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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量化长白山原始阔叶红松林和杨桦次生林土壤颗粒有机碳和黑碳含量及分布特征，为研究东北森林

土壤有机碳分布和积累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粒径分组方法测定原始阔叶红松林和杨桦次生林土壤表层（Ａ１１）和

亚表层（Ａ１２）颗粒有机碳（ＰＯＣ）和黑碳（ＢＣ）含量，分析其与土壤基本性质（有机质、含水量、ｐＨ值、粘粒和团聚体

等）的关系。［结果］表明：（１）两种森林类型土壤Ａ１１和Ａ１２ＰＯＣ含量分别为３１．８９ ８８．００、５．２５ １９．４５ｇ·ｋｇ－１，

ＢＣ含量分别为８．４３ ２２．４０、３．３９ １２．１０ｇ·ｋｇ－１，二者随土壤深度增加而显著下降（ｐ＜０．０１）。（２）森林类型显

著影响土壤ＰＯＣ和ＢＣ，表现为杨桦次生林＞原始阔叶红松林。（３）两种森林类型土壤ＰＯＣ与土壤有机质、含水量、

水稳性团聚体均显著相关，与ｐＨ值、粘粒相关性不显著；ＢＣ与土壤 ｐＨ值、粘粒和团聚体相关性均不显著，与含水

量显著相关，与有机质仅在Ａ１１显著相关。（４）土壤ＰＯＣ和ＢＣ显著相关（ｐ＜０．０１）。［结论］在长白山地区森林类

型显著影响土壤ＰＯＣ和ＢＣ含量，杨桦次生林土壤ＰＯＣ和ＢＣ显著高于原始阔叶红松林，很大程度上与森林的采伐

和火烧有关。两种森林类型土壤ＰＯＣ和ＢＣ分布格局是土壤物理化学性质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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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林区是我国重要林区之一，其中的原始

阔叶红松林和杨桦次生林作为主要森林类型，在全

球变化背景下发挥着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鉴于森林土壤在全球碳循环中的重要性，对长白山

原始阔叶红松林和杨桦次生林土壤有机碳及其组分

特征系统研究，对于我国东北森林土壤有机碳稳定

性评价具有重要意义。土壤有机碳具有高度的复杂

性和异质性，由一系列易分解活性有机碳和难分解

惰性有机碳组成［１－２］。活性有机碳可预见土壤理化

性质的改变，对土壤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３］，活性有

机碳包括微生物碳、轻组有机碳、易氧化有机碳、颗

粒有机碳等；惰性有机碳分解慢，周转时间长，相对

稳定，该部分有机碳对长期固碳具有重要影响，惰性

有机碳包括重组有机碳和黑碳等。

颗粒有机碳（ＰＯＣ＞５３ｍ）是与粉砂结合的土
壤有机碳，通常被认为是易被微生物分解的有机碳

组分，相对于土壤粘粒，被认为是有机碳中的非保护

性部分［４－５］，代表一定比例的活性有机碳库［４］。

ＰＯＣ属于植物残体向土壤腐殖质转化的活性中间产
物，可作为有机碳的表征指标［６］，在土壤有机碳积累

和循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黑碳（ＢＣ），植物残体不
完全燃烧的产物，因具有高度芳香化结构，而表现出

较高的抗氧化性和抗分解能力，在不同地质载体中

可保存上亿年，其周转时间为几千年甚至几万年［７］，

因此黑碳是土壤惰性碳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

国内学者对我国个别城市、森林和农业土壤的颗粒

有机碳［８－９］和黑碳［１０］含量及分布已有部分研究，如

不同功能区之间土壤黑碳含量表现出差异性［１１］，不

同利用方式下土壤颗粒有机碳和黑碳数量的差

异［１２］等等，直接针对不同林型下 ＰＯＣ和 ＢＣ分布及
与土壤基本性质相互关系研究尚缺乏。本研究以长

白山典型林区原始阔叶红松林和杨桦次生林为对

象，在区域气候和土壤类型较一致的前提下，采集了

土壤表层和亚表层土壤样品，利用粒径分组方法量

化土壤颗粒态有机碳（ＰＯＣ）、黑碳（ＢＣ），分析不同
林型对土壤 ＰＯＣ、ＢＣ分布特征，探讨土壤 ＰＯＣ和
ＢＣ与土壤基本性质（有机质、含水量、ｐＨ值、粘粒和
团聚体等）的关系，以期为我国东北森林土壤有机碳

