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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浙东典型森林公园地区土壤中的生物群落和有机质的变化,为改善该地区的土壤结

构和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奠定基础。[方法]在浙东典型天童国家森林公园选择林地、果园、蔬菜地和荒地

这4种土地利用方式,通过湿筛法测定中间团聚体(0.25~2mm)、微团聚体(0.053~0.25mm)、大团聚体

(>2mm)和粉黏粒(<0.053mm)有机碳含量和微生物量碳、氮含量,揭示浙东典型森林公园地区土壤有

机碳库的形成格局和调控。[结果]①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各个粒级的团聚体有机碳和微生物量碳、氮的

分配规律相似,均表现为:中间团聚体>微团聚体>大团聚体>粉黏粒;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0—10cm土

壤平均重量直径(MWD)和几何平均直径(GMD)均高于10—20cm土层,0—10和10—20cm土壤 MWD
和GMD大致表现为:林地>荒地>果园>蔬菜地,其中林地和荒地差异不显著(p>0.05),果园和蔬菜地

差异不显著(p>0.05),由此说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主要在表层土壤。②不同

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各粒径有机碳含量趋势一致,基本表现为:大团聚体>微团聚体>中间团聚体>粉黏

粒,且0—10cm土层土壤各粒径有机碳含量均高于10—20cm土层,0—10和10—20cm土壤有机碳含量

大致表现为:林地>荒地>果园>蔬菜地,其中林地和荒地显著高于果园和蔬菜地(p<0.05),果园和蔬菜

地差异不显著(p>0.05)。③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各粒径微生物量碳和氮变化趋势一致,基本表现为:

大团聚体>微团聚体>中间团聚体>粉黏粒,且0—10cm 土层土壤微生物量碳和氮含量均高于10—

20cm土层,0—10和10—20cm土壤微生物量碳和氮含量大致表现为:林地>荒地>果园>蔬菜地,其中

林地和荒地显著高于果园和蔬菜地(p<0.05),果园和蔬菜地差异不显著(p>0.05)。[结论]林地和荒地

土壤团聚体有机碳、微生物量碳和氮高于果园和蔬菜地,由此表明林地和荒地更有利于土壤有机碳的累

积,土壤固碳潜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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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changesofsoilbiomesandorganicmatterintypicalforestparkareasofEastern
ZhejiangProvincewerestudiedtolayafoundationforimprovingsoilstructureandincreasingsoilorganic
mattercontentinthisarea.[Methods]Detectingaggregate(0.25—2mm),microaggregate(0.053—0.25mm),big



aggregate(>2mm),andpowderclay(<0.053mm)inthecontentoforganiccarbon,microbialbiomasscarbonand
nitrogencontent,theinfluenceofsoilaggregatestability,andmicrobesusingwetsievingmethodunderdifferentland
utilizationwayofforestland,orchard,vegetableland,andwastelandto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
formationpatternandregulationofsoilorganiccarbonpool.[Results]① Theresultsshowedthatthe
distributiontrendofthecomponentsoftheaggregatesofdifferentsoilparticlesizeswasconsistentunder
differentland-usepatterns.Themeanweightdiameter(MWDS)andgeometricmeandiameter(GMD)of
0—10cmsoilunderdifferentlandusewayswerehigherthanthoseofthe10—20cmsoillayer.TheMWDS
andGMDofbothtypesofsoilwereroughlycharacterizedbyforestland>wasteland>orchard>vegetable
land;forestlandandwastelandshowednosignificantdifference(p>0.05),andneitherdidorchardsandvegetable
land(p>0.05);thisdemonstratestheinfluenceofdifferentwaysoflanduseonsoilaggregatestability,
mainlyinthesurfacesoil.② Forsoilsunderdifferentland-usepatterns,eachgrainsizetrendoforganic
carboncontentisconsistent,andthebasicperformanceisbigaggregate > microaggregate > middle
aggregate>powderandclay;forthe0—10cmsoillayer,eachparticle’ssizedistributionoforganiccarbon
contentwashigherthanthatof10—20cmsoillayer,andtheorganiccarboncontentofforestland >
wasteland>orchard>vegetablelandforthe0—10cmand10—20cmsoili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of
forestlandandwastelandorchardsandvegetableland(p<0.05),whereasorchardsandvegetablelandshowno
significantdifference(p>0.05).③Soilsunderdifferentland-usepatternsofeachparticlesizeofmicrobial
biomasscarbonandnitrogenvariationtrendareconsistent,andthebasicperformanceisbigaggregate>
microaggregate> middleaggregate>powderandclay;forthe0—10cmsoillayer,thesoil’smicrobial
biomasscarbonandnitrogencontentwerehigherthanthoseofthe10—20cmsoillayer,andthemicrobial
biomasscarbonandnitrogencontentof0—10cmand10—20cmsoilisgenerallycharacterizedbyforestland
> wasteland > orchard > vegetableland,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offorestlandandwasteland
orchardsandvegetableland(p<0.05),whereasorchardsandvegetablelandshownosignificantdifference
(p>0.05).[Conclusion]Overall,theorganiccarbon,microbialbiomasscarbon,andnitrogenoftheforestland
andwastelandaggregatewerehigherthanthoseoftheorchardandvegetableland;thus,forestlandandwasteland
weremoreconducivetotheaccumulationofsoilorganiccarbonandcouldpromotesoilcarbonsequestration.
Keywords:land-usepatterns;soilaggregates;microbialbiomasscarbon;microbialbiomassnitrogen

