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8 卷 第 1 期

2 0 0 1 年 2 月

土 壤 学 报

ACT A PE 】1 〕L O G ICA S IN ICA

V o l
.

38
,
N O

.

l

Fe b 二 2 00 1

退化草地暗沃寒冻雏形土 C O :
释放的

日变化和季节动态
’

张金霞 曹广民 周党卫 赵新全 周兴民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西宁 8 10 0 0 1)

摘 要 采 用C卜 30 1PS红外 CO Z

分析仪
,

测定了退化草地暗沃寒冻雏形土 C 0 2
排放速

率
。

研究结果表明
:

(1)CO Z
排放速率具有明显的 日变化

,

日最大排放速率在 12
:

oo 一 14
:

oo 时

出现
,

最低值出现于凌晨 4: 00 一 8
:

00
。

白天大于夜晚
。

(2) 植物生长季
,

co
Z

释放速率有明显

的季节变化和物候变化
,

日平均释放速率为 (320
.

86 士 130 .4 9) m g/ m , ·

h
,

c 0 2
释放速率的物候

变异为草盛期 > 草枯黄期 > 草返青期
。

(3) Cq 释放速率的日变化进程主要受气温和地表温

度制约
,

而季节动态与气温及 o 一 30c m 地温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

(4) 退化草地上 C 0 2
释放

速率较低
。

关键词 Cq 释放速率
,

暗沃寒冻雏形土
,

气温
,

地温

中图分类号 51 51

由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变化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是 目前最重要 的全球性的环境间题之

一
,

已引起科学家的普遍关注 [‘一 ’]
。

大气温室气体浓度 已发生全球尺度 的变化
,

其中最重

要的 C 0
2
已 由工业化前的全球平均浓度 2 8 om g /雌上升到 1992 年 3 56 mg /吨[4j

,

当前正以

l
.

sm g /吨年速度增长
,

对人们生存 的地球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高寒灌丛广泛分布于

青藏高原
,

是高原地带性与山地垂直地带性的主要植被类型 [51
。

它具有适应高寒气候的生

态特性
。

高寒灌丛草甸覆被下土壤为暗沃寒冻雏形 土
,

由于其有机质含量丰富 (7
.

0% 一

20
.

0 % )
,

它不仅是碳素的巨大储存库
,

也为温室气体 CO Z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

近年来
,

由于过度放牧及人为活动的影 响
,

使草场退化
,

严重影响了草地生产力
。

本研究

的对象为高寒灌丛草甸对大气温室气体的贡献作用及过度放牧对其的影响
。

1 材料和方法

L l 试验样地

试验设置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 (3 7
“

29‘ 一 3 7
0
4 5 ‘N

,

10 1
“

12
‘

一 1 0 1
”

33‘ E
,

海

*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G 19 9 8 0 4 0 8 0 0)
、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项目(KZ 9 5 1一1一20 4
、

KZ 9 5 T
.

刃6) 和 中国科

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基金资助项目

收稿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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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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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 32 50 m )
,

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
。

一年仅有冷暖两季之分
,

冷季漫长而寒冷
。

年平均气温 一 1
.

7℃
,

年降水 6 00 ~ 左右
,

且集中分布于 6 至 9 月 (占全年降水的 70 % )
,

植物生长季水热同期
,

有利于牧草生

长
。

选择了广泛分布于山地阴坡和偏阴坡的高寒灌丛草甸为研究对象
,

植物群落结构简单
,

分灌丛和草

本两层
,

灌丛以金露梅 (Po te n tilld fr
u tico sa) 为主要建群种

,

杂有山生柳 (勘lix or itr op ha) ; 草本以线叶篙

草 (灿br e sia eQp ill如zia )
,

矮篙草 (彻b re s ia hu m ilis )
,

美 丽风毛菊 (撇u ss u r e a s即
e r占a )

,

雪 白委 陵菜

(Po te n lil la ni ve a) 等为主
。

试验是在重度放牧的样地进行
,

放牧强度为 5. 35 只 / hm
Z
羊

,

牧草的利用率约为

60 %
,

放牧时间为 5 个月 l6]
,

由于过度放牧作用
,

草场趋于退化
,

植被盖度由 70 % 降至 40 % 左右
,

地上生物

量明显减少
。

土壤类型为暗沃寒冻雏形土
。

植物生长季
,

影响土壤 Cq 释放的气候因子见表 1
。

表1 海北站植物生长季气候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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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测定方法