积累和稳定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与样品采集

长白山为我国东北主要山脉之一，位于我国吉

林省境内，该区域属于受季风影响的温带大陆性气

候，其特点是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短暂多雨，秋季凉

爽多雾，冬季漫长严寒，年平均温度３ ７℃，降水量
丰富，年均６００ ８００ｍｍ，主要集中在夏季，无霜期
约１１０ｄ。本研究所涉调查区位于长白山北麓天然
林区，海拔约为８００ ８５０ｍ。主要地带性植被包括
以红松（Ｐｉｎｕｓｋｏｒａｉｅｎｓｉｓ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为主的原始
阔叶红松林，以及原生植被破坏后，乔木层除红松外

出现大面积的是山杨（Ｐｏｐｕｌｕ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Ｄｏｄｅ．）、白
桦（Ｂｅｔｕｌａ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Ｓｕｋ．）等次生林（表１）。土壤
类型主要为白浆土（漂白冷凉淋溶土，ＣＳＴ），其成土
母质为黄土状粘土和火山玄武岩风化物［１３］。

在研究区中随机选取２０块样地（１０ｍ×１０ｍ），
其中原始林、次生林样地各１０块。每块样地中部典
型部位选择 １个主剖面，按照发生层取腐殖质层
（Ａ１）样品。并将其分为两个亚层：表层（Ａ１１），聚积
过程占优势、同时具有淋溶作用，颜色较深的腐殖质

层；亚表层（Ａ１２），颜色较浅的腐殖质层。采用原位
立方土柱法取样：Ａ１１、Ａ１２分层后现场标记并记录土
层深度，然后按自上而下顺序分别采集横截面为１０
ｃｍ×１０ｃｍ的立方土柱，土柱取样深度即为土层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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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研究区样地的基本情况
Ｔａｂｌｅ１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林型

Ｆｏｒｅｓｔｔｙｐｅｓ
林龄

Ａｇｅ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ａ
林层Ｓｔｏｒｙ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乔木层Ｔｒｅｅｌａｙｅｒ 灌木层Ｓｈｒｕｂｌａｙｅｒ 草本层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ｌａｙｅｒ
干扰

Ｊａｍｍｉｎｇ

原始阔叶红松林

Ｖｉｒｇｉｎ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Ｋｏｒｅａｎｐｉｎｅｆｏｒｅｓｔ

２００ ３００

杨桦次生林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ｐｏｐｌ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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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分析方法
土壤湿样品捡去根系，无损风干、称质量（Ｗ１），

过２ｍｍ筛。制样后将筛出的２ｍｍ以上石砾合并
称质量（Ｗ２），计算石砾含量；土壤密度根据Ｗ１和实
际取样体积估算。过２ｍｍ筛的土样在容器内充分
混匀，取适量分成６份，其中５份用于颗粒态有机
碳、土壤基本性质（有机质、含水量、电导率和 ｐＨ
值）的测定，还有１份用玛瑙球磨碎，过１００目筛，混
匀，分成两份，装入自封袋中。其中一部分直接用

ＣＮ分析仪测定总有机碳，另一部分用于土壤黑碳
分离。

１．２．１　土壤颗粒态有机碳分离　粒径分级属于土
壤有机质物理分级，步骤如下：

１）取过２ｍｍ筛土壤或土壤团聚体土样２０ｇ，
放入２５０ｍＬ三角瓶，加入１００ｍＬ六偏磷酸钠（５０ｇ
·Ｌ－１），先手摇 ３ｍｉｎ，然后在往复式震荡器（１８０ｒ
·ｍｉｎ－１）震荡３０ｍｉｎ，搅匀后在超声波分散仪中分
散５ｍｉｎ。
２）将分散土壤悬液过５３μｍ筛，并用蒸馏水反