  土壤团聚体是由土壤中的颗粒通过有机和无机

物质的胶结作用形成的结构性基本单元,按照其颗粒

大小,可划分为大团聚体(>0.25mm)和微团聚体

(<0.25mm)[1-3]。前者包含了众多有机质,能够为

土壤种植农作物提供充足养分,后者能够形成化学性

质稳定的碳生物,两者同时保证了土壤中有机碳的长

期存在[4]。正是由于土壤中这些团聚体的存在,不同

大小的颗粒与含量组合对土壤的物理性质产生了重

大影响,确保了土壤中有机质等各种养分储量的存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土壤质量,确保土壤保持充分

的肥力和充足的稳定性[5-6]。土壤团聚体以基本单元

的形式塑造了土壤结构,通过有机碳的形成与保留,
维持了土壤结构的稳定性,反映了生态系统属性问

题。因此,土壤团聚体的物理结构与空间分布是评价

土壤结构的关键指标[7]。在土壤中,由于其物理构造

及空间的分布,其稳定性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对土壤

中的微生物行为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进一步改变了土

壤中的生物化学作用[8]。有机碳作为土壤中的重要

物质,能够保持土壤的稳定性;团聚体则以有机碳储

存室的形式存在着,是维持土壤中碳含量的重要稳定

器,发挥着重要保护作用。有机碳对于缓解温室效应

同样意义非凡,根据有关数据表明,土壤中每损失

133Gt的有机碳,空气中就会增加500Gt的二氧化

碳,这 也 意 味 着 团 聚 体 对 于 温 室 效 应 的 间 接 价

值[9-10]。因此,土壤团聚体不仅能保持土壤稳定,通
过维持土壤有机碳的形式促进温室气体的吸收。同

时,在不同物理性质下的土壤团聚体的生物化学性

质、固碳作用等也存在差别[11-12]。
微生物生物量是一种不超过5.00×10-3μm的

生物,包括活体植物[13],包括各类细菌、真菌、藻类物

质等。作为土壤中的重要活性物质,微生物通过各类

生物化学作用,能够保持土壤中的养分含量,确保土

壤正常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为实现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提供支持[14-15]。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包含微生物

量碳(MBC)和微生物量氮(MBN),其中 MBC仅占

土壤有机碳含量的1%~4%,但对于土壤中有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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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壤质量的维持发挥着重要作用[16]。MBN通过

促进土壤中氮转化环节,保证土壤中有机氮的含量,
这也使得 MBN受到环境影响较大,肥料种类、耕作

方式等外在条件都会造成 MBN 数量的改变[17-18]。
作为土壤稳定性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微生物的数量