气体采集箱是用特制的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作的密闭箱 (高 300 ro r。 ,

内径 245 ~ )
。

测定时将箱体

底座埋人地下
,

剪去箱体内地表植物
,

箱体和底座间以水密封
。

C 0 2

采用 Cl-- 30 lP s红外 C0 2

分析仪
,

以闭

路系统 A b sof ute 功能进行气体浓度测定
,

实验设置三个重复
。

测定箱体 ro 分钟内土壤 CO
Z
释放的浓度

值
,

以近地面植物冠层大气 CO Z
的浓度作本底

,

采样速率 1而n, 流速 0
.

5L/ 而n
。

测定前用 37 4. 42 mg /吨标

准气对仪器进行校准
,

该仪器用碱石灰进行零点校 正
,

采集气体以硅胶进行脱水
。

Cq 释放速率按 F =

Wd
。/d 叶算

。

其中
,

F 为 Cq 释放速率 (m of m 一 ’ ·

h
一 ’
) ; W 为箱体内气体经温度和压力校正后的质量流

速 (m o l/ m , · s) ; de zd t为测定时l’ed 内 Cq 浓度的变化速率
。

实验测定频度为
:

每月观测两次
,

分别在 7 日和 22 日左右进行
,

日测定频度为
:

10
:

oo
、

12
:

oo
、

14
:

00
、

16 : 00
、

15 : 00
、

20
:

0 0
、

22
:

0 0
、

24
:

0 0 及次 日 4 : 0 0
、

6
:

0 0
、

8
:

0 0
、

10
:

0 0
·

在每次测定 Cq 释放的同时
,

测定气

温和 0一 3 0e m 不同土层的土壤温度
,

在每个测定 日同时采集 0一 10 c m
、

10 ~ 20em
、

20 一 30 e m
、

3 0一 4 0e m
、

40 一 50 c m 的土壤测定土壤水分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退化暗沃寒冻雏形土 C O Z
释放速率的日变化

退化暗沃寒冻雏形土 c O Z
释放速率呈现 明显的 日变化进程 (图 l)

。

最大释放速率出

现在 12
:

00 一 1 6
:

oo 时
,

最低值出现在 4
:

00 一 8
:

oo 时左右
,

植物生长季退化暗沃寒冻雏形

土平均 C 0 2
释放速率的日变化进程与气温

、

地表温变化趋势相似
,

从凌晨 6
:

00 co
2释放速

率逐渐增加
,

到 14
:

oo 达最大值
,

随后又逐渐下降
,

至次日凌晨 6
:

00 时又趋于最低值
。

退

化暗沃寒冻雏形土 C 0 2释放速率白天大于夜晚
,

5 月 11 日
、

7 月 7 日
、

9 月 27 日 (8 :0 0 一

18 : 0 0 )Co Z
释放速率平均值分别为 2 7 3

.

0 4 m g m
一 ’h

一 ’、 7 9 8
.

4 7 m g m
一 ’h

一 ‘、

3 34
.

19 m g m
一 ’h

一 ‘,

分别是夜晚 (20 :oo 一 6 : 00) 的 1
.

09 倍
,

1
.

犯倍和 1
.

39 倍
。

退化暗沃寒冻雏形土 CO Z释放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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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日变化进程主要受气温和地表温度的制约
,

与 S te ve nlv ]所得研究结果相似
。

‘�0,j内、

一 . - 释放速率

�尸�兰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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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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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
1 5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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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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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QOJ。器留

6 :0 0

图 1

1 0 : 0 0 1 4 :0 0 1 8 : 0 0

时间 Ti m e

2 2 : 0 0 2 :0 0 6 : 0 0

退化草地暗沃寒冻雏形土 co
Z

释放速率的日变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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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退化草地暗沃寒冻雏形土土壤 CO :
释放速率的物候进程

不同物候期退化草地暗沃寒冻雏形土 C q 释放速率不同 (图 2)
。

牧草返青期 (5 一 6 月 )
、

草盛期 (7 一 8 月 )和草枯黄期 (9 月 )
,

其土壤 Cq 释放速率的平均值分别为 2 78
,

8 3 lr lg m
一 Zh

一 ’、

56 2
.

