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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土壤呼吸在全球碳收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笔者对草地生态系统土壤呼吸在陆地生态系统碳平衡中的作用、

土壤呼吸的分类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综述。结果表明 ,草地生态系统土壤呼吸在不同时间空间各组分所占

比例不同 ,生物、非生物及人为活动等因素对草地土壤呼吸影响各异 ,主要从土壤温度、气候变暖、土壤湿度、降水、

干旱化、土壤 C/ N 等非生物因素 ,叶面积指数、植物光合作用、植被凋落物等生物因素以及人类干扰活动等方面具

体阐述这些因素变化对土壤呼吸产生的影响 ,并对草地土壤呼吸的 Q10值及各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进行归纳总

结。提出草地生态系统土壤呼吸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今后重点发展方向 ,并对未来草地生态系统土壤呼吸的研究工

作做了进一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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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世纪人类正面临着全球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全球性温室效应、气候变暖等生态问题严重威胁

着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已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 ,CO2 作为主要的温室气体而倍受关注[1 ] 。据

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 2 ]公布的数据 ,大气中 CO2 浓度现正呈上升趋势。预计到 21

世纪中叶 ,大气 CO2含量将增加 1 倍。

1978 年 Woodwell [3 ]报道的热带雨林改造为农田使其由碳汇转变为碳源 ,引起人们对碳循环研究的重视。

目前全球碳循环研究工作主要是估算各碳库的储量及碳库间的交换通量。土壤碳库量为 1 300～2 000 Pg C ,约

占碳总量的 67 %[4 ] ,是仅次于海洋的全球第 2 大有机碳库 ,土壤碳库是陆地植被碳库的 2～3 倍和大气碳库的 2

倍多[ 5 ] 。土壤呼吸是土壤碳输出的主要途径 ,每年因土壤呼吸排放约 50～75 Pg C ,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5 %～

25 %[ 6 ] ,超过全球陆地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 ,也超过由化石燃料等燃烧向大气中排放的 CO2 量 ,其微小变化都

可能导致大气 CO2 浓度较大改变[7 ] ,进而影响气候变化。因此土壤呼吸作用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生态过

程 ,已成为全球碳循环研究的核心问题[8 ] ,国内外对其进行了广泛研究[7～9 ] 。

土壤呼吸是土壤生态系统营养循环与能量转化的外在表现 , 不仅是碳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土壤有机

质矿化速率和异养代谢活性的指示[10 ] 。土壤呼吸作用 ,严格意义上讲是指未受扰动的土壤中由于土壤有机体、

根和菌根的呼吸排放 CO2 的所有代谢作用[9 ] ,包括根系的自养呼吸、根际和土壤微生物的异养呼吸 ,土壤动物的

异养呼吸这 3 个活性过程以及含碳矿物质的化学氧化与分解释放作用这一非生物学过程。其中土壤动物呼吸和

土壤中的非生物学过程产生的 CO2 量只占很小比例 ,在实际测量或估算中常常被忽略[11 ] ,通常我们所说的土壤

呼吸主要指根呼吸和微生物呼吸。

从全球范围来看 , 有关全球陆地生态系统土壤呼吸的研究已涉及到农田、草原、森林、湿地、冻原等生态系

统[12 ,13 ] ,且多集中于北美的温带草原[14 ]以及部分印度[15 ] 和澳大利亚的热带草原[16 ] 等区域 , 并取得了一定的研

究成果 ,对于欧亚大陆温带干旱、半干旱草地涉及较少。并且草地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最为严重的生态系统之一 ,

研究草地生态系统的碳循环与其影响因素对于深入理解全球碳循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就草地生态系统