复冲洗至滤液澄清。把所有留在筛子上方的物质，

在５０℃下４８ｈ后称质量，分离样品在玛瑙研钵中研
磨均匀，过０．１４９ｍｍ筛后，装入半微量样品管备用。
１．２．２　土壤黑碳的分离 　土壤黑碳的分离采用
ＨＦ／ＨＣｌ处理的重铬酸盐氧化方法［１４］。

１）碳酸盐矿物去除
称取过１００目筛的土样１ ５ｇ（因有机质含量

而异）于１００ｍＬ离心管中，加入２５ｍＬ３ｍｏｌ·Ｌ－１

ＨＣｌ溶液，超声分散１０ｍｉｎ，静置过夜；离心，弃去上
清液，加 ２５ｍＬ去离子水震荡 １０ｍｉｎ，离心洗涤 １
次，弃去上清液。

２）硅酸盐矿物释放
离心管残余物中加入２５ｍＬ１０ＭＨＦ／１ＭＨＣｌ，

振荡２ｈ，离心弃去上清液；再加入２５ｍＬ１０ｍｏｌ·

Ｌ－１ＨＦ／１ｍｏｌ·Ｌ－１ＨＣｌ，振荡２ｈ，静置２０ｈ（其间每
４ｈ摇匀１次），离心弃上清液；加入２５ｍＬ蒸馏水，
漩涡１ｍｉｎ，如此离心洗涤３次；离心管残余物６０℃
烘干２４ｈ，称质量。
３）活性有机碳去除
ＨＦ处理的烘干样品在玛瑙研钵中研磨混匀并

过１００目筛，称取０．１ ０．３ｇ于玻璃试管中，加入
３０ｍＬ０．１ｍｏｌ·Ｌ－１Ｋ２Ｃｒ２Ｏ７和２ｍｏｌ·Ｌ

－１Ｈ２ＳＯ４
溶液，超声分散１０ｍｉｎ，加盖回流漏斗，恒温水浴中
５５℃±１℃反应６０ｈ，其间每１２ｈ置于超声分散器
中分散１０ｍｉｎ，并适时补充蒸发损失的水分，监测溶
液颜色变化（溶液若出现蓝绿色，表明重铬酸钾不

足，此时应增加溶液用量）；反应完毕，将试管中物质

无损转移到１００ｍＬ离心管中，离心弃上清液，加３０
ｍＬ蒸馏水，漩涡１ｍｉｎ，如此离心洗涤３次；将离心
管６０℃烘干 ２４ｈ，称质量，其中剩余物即为 ＢＣ
样品。

干结ＢＣ样品在玛瑙研钵中研磨均匀，装入半
微量样品管备用。

全土有机碳（ＯＣ）、黑碳（ＢＣ）、颗粒有机碳
（ＰＯＣ）用自动 ＣＮ分析仪（Ｈｅｒａｅｕｓ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Ｖａｒｉｏ
ＥＬ，Ｈａｎａｕ）直接测定，单位统一换算成ｇ·ｋｇ－１土。
１．２．３　土壤基本性质的测定［１５］

有机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

含水量：差值法；

ｐＨ值：电极法；
粘粒：吸管法测定；

水稳性团聚体（＞０．２５ｍｍ）：土壤湿筛法。
１．３　数据处理

利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和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
试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

（ＡＮＯＶＡ）和最小显著差异法（ＬＳＤ）比较不同数据
组间的差异，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评价不同因子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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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关系，并利用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１２．０）软件作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颗粒有机碳和黑碳总体数量特征及与土壤有
机碳比例