和分布情况为预测土壤团聚体内部碳氮含量和相应

化学反应提供重要依据[17-18]。
当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壤团聚体

的稳定性,从耕作方法、施肥灌溉方式等方面讨论土

壤管理[19]。土地利用方式的差异,造就了土壤团聚

体数 量 及 其 内 部 有 机 碳、微 生 物 碳、氮 含 量 的 差

异[20]。目前,围绕耕地土壤 MBC和 MBN的作用方

式、耕作方法及其对土壤的影响,国内开展了大量的

研究,但是,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中 MBC和

MBN的相关分析鲜见报道。浙东典型森林公园地

区是一个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通过调查与取样

检测该地区土壤群落结构、微生物数量及土壤有机质

含量,对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团聚体及其碳氮含量

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与初步探讨,旨在为维护该地区

生态环境的稳定与改善,促进土壤固碳,夯实农业与

林业的发展基础,提供了新思路。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调查采样区域位于浙东典型天童国家森林公园

(121°47'E,29°48'N),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
季节变化明显,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为16.2℃,

7月均温28.1℃,1月均温4.2℃,>10℃年积温

5166.2℃,年降水量1374.7mm,降雨多集中在夏

季,年均相对湿度82%;年均蒸发量1320.1mm,相
对湿度82%。

该地区土地主要利用方式为林地、果园、蔬菜地、
荒地。其中林地主要是常绿阔叶林(以小叶杨和落叶

松为主),林下伴生灌木(木兰、花榈木);果园主要为

香果树;蔬菜地主要以油菜为主。不同土地利用方式

土壤基本理化性质见表1。

表1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Table1 Basicphysicalandchemicalpropertiesofsoilindifferentlandusemodes

土地类型 pH值
有机碳/
(g·kg-1)

全氮/
(g·kg-1)

硝态氮/
(mg·kg-1)

速效钾/
(mg·kg-1)

有效磷/
(mg·kg-1)

容重/
(g·mL-1)

林 地 8.19 9.13 0.91 11.39 159.47 11.25 1.51
果 园 5.57 21.46 2.61 6.72 38.42 151.11 1.35
蔬菜地 6.54 24.35 2.35 68.68 495.03 148.01 1.42
荒 地 6.25 13.23 0.87 16.31 35.42 13.59 1.52

1.2 研究方法

2023年4月对浙东典型森林公园地区进行了调

查和采样。选择林地、果园、蔬菜地和荒地4种土地

利用方式,每种土地利用方式选取3块地形相近的

100m×100m重复样地,样地之间的间隔100m以

上。每个样地内设置5个10m×10m的样方,在每

个样方内,布置5个采样点,采用挖槽取样方法对0—

10,10—20cm的不受干扰的原状土进行分层采样,
将5个采样点分上层和下层样品分别混匀,然后采用

四分法留取1kg样品于硬质塑料盒中,并将其装运

到样品箱中运回实验室。
样品带回实验室后,沿 土 块 天 然 裂 缝 掰 开 为

1cm左右的小土块,四分法取出部分样品,风干后过

2mm筛,用于测定基本理化性质。土壤团聚体粒径

分级采用湿筛法[21],称取相当于50g风干土的新鲜土

壤样品于200ml烧杯中,沿杯壁缓慢加入10ml的超

纯水,4℃的条件下浸润过夜。高压洗瓶吹洗烧杯中土

壤样品至水盆中的2mm筛上,加水漫过筛子顶部。

50次/min的频率上下3cm幅度垂直移动筛子2min,
冲洗并收集筛面上样品,即为大团聚体(>2mm);将过

筛土壤样品依次使用0.25和0.053mm的筛子进行

筛分,分别获得中间团聚体(0.25~2mm)和微团聚

体(0.053~0.25mm),3500 转/min下离心通过

0.053mm筛的悬浊液,获得粉黏粒(<0.053mm)。
将获得的不同粒级团聚体四分法分成两份,一份置于

0.02mm纱网上阴干至不粘手,用于微生物量碳、氮
测定,一份置于40℃烘箱干燥48h并进行称量,基
于含水率计算不同粒级团聚体的质量分数。烘干样

品过0.15mm筛后混匀用于测定土壤有机碳和全氮

含量。土壤有机碳和全氮测定采用元素分析仪测定;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和氮测定采用氯仿熏蒸[22],

0.5mol/LK2SO4 浸提,TOC仪测定土壤微生物量

碳,凯氏定氮法测定土壤微生物量氮。每个样品室内

做3次重复。

1.3 数据处理

利用平均重量直径(MWD)和几何平均粒径(G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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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块的稳定性进行了评估。其计算公式为[15]:

   MWD=∑
n

i=1
XiWi (1)

   GMD=exp(∑WilnXi) (2)

式中:i为粒径分组数,i=1,2…n;Xi为该组分的平

均直径(mm);Wi 为该组分质量分数(%)。
使用Excel2021和SPSS23.0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和分析,所得结果均为3个重复的平均值和标准

差,处理间方差分析采用单因素TukeyHSD检验方

法,p<0.05为差异性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粒径分布的影响

由图1可知,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各

粒级团聚体质量分数分布趋势基本一致,均表现为中

间团聚体(0.25~2mm)>微团聚体(0.053~0.25mm)

>大团聚体(>2mm)>粉黏粒(<0.053mm)。对于

0—10cm土层,中间团聚体(0.25~2mm)变化范围

在43.2~46.8%之间;微团聚体(0.053~0.25mm)变
化范围在27.6%~35.9%之间;大团聚体(>2mm)
变化范围在12.7~15.2%之间;粉黏粒(<0.053mm)

变化范围在4.6%~9.4%之间;与荒地相比,林地、果
园、蔬菜地土壤中大团聚体含量分别增加了19.69%,

3.94%和0.79%;中间团聚体含量分别增加了11.81%,

5.56%和8.10%,粉 黏 粒 团 聚 体 含 量 分 别 降 低 了

5.32%,8.51%和51.06%。对于10—20cm土层,中
间团聚体(0.25~2mm)变化范围在44.3%~45.9%
之间;微 团 聚 体(0.053~0.25 mm)变 化 范 围 在

25.3%~31.2%之间;大团聚体(>2mm)变化范围

在11.9~14.7%之间;粉黏粒(<0.053mm)变化范围

在10.8%~13.3%之间;与荒地相比,林地、果园、蔬菜

地土壤中大团聚体含量分别增加了23.53%,5.88%
和4.20%。随土层深度增加,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

壤大团聚体均有所降低,林地和荒地中间团聚体

(0.25~2mm)随土层深度增加而增加,蔬菜地和

果园中间团聚体随土层深度增加而降低。不同土地

利用方式下土壤微团聚体均呈下降趋势。土壤粉黏

粒均呈增加趋势。一般认为,0.25~2mm的黏土团

块对保持土层的稳定有重要影响,它的分布水平愈

高,则表明其稳定性较好[23]。与荒地比较,林地土壤

中0.25~2mm的团块增大了很多,说明林地的土壤

结构更加合理。

图1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分布的影响

Fig.1 Effectsofland-usepatternsonsoilaggregatedistribution

2.2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 MWD和GMD如图2
所示。由图2可知: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0—10cm
土壤MWD和GMD均高于10—20cm土层。0—10和

10—20cm土壤MWD大致表现为:林地>荒地>果园

>蔬菜地,其中林地和荒地差异不显著(p>0.05),
果园和蔬菜地差异不显著(p>0.05);0—10和10—

20cm土壤GMD大致表现为:林地>荒地>果园>
蔬菜地,其中林地和荒地差异不显著(p>0.05),果园

和蔬菜地差异不显著(p>0.05)。结果表明,不同的

土地利用方式对胶结物的稳定作用不同。总体上,随

着土壤厚度的增大,各类型的土壤稳定性均呈下降趋

势,对比果园和蔬菜地,森林、荒地可以增加聚合物的

稳定性,从而改善土壤的构造,从而增加抵抗外部环

境破坏的能力。

2.3 土地利用方式对团聚体有机碳的影响

在不同的土地使用模式下,各颗粒大小的团聚物

的有机质含量见图3。由图3可知,不同土地利用方

式下土壤各粒径有机碳含量趋势一致,基本表现为:
大团聚体(>2mm)>微团聚体(0.053~0.25mm)>
中间团聚体(0.25~2mm)>粉黏粒(<0.053mm),
且0—10cm土层土壤各粒径有机碳含量均高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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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cm土层。对于大团聚体(>2mm),0—10cm和

10—20cm土壤有机碳含量大致表现为:林地>荒地>
果园>蔬菜地,其中林地和荒地显著高于果园和蔬菜

地(p<0.05),果园和蔬菜地差异不显著(p>0.05);
对于中间团聚体(0.25~2mm),0—10和10—20cm
土壤有机碳含量大致表现为:林地>荒地>果园>蔬