土壤呼吸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作一论述 ,并提出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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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生态类型之一[17 ] ,在地球表面分布最为广泛 ,各类草地总面积为 44. 5 ×108

hm2 ,约占陆地总面积的 25 %[18 ] ,多处于许多不能生长为森林也不适宜开垦为农田的生态环境较严酷的地区[19 ] ,

放牧和农垦活动频繁 ,是目前人类活动影响较为严重的区域。脆弱的生态环境与频繁的人类活动使之较其他生

态系统对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的响应更为敏感[20 ] ,草地生态系统贮存的碳总量约为 266. 3 Pg ,占陆地生态系统

碳储量的 15. 2 % ,其中 89. 4 %贮存在土壤中 ,仅有 10. 6 %贮存在植被当中[17 ] 。草地土壤通过土壤呼吸作用向大

气释放 CO2 是草地生态系统碳循环中最主要的一个环节 ,在区域气候变化及全球碳循环中占有重要的位置[21 ] 。

因此 ,对于草地生态系统土壤呼吸过程与机制的研究 ,对于深入理解草地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 ,以及定量分析碳

源汇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

从土壤呼吸产生的生理学机制看 , 草地土壤呼吸主要包括自氧呼吸和异氧呼吸 ,自养呼吸为根系呼吸 ,异养

呼吸为土壤微生物呼吸 (土壤动物呼吸忽略不计) [22 ] 。根系呼吸的测定主要集中在森林生态系统 , Ep ron 等[ 23 ]在

研究 30 年生的山毛榉 ( Fa g us s y l v atica)林时 ,认为根系呼吸占整个土壤呼吸的 60 %。Hogberg 等[24 ] 用环剥试

验法研究樟子松 ( Pi nus sy l vest ris)林土壤呼吸的 54 %来自于根系呼吸。也有研究认为根系呼吸在整个土壤呼

吸中所占的比例占 23 %～33 %[ 25 ] 。而微生物呼吸占土壤呼吸的 70 %左右[26 ] ,土壤微生物在不同生态系统和不

同环境条件下其驱动力大小及作用特点有较大的差异。要全面地了解土壤微生物在碳循环中的作用特点 ,有必

要在不同生态系统中开展综合研究 ,明确土壤微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反馈机制等。

草地生态系统土壤呼吸是一种复杂的生物学过程 ,受多因素影响 ,表现出明显的昼夜、月份、年际变化。其生

物学过程的影响因包括植被类型 ,净生态系统生产力、地上和地下生物量的分配、叶面积指数、枯落物、种群和群

落的相互作用[27 ]和土壤动物[28 ]等 ;非生物学过程的因子包括土壤温度、土壤湿度、降水、土壤 C 和 N 含量、土壤

孔隙度、土壤 - 植被 - 大气系统间的 CO2 浓度梯度[29 ] 、p H 值[30 ]和风速[31 ] 等 ;人为因素包括土地利用、施肥和采

伐[32 ]等。

1 　非生物因素

1 . 1 　温度因素

温度是影响植物生长、发育和功能的重要环境因子 ,是调节许多陆地生态系统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关键因素

之一[ 34 ] 。草地土壤呼吸对温度变化响应的研究备受瞩目[33 ] 。土壤呼吸与土壤温度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其响应方

程有多种类型 ,包括线性方程[13 ] 、指数方程[ 35 ] 、Arrhenius 方程[36 ] 、幂函数方程[37 ]和逻辑斯缔方程[ 38 ] 等。贾丙瑞

等[39 ]对放牧羊草样地土壤呼吸速率与温度的相关性研究得出土壤呼吸速率与大气温度、地表温度以及 5 cm 地

温都具有较好的指数相关性 ,尤以与 5 cm 地温指数相关性最好。

据 IPCC 最新预测 ,到 2100 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 1. 8～4. 0 ℃[40 ] ,而土壤呼吸对温度的变化相当敏感 ,因

此土壤呼吸的温度敏感性研究得到广泛关注。土壤呼吸的温度敏感性通常利用 Q10 描述 ,并通过下式确定 Q10

值 :Q10 = e10b ,式中 ,b为温度反应系数 ,即温度每升高 10 ℃,土壤呼吸增加的倍数 ,该模型在低温时的拟合效果明

显好于高温时的拟合效果[41 ] 。这说明温度较低时 ,根系和土壤微生物的代谢活动主要受温度变化控制 ,温度较

高时 ,温度不再是限制因子 ,根系和土壤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有研究表明 ,温