　　土壤 ＰＯＣ含量在 Ａ１１、Ａ１２层分别为 ３１．８９

８８００、５．２５ １９．４５ｇ·ｋｇ－１，随深度的增加而显著
下降（ｐ

$

０．０１）。Ａ１１、Ａ１２层 ＢＣ含量分别为８．４３

２２．４０、３．３９ １２．１０ｇ·ｋｇ－１，总体趋势为随土层
深度显著降低（ｐ

$

０．０１）。Ａ１１、Ａ１２层 ＰＯＣ／ＯＣ比
例分别为０．３９、０．２０，有随土层深度而显著下降（ｐ
$

０．０１）；ＢＣ／ＯＣ比例分别为０１０、０．１３，有随土层
深度而增加的趋势，差异达到显著水平（ｐ

$

０．０１）。
另外，土壤ＰＯＣ、ＢＣ含量及ＰＯＣ／ＯＣ、ＢＣ／ＯＣ的变异
系数表现为Ａ１１层$

Ａ１２层，而ＢＣ／ＯＣ的变异系数在
两不同土层间差异大（表２）。

表２　土壤颗粒有机碳和黑碳含量及土壤有机碳比例（ｎ＝２０）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ｒａｔｉｏｓａｎｄＰＯＣａｎｄＢ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ｎ＝２０）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土壤层次

Ｓｏｉｌｈｏｒｉｚｏｎ
范围Ｒａｎｇｅ／
（ｇ·ｋｇ－１）

平均值Ｍｅａｎ／
（ｇ·ｋｇ－１）

标准差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ｇ·ｋｇ－１）

变异系数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ＰＯＣ Ａ１１ ３１．８９ ８８．００ ５７．４５ａ １６．８４ ２９．３２
Ａ１２ ５．２５ １９．４５ １１．９６ｂ ４．１１ ３４．３９

ＢＣ Ａ１１ ８．４３ ２２．４０ １４．５４ａ ４．１３ ２８．４０
Ａ１２ ３．３９ １２．１０ ７．５３ｂ ２．４５ ３２．５６

ＰＯＣ／ＯＣ Ａ１１ ０．２７ ０．５０ ０．３９ａ ０．０７ １６．９５
Ａ１２ ０．１１ ０．２６ ０．２０ｂ ０．０４ ２１．８０

ＢＣ／ＯＣ Ａ１１ ０．０７ ０．１３ ０．１０ａ ０．０２ １９．６５
Ａ１２ ０．０７ ０．２４ ０．１３ｂ ０．０５ ３８．９５

　　注：不同土层间平均值的差异，字母不同代表ｐ＝０．０１显著水平

２．２　林型对颗粒有机碳和黑碳的影响
Ａ１１、Ａ１２层杨桦次生林土壤 ＰＯＣ范围分别为

４４６７ ８８．００、７．１８ １９．４５ｇ·ｋｇ－１，中位值分别
为６７．１９、１５．２８ｇ·ｋｇ－１；原始阔叶红松林ＰＯＣ范围
分别为３１．８９ ６５．２３、５．２５ １３．６３ｇ·ｋｇ－１，中位
值分别为４６．７０、９．４３ｇ·ｋｇ－１（图１Ａ）。杨桦次生
林表层土壤 ＰＯＣ均高于原始林（图 １Ａ）。在 Ａ１１、
Ａ１２层，土壤 ＰＯＣ次生林比原始林分别高 ２３．０２、
５．０１ｇ·ｋｇ－１（ｐ

$

０．０１，图１）。
杨桦次生林中 Ａ１１、Ａ１２层土壤 ＢＣ范围分别为

１２０３ ２２．４１、５．０２ １２．１０ｇ·ｋｇ－１，中位值分别为
１５．８０、７．８７ｇ·ｋｇ－１；原始阔叶红松林中Ａ１１、Ａ１２层土
壤ＢＣ范围分别为８．４３ １７．８７、３．３９ １７．７５ｇ·
ｋｇ－１，中位值分别为１１．９７、６．２１ｇ·ｋｇ－１，两种林型
下，总体趋势均为随土层深度显著降低（ｐ

