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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生物结皮条件下土壤有机质及 不 同 形 态 氮 素 含 量 的 变 化，明 确 生 物 结 皮 养 分 积 累 及 培

肥土壤的作用，为其潜在的环境风险评价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野外调查结合室内分析的方法，调 查 黄 土 丘 陵 区 不

同发育年限生物结皮的样地，分层采集样地的土壤样品，同时以同一区域退耕１年以内的撂荒地为对照（ＣＫ），测定生

物结皮层以及０～２，２～５，５～１０ｃｍ土层有机质、全氮及碱解氮、硝态氮、铵态氮含量。【结果】１）生物结皮条件下，结

皮层土壤全氮和有机质的积累过程可分为快速增长和趋于稳定２个阶段，这２个阶段以生物结皮发育１３年为界限。

结皮发育１３年时，结皮层土壤全氮含量达到１．３４ｇ／ｋｇ，是对照的３．７２倍；有机质含量为２５．４１ｇ／ｋｇ，是对照的５．０５
倍。２）生物结皮明显增加了结皮层土壤碳氮比，结皮发育１５年时，结皮层土壤的碳氮比最高，为１１．８，但碳氮比与发

育年限无关。３）结皮层土壤碱解氮含量及其占全氮的比例明显高于０～１０ｃｍ土壤和对照，碱解氮含量在生物结皮发

育１５年时达到最大值（９４．８９ｍｇ／ｋｇ），是对照的６．５１倍，之后趋于稳定。４）生物结皮增加了结皮层土壤硝态氮和铵

态氮的含量以及硝铵比。【结论】生物结皮可以明显提高结皮层土壤氮素含量，增加土壤肥力，对 土 壤 表 层 氮 素 积 累

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生物结皮也有可能增加氮素的流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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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氮素既是植物生长必需的三大营养元素之一，
同时又是重要的污染元素之一。土壤中氮素常常会

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如 水 体 污 染、淡 水 酸 化［１］、海

洋富营养 化［２］以 及 反 硝 化 作 用 产 生 的 温 室 气 体［３］

等。因此，国内外学者对土壤氮素及其转化 开 展 了

许多研究，认为土壤ｐＨ、水分、有机质和Ｃ／Ｎ等诸

多因素都会影响氮素的转化，从而改变其有效性及

对环境污染的风险性。生物土壤结皮（简称生物结

皮）是由隐花植物如蓝藻、地衣、苔藓类和土壤中微

生物以及其他生物体通过菌丝体、假根系和分泌物

等与土壤表层颗粒胶结形成的复杂复合体［４－５］，是干

旱半干旱地区普遍存在的地被物［６］。生物结皮中包

含多种固氮菌，能将大气中的Ｎ２ 还原、固定为可被

生物所利用 的 铵 态 氮［７］。Ｅｌｂｅｒｔ等［８］研 究 得 出，全

球生物结皮的固氮量可达到４５Ｔｇ／年，约占全球生

物固氮总量的４０％。同时，作为具有生命活性的有

机复合层，生物结皮可以从多个方面改变土壤的理

化 属 性，如 增 加 土 壤 稳 定 性［９］、改 善 土 壤 水 分 状

况［１０］、增加土壤有机质［１１］、降低土壤ｐＨ［１２］等，从而

影响土壤氮素的转化。目前，相关研究主要 集 中 于

生物结皮的固氮作用及其影响因子、生物结皮对土

壤氮素的累积作用等方面［１３－１４］，鲜有研究 关 注 生 物

结皮对土壤中氮素分量的影响，生物结皮固定氮素

的去向也不明确。
我国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区域之一———黄土丘陵

区有大面积的生物结皮分布，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

恢复措施实施之后，更为生物结皮发育提供了有利

条件，盖度 可 以 达 到７０％左 右［１５］。肖 波 等［１３］在 该

地区的研究发现，生物结皮的形成，使土壤全氮分布

呈表 聚 现 象，且 随 退 耕 年 限 的 延 长，表 聚 现 象 越 明

显。但该研究未涉及其他氮素形态的变化，因此，尚
不能很好地反映该地区退耕地土壤氮素组分的累积

特征及氮素流失风险。为此，本试验以黄土 丘 陵 区

为研究区域，以人为扰动少、有生物结皮形成的退耕

撂荒地为研究对象，对不同退耕年限（０～３０年）的

生物结皮进行调查取样，对其不同土层的氮素含量、
形态及有机质含量进行分析，以期揭示生物结皮条

件下土壤有机质及氮素的累积特征，为评价生物结

皮条件下土壤氮素潜在的环境效应提供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试验在中国科学院安塞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山

地试验场及周边山地进行。该站地处黄土高原中部

的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县境内，属典型的黄土丘陵沟

壑区。气候区划上属暖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研究

区平均海拔１　２００ｍ，相对高差１００～３００ｍ，年均气

温８．８ ℃，多 年 平 均 降 水 量 ５０５ ｍｍ。年 日 照

２　３００～２　４００ｈ，≥１０℃的积温为３　２８２℃，干燥度

指数１．４８，无霜期１５７ｄ，降水年度分配不均，７－９
月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６０％，且多暴雨。

地带性土壤为黑垆土（干润均腐土）。由于严重

的水土流失，原有的黑垆土损失殆尽，土壤以黄土母

质上发育来的黄绵土（钙质干润雏形土）为主。地带

性植被为暖温性灌草丛和草甸草原群落，代表性的

植物群落有长芒草（Ｓｔｉｐａｂｕｎｇｅａｎａ）、白羊草（Ｂｏｔｈ－
ｒｉｏｃｈｌｏａ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ｎ）和茭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ｇｉｒａｌｄｉｉ）、达