度每升高 1 ℃,全球陆地土壤将分解释放 1. 1～3. 4 Pg C 的 CO2 到大气中[42 ] 。Q10值的微小变化就可能引起对土

壤呼吸评价的很大变化 ,从而导致对未来土壤 C 损失量预测的重大误差。因此充分理解温度及其他因素对土壤

呼吸敏感性的影响是预测未来气候变化下的土壤 C 平衡的关键。但是 ,土壤呼吸各分室对温度的敏感性不

同[43 ] ,且土壤呼吸温度敏感性存在着相当大的时空变化 ,这可能与温度以外的土壤理化性质等因素的空间分异

有关。然而迄今为止 ,除了温度以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及其如何影响 Q10值仍然没有明确的结论。目前所报道

的众多 Q10值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Raich 和 Schlesinger [44 ]经过综合研究发现其中值为 2. 4 ,高纬度地区大于低纬

度地区 ,温带草原 Q10值为 2. 0～3. 0。

1 . 2 　水分因素

1 . 2 . 1 　土壤水分因素 　土壤水分是影响草地生态系统 CO2 通量重要影响因子 ,不仅影响根系呼吸和微生物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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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同时还影响 CO2 在土壤中的传输 ,尤其当土壤水分成为胁迫因子时 ,可能取代温度而成为主要控制因子[39 ] ,

王庚辰等[45 ]对温带半干旱草地群落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这一点。土壤水分过低会限制微生物呼吸和根系呼吸 ,而

土壤水分过高会阻塞土壤空隙 ,减少土壤中的 CO2 浓度 ,限制 CO2 的释放 ,导致土壤呼吸强度减弱[46 ] 。土壤呼

吸在一定范围内随土壤湿度增大而增强 ,在接近田间持水量的一定范围内 ,土壤呼吸量最高 ,在饱和或永久萎蔫

含水量时 ,呼吸作用停滞。土壤水分也是控制凋落物分解速率及其分解过程的重要因素[47 ] ,是好氧微生物活性

最主要的控制因素[48 ] 。一般认为含水量在最大持水量的 40 %～80 %时土壤微生物对有机物分解能力最大。对

于干旱条件 (旱地)和淹水条件 (水田)下有机物分解速率问题则存在分歧 ,大多数学者认为淹水条件下有机物分

解更慢 ,但也有相反的结论[49 ] 。

1 . 2 . 2 　降水因素 　降水可以通过影响土壤中生物活动、根系生长需水量、土壤含水量及土壤温度来影响土壤呼

吸。在湿润的生态系统或有干湿交替的生态系统中比较湿润的季节 ,降水对土壤呼吸可能产生较明显的抑制现

象 ,而在干旱的生态系统或干湿交替的生态系统中比较干旱的季节 ,降水可能会强烈地激发土壤呼吸 ,一个可能

原因是降水激活了土壤微生物的活性 ,增加了微生物的种群数量 ,进而增强了其分解活动 ,另一个可能原因是降

雨增加了根系的呼吸。Davidson 等[50 ]在研究巴西亚马逊河流域东部草原土壤呼吸的过程中发现 ,大的降雨事件

过后土壤呼吸会受到明显的抑制。而 Holt 等[51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发现 ,在旱季大的降雨过后 ,土壤 CO2