$

０．０１）。
杨桦次生林表层土壤黑碳含量均高于原始阔叶红松

林（图１）。在Ａ１１、Ａ１２层，土壤ＢＣ杨桦次生林比原始
阔叶红松林分别高４．２７、２．２６ｇ·ｋｇ－１（ｐ＜０．０５，图
１Ｂ）。

由此可知，在同一土层，林型对土壤 ＰＯＣ和 ＢＣ
均具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林型是影响土壤有机碳
分布的重要因素。另外，方差分析可知，杨桦次生林

和原始阔叶红松林土壤ＰＯＣ和ＢＣ均随着土层加深
而显著降低，即Ａ１１层"

Ａ１２层（ｐ＜０．０１）。
２．３　颗粒有机碳和黑碳与土壤基本性质的关系
２．３．１　有机质　两种林型下，土壤ＰＯＣ和ＢＣ与有
机质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图２）。ＰＯＣ与有机质相关
系数分别为：Ａ１１层 ０．８６０、Ａ１２层 ０．７６９（数据未显
示），表层和亚表层均为显著性正相关（ｐ１＝０．０００、
ｐ２＝０．０００，图２Ａ）；ＢＣ含量与有机质的相关系数分
别为：Ａ１１层０．７２４、Ａ１２层０．３３９（数据未显示），土壤
ＢＣ与有机质的相关性表层达到显著相关（ｐ１＝
００００，图２Ｂ）、亚表层不显著（ｐ２＝０．１４３，图２Ｂ）。
相关数据分析可知，两种林型下，土壤 ＰＯＣ与有机
质的相关性大于ＢＣ。
２．３．２　含水量　研究表明，颗粒有机碳含量、黑碳
含量与含水量存在线性正相关关系（图３）。ＰＯＣ与
含水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Ａ１１层０．８２１、Ａ１２层
０．７９２（数据未显示），表层和亚表层均为显著性正
相关（ｐ１＝０．０００、ｐ２＝０．０００，图３Ａ）；ＢＣ与含水量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Ａ１１层０．６４０、Ａ１２层０．４９５（数据
未显示），表层和亚表层均达到显著相关（ｐ１ ＝
０．００２、ｐ２＝０．０２７，图３Ｂ）。相关数据分析可知，两
种林型土壤ＰＯＣ与含水量的相关性大于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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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相同林型不同土层方差分析结果，字母不同代表ｐ＝０．０１显著差异；相同土层原始阔叶红松林与杨桦次生林的比较，Ｆ值标注

表示ｐ＝０．０５显著差异，Ｆ值标注表示ｐ＝０．０１显著差异）

图１　两种林型土壤颗粒有机碳和黑碳含量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ＰＯＣａｎｄＢＣｏｆｔｗｏｆｏｒｅｓｔｔｙｐｅｓ

（注：“○”和“☆”分别代表杨桦次生林和原始阔叶红松林Ａ１１层颗粒有机碳含量；“●”和“★”分别代表杨桦次生林、原始阔叶红松

林Ａ１２层颗粒有机碳含量）

图２　两种林型土壤颗粒有机碳和黑碳含量与有机质的关系（ｎ＝２０）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ｉｌＰＯＣａｎｄＢ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ｔｗｏｆｏｒｅｓｔｔｙｐｅｓ（ｎ＝２０）

图３　两种林型土壤颗粒有机碳和黑碳含量与含水量的关系（ｎ＝２０）（注：同上）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ｉｌＰＯＣａｎｄＢ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ｔｗｏｆｏｒｅｓｔｔｙｐｅｓ（ｎ＝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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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　ｐＨ值　两种林型下，土壤 ＰＯＣ与 ｐＨ值之
间的相关系数为：Ａ１１层０．３８８、Ａ１２层０．０８５（数据未
显示），表层和亚表层 ＢＣ与 ｐＨ值均不相关（ｐ１＝
００９１、ｐ２＝０．７２１，图４Ａ）；土壤 ＢＣ与 ｐＨ值的相关

系数分别为：Ａ１１层 ０．３５５、Ａ１２层 ０．０７１（数据未显
示），表层和亚表层 ＢＣ与 ｐＨ值均不相关（ｐ１＝
０１２４、ｐ２＝０．７６５，图４Ｂ）。

图４　两种林型土壤颗粒有机碳和黑碳含量与ｐＨ值的关系（ｎ＝２０）（注：同上）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ｉｌＰＯＣａｎｄＢ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ｐＨ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ｗｏｆｏｒｅｓｔｔｙｐｅｓ（ｎ＝２０）