乌里 胡 枝 子（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ｄａｖｕｒｉｃａ）、铁 杆 蒿（Ａｒｔｅ－
ｍｉｓｉａ　ｓａｃｒｏｒｕｍ）、猪毛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退耕还林实施后，研究区封禁的 荒 坡 草 地 上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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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结皮覆盖度可以达到６０％～７０％，主要分布于高

等维管束植物之间的空地上，沟坡较梁峁坡分布面

积更广。组成上，阴坡以藓类植物结皮为主，阳坡则

以藻结皮为主，地衣成分较少（盖度小于１０％）［１３］。

１．２　样品采集

选择海拔高度、坡度等地理条件基本一致，生物

结皮相对完整、人为扰动较少、生物结皮发育年限不

同的撂荒地为研究样地，每种样地３～４个重复。选

取同一区 域 退 耕１年 内 的 撂 荒 地 作 为 对 照（ＣＫ）。

样地基本情况见表１。在每个样地内随机设立４个

５ｍ×５ｍ的样方，每个大样方中随机选择１０个２５
ｃｍ×２５ｃｍ的小样方，调查其生物结皮的物种组成、
盖度及样地植被组成。并在每个样地选取４个点分

层采集结皮层以及０～２，２～５，５～１０ｃｍ土层的土

壤样品，同一土层土样混合作为一个分析 样。土 样

采集点选在高等植被间的空地，避免植被根系影响。
样品室内风干后磨细 过 孔 径２，１和０．２５ｍｍ的 筛

备用。
表１　调查样地的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ｌｏｔｓ

生物结皮
发育年限／年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ｓ

样地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ｓ

植被群落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植被平均盖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结皮平均盖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ＢＳＣｓ

ＣＫ　 ３ － － －
３　 ４ 茵陈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４０　 ８９
５　 ３ 茵陈蒿（Ａ．ｓｃｏｐａｒｉａ），长芒草（Ｓｔｉｐａｂｕｎ　ｇｅａｎａ） ４５　 ８９
６　 ３ 茵陈蒿（Ａ．ｓｃｏｐａｒｉａ），长芒草（Ｓ．ｇｅａｎａ） ８０　 ８２
８　 ３ 茵陈蒿（Ａ．ｓｃｏｐａｒｉａ），长芒草（Ｓ．ｇｅａｎａ） ３５　 ７４
１２　 ３ 铁杆蒿（Ａ．ｓａｃｒｏｒｕｍ），茵陈蒿（Ａ．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７５　 ８６
１３　 ３ 铁杆蒿（Ａ．ｓａｃｒｏｒｕｍ）），茵陈蒿（Ａ．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４５　 ７８
１５　 ４ 铁杆蒿（Ａ．ｓａｃｒｏｒｕｍ，沙打旺（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ａｄｓｕｒｇｅｎｓ） ５９　 ７４
１７　 ４ 长芒草（Ｓ．ｇｅａｎａ） ４７　 ８６
２０　 １２ 铁杆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ａｃｒｏｒｕｍ） ７１　 ９１
２８　 ３ 铁杆蒿（Ａ．ｓａｃｒｏｒｕｍ） ５３　 ８８
３０　 １１ 铁杆蒿（Ａ．ｓａｃｒｏｒｕｍ），沙打旺（Ａ．ａｄｓｕｒｇｅｎｓ） ６４　 ６２

　　注：样地海拔１　０８０～１　３４５ｍ。ＣＫ为调查区域内退耕１年以内的撂荒地。

Ｎｏｔｅ：Ｔｈ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ｏｔｓ　ｉｓ　１　０８０－１　３４５ｍ．ＣＫ　ｐｌｏ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ｅ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ａｇｅ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ｙｅａｒ．