排放量较降雨之前增加幅度达 300 % ,生态系统 CO2 量明显增大 ,从而抑制土壤呼吸作用。土壤呼吸量在降雨发

生后减小的可能原因是降水导致土壤温度降低 ;此外 ,降雨会降低 CO2 在土壤中大孔径中的传输速率 ,降雨也会

改变土壤的物理性质 ,如粘土含量、土壤紧密度等 ,也会导致土壤 CO2 通量降低。生长季末脉冲性降水会显著促

进生态系统呼吸的结果与在地中海气候条件下的加利福尼亚一年生草地[ 52 ] 和有季节性干旱的新西兰丛生草

地[53 ]的结果相似。西藏高原也表现出类似的结果。因此 ,脉冲性降水可能会促进生态系统的碳排放 ,降低生态

系统的碳吸收。

1 . 3 　季节因素

理解土壤呼吸的季节动态对于估算生态系统的碳收支 ,模拟气候变化对土壤碳固存及估算植物的地下碳分

配均具有重要的意义[54 ] 。土壤呼吸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动态 :一年中一般在 7 - 8 月份最高 ,从 11 - 翌年 4 月份

最低且相对稳定[ 55 ] 。夏季是土壤动物、微生物活动以及植物根系呼吸较为频繁的时期 ,陈四清等[56 ]的研究表明 ,

CO2 排放速率的季节变化趋势与地上生物量 ,尤其与绿色部分的季节动态有一定同步性。所以夏季的土壤 CO2

释放量在全年中会占有很大的比例 ,对一个地区、气候带以及全球 CO2 的浓度的变化会有较大的影响。

现有草地土壤呼吸的研究多集中在生长季 ,且对年土壤呼吸量的估算大多基于冬季土壤呼吸为 0 的假

设[57 ] 。而有关非主要生长季的研究相对较少 ,非主要生长季的土壤呼吸虽明显小于主要生长季 ,冬季土壤呼吸

占年土壤呼吸量的 14 %～30 %[ 58 ] 。冬季由于积雪能够防止土壤冻结 ,维持了微生物较高的活力 ,显著地影响着

生态系统的碳平衡[59 ] 。随着全球变暖 ,尤其是冬季增温和雪覆盖的减少 ,冬季土壤呼吸对区域和全球碳循环的

贡献显得更为重要。草地群落非主要生长季土壤呼吸排放速率不仅与植物生长季存在较大差异 ,且部分时段甚

至表现出与植物生长季不同的通量方向 ,对于非主要生长季土壤呼吸出现负值的原因 ,可能是由于冬季气温与土

壤温度均很低 ,土壤微生物和根系呼吸基本停止 ,土壤空气中没有 CO2 的累积 ,致使土壤空气与大气 CO2 失衡 ,

在大气与土壤 CO2 浓度差的驱动下 ,大气中的 CO2 向土壤扩散 ,从而被土壤固定[60 ] 。非生长季呼吸负通量现象

的出现却给了我们一个提示 :以往单纯利用生长季的观测资料来估算整个年份的总呼吸量将会使所得结果较实

际偏大。提高非生长季土壤呼吸通量的观测频率 ,加强其机制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对草地土壤年呼吸量的

准确估算 ,也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由于陆地生态系统 CO2 源汇估算不准确所带来的碳失踪汇问题。

在植物非生长季 ,土壤呼吸通量则更多地受到温度条件的限制 ,这是因为土壤呼吸的适宜温度范围一般为

10～30 ℃。而在植物非生长季 ,冬季寒冷漫长 ,气温以及土壤温度普遍低于这一范围 ,此时土壤中微生物和植物

根系的活动都受到温度条件的强烈制约 ,温度条件的微小变化在土壤呼吸上都会明显地表现出来。此外 ,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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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生长季 ,植物根系生物量较低 ,根系呼吸所占的比例较小 ,土壤呼吸基本上是以土壤微生物的代谢呼吸为主 ,而

土壤微生物活性主要取决于温度条件的变化[61 ] 。这与李凌浩等[ 62 ] 对温带草地生态系统气温较低时段土壤呼吸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因此 ,在不同年份非生长季 ,温度条件与土壤呼吸的相关关系更密切 ,温度条件的变化多能

解释土壤呼吸速率变化的 70 %以上。

1 . 4 　干旱化

干旱化问题作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受到关注[63 ] 。近年来 ,气候变暖对干旱及干