菜地,其中林地和荒地显著高于果园和蔬菜地(p<
0.05),果园和蔬菜地差异不显著(p>0.05);对于微

团聚体(0.053~0.25mm),0—10和10—20cm土壤

有机碳含量大致表现为:林地>荒地>果园>蔬菜地,
其中林地和荒地显著高于果园和蔬菜地(p<0.05),
果园和蔬菜地差异不显著(p>0.05);对于粉黏粒

(<0.053mm),0—10和10—20cm土壤有机碳含量

大致表现为:林地>荒地>果园>蔬菜地,其中林地

和荒地显著高于果园和蔬菜地(p<0.05),果园和蔬

菜地差异不显著(p>0.05)。

  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0—10cm土层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差异显著(p<0.05);不同小写字母表示10—20cm土层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差异显著

(p<0.05)。下同。

图2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

Fig.2 Effectsofland-usepatternsonstabilityofsoilaggregates

图3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有机碳的影响

Fig.3 Effectsofland-usepatternsonsoilaggregateorganiccarbon

2.4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微生物量碳的影响

从图4可知,在不同的土壤使用模式下,各个颗

粒直径的团聚物中生物量碳的分布情况。不同土地

利用方式下土壤各粒径微生物量碳含量趋势一致,基

本表现为:大团聚体(>2mm)>微团聚体(0.053~
0.25mm)>中间团聚体(0.25~2mm)>粉 黏 粒

(<0.053mm)。由图还可知,随着土壤厚度的增大,
不同颗粒直径的团聚物质中的生物量碳浓度呈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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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势,而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

异。对于大团聚体(>2mm),0—10和10—20cm土

壤团聚体微生物量碳含量大致表现为:林地>荒地>
果园>蔬菜地,其中林地和荒地显著高于果园和蔬菜

地(p<0.05),果园和蔬菜地差异不显著(p>0.05);对
于中间团聚体(0.25~2mm),0—10cm 和10—

20cm土壤团聚体微生物量碳含量大致表现为:林地

>荒地>果园>蔬菜地,其中林地和荒地显著高于果

园和蔬菜地(p<0.05),果园和蔬菜地差异不显著

(p>0.05);对于微团聚体(0.053~0.25mm)和粉黏

粒(<0.053mm),0—10和10—20cm土壤团聚体微

生物量碳含量大致表现为:林地>荒地>果园>蔬菜

地,其中林地和荒地显著高于果园和蔬菜地(p<
0.05),果园和蔬菜地差异不显著(p>0.05)。

图4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微生物量碳的影响

Fig.4 Effectsofland-usepatternsonsoilaggregatemicrobialbiomasscarbon

2.5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微生物量氮的影响

从图5可知,在不同的土地利用模式下,各个颗粒

尺寸的微生物量氮含量在剖面上的分布是相同的,主
要表现为:大团聚体(>2mm)>微团聚体(0.053~
0.25mm)>中间团 聚 体(0.25~2mm)> 粉 黏 粒

(0.053mm)。从图5中可以看出,随着土壤深度的

增大,各颗粒直径团聚体的生物量氮含量呈下降趋

势。而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异。
对于大团聚体(>2mm),0—10和10—20cm 土壤