１．３　测定项目及方法［１５］

土壤全氮含量用凯氏定氮法测 定，碱 解 氮 含 量

用碱解扩散法测定，有机质含量采用重铬酸钾容量

法测定。硝态氮和铵态氮含量的测定方法：取 过 孔

径２ｍｍ筛的土壤样品５ｇ，在２５℃下，用５０ｍＬ的

１ｍｏｌ／Ｌ　ＫＣｌ溶液振荡提取３０ｍｉｎ，过滤后用ＡＡ３
全自动流动分析仪测定。

１．４　数据处理

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与ＳＰＳＳ　１７．０统计分析软件

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对同一年限不同土层以

及同一土层不同年限的土壤各氮素形态和有机质含

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ＬＳＤ多重比较，显著性水

平设定为α＝０．０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发育年限生物结皮对土壤全氮和有机质

含量的影响

不同发育年限的生物结皮土壤中氮素和有机质

含量见表２和表３。由表２和表３可知，同一发育年

限下，土壤全氮和有机质含量随着土层的加深而减

少。不同发育年限生物结皮对土壤全氮和有机质含

量的影响在结皮层表现最为突出，对下层土壤（０～
１０ｃｍ土壤）影响不明显。因此，本试验在对比不同

发育年限生物结皮对土壤氮素和有机质的影响时，
仅对结皮层土壤和５～１０ｃｍ土壤进行分析。

经过分析可知，以退耕１３年 为 界 限，土 壤 全 氮

和有机质的积累过程大致可分为快速增长阶段和稳

定阶段。在快速增长阶段，结皮层的全氮和 有 机 质

含量与退 耕 年 限 呈 显 著 的 正 相 关 关 系（Ｒ２ 分 别 为

０．７５２和０．６９４）。退耕５年时结皮层土壤全氮和有

机质含量 分 别 达 到０．６４和１０．５０ｇ／ｋｇ，是ＣＫ的

１．７８和２．０９倍，差异显著；在退耕１３年时，结皮层

土壤全氮和有机质含量达到了１．３４和２５．４２ｇ／ｋｇ，
是ＣＫ的３．７２和５．０５倍，之后虽有波动，但总体趋

于稳定。随着退耕年限的延长，５～１０ｃｍ土层土壤

全氮和有 机 质 含 量 分 别 为０．２４～０．５２和３．６９～
７．７９ｇ／ｋｇ，不同退耕年限之间无明显差异。

９９１第６期 姚春竹，等：黄土丘陵区生物结皮条件下土壤有机质及氮素的累积特征



表２　黄土丘陵区不同发育年限生物结皮对各土层土壤全氮含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ＢＳＣ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ｌｌｙ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Ｒｅｇｉｏｎ　ｇ／ｋｇ

生物结皮发育年限／年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ｓ

结皮层
Ｂｉｏｃｒｕｓｔ

土层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０～２ｃｍ　 ２～５ｃｍ　 ５～１０ｃｍ

ＣＫ　 ０．３６±０．０３ａＡ　 ０．３６±０．０３ａ ０．３４±０．０３ａ ０．３１±０．０３ａＡ
３　 ０．５７±０．０８ａＡＢ　 ０．２７±０．０３ｂ ０．２７±０．０２ｂ ０．２４±０．０４ｂＡ
５　 ０．６４±０．０９ａＢＣ　 ０．４２±０．０４ｂ ０．３９±０．０７ｂ ０．３９±０．１１ｂＢ
６　 ０．７９±０．０３ａＢＣ　 ０．５０±０．０９ｂ ０．４４±０．１１ｂ ０．３８±０．０１ｂＢ
８　 ０．８６±０．１４ａＣＤ　 ０．３７±０．０２ｂ ０．３３±０．０４ｂ ０．２７±０．０１ｂＡ
１２　 １．０８±０．０７ａＤＥ　 ０．６４±０．０８ｂ ０．５２±０．０４ｃ ０．３９±０．０６ｄＢ
１３　 １．３４±０．１７ａＥ　 ０．６８±０．４０ｂ ０．５８±０．４０ｂ ０．５２±０．７０ｂＢ
１５　 １．３０±０．９０ａＥ　 ０．５８±０．８０ｂ ０．４１±０．０５ｃ ０．３４±０．０４ｃＣ
１７　 １．０７±０．２５ａＥ　 ０．５４±０．０７ｂ ０．４２±０．０５ｂ ０．３８±０．０４ｂＣ
２０　 １．１６±０．１４ａＥ　 ０．５９±０．０６ｂ ０．５１±０．０６ｂｃ　 ０．４７±０．０５ｃＢ
２８　 １．０９±０．１２ａＤＥ　 ０．５９±０．０２ｂ ０．５０±０．０６ｂ ０．４９±０．０５ｂＢ
３０　 １．２２±０．０５ａＥ　 ０．５１±０．０６ｂ ０．４３±０．０５ｃ ０．３５±０．０４ｄＣ

　　注：同行数据后标不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同一发育年限下不同土层土壤间差异达显著水平；标不同大写字母者表示同一土层不同发育年限

间差异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ＣＫ因未形成生物结皮，只有物理结皮，所以该样地结皮层土壤各养分含量同０～２ｃｍ土 层 土 壤。下

表同。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ｒｏｗ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ｐｐ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ｒｏｗ

ｍｅａｎ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ｓ（Ｐ＜０．０５）．ＣＫ　ｗａｓ　ｏｎｌｙ　ｗｉｔｈ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ｒｕｓｔ．Ｉｔ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ａｓ

ｓｅ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０－２ｃｍ　ｓｏｉｌ．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表３　黄土丘陵区不同发育年限生物结皮对各土层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ＢＳＣ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ｌｌｙ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Ｒｅｇｉｏｎ　ｇ／ｋｇ

生物结皮发育年限／年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ｓ

结皮层
Ｂｉｏｃｒｕｓｔ

土层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０～２ｃｍ　 ２～５ｃｍ　 ５～１０ｃｍ

ＣＫ　 ５．０３±０．４８ａＡ　 ５．０３±０．４８ａ ４．８３±０．２４ａ ４．３５±０．６４ａＡＢ
３　 １０．０５±１．９２ａＢ　 ３．７８±０．０８ｂ ３．７８±０．２２ｂ ３．６９±０．１７ｂＡ
５　 １０．５０±０．７３ａＢ　 ６．２０±０．６９ｂ ５．８８±１．００ｂ ５．６５±０．９１ｂＣＤ
６　 １３．４５±１．２３ａＢＣ　 ８．２３±０．４５ｂ ７．４３±０．８５ｂ ６．４０±０．２４ｂＤＥ
８　 １６．１１±１．９７ａＣＤ　 ５．３７±０．２９ｂ ４．５３±０．２８ｂ ４．０５±０．３２ｂＡ
１２　 １８．５８±０．８４ａＤＥ　 ８．６１±１．９２ｂ ６．９６±１．６１ｂｃ　 ４．８３±０．３９ｃＡＢＣ
１３　 ２５．４２±４．５２ａＦ　 １０．８２±０．９３ｂ ９．１９±０．１３ｂ ７．７９±０．６２ｂＦ
１５　 ２６．２６±２．３２ａＦ　 ９．９７±１．５２ｂ ６．５５±１．０３ｃ ４．９４±０．２７ｃＡＢＣ
１７　 ２１．２５±４．７２ａＥＦ　 ８．０１±１．８０ｂ ５．９２±１．０８ｂ ５．９０±０．５６ｂＣＤ
２０　 ２１．６７±３．１７ａＥＦ　 ８．５９±０．９３ｂ ７．３４±０．８１ｂｃ　 ６．０７±１．２０ｃＣＤ
２８　 １８．３６±３．３７ａＤＥ　 ９．５４±０．１９ｂ ７．６０±０．４８ｂ ７．３２±０．８５ｂＥＦ
３０　 ２１．６８±３．８０ａＥＦ　 ７．８６±０．９９ｂ ６．４６±１．１５ｂｃ　 ５．５１±０．６１ｃＢＣＤ