旱化发生和发展的影响及全球和区域尺度上由增暖所引起的干旱化日趋严重的事实已被揭示[64 ] ,已有研究表明

对干旱化的客观表征需要综合降水和气温的共同影响。且干旱化对于草地生态系统碳收支及土壤呼吸有较强的

影响 ,但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

2 　生物因素

土壤呼吸强度除受环境因子控制外 ,还可能受到其他生物因素 ,如叶面积指数、植被和凋落物等的影响。

2 . 1 　叶面积指数

叶面积指数是衡量植被覆盖度的指标之一 ,与植被类型有关 ,反映植被的生物生产力状况[65 ] 。叶面积指数

大小可以直接影响到植被覆盖下土壤的微气候[66 ] ,也是影响土壤呼吸的重要因素。叶面积指数的季节性变化会

导致土壤呼吸模式的变化 ,Sims 和 Bradford[67 ]选取 20 d 的日平均土壤 CO2 通量值和同步测量的叶面积指数值

进行线性回归后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相关性。Frank [68 ]也发现日平均土壤呼吸与叶面积指数和生物量的年变化趋

势一致且正相关。

2 . 2 　植物光合作用

植物光合作用对土壤呼吸作用有驱动作用[69 ] ,能促进根系和根际微生物活动。一般草地根际呼吸作用对土

壤呼吸作用的贡献可达 51 %～89 %[70 ] 。草地植物群落的光合作用速率最大值出现在太阳辐射较强的正午

12 ∶00时 ,这与土壤呼吸的峰值出现时间接近 ,可能此时温度和光合作用共同驱动土壤呼吸作用 ,而在温度和光

合作用较低的凌晨 ,根系活动和呼吸微弱 ,土壤呼吸作用主要受温度影响 ,因此草地出现最低值的时差较峰值短。

2 . 3 　凋落物

凋落物层作为生态系统中独特的结构层次 ,它对生态系统的环境、土壤和植被均有一定的塑造作用。研究表

明凋落物的蓄积会导致由土壤呼吸释放的 CO2 量增加 ,这一点应引起人们的关注[71 ] 。首先 ,凋落物层的微生物

控制着土壤中主要的生物化学过程。表层土壤最具生物活性 ,表层土壤较下层土壤经历着更为剧烈的温度和湿

度变化 ,而且更容易受到分解物和根系分泌物的影响。其次 ,凋落物作为土壤有机质输入的主要来源 ,是真菌或

微生物进行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 ,而且对土壤的温度、湿度也会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到土壤呼吸。草地生态系统

地表凋落物层有减缓土壤向大气排放 CO2 的作用。

3 　人为活动因素

近些年 ,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剧 ,土壤释放的 CO2 量超过了 N PP (net p rimary productivity) 及凋落量 ,人类活

动造成的全球土壤有机碳储量下降已使大气中的 CO2 浓度提高了近 140μL/ L [72 ] ,明显改变着陆地生态系统的

土壤呼吸特征。

3 . 1 　土地利用方式

影响土壤呼吸速率的因素很多 ,吴建国等[ 73 ]发现同一区域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呼吸的差异很大。灌丛和

草本群落组织化水平较低 ,抵御外界干扰的能力较低 ,受人为干扰的影响较大 ,其土壤日平均呼吸速率相对于其

他群落偏高。草地开垦会使土壤中碳素量减少 ,毁林或改变林地利用现状也会造成 20 %～50 %的有机碳损

失[74 ] 。据估计 ,过去因自然生态系统转化为耕地已使土壤碳库减少了 38 Pg C ,20 世纪 80 年代因土地利用变化

引起的碳排放量约为 1. 6 ±0. 7 Pg C/ 年[75 ] 。另一方面 ,耕地转变为草地会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 ,土壤免耕

能有效抑制土壤湿度状况的改变 ,减缓土壤有机质的分解速度 ,提高土壤有机碳含量[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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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草地开垦

