逐步回归分析

（表3）表明，温度和干燥指数分别是秸秆和根茬

腐解过程中最主要的单一影响因子，但二者对h1变

异性的解释率分别仅为15%和13%。若温度和干燥

指数相结合，二者对秸秆和根茬h1变异性的共同解

释率可分别提高到36%和21%。总体上，秸秆和根

茬的h1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随干燥指数的增加而

增大。而物料化学性质中，仅C∶N比和C含量分别

与气候因子一起对秸秆和根茬的h1有显著影响。

与秸秆和根茬不同，绿肥类h1与各气候因子均

无显著的相关性，与物料性质中的lignin∶N显著

相关（表3）。但该指标仅可解释其变异性的5%

（R2 = 0.05）。而有机肥与主要气候因子和物料性

质均无显著关系，表明已腐解或半腐解状态的有机

肥，其h1可能更多地受到土壤理化性质和生物学过

程的影响。

以上的逐步回归分析中，物料性质对秸秆和

根茬表现出较弱的相关性，主要是因为同一物料类

型的有机物料，其化学组分均比较接近。而对秸

秆、根茬和绿肥等多种物料类型的综合分析表明，

lignin∶N是影响物料腐解的最主要因子，年均温

和干燥指数则居于其次。三者可共同解释h1变异性

的31%（R2 = 0.31）。该解释率远低于森林、草地

等生态系统气候和物料性质等对凋落物腐解的解释

率。例如，Zhang等［4］对全球110个研究点位的统

计结果表明，有机物料的C∶N和矿质养分含量是

草地、灌木、森林等陆地生态系统地表凋落物腐解

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可解释凋落物腐解速率变异性

的70.2%，而物料性质与气候因子可共同解释凋落

物腐解速率变异性的87.5%。Silver和Miya［5］研究

表明，森林系统中根系的腐解速率与其化学组分

（尤其是钙含量）最为密切，而物料性质与气候因

子相结合可解释根系腐解速率变异性的90%。如此

差异，一方面与不同研究的空间尺度和囊括的物料

类型有关。例如，相比于其他全球尺度的研究，本

研究仅限于中国，其空间尺度（地理和气候）和物

料类型均比较有限，各因子的变化范围相对较窄。

另一方面，与人为管理有关。本研究为农田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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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强烈的人为干扰（如施肥、灌溉、耕作等），有

机物料的腐解可能更多受到土壤性质和人为管理等

因素的影响。但值得肯定的是，本研究和其他报道

共同证实［4-5，11］，陆地生态系统有机物料在第一

年腐解过程中，物料性质较气候因子占主导。多点

位跨区域的长期腐解试验表明，气候因子如温度、

水分等主要通过调控植被类型的分布，而间接作用

于凋落物的前期腐解［6，16］。

3　结　论

中国不同有机物料第一年的腐解残留率平均

为0.335 g g-1，受物料性质、区域特征以及二者交

互作用的共同影响。腐解残留率在区域上总体呈华

南≈华北＜西北≈东北。其中，在华南、华北和东

北，腐解残留率总体呈绿肥＜秸秆＜根茬≈有机

肥；而在西北区，受水分因子的限制，各物料类型

间并无显著差异。对于完全植物性的有机物料（绿

肥、秸秆和根茬），其腐解过程受到物料性质和气

候因子的显著影响，且物料性质较气候因子占主

导；但对于腐解或半腐解状态的有机肥，其腐解可

能更多地受到土壤性质的影响。

致　谢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已发表的文献，在

此对所有文献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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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mposition of Organic Materials in Cropland Soils across China：A Meta-analysis

WANG Jinzhou1，2　LU Chang’ai1　ZHANG Wenju1　FENG Gu2　WANG Xiujun3　XU Minggang1†

（1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Improving Quality of Arable Land，Beijing 100081，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94，China）

（3 College of Global Change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Decomposition of organic materials in cropland soils is critical to recycling of soil carbon

（C）and nutrients. We collected data from the 56 published studies during 1980—2013 that have examined 

the decomposition of organic materials across China. Our objectives were to to quantify the fraction of C 

remaining after one year’s decomposition（h1）an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ypes of organic materials

（green manure，straw，root and manure）and agricultural regions（Northeast，Northwest，North and South 

China）. Overall，h1 ranged from 0.10 to 0.75 g g-1，with an average of 0.335 ± 0.005 g g-1 across China，

and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ypes of organic materials and agricultural region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On the whole，in terms of h1，the four major types of organic materials displayed an order of green 

manure ＜ straw ＜ root and organic manure，and the regions，an order of South China ≈ North China 

＜ Northwest China ≈ Northeast China. However，the regional variation of h1 was also affected by type of 

organic materials. For instance，h1 of straw，root and green manure were lower in North China than in South 

and Northeast China，while h1 of organic manure did not differ much between regions. On the other hand，

h1 of organic materials also varied with the regions. For example，in humid and semi-humid Northeast，North 

and South China，h1 of root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reen manure and straw，while in the arid and semi-arid 

Northwest China，h1 did not differ much between types of organic materials，because of aridity.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es shows that lignin∶N ratio is the major factor regulating decomposition of 

straw，root and green manure，while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and aridity follows in the effect. However，

decomposition of organic manure，which had already been decomposed or semi-decomposed，wa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climatic factors，nor by quality（chemical composition）of the organic material. 

In addition，a singer factor，either of climate or of quality of organic materials，could maximally explain 

no more than 15% of the variability of h1，and the combination of climatic factors and quality of the organic 

materials could only explain less than 40% of the variability，which suggests that to predict accurately the 

decomposition processes of organic materials in cropland，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mpacts of the 

regional or site-specific characteristics，such as soil physic-chemical and biological properties.

Key words　Manure；Straw；Fraction of carbon remaining；Litter quality；L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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