0 3哪m 一 ’h
一 ‘

和 4 14
.

9 3 m gm
一 ’h

一 ‘,

即草盛期 > 枯黄期 > 返青期
。

返青期
800600000400200 。

哥侧肆圳

�飞飞朋旦
uo一55�UJ一。‘。忿。裕国

6 : 0 0 1 0 : 0 0 1 4 :0 0 1 8 :0 0

时间 Ti m
e

2 2 刃0 2 : 0 0 6 :0 0

图 2 不同物候期退化草地暗沃寒冻雏形土 C伍释放速率的 日变化

R g
.

2 块il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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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 n d

图 2 显示了不 同物候期退化暗沃寒冻雏形土土壤 Cq 平均释放速率的 日变化进程
。

各物候期峰值均出现在 14 :oo 时
,

同时草盛期 日变幅较高
,

返青期和枯黄期较低
。

不 同物

候期退化暗沃寒冻雏形土 C q 释放速率与气温
、

地表温均呈极显著相关关系 (表 2)
。

不同物候期 CO : 释放速率用新多极差 (LS R) 方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测定 (表 3 )
,

草盛期

与返青期
,

草盛期与枯黄期都达到差异显著水准 (P< 0
.

0 5 )
,

而枯黄期与返青期未达到差异

显著水准
。

草盛期与返青期达到极显著差异 (P< 0
.

OI )
,

与枯黄期则未达到极显著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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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退化草地暗沃寒冻雏形土土壤 Cq 释放速率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关系

砒lati
o n shi p be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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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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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力1 1SSIO n

(m g /mz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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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 era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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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地表温度

A v er a ge 5 01 1

与气温的相 关系数

C o r relati o ll w ith

te m pe ratu re u rfa c e te lllpe r atu r e

(℃) (℃)

草返青期

草盛期

枯黄期

2 8 7 8 3

56 2
.

0 3

3 14
.

9 3

出r te ln pe ra tu re

r

0
.

9 3 3 4
* 中

0 9 70 9
* *

0乡6 1 7
申 *

与地温的相关系数

C o ll℃lati
o n w ith 5 0 11

su 币犯 e te m pe ra tu re

0乡5 4 7

0
.

9 7 9 9

0
.

9 2 6 6

10.216.5957.312.16.9

* * 产 : 0
.

0 1

表3 不同物候期土壤C仇排放速率的LSR 法比较

T a b le 3 C o n 1Pan
so n o f r ate o f Cq

effi ux 饰 L SR me Ul od in the di ffe re nt Phe
no Ph韶e pe ri 以15

物 候 期 释放速率均值 差异显著性

Sta ti sti c al di l?fe re nc e

Ph
en o Phas e 声ri o d s R旧妞 o f C0 2 e

而
ssio n

�日�n
‘

l
.
.-

‘
络00门z

心...

草盛期

枯黄期

返青期

2. 3 退化草地暗沃寒冻雏形土 C O Z
释放速率的季节动态

植物生长季 5一 9 月
,

土壤 C o z
释放速率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图 3)

,

整个生长季呈双峰双

谷曲线
,

最大峰值 698
.

“mg m
一 ’h

一 ‘

出现在 7 月 7 日 ;
第二峰值 6 18

.

44 mg m 一 Zh
一 ’出现在 8 月

2 2 日;
双谷值出现在 6 月 7 日和 7 月 2 2 日; 整个生长季最低值为 2 12

.

8 3爬m 一 ’h
一 ‘

(6 月 7

日)
;
植物生长季退化暗沃寒冻雏形土 C O Z平均释速率为 (3 20

.

86 士 130
.

4 9) mg m 一 ’h
一 ’

。

8 月

7 日测定结果 (12
.