２．３．４　粘粒　土壤 ＰＯＣ与粘粒之间的相关系数
为：Ａ１１层０．３６１、Ａ１２层０．０３８（数据未显示），表层和
亚表层土壤 ＰＯＣ与粘粒均不相关（ｐ１＝０．１１７、ｐ２＝
０．８７３，图５Ａ）；土壤ＢＣ与粘粒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Ａ１１层０．４２９、Ａ１２层０．１３８（数据未显示），表层和亚
表层ＢＣ与粘粒相关性均不显著（ｐ１＝０．０５９、ｐ２＝
０５６１，图５Ｂ）。可见，两种林型土壤 ＰＯＣ和 ＢＣ与
粘粒均不相关（ｐ＞０．０５，图５）

图５　两种林型土壤颗粒有机碳含量和黑碳含量与粘粒的关系（ｎ＝２０）（注：同上）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ｉｌＰＯＣａｎｄＢ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ｃｌａ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ｔｗｏｆｏｒｅｓｔｔｙｐｅｓ（ｎ＝２０）

２．３．５　水稳性团聚体　两种林型下，土壤 ＰＯＣ与
水稳性团聚体相关系数分别为：Ａ１１层０．６９８、Ａ１２层

０．７００（数据未显示），表层和亚表层均为显著性正
相关（ｐ１＝０．０００、ｐ２＝０．０００，图６Ａ）；土壤 ＢＣ含量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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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有机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Ａ１１层０２３２、Ａ１２层
０．３６９（数据未显示），土壤ＢＣ与水稳性团聚体均不
相关（ｐ１＝０．３２４、ｐ２＝０．１１０，图６Ｂ）。综上可知，两

种林型下，土壤ＰＯＣ与水稳性团聚体的相关性大于
土壤ＢＣ。

图６　两种林型土壤颗粒有机碳和黑碳含量与水稳性团聚体的关系（ｎ＝２０）（注：同上）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ｉｌＰＯＣａｎｄＢ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ｔａｂｌｅ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ｏｆｔｗｏｆｏｒｅｓｔｔｙｐｅｓ（ｎ＝２０）

２．４　土壤颗粒有机碳与黑碳关系
两种林型下，颗粒有机碳含量与黑碳含量存在

线性相关关系（图７）。Ａ１１和 Ａ１２层相比较，两种林
型下土壤ＢＣ与 ＰＯＣ间的相关系数 Ａ１１层０．５７１（ｐ１

$

０．０１，图７Ａ）
"

Ａ１２层０．４８８（ｐ２$０．０５，图７Ｂ）；
混合统计（Ａ１１＋Ａ１２）得出，土壤 ＢＣ与 ＰＯＣ之间的
相关系数为０．８１２（ｐ

$

０．０００，图７Ｃ），可见 Ａ层土
壤颗粒有机碳和黑碳存在显著相关。

图７　两种林型土壤颗粒有机碳含量与黑碳含量的关系（ｎ＝２０）（注：同上）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ｉｌＰＯ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Ｂ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ｔｗｏｆｏｒｅｓｔｔｙｐｅｓ（ｎ＝２０）

３　讨论
３．１　两种林型土壤颗粒有机碳含量、黑碳含量及其
分布特征

　　研究区域内，两种林型Ａ１１层、Ａ１２层土壤ＰＯＣ含

量为５７．４５和１１．９６ｇ·ｋｇ－１，均表现为随土层加深而

逐渐递减，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１６－１７］。土壤 ＰＯＣ
含量高于其他区域研究结果［１８－１９］，主要与研究区森

林凋落物和植物根系有关，有机物质输入量高，各组

分有机碳含量必然增加；其次，颗粒有机碳属于活性

有机碳，虽然稳定性较低、但天然林区受外界干扰较

小，使该区域ＰＯＣ尚处于不敏感期，一旦周围环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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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如土地利用发生变化，必然导致颗粒有机碳含量