团聚体微生物量氮含量大致表现为:林地>荒地>果

园>蔬菜地,其中林地和荒地显著高于果园和蔬菜地

(p<0.05),果园和蔬菜地差异不显著(p>0.05);对于

中间团聚体(0.25~2mm),0—10和10—20cm土壤团

聚体微生物量氮含量大致表现为:林地>荒地>果园

>蔬菜地,其中林地和荒地显著高于果园和蔬菜地

(p<0.05),果园和蔬菜地差异不显著(p>0.05);对于

微团聚体(0.053~0.25mm)和粉黏粒(<0.053mm),

0—10和10—20cm土壤团聚体微生物量氮含量大

致表现为:林地>荒地>果园>蔬菜地,其中林地和

荒地显著高于果园和蔬菜地(p<0.05),果园和蔬菜

地差异不显著(p>0.05)。

2.6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SMBC/SOC的影响

由图6可知,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各粒径团聚体

SMBC/SOC的剖面分布变化,不同土地利用方式

下土壤各粒径SMBC/SOC趋势一致。随着土壤厚

度的增大,各颗粒直径SMBC/SOC逐渐减小,而不

同土地利用方式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大团

聚体(>2mm),荒地显著高于林地、果园和蔬菜地

(p<0.05);蔬菜地土壤中间团聚体(0.25~2mm)的

SMBC/SOC显著高于林地、果园和荒地;不同土地

利用方式下微团聚体(0.053~0.25mm)的SMBC/

SOC差异并不显著(p>0.05);林地和荒地粉黏粒

(<0.053mm)的SMBC/SOC显著高于果园和蔬菜

地(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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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微生物量氮的影响

Fig.5 Effectsofland-usepatternsonsoilaggregatemicrobialbiomassnitrogen

图6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SMBC/SOC的影响

Fig.6 Effectsofland-usepatternsonSMBC/SOCofsoilaggregates

3 讨 论

3.1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结构的影响

土壤团聚体是有机质的存在空间,有机质是团聚

体的重要胶结物质。团聚体的几何平均粒径(GMD)
和平均重量粒径(MWD)是反映土壤结构的主要稳定

因素,随着 GMD和 MWD的增加,团块的聚集程度

和稳定程度也随之提高[12-15]。本研究中,0—10和

10—20cm土壤GMD和 MWD大致表现为:林地>
荒地>果园>蔬菜地,其中林地和荒地差异不显著

(p>0.05),果园和蔬菜地差异不显著(p>0.05);0—

10cm和10—20cm土壤GMD大致表现为:林地>
荒地>果园>蔬菜地,其中林地和荒地差异不显著

(p>0.05),果园和蔬菜地差异不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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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与菜地相比,在田间,大颗粒的聚集体