33 g m 一 ’
d

一 ‘

)与 Se iko 在休闲地 H
.

lg m 一 ’d
一 ‘结果相近

,

较大豆地的 CO Z
排

放值低l7] 。

而较美国 Ai as ka 冻原的释放速率高[8]
。

生长季 日最大振幅 58 5. 4mg m 一 ’h
一 ’

(8 月 7

日)
,

最小振幅 2 03
.

sl mg m 一 ’h
一 ’

(5 月 1 1 日)
,

整个生长季测定日 CO Z
排放速率与当天的平均

0000000
了04,‘

舞瑙侧睡

户‘飞如日�
uo�留�日书苏�℃。“苟

5 / 1 1 5 / 2 1 6 / 7 6 /2 3 7 / 7 7 / 2 2 8 / 7 8 / 2 2 9 / 7 9 / 2 7

日期 D a te

图 3 退化草地暗沃寒冻雏形土 Cq 释放速率的季节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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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
、

0 一 3 0c m 各层平均地温均呈极显著相关水准 (表 4)
。

表明 Co Z排放的季节动态同样受

气温及各土层温度控制
。

表 4 植物生长季土坡 C q 排放速率与气温
、

地温的相关分析

T a b le 4 C o
二lati o n

an al y sis o f r ate o f C q
e
而

ssio n to ai r te m pe ra tu re alld 5 0 11 te m pe ra tu re

In g m w l
飞

se邵o n

温 度

Te m pe
ra tt lr e

(℃ )

大气温度

o e m 地温

se m 地温

10 e m 地温

1 5e m 地温

2 0 e m 地温

30 c m 地温

回 归 方 程

称 g re ssio n eq u ati o n

y= 一 4 3
.

2 7 + 4 7
.

4 lx

y= 一 8 5
.

0 1+ 3 7碑4 x

y= 一 14 8
.

8 3 + 4 7
.

14 x

y= 一 12 1 0 + 4 7
.

19x

厂一 9 9乡6 + 4 9
.

2 9x

厂一 7 7
.

3 2 + 5 0
.

4 8x

y= 一 3 0
.

8 0 + 4 7
.

4 4x

0名39 8

0 84 9 5

0 8 3 8 5

0 84 19

0 名54 1

0
.

84 72

0
.

8 2 3 1

2.4 不同天气状况对 C 0 2
释放速率的影响

天气状况对 CO Z释放速率有一定影响
。

6 月 7 日是整个生长季的最低值
,

6 月 7 日和 7

月 2 2 日的天气状况列于表 5
。

表5 不同天气状况下的CO :

释放速率

T a b le S T七e rate of C 0 2 e
而

ssion
u nd e r di ffe 代nt w eathe r e o n di ti o ns

日期

1为te

6月 7 日

时间

Ti m e

1 0 : 00

1 2 : 00

1 4 : 0 0

16 : 0 0

18 : 0 0

2 0 : 0 0

天气状况

W e a thC r Sta te

气温 (℃ ) 地表温度 (℃ )

5 0 11 su ri泊ee te m pe ra tu re

co
Z释放速率 (m g m

一 , h
一 ,
)

凡妓e o f C 0 2 e
而

ssio n

19 6
.

3 1

36 2
.

0 5

34 5
.

5 5

7 1 2 4 0

5 8 1
.

6 4

36 3
.

3 3

4
1、�n�尸J�日O八

.奋.

⋯
O入��6门QO2门z,‘

,二,一,乙
,.且,
1

大雨

大雨

晴

晴

大雨

小雨

Ai
r te m Pe ra tu re

6
.

1

15
.

8

7月 2 2 日

17
.

8

18
.

4

12
.

4

10
.

4

由表 4 可知
,

下雨使气温和土壤温度降低
,

使微生物数量和活性数受到抑制
。

由于下

雨
,

水分 占据 了土壤空隙
,

土壤气体不易产生或产生后易溶于水 中
,

并且 CO : 在水中的扩

散常数很低 (1
.

77 x ro
“ ’c m / S )

,

使土壤 气体和 大气难 于进 行 交 换
。

7 月 22 日 16 :0 0
、

18 :00
、

20 :00 时测定的 CO Z
释放速率均较 7 月 7 日低

,

6 月 7 日每点测定值均低于 5 月 21 日

测定值
,

而 6 月 7 日各测定时间的温度较 5 月 21 日相应的温度值都高
。

2. 5 放牧作用对高寒灌丛草甸 CO Z释放速率的影响

放牧作用使 CO Z
释放速率降低

,

本区测定 CO Z 的排放速率轻牧为 ( 11
.

56 土 3
.

92)

g m
一 ’d

一 ‘(l)
,

而重牧条件下
,

高寒灌丛草甸 CO Z
排放速率则为 ( ro

.

05 士 3
.