２．２　不同发育年限生物结皮对土壤 碳 氮 比（Ｃ／Ｎ）
的影响

碳氮比是表征土壤质量变化的 重 要 指 标，影 响

着土壤中有机碳和氮的循环。碳氮比的高低可以反

映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结构特征［１６］，土壤中氮素的固

定、矿化和硝化也与其密切相关［１７］。

　　生物结皮对土壤碳氮比的影响见图１。由图１
可知，生物结皮发育初期结皮层和各土层土壤碳氮

比约为８．０；之后随着生物结皮发育年限的延长，结

皮层土壤的碳氮比总体呈增大趋势，在生物结皮发

育１５年时达到最大值，为１１．８；０～２，２～５和５～
１０ｃｍ土层的土壤碳氮比随生物结皮发育年限的增

大变化不大，差异不显著。表明生物结皮可 显 著 提

高结皮层土壤碳氮比，对下层土壤碳氮比影响不大，

且与其发育年限无关。

２．３　不同发育年限生物结皮对土壤碱解氮含量的

影响

碱解氮反映了土壤的氮素动态、供 氮 水 平 和 土

壤的肥力状 况［１８］。生 物 结 皮 改 善 了 土 壤 理 化 性 质

以及土壤微生物种群结构，进而影响土壤中氮素的

矿化速率。由图２可知，在同一生物结皮发 育 年 限

下，随着土层的加深，碱解氮含量逐渐降低。经分析

可知，除结皮发育１３年和１５年外，其他发育年限样

地０～２，２～５和５～１０ｃｍ土层碱解氮含量之间差

异不显著，故本试验在对比不同发育年限生物结皮

对土壤 碱 解 氮 含 量 的 影 响 时，只 对 结 皮 层 土 壤 和

５～１０ｃｍ土层 土 壤 进 行 分 析。在 生 物 结 皮 发 育 的

前１５年，结皮层土壤碱解氮含量随发育年限的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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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加；生物结皮发育１５年时，结皮层土壤碱解氮

含量达到最 大 值９４．８９ｍｇ／ｋｇ，是ＣＫ的６．５１倍；
随着结皮发育年限的延长，５～１０ｃｍ土层土壤碱解

氮含量在１１．４７～２９．８０ｍｇ／ｋｇ，变化范围较窄。

图１　黄土丘陵区不同发育年限生物结皮对各土层土壤碳氮比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Ｓｏｉｌ　Ｃ／Ｎ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ＢＳＣ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ｌｌｙ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Ｒｅｇｉｏｎ

图２　黄土丘陵区不同发育年限生物结皮对结皮层和不同土层土壤碱解氮含量的影响

结皮层和５～１０ｃｍ土层图柱上标不同小写字母者表示不同结皮发育年限之间差异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ｆ　ＢＳＣ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ｌｌｙ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Ｒｅｇ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ｙｅｒｓ　ｍｅａｎ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ｉｏｃｒｕｓｔｓ　ａｎｄ　５－１０ｃｍ　ｌａｙｅｒ（Ｐ＜０．０５）

　　图３显示，生物结皮发育不同年限下，０～２，２～
５和５～１０ｃｍ土层土壤的碱解氮占全氮的比例 差

异不显著。生物结皮发育前１３年，结皮层土壤碱解

氮占全氮的比例明 显 高 于０～２，２～５和５～１０ｃｍ
土层；１３年之 后，结 皮 层 土 壤 碱 解 氮 占 全 氮 的 比 例

虽然仍比０～２，２～５和５～１０ｃｍ土层土壤高，但差

异减小。对比表２和图２可知，生物结皮发育的前

１３年，结皮层土壤全氮和碱解氮含量随发育年限的

增加而逐渐积累，１３年之后趋于稳定。以上结果表

明，生物结皮不仅可以固定氮素并积累到土壤中，还
可以明显改善结皮层土壤有效氮的比例，增加土壤

中氮素的有效性。生物结皮发育１３年之后，结皮层

土壤中氮素含量趋于稳定，其有效氮的比例与下层

土壤差异不大。

２．４　生物 结 皮 对 土 壤 硝 态 氮、铵 态 氮 及 其 比 值 的

影响

为了便于分析，按照样地的生物结皮发育年限，
将样地划 分 为＜５年、≥５～＜１０年、≥１０～＜１５
年、≥１５～＜２０年、≥２０～＜２５年和≥２５～＜３０年

６个时段，由之前的结果可知，生物结皮只对结皮层

土壤全氮和碱解氮水平有明显影响，因此本试验仅

分析结皮层和０～２ｃｍ土层土壤硝态氮和铵态氮的

变化，结果见图４。由图４可知，随着结皮发育年限

的增加，结皮层和０～２ｃｍ土层土壤硝态氮含量总

体呈上升趋势。在生物结皮发育的前１０年，结皮层

和０～２ｃｍ土层硝态氮含量差异不 明 显；１０年 后，
结皮层土壤硝态氮含量明显高于０～２ｃｍ土层，其

中结皮层土壤硝态氮含量为１．７５～２．０１ｍｇ／ｋｇ，其
最大值是ＣＫ的１０．５倍，０～２ｃｍ土层土壤硝态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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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为０．７８～１．３９ｍｇ／ｋｇ，其最大值是ＣＫ的７．３
倍。０～２ｃｍ土层土壤铵态氮含量明显低于结皮层