中,有机质的含量更高,而颗粒直径越小,则颗粒的增

长越少[24-25]。当有机物料被引入到土壤中时,会与粒

度较小的微粒子进行胶合反应,从而使其聚集在一

起,在其内部产生微小的聚集,并由大团块中的粗粒

有机质的大量溶解或大团块的破裂而产生微小的聚

集;随后,由于农作耕种等因素的干扰,从大团块中分

离出微粒聚集物[24-25]。与菜地相比,果园中的微粒聚

集体更大,因为它们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所以它们

的数目会变得更小。在大团块中,在新的有机质的影

响下,大团块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而在有机碳的保护

机理下,内部有机碳含量更低[7-9]。这说明了不同的

土地使用方法对土层的稳定作用不同。结果表明,在
不同的用地模式下,土壤的稳定性随着土地深度的增

加而减弱。果园与蔬菜地团聚体整体稳定性较低,而
林地和荒地由于对团聚体稳定性的增强作用,能够提

高土壤抗破坏能力。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各粒径有机碳含量趋

势一致,基本表现为:大团聚体(>2mm)>微团聚体

(0.053~0.25mm)>中间团聚体(0.25~2mm)>粉

黏粒(<0.053mm),且0—10cm土层土壤各粒径有

机碳含量均高于10—20cm土层。在团聚体的有机

碳含量上,林地与荒地高于果园和蔬菜地,说明林地

开垦为果园和蔬菜地后,土壤内部有机碳大量损失,
抛荒可以提高土壤内部有机碳含量,有利于对土壤中

的有机质的回收,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7-9]。大团

聚体作为微团聚体间或与外部粒子在有机质胶结作

用下形成的物质,能够集聚有机碳,提高土壤内部有

机碳含量[26]。同时,大团聚体在内部有机质分解的

作用下发生分离,形成众多微团聚体,从而使得微团

聚体内部的有机碳含量降低[12-14]。

3.2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

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会影响土壤内部有机质的

分解过程,造成微生物活性的变化,进而引起数量的

波动。由于凋落物、水、光、热等外在环境条件的变化

对表层土壤微生物产生了影响,营养元素和细根的变

化也是底层微生物数量改变的原因[26-27]。即便在相

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下,微生物的碳和氮含量也会因为

所处土层位置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在本研究中4种

土地利用方式下,各粒径团聚体微生物量碳和氮的含

量总体上均呈现为随土壤深度增加而降低的趋势,原
因在于各土地利用方式下各类凋谢物停留在土壤表

层,果园等地块中施加的肥料也是作用于表层,新的

有机物质可以提高土壤表面的生物活力,而低层土壤

中的有机物含量较低,且通透性差等原因,内部微生

物生长受到限制[2]。
基于研究结果,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会造成土地有

机质的输入差异,使得土壤团聚体中的碳氮含量产生

差别[13]。受到各种林间落叶等凋落物作用,土壤中

有机质提升,以及丰富的水分含量,促进了土壤内部

碳源的形成与保存,同时林地的隔绝性为各类微生物

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产环境,使得土壤中微生物量

较高[24-25]。林地改造为果园后,一方面由于改造后土

地结构发生改变,尽管通过施加肥料的方式进行改

善,但土壤环境的恶化降低了微生物的生存率;另一

方面,由于作物收获等作物种植的季节变化因素,导
致土壤内部大量碳流失,降低了土壤内的有机质含

量[28-29]。同时,由于蔬菜种植需要土地的不断翻耕,
土壤通透性的增加导致了土壤内部有机质的分解,以
及水分的流失,降低了表层土壤的硬度,这些因素都

对微生物的生存带来了威胁。亚热带气候条件影响

下,蔬菜基地和果园撂荒后的枯死植物,是土壤微生

物有机质的重要来源,为微生物的生产提供了充足养

分,土 壤 条 件 的 改 善 也 带 动 了 微 生 物 数 量 的 提

升[17-19]。试验结果表明:粉黏团聚体与其它3种颗粒

尺寸的团聚体有显著差异:林地耕作引起了大团聚

体、中间团聚体和微团聚体内微生物量碳和氮含量下

降,但却使粉黏团聚体内微生物量碳和氮含量升

高[17-19]。根据上述数据,林地转化为果园和蔬菜基地

后,土壤内大团聚体和粉黏团聚体活性显著提高,提
供了更多的有机质[30];同时,有机碳的稳定性也在开

垦过程中降低,使得有机碳无法有效积累。相反,荒
地中间团聚体和微团聚体SMBC/SOC较高,结果显

示,抛荒增加了聚合物碳的稳定性,有利于不同颗粒

有机碳的积累,增加了其吸收的潜力[30]。
作为衡量土壤质量的重要指标,SMBC/SOC能

够反映出微生物在应对土壤条件变化时的灵敏度。
通过分析微生物碳分解转化能力,表明土壤微生物对

有机碳的活性。SMBC/SOC越大,对应更高的微生

物活性,有机碳的分解能力越高,一般该值的范围在

1%~5%之间[17-19]。本研究基于4种土地利用方式

及与其对应的各团聚体SMBC/SOC,不同粒径下的

团聚体的数值大小与土壤深度呈现反比关系,差异显

著。对于大团聚体(>2mm),荒地显著高于林地、果
园和蔬菜地(p<0.05);蔬菜地土壤中间团聚体(0.25
~2mm)的SMBC/SOC显著高于林地、果园和荒地;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微团聚体(0.053~0.25mm)的

SMBC/SOC差异并不显著(p>0.05);林地和荒地粉

黏粒(<0.053mm)的SMBC/SOC显著高于果园和

蔬菜地(p<0.05)。林地、荒地和果园中间团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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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BC/SOC均低于蔬菜地。这表明蔬菜地中间团聚

体中土壤微生物活性比较强,有机碳的分解能力较

强。这与蔬菜地农作耕作比较频繁,不断施用有机

肥,提高了土壤质量等因素有关。

4 结 论

(1)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各粒级的团聚体

有机碳和微生物量碳、氮的分配规律相似,均表现为:
中间团聚体>微团聚体>大团聚体>粉黏粒,且不同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主要在表

层土壤。
(2)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各粒径有机碳含

量、微生物量碳和氮变化趋势一致,基本表现为:大团

聚体>微团聚体>中间团聚体>粉黏粒。
(3)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各粒径SMBC/

SOC趋势一致,随着土壤厚度的增大,各颗粒直径

SMBC/SOC逐渐减小,而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之间仍

存在一定的差异。
(4)林地和荒地土壤团聚体有机碳、微生物量碳

和氮均高于果园和蔬菜地,由此表明林地和荒地更有

利于土壤有机碳的累积,林地与荒地土壤固碳潜力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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