下降［２０］。总体来看，两种林型下土壤ＢＣ在本区域中
含量也很高，Ａ１１层、Ａ１２层土壤ＢＣ达１４５４、７．５３ｇ·
ｋｇ－１，高于我国其他区域的研究结果［２１－２２］。这应该

与近代的火山喷发有关，火山爆发可以改变成土母

质、地形、水文等自然条件，研究表明火山灰与浮石形

成疏松的成土母质［２３］，间接地对土壤有机质产生持

续性的影响，最主要的原因火山可以引发森林火灾，

而林火是黑碳产生的必要条件，森林植被发生不完全

燃烧产生大量的黑碳颗粒。同样，黑碳同有机碳一样

具有表层富集，自上而下明显降低［２４］，这 与

Ｒｕｍｐｅｌ［２５］、刘兆云［１０］等研究结果一致。

颗粒态有机碳占土壤总有机碳的比例较高，范

围在０．１１ ０．５０之间，随土层增加显著降低（ｐ＜
０．０１）。这是因为本研究中的颗粒态有机质主要是
正在腐解的植物残体和微生物，且这些物质主要分

布在土壤表层，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植物残体、根系

及微生物均会降低。黑碳占土壤总有机碳的比例范

围在０．０７ ０．２４之间，随土层增加而增加。由此
可知ＰＯＣ／ＯＣ和ＢＣ／ＯＣ随土层变化趋势截然不同，
这可能有以下两方面原因：其一，表层土壤有机碳的

大量积累对ＢＣ起到了“稀释”作用［２６］，而对ＰＯＣ起
到了“浓缩”作用；其二，向下迁移的过程部分 ＰＯＣ
被分解掉。可见，ＰＯＣ对土壤有机碳的贡献与土壤
深度成反比；ＢＣ对土壤有机碳的贡献与土壤深度成
正比。

在气候、成土母质和地形等因素基本一致的条

件下，凋落物是土壤有机碳的主要补充，进入土壤的

植物枯枝落叶多少和分解速率是由地上植被决定

的。不同森林类型的树种组成不同，直接导致凋落

物的种类、产量和质量不同［２７］，同时也间接地影响

土壤微生物活动的微环境［２８］，而颗粒有机碳由正在

腐解的植物残体和微生物体构成［２９］，因此森林类型

必然影响土壤 ＰＯＣ含量和分布。本研究两种林型
土壤颗粒态有机碳结果为，杨桦次生林各层土壤

ＰＯＣ含量高于原始阔叶红松林。一方面长白山杨桦
次生林林分结构完整、环境较稳定，地表植被丰富，

林下凋落物多于原始阔叶红松林；另一方面可能是

由于长白山原始阔叶红松林以红松为优势树种，而

过熟林（＞２００ａ）样地的优势树已达到该立地类型
树种的平均预期寿命，林分生物量不再增加，甚至有

所下降［３０］。表层ＰＯＣ含量受母质影响较小，主要由
进入土壤枯枝落叶多少决定，当进入土壤的生物残

体越多时，形成的颗粒态有机质也越多［３１］，两种林

型ＰＯＣ含量 Ａ１１层、Ａ１２层均达到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本研究区两杨桦次生林土壤 ＢＣ显著高于
原始阔叶红松林（ｐ＜０．０１，图１Ｂ）。这是因为黑碳
的增加依赖于系统中底物碳的输入［３２］，杨桦次生林