9 6 ) g m
一 Z d

一 ‘,

轻

牧和重牧情况下 CO Z释放速率经 F 检验
,

达显著差异 (P < 0
.

05 )a

( l) 曹广民等未发表资料
,

1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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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土壤 中 CO Z的产生主要依赖于土壤 中有机物质的数量及矿化速率
、

土壤微生物类群

的数量及活性
、

土壤动物及植物的呼吸作用
。

CO
Z

排放实际上是土壤中生物代谢和生物化

学过程等所有因素的综合产物
。

因此
,

能影响土壤 生物学过程及生物化学反应速率的因

素都影响土壤 Cq 释放速率
。

环境条件
,

植被状况和气象因子如气温
、

土壤温度
、

降水
、

气

压
、

风速等都影响 Cq 排放
。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年均气温为 一 1
.

7℃
。

最热的 7

月份平均气温也小于 10 ℃
,

最冷的一月份平均气温 一 巧℃
。

植物生长季短
,

仅有 145 天左

右
。

暗沃寒冻雏形土土壤有机质含量丰富 1 89 .4 6 t/ hm 2
(0 一 10c m )为微生物提供了丰富的

能源
。

3. 1 温度对土壤 CO Z
释放的影响

温度不仅影响微生物细胞 的物理反应及化学反应速率
,

而且对环境 中的物理化学特

征也有影响
。

如土壤容积
、

压力
、

氧化还原电位
、

扩散
、

布朗运动
、

粘度表面张力和水结构
。

微生物细胞的活动是受热力学定律所控制
。

土壤有机质在微生物参与下分解成简单的有

机化合物
,

有一部分进一步矿化成 CO Z、

NO
Z、

凡
、

N H 3 、 C坟
、

巩O 等
。

该矿化过程受温度的

控制
。

Cq 排放速率的日均值与气温
、

地表温度呈强烈的相关关系 (表 6)
。

表6 C仇 排放速率与气温
、

地表温度的相关关系

T a b le 6 T七e e o

能lati
o n e oc ffi eie n t o f ra te o f Cq

e
而

ssio n w ith ai r te m pe ra tu re alld 5 0 11 su ri石c e te m pe r a奴lre

气温
地表温度

气温确撇
5 01 1 su ri石ee

Ai
r te m pe ra tu re te lllpe m tu re Ai

r te m pe r atu r e

地表温度

5 0 11 Su ri泊c e

te m pe n ltu re

珊撅

..

⋯
..

⋯
nU乙n咤J,山内j�、�

,..一、�,‘
�、一n,八兮n,O了�入

今中巾巾.中中中

,‘4八U
00
4

尸JQ了44
00n,00八,n,只�

.

.

..
-

0八U
�IjCUCU0

.

96 1

0
.

92 1

0
.

9 1 3

0 70 9

0 9 0 8

7月 2 2 日

8月 7 日

8月 2 2 H

9月 7 日

9月 2 7 日
⋯

.

⋯

..1‘.10了,1,4�、曰只O户,‘月了Q,9�八托�‘OR�5月 1 1 日

5月2 1 日

6月7 日

6月2 3 日

7月7 日

除 6 月 23 日 CO Z
排放速率与气温呈显著相关外

,

其余所有点与气温地表温度都表现

出极显著相关关系
。

温度是影响微生物数量及活性的主要因子
,

地表温度直接受太阳辐

射影响
,

白天增热
,

夜晚散热
,

随气温的变化而变化
。

微生物数量及活性也正是表层最高
,

有机质矿化受温度影响而波动
,

因而表现出 C 0 2
排放速率与温度的高度相关性

。

co
Z

排放

速率与气温和地表温度极好的相关性
,

也进一步说明土壤 CO Z的排放主要是地表的贡献

作用
。

并且随土层深度递减[8,9 〕
。

土壤 Cq 排放速率的季节动态与气温
,

地温 (0 一 30c m )都表现出极显著 的相关关系

(表 4)
。

白天土壤表层吸收太阳辐射能
,

逐渐向下层传递热量
。

受土壤热传导及热容量 的

影响
,

土壤下层温度最高峰值与最低值滞后于表土层
,

土壤下层温度变化不如表层剧烈
,

温度的季节动态主要受土壤各层 日均温变化的影响
,

土壤各层温度 的变化直接制约了微

生物活性和生化反应速率
,

因而 co
Z
排放的季节动态与气温和各土层温度都表现了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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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
。