草地开垦是影响草原土壤碳储量最为剧烈的人类活动因素 ,开垦过程会破坏致密的根系层 ,使土壤深层的有

机碳暴露于空气中 ,加速土壤呼吸过程[77 ] 。草地开垦为农田后会损失掉原来土壤碳库总量的 30 %～50 % ,这种

损失大部分是由土壤呼吸排放造成的。由于土壤呼吸损失的碳主要发生在开垦后的最初几年 ,20 年后趋于稳

定[78 ] 。Buyanovsky 等[79 ]发现 ,天然草场开垦种植小麦以后土壤呼吸量也随之增加。Schlesinger [78 ] 估计 1850 -

1980 年由于开垦导致的草原生态系统碳损失约为 10 Pg。其中 ,温带草原土壤碳损失量为 15. 7 Pg ,占同期全球

陆地生态系统土壤碳损失总量的约 40 %。

3 . 3 　施肥

施肥可以缓解营养元素缺乏对植物生长的不利影响 ,肥通常会增加土壤表层和深层的 C、N、P 含量 ,改变土

壤的化学元素组成 ,增加土壤呼吸的底物 ,而且还可以增加土壤中根系的生物量 ,进而促进微生物分解活动和根

系的呼吸[80 ] 。对施肥和未施肥草地 CO2 的通量进行比较 ,尽管其他条件相同 ,但草地在施肥后总体上会增加土

壤呼吸速度。但也有研究发现施肥会导致天然草地土壤呼吸下降 ,且其细根和粗根的生产力也明显变小[81 ] 。不

同地点、不同植被类型、施肥时间长短等都会对土壤呼吸产生不同的效果[82 ] 。

土壤呼吸的主要碳源是土壤有机质 ,施入有机肥通常会改善土壤理化和生物学性质[83 ] ,当土壤中的有机质

含量、根系生物量、微生物活性增加时 ,其土壤呼吸速度就会显著增加[ 84 ] 。对土壤中碳的变化 ,还要考虑不同土

壤粒级中碳的变化 ,因为不同土壤粒级碳的代谢周转不同 ,如果高 CO2 浓度显著增加 < 53μm 部分土壤碳浓度 ,

土壤有积累碳的趋势 ,因为这部分土壤颗粒碳相对更为稳定 ,不易分解或周转时间长。但许多试验结果都发现新

输入的碳都存在于 > 53μm 土壤颗粒部分[ 85 ] 。这很可能与试验时间不够长有关 ,因为土壤有机质转化过程就是

由植物残体到腐殖质一个漫长的阶段 ,因此要确定大气 CO2 浓度升高对土壤碳库的影响还需长期定位试验。

施用矿质肥料会抑制天然草地的土壤呼吸作用。但也有研究认为 ,施用矿质肥料对土壤呼吸量的大小影响

不显著[86 ] 。土壤中氮素不足会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 ,向土壤中施加氮肥会增加土壤的含氮量 ,进而降低土壤中

的 C/ N。土壤中氮的变化可能影响微生物的活性 ,最终影响土壤 CO2 的排放。在我国温带草原发现土壤呼吸与

土壤全氮含量、C/ N 显著正相关。也有研究表明 ,施氮抑制土壤呼吸作用 ,原因可能是由于氮素与碳的亲和性降

低了碳素的可利用性 ,进而会对微生物的代谢活动产生阻碍 ,减缓了 CO2 的排放。氮肥的施用效应与土壤呼吸

量的关系较为复杂 ,随着氮沉降的研究备受关注 ,氮素可能会成为植物生长的一个限制性因素[87 ] ,适量的养分促

进植物生长 ,而养分过量则会抑制植物生长。

4 　各影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多数研究表明 ,草地生态系统土壤呼吸速率的变化受温度与水分共同调控[ 39 ] 。多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影响

着土壤呼吸速率。总之 ,土壤呼吸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虽然有规律可循 ,但是很多时候由于因子间交互作用