土壤铵态氮含量，且随结皮发育年限的增加而波动，
在发 育 年 限≥１５～＜２０年 时，达 到 最 大 值（５．９１
ｍｇ／ｋｇ）。结皮层 土 壤 铵 态 氮 含 量 变 化 与 硝 态 氮 含

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总体呈上升趋势，在生物结皮

发育的前１０年，结皮层土壤铵态氮与ＣＫ无明显差

异；１０年 之 后，结 皮 层 土 壤 铵 态 氮 显 著 升 高，达

７．７０～８．８１ｍｇ／ｋｇ，最 大 值 出 现 在 结 皮 发 育 年 限

≥２０～＜２５年时，是ＣＫ的２．４倍。

图３　黄土丘陵区不同发育年限生物结皮对各土层碱解氮占全氮比例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ｆ　ＢＳＣ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ｌｌｙ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Ｒｅｇｉｏｎ

图４　黄土丘陵区不同发育年限生物结皮对结皮层和０～２ｃｍ土层土壤硝态氮和铵态氮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ｆ　ＢＳＣ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ａｔ　ＢＳＣ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０－２ｃｍ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ｌｌｙ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Ｒｅｇｉｏｎ

　　由图５可知，在生物结皮发育的前１０年，结皮

层土壤的硝铵比随着发育年限的延长而增大；发育

１０年后，结皮层土壤硝铵比稳定在０．２左右。０～２
ｃｍ土层的硝铵比随着结皮发育年限的延长 先 增 大

后减小，至 发 育 年 限≥５～＜１０年 时 达 到 最 大 值

（０．３５）；之后随着发育年限的进一步延长而下降，到

结皮发育≥１５～＜２０年 时 降 到０．２４，之 后 趋 于 稳

定。在结 皮 发 育 的 前５年，结 皮 层 土 壤 硝 铵 比 与

０～２ｃｍ土层差异不显著，但从结皮发育年限≥５～
＜１０年开始，两 者 有 较 大 差 距，至 发 育 年 限≥１５～
＜２０年之后，结皮层和０～２ｃｍ土层的硝铵比差异

减小，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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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黄土丘陵区不同发育年限生物结皮对结皮层和

０～２ｃｍ土层土壤硝铵比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ｔｏ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ｆ

ＢＳＣ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ａｔ　ＢＳＣ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０－２ｃｍ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ｌｌｙ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Ｒｅｇｉｏｎ

３　讨　论

生物结皮在干旱、半干旱生态系 统 中 有 重 要 的

生态功能。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生物结皮氮素积累方

面开展了不 少 研 究。Ｂｅｌｎａｐ［７］指 出，生 物 结 皮 中 含

有多种固氮菌，可以增加土壤氮素含量。肖波等［１３］

研究发现，退耕地在退耕１０年后结皮层土壤全氮可

以达到初始退耕地的２倍左右。本研究结 果 表 明，
生物结皮可 以 增 加 结 皮 层 土 壤 的 全 氮 和 碱 解 氮 含

量，且在一定时间内随着结皮发育时间的延长而增

加，与 前 人 的 研 究 结 果 相 似。生 物 结 皮 的 固 氮 作

用［１９］及其死亡残体等都为土壤提供了丰富的氮源。
由于植物的富集作用，苔藓结皮会吸收土壤中的速

效养分，并将其聚集在根系（假根系）周围，供其吸收

利用，导致结皮层土壤的速效氮高于下层 土 壤。结

皮层丰富的微生物及其分泌物可能也是结皮层碱解

氮含量相对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研究中，生物结皮的形成除了增加了结皮层

土壤全氮和速效氮含量之外，还可以增加结皮层土

壤的硝态氮和铵态氮含量，提高土壤碳氮比和土壤

硝 铵 比，有 活 化 土 壤 表 层 氮 素 的 作 用。Ｋｌｕｂｅｋ
等［１９］发现，生物结皮中２０％的氮素以铵态氮的形式

释放到细胞外，这可能导致结皮层土壤铵态氮含量

增加，进而影响土壤硝铵比。结皮层丰富的 微 生 物

及其分泌物可以提高氮素活性，提高土壤矿化作用

和硝化作用，这也可以增加结皮层土壤铵态氮和硝

态氮含量。Ｚａａｄｙ等［２０］的研 究 表 明，生 物 结 皮 固 定

的碳可以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肥力。
肖波等［２１］研究发现，生物结皮的形成除了增加土壤

氮素外，对土壤有机质也有积累作用，且该作用在结

皮层表现的最明显。此外，碳氮比深刻影响 着 土 壤

微生物的活性，较低的Ｃ／Ｎ可以提供足够的氮源供

微生物消耗，提高其活性［２２］。而生物结皮的形成提

高了土壤碳氮比，抑制了微生物的分解作用，这也从

另一个方面增加了结皮层土壤的有机碳含量。
本研究中，不同发育年限生物结 皮 对 结 皮 层 土

壤全氮和速效氮含量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与０～２
ｃｍ土层土壤相比，生物结皮显著增加了土壤硝态氮