以上说明热量条件在高寒地区是增强土壤 中生命活动及提高反应速率的主要 因素
。

因而在高寒地区热量条件对 CO Z
排放速率较其他环境 因素更敏感

。

这与有机氮矿化之研

究结论一致 [, 0 1
。

1 2 土壤微生物对 C 0 2
排放的影响

高寒灌丛覆盖下的暗沃寒冻雏形土有机质含量极为丰富
,

为微生物提供了丰富的物

质源泉
。

在高寒灌丛草甸地区土壤微生物总生物量和 CO
Z

释放速率有 良好的相关性
,

各种

微生物数量的高峰期及纤维素分解的高峰期均出现在 7 一 9 月 [l ‘]
。

真菌生物量 的季节动态

也是 7 一 8 月达最高值 [1 2]
,

与 CO Z排放速率一致
。

在植物生长季
,

5 月份牧草返青
,

气温逐渐回升
,

土壤冻层内水分开始融化并向地表迁

移
,

保持了土壤水分
,

这时根系分泌物也逐渐增多
。

死根生物量在牧草返青期开始增加
,

到 6 月份达最高值
,

为微生物提供了足够的能源
。

随着气温的增高
,

土壤温度也升高
,

土壤

中生物代谢活性增强
,

土壤 CO Z
排放也增强

,

7 月至 8 月达高峰值
。

8 月下旬以后气温下

降
,

地温也 随之降低
,

9 月份 随气温和地温降低微生物数量也减少
,

C 0 2
释放速率急剧下

降
。

3. 3 植被对 C 0 2排放的影响

陆地生态系统碳素循环的主要形式是通过光合作用固定大气中的 C O
Z ,

绿色植物将

CO
Z

与水反应转化生成具有确定结构和丰富多样的有机化合物
,

即形成初级生产力
。

大气

中的 CO Z不断地得到由土壤有机质不断分解所释放出来的 CO
Z

的补充
。

暗沃寒冻雏形土

土壤 C O
Z

释放速率与植物地上部分活体重的季节动态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 ; 二 0

.

9 0 0 7
,

尸 < 0
.

01
。

说明 CO
Z

排放与植物体新陈代谢强度关系极为密切
。

植物根系的呼吸强度直接

影响 Cq 的释放速率
。

根系生物量愈大
,

其呼吸强度也愈大
。

有研究表明泥炭土中根系呼

吸占CO Z
总排放量 的 10% 一40 0/0[

, ’〕
。

高寒灌丛地区根系呼吸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3. 4 水分对 CO Z
释放的影响

土壤水分不仅影 响生物体的有效水分
,

也影响土壤通气状况及可溶物质的本质和数

量
、

渗透压和 p H 等
。

实验 区暗沃寒冻雏形土水分含量 (34
.

4 % 一 75
.

0%
,

0 一 1 0c m )与 C 0 2释

放速率呈极显著相 关关系 (
; = 0. 7 6 8 2

,

尸 < 0
.

0 1)
。

但 因水分在该区较充足
,

并不像温度

对植物生长及 CO Z
释放表现的非常敏感

。

3. 5 不同放牧强度对 C 0 2
释放的影响

在不同放牧强度下
,

植物地上生物量随放牧强度 的增加而减少
,

优良牧草也减少
,

高

原殿鼠的新土丘数明显增加 [6]
。

放牧强度不同
,

使草地退化程度也不 同
。

草地退化后
,

使

其土壤肥力降低
,

土壤微生物数量和微 生物种类也降低
。

草地退化使土壤生化活性降

低
,

从而影响到土壤的碳素循环 [l4j
。

退化草地的植物生物量及地下根系生物量都较低
。

因

而退化暗沃寒冻雏形土 C 0 2释放速率较低
。

综上所述
,

土壤 Cq 排放速率主要受土壤有机物质的数量
、

微生物类群的数量及 活性

和根系生物量的制约
。

环境 因子
,

主要为热量和水分条件
,

是通过影 响土壤生物学过程及

生物化学反应速度
,

从而影响土壤 C0 2 的排放
。

因此
,

土壤 CO Z
排放表现出对温度的强烈

依赖性
。

放牧强度增大
,

人为活动干扰致使土壤退化
,

co
Z

释放速率 明显减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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