而表现偏离 ,对其准确估算需要找出关键因子 ,并综合分析其他因子的影响[ 33 ,47 ] 。

5 　存在问题及发展方向

就研究的地域而言 ,草地生态系统土壤呼吸研究主要集中在中纬度地区 ,高寒草地和热带亚热带草地生态系

统土壤呼吸的研究相对比较少 ,我国土壤呼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特定的草地和森林生态系统 ,而西部地

区土壤呼吸以及土壤呼吸沿海拔梯度、人类干扰下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对土壤呼吸的研究报道并不多见。草地生

态系统土壤呼吸对陆地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尚不明确 ,长期的 CO2 浓度的增加对生态系统影响的持续性尚不明

确。土壤呼吸的发生系统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黑箱 ,土壤微生物与土壤动物在系统中所发挥的功能和根际微生态

系统土壤呼吸的相关生理过程还不清楚。对于草地生态系统土壤呼吸测定方法标准也不统一 ,碳循环模式的计

算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数据共享的理念和管理机制上与欧美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开展土壤异养呼吸的

空间分布方面的研究并积极研发适合国内不同地域、不同生态系统的测定仪器 ,制定统一的测定方法和测定标准

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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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土壤呼吸研究正趋向宏观模拟[88 ]和微观分析[ 89 ] 2 个方向发展。宏观方面 ,需要确定参与碳循环的各

个碳库尤其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库源汇的转化 ,并强化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草地生态系统土壤呼吸及区域

碳平衡研究中的应用 ,以实现陆地生态系统源/ 汇在时间和空间格局上的快速评估。在微观方面 ,正如 Killham

和 Yeomans[ 90 ]所言 ,精确区分根呼吸产生的 CO2 和土壤碳矿化产生的 CO2 是个难点 ,且已经成为定量研究根圈

碳通量的最大挑战之一。此外 ,不同研究方法间的对比研究较少 ,这也是以后需要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6 　研究展望

1)在研究碳循环与气候变化的耦合作用时 ,加强 Q10与其他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研究 ,以避免对草地生态系

统源汇功能及其空间分布状况的估计和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所产生的偏差。2)加强典型物候期和不同季节典

型天气土壤呼吸的测定 ,建立全球系统观测体系 ,为土壤 CO2 通量估算和全球气候变化预测提供可靠数据支持。

3)完善和补充草地生态系统碳平衡研究 ,加强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变化对土壤呼吸影响的研究。4)加强对不同生

物和非生物生态环境影响因子的同步测定 ,特别重视生物因子对非生物因子的调节作用。5) 加强模拟试验和模

式研究。迫切需要长期和连续的草地生态系统土壤呼吸过程的准确观测数据 ,为土壤呼吸过程模型的建立和验

证及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碳汇潜力和碳平衡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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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soil respiration and the impact factors on grassland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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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oil respir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 he balance of t he global carbon budget . This paper reviews

t he f unction of the global carbon balance , t he classification of soil respiration , and the impact factors on grass2

land eco systems. The ratio s of each proportion of grassland ecosystem soil respiration differed because of differ2

ent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s. This respiration also responded differently to biotic , abiotic , and human activi2

ty factors. The abiotic impact factors included soil temperature (potentially important wit h climate warming) ,

soil water content , p recipitation , aridification and carbon/ nit rogen element s. The biotic impact factors involved

leaf area index , p hotosynthesis , lit ters , and human activities included land use change , grassland reclamation

and fertilizer use. The Q10 of soil respiration , key cont rolling factors and interaction among different impact

factors are discussed. In conclusion , soil respiration of t he grassland ecosystem is a complex biochemical

p rocess. The complex biochemical p rocess is cont rolled by certain major factors and regulated by interactions

among multi2factors. This summary , highlight s existing problems of grassland ecosystem soil respiration and

suggest s f ut ure directions for p rogress together with some f ut ure topics for research.

Key words : grassland ecosystem ; soil respiration ; affected factors ;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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