含量。研究 区 域 内，降 雨（年 均 降 雨 量 为５００ｍｍ）
集中，常形成地表径流。氮素随地表径流迁 移 是 农

业面源污染、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原因之一［２３］。表

土有机质、有效氮养分的含量等都是影响径流氮浓

度的主要因子［２４］。本研究结果表明，生物结皮增加

了结皮层土壤有机质和碱解氮的含量，土壤有机质

和碱解氮分别是对照的５．０５和６．５１倍，硝态氮含

量也显著提高，这些都增加了氮素随径流流失的可

能。同时生 物 结 皮 的 形 成 改 变 了 土 壤 表 面 孔 隙 状

况、抗雨滴打 击 能 力 和 土 壤 团 聚 体 含 量［２５］等 特 性，
因此生 物 结 皮 影 响 着 土 壤 入 渗－产 流 过 程。肖 波

等［２１］在自然降 雨 的 条 件 下，通 过 对 有、无 结 皮 的 小

区土样分析后发现，结皮小区的硝态氮流失总量比

无结皮小区多３．７３％ ，证实了生物结皮的存在增加

了土壤氮素随径流流失的风险。
综上所述，生物结皮对土壤表层 氮 素 积 累 有 重

要作用，可显著提高土壤氮素含量，增加土 壤 肥 力，
为黄土丘陵区植被恢复创造条件。但是，随 着 氮 素

的积累，其流失风险和对环境的威胁也会 增 加。因

此，在关注生物结皮积累养分、培肥土壤的 同 时，还

应注意生物结皮导致的养分流失以及随之而来的环

境问题。

４　结　论

１）不同发育年限生物结皮明显增加了结皮层土

壤全氮和有机质含量。随着结皮发育年限 的 延 长，
结皮层和０～１０ｃｍ土层土壤全氮和有机质含量的

积累过程可分为快速增长和趋于稳定２个阶段。结

皮层土壤全氮和有机质含量均在结皮发育１３年时

达最高值，分别是ＣＫ的３．７２和５．０５倍。结 皮 层

土壤碱解氮含量在结皮发育１５年时达到最大值，是

ＣＫ的６．５１倍。

２）不同发育年限生物结皮显著影响结皮层土壤

的碳氮比，结皮层土壤的碳氮比明显高于０～１０ｃｍ
土层土壤，但这种影响与结皮发育年限无关。

３０２第６期 姚春竹，等：黄土丘陵区生物结皮条件下土壤有机质及氮素的累积特征



３）不同发育年限生物结皮土壤在氮素累积的过

程中提高了土壤中氮素的活性。在结皮发育３～１３
年时，结 皮 层 土 壤 碱 解 氮 占 全 氮 的 比 例 明 显 高 于

０～１０ｃｍ土层土壤。结皮发育≥２０～＜２５年时，结
皮层土壤硝态氮 和 铵 态 氮 含 量 最 高，分 别 为ＣＫ的

１０．５和２．４倍。生 物 结 皮 在 氮 素 累 积 的 同 时 也 增

加了氮素流失的风险。

［参考文献］
［１］　陈刚才，甘　露，王 士 禄．土 壤 氮 素 及 其 环 境 效 应 ［Ｊ］．地 质 地

球化学，２００１，２９（１）：６３－６７．

Ｃｈｅｎ　Ｇ　Ｃ，Ｇａｎ　Ｌ，Ｗａｎｇ　Ｓ　Ｌ．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Ｊ］．Ｇｅｏｌｏｇｙ－Ｇｅｏｃｈｅｎ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１，２９（１）：６３－６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朱兆良，孙　波．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政策和措施 ［Ｊ］．科

技导报，２００５，２３（４）：４７－５１．

Ｚｈｕ　Ｚ　Ｌ，Ｓｕｎ　Ｂ．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ｎ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５，２３（４）：４７－５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Ｒａｍａｎａｔｈａｎ　Ｖ．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８，２４０：２９３－２９９．
［４］　Ｅｌｄｒｉｄｇｅ　Ｄ　Ｊ，Ｇｒｅｅｎｅ　Ｒ　Ｓ　Ｂ．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ｉｃ　ｓｏｉｌ　ｃｒｕｓｔｓ：Ａ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Ｊ］．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４，３２
（３）：３８９－４１５．

［５］　Ｂｅｌｎａｐ　Ｊ，Ｌａｎｇｅ　Ｏ　Ｌ．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　ｃｒｕｓｔ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１．
［６］　Ｗｅｓｔ　Ｎ　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ｔｉｃ　ｓｏｉｌ　ｃｒｕｓｔｓ　ｉｎ

ｗｉｌｄ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ａｒｉｄ　ｔｏ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０，２０：１７９－２２３．
［７］　Ｂｅｌｎａｐ　Ｊ．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

ｌｅａｓｅ　ｉｎ　ｂｉｏｌｇ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ｃｒｕｓｔｓ［Ｍ］／／Ｂｅｌｎａｐ　Ｊ，Ｌａｎｇｅ　Ｏ　Ｌ．Ｂｉ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ｓｏｉｌ　ｃｒｕｓｔ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ｅｒｌ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３：２４１－２６１．
［８］　Ｅｌｂｅｒｔ　Ｗ，Ａｎｄｒｅａｅ　Ｍ　Ｏ，Ｐｓｃｈｌ　Ｕ．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ｉｃ　ｃｒｕｓ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ｍａｊｏｒ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ｙｃｌ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Ｊ］．Ｂｉｏｇｅ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２００９，６：

６９８３－７０１５．
［９］　宋　阳，严　平，张　宏，等．荒 漠 生 物 结 皮 研 究 中 的 几 个 问 题

［Ｊ］．干旱区研究，２００４，２１（４）：４３９－４４３．

Ｓｏｎｇ　Ｙ，Ｙａｎ　Ｐ，Ｚｈａｎｇ　Ｈ，ｅｔ　ａｌ．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ｅｘ－

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ｃｒｕｓｔｓ［Ｊ］．

Ａｒｉｄ　Ｚｏ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４，２１（４）：４３９－４４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张侃侃，卜崇峰，高国雄．黄 土 高 原 生 物 结 皮 对 土 壤 水 分 入 渗

的影响 ［Ｊ］．干旱区研究，２０１１，２８（５）：８０８－８１２．

Ｚｈａｎｇ　Ｋ　Ｋ，Ｂｕ　Ｃ　Ｆ，Ｇａｏ　Ｇ　Ｘ．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ｃｒｕｓｔ　ｏｎ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Ｊ］．Ａｒｉｄ　Ｚｏｎ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１，２８（５）：８０８－８１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肖　波，赵允格，邵明安．陕 北 水 蚀 风 蚀 交 错 区 两 种 生 物 结 皮

对土壤理化性质 的 影 响 ［Ｊ］．生 态 学 报，２００７，２７（１１）：４６６２－

４６７０．

Ｘｉａｏ　Ｂ，Ｚｈａｏ　Ｙ　Ｇ，Ｓｈａｏ　Ｍ　Ａ．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　ｃｒｕｓｔ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ｗｉｎｄｅｒｏｓｉｏｎ　ｃｒｉｓｓ－

ｃｒｏｓｓ　ｒｅｇｉｏ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　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７，２７（１１）：４６６２－４６７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吴　楠，张元明，王红玲．古 尔 班 通 古 特 沙 漠 生 物 土 壤 结 皮 固

氮活性 ［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７，２７：３７８５－３７９２．

Ｗｕ　Ｎ，Ｚｈａｎｇ　Ｙ　Ｍ，Ｗａｎｇ　Ｈ　Ｌ．Ｏｎ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ｂｉ－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　ｃｒｕ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ｒｂａｎｔｕｎｇｇｕｔ　Ｄｅｓｅｒｔ，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７，２７：３７８５－

３７９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肖　波，赵允格，许明祥，等．陕北黄土区生物结皮条件下土壤

养分的积 累 及 流 失 风 险 ［Ｊ］．应 用 生 态 学 报，２００８，１９（５）：

１０１９－１０２６．

Ｘｉａｏ　Ｂ，Ｚｈａｏ　Ｙ　Ｇ，Ｘｕ　Ｍ　Ｘ，ｅｔ　ａｌ．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ｌｏｓｓ　ｒｉｓｋ　ｕｎｄ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　ｃｒｕｓｔ　ｉｎ　Ｌｏ－

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１９（５）：１０１９－１０２６．（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１４］　苏延桂，李新荣，赵　昕，等．不同类型生物土壤结皮固氮活性

及对环境因子的响应 研 究 ［Ｊ］．地 球 科 学 进 展，２０１１，２６（３）：

３３２－３３８．

Ｓｕ　Ｙ　Ｇ，Ｌｉ　Ｘ　Ｒ，Ｚｈａｏ　Ｘ，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ｓｏｉｌ　ｃｒｕ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ｏｎｅｓ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２６（３）：３３２－３３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明　姣，赵允格，许明祥，等．黄土丘陵区不同降雨量带生物结

皮对土壤氮 素 的 影 响 ［Ｊ］．植 物 营 养 与 肥 料 学 报，２０１３，１９
（１）：１０２－１１０．

Ｍｉｎｇ　Ｊ，Ｚｈａｏ　Ｙ　Ｇ，Ｘｕ　Ｍ　Ｘ．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　ｃｒｕｓ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ｉｌｌｙ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ｎａ［Ｊ］．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１９（１）：１０２－１１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Ｈｏｇｂｅｒｇ　Ｍ　Ｎ，Ｈｏｇｂｅｒｇ　Ｐ，Ｍｙｒｏｌｄ　Ｄ　Ｄ．Ｉ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ｏｒｅ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ｏｉｌ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ｐＨ，Ｃ－ｔｏ－

Ｎ　ｒａｔｉｏ，ｔｈｅ　ｔｒｅｅｓ，ｏｒ　ａｌｌ　ｔｈｒｅｅ［Ｊ］．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０７，１５０（４）：

５９０－６０１．
［１７］　Ａｉｔｋｅｎｈｅａｄ　Ｊ　Ａ，ＭｃＤｏｗｅｌｌ　Ｗ　Ｈ．Ｓｏｉｌ　Ｃ∶Ｎ　ｒａｔｉｏ　ａｓ　ａ　ｐｒｅｄｉｃ－

ｔｏｒ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ｖｅｒｉｎｅ　ＤＯＣ　ｆｌｕｘ　ａｔ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ｃａｌｅｓ［Ｊ］．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ｓ，２０００，１４（１）：１２７－１３８．
［１８］　王晓岚，卡丽毕努尔，杨文念．土壤碱解氮测定方法比较 ［Ｊ］．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０，４６（１）：７６－７８．

Ｗａｎｇ　Ｘ　Ｌ，Ｋａｌｉｂｉｎｕｅｒ，Ｙａｎｇ　Ｗ　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ａｌｋａｌｉ－ｈｙｄｒｏｌｙｚ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ｏｉ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４６（１）：７６－

７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Ｋｌｕｂｅｋ　Ｂ，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ｔ　Ｐ　Ｊ，Ｓｋｕｊｉｎｓ　Ｊ．Ａｍｍｏｎｉａ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Ｇｒｅａｔ　Ｂａｓｉｎ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ｏｉｌｓ［Ｍ］／／Ｗｅｓｔ　Ｎ　Ｅ，Ｓｋｕｊｉｎ　Ｊ　Ｊ．Ｎｉ－

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ｄｅｓｅｒ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ｒｏｕｄｓｂｕｒｇ，１９７８：１０７－１２９．

（下转第２１２页）

４０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４２卷



染现状评价 ［Ｊ］．中 北 大 学 学 报：自 然 科 学 版，２０１１，３２（３）：

３２９－３３５．

Ｄｕ　Ｂ，Ｓｕｎ　Ｑ，Ｑｉ　Ｚ　Ｃ，ｅｔ　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ｉｌ　ｏｆ　ｘｉａｏｄｉａｎ　ｓｅｗａｇ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ｔａｉｙｕａｎ［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３２（３）：３２９－３３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４］　Ｃｏｌａｋ，Ｍｕｍｔａｚ．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ｕｌｔａｎａ－ｃｕｌｔｉ－

ｖａｔｉｏｎ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ｓｕｌｔａｎａ　ｒａｉｓ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ｉｓａ（Ｔｕｒｋｅｙ）［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６７（３）：６９５－７１２．
［３５］　Ｌｅｅ　Ｐｙｅｏｎｇ－Ｋｏｏ，Ｙｏｕｍ　Ｓｅｕｎｇ－Ｊｕｎ，Ｊｏ　Ｈｏ－Ｙｏｕｎｇ，ｅｔ　ａｌ．Ｈｅａｖ－

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ｆｒｏｍ　Ａｓｉａｎ

ｄｕｓｔ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ｓ：Ａ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Ｊ］．Ｃｈｅｍｏ－

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３，９１（７）：１０１８－１０２５．
［３６］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土壤元素背景值 ［Ｍ］．北京：中国环

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ｉ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７］　贾振邦，周　华，赵智杰，等．应用地积累指数法评价太子河沉

积物中重金属污染 ［Ｊ］．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０，３６
（４）：５２５－５３０．

Ｊｉａ　Ｚ　Ｂ，Ｚｈｏｕ　Ｈ，Ｚｈａｏ　Ｚ　Ｊ，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ｇｅｏ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ｎｘｉ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ｉｚｉ　ｒｉｖｅｒ［Ｊ］．Ａｃｔａ　Ｓｃｉｃｅｎ－

ｔｉａｒｕ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ｕ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ｓ　Ｐｅｋｉｎｅｓｉｓ：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

ｔｉｏｎ，２０００，３６（４）：５２５－５３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８］　裴延全，王里奥，包　亮，等．三峡库区小江流域土壤重金属的

分布特征与评价分析 ［Ｊ］．土壤通报，２０１０，４１（２）：２０６－２１１．

Ｐｅｉ　Ｙ　Ｑ，Ｗａｎｇ　Ｌ　Ａ，Ｂａｏ　Ｌ，ｅｔ　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

ｚｏｎｅ　ｉｎ　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４１（２）：２０６－２１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上接第２０４页）

［２０］　Ｚａａｄｙ　Ｅ，Ｋｕｈｎ　Ｕ，Ｗｉｌｓｋｅ　Ｂ，ｅｔ　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Ｏ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　ｃｒｕｓｔｓ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Ｊ］．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０，３２：９５９－９６６．
［２１］　肖　波，赵允格，许明祥，等．陕北黄土区生物结皮条件下土壤

养分的积 累 及 流 失 风 险 ［Ｊ］．应 用 生 态 学 报，２００８，１９（５）：

１０１９－１０２６．

Ｘｉａｏ　Ｂ，Ｚｈａｏ　Ｙ　Ｇ，Ｘｕ　Ｍ　Ｘ，ｅｔ　ａｌ．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ｌｏｓｓ　ｒｉｓｋ　ｕｎｄ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　ｃｒｕｓｔ　ｉｎ　Ｌｏ－

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１９（５）：１０１９－１０２６．（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２２］　李忠佩，张桃林，陈碧云，等．红壤稻田土壤有机质的积累过程

特征分析 ［Ｊ］．土壤学报，２００３，４０（３）：３４４－３５２．

Ｌｉ　Ｚ　Ｐ，Ｚｈａｎｇ　Ｔ　Ｌ，Ｃｈｅｎ　Ｂ　Ｙ，ｅｔ　ａｌ．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ａ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ｃｈｒｏｎｏ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ｓｕｂ－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　Ｐｅｄ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３，４０（３）：３４４－

３５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串丽敏，赵同科，安志装，等．土壤硝态氮淋溶及氮素利用研究

进展 ［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０，２６（１１）：２００－２０５．

Ｃｈｕａｎ　Ｌ　Ｍ，Ｚｈａｏ　Ｔ　Ｋ，Ａｎ　Ｚ　Ｚ，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ｉｎ　ｓｏｉｌ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０，２６（１１）：２００－２０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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