较原始阔叶红松林郁闭度高，凋落物层厚，根系积累

多，火烧后焦化的植物残体量大，进而产生土壤黑碳

相对较多。

３．２　土壤颗粒有机碳和黑碳与土壤基本性质的
关系

　　土壤性质通过直接和间接作用共同影响土壤有
机碳含量及其变化特征［３３］。研究区域内森林凋落

物层较厚，分解后回归土壤的有机碳也较丰富，易于

有机质积累。土壤有机质是植物生长和微生物生命

活动的物质和能量来源，调控着土壤物理、化学和生

物学性质。本研究中 ＰＯＣ与有机质显著正相关（ｐ
＜０．０１）。这是因为有机质作为有机胶结物质，可改
善土壤结构，易于土壤团粒结构和颗粒有机质的形

成。另外，土壤微生物与有机质显著正相关，其数

量、活性和群落结构随着有机质含量增加而增加，直

接影响颗粒态有机碳构成（腐解的植物残体和微生

物体）。结果表明，在 Ａ１１层 ＢＣ与有机质关系显著
正相关（ｐ＜０．０１）。这可能是因为森林枯落物层火
烧后变脆或炭化，易呈细碎颗粒状与表层土壤混合，

从而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３４］，同时植物残体不完全

燃烧时又会形成土壤黑碳。在 Ａ１２层 ＢＣ与有机质
不相关，这可能与与黑碳的降解和迁移方式等有关。

本研究中表层和亚表层的 ＰＯＣ均随含水量增
加而增加，二者具有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这与张
文敏［３５］、陆昕［３６］不同碳组分与含水量关系研究结

果一致。土壤颗粒有机碳和黑碳分布受植物分布影

响较大，而植物分布受光、温、水分等条件限制。在

同一气候区、相同海拔的地方，水分是植物分布的重

要限制因子［３７－３８］。可见，土壤水分对ＰＯＣ和ＢＣ影
响更为直接。另外，土壤湿度、温度可以通过影响根

系和微生物分解速度间接影响土壤有机碳含量。土

壤湿度大不利于有机质的矿化，部分区域还存在季

节性积水，产生有机质的泥炭化现象，因而有利于颗

粒有机质的形成［６］。两种林型下 Ａ１１层和 Ａ１２层中
ＢＣ与含水量均为线性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这是
因为各种强度林火所致有机残体颗粒物和炭化颗粒

物混入，包括植被死有机残体颗粒物和炭化颗粒物、

枯落物层细碎化和炭化颗粒物、半腐烂死细根混入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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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需要有后期的水分机械淋移作用。可见，含水

量对黑碳的影响极为重要。基于水分对 ＰＯＣ和 ＢＣ
的重要影响，在今后研究工作需要考虑动态变化等

综合因素。

土壤 ｐＨ通过影响微生物的活性、水解作用等
影响土壤碳氮的固定和累积能力，它是影响土壤有

机碳和全氮空间分布的环境因子之一［３９］。本研究

中，ＰＯＣ与 ｐＨ值相关性不显著（ｐ＞０．０５），这主要
由研究区土壤性质决定，该区域内土壤均呈弱酸性，

ｐＨ值数据变化不明显，在这样的区间仅能体现变化
趋势，未到达显著影响。而对于研究区域 ＢＣ，一般
认为，火烧后产生黑碳的土壤中，ｐＨ值会增加，这是
由于林火残留灰分中含有的大量可溶性碱性金属氧

化物［４０］，能很快合成碳酸盐，中和土壤的酸性，导致

火烧后土壤ｐＨ值升高［４１］，二者应具备正相关关系，

但由于黑碳形成受诸多因素影响，所以与 ｐＨ值相
关性不显著（ｐ＞０．０５）。

一般认为粘粒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和电荷密

度，能够强烈吸附土壤有机物质，并能与腐殖质形成

有机－无机复合体，降低微生物对土壤有机质的分
解［４２］。本研究中 ＰＯＣ和 ＢＣ与粘粒含量相关性均
不显著。粘粒主要是吸附和固定有机质，而 ＰＯＣ、
ＢＣ均不以粘粒为结合态存在，二者与粘粒之间无显
著相关。

土壤团聚体形成作用是土壤碳蓄积的重要机

制，本研究中，表层和亚表层的 ＰＯＣ均随团聚体增
加而增加，二者具有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这是因
为土壤中游离颗粒有机碳被胶结剂包裹形成团聚

体，团聚体形成后内部孔隙降低，有机碳与矿物颗粒

的接触更紧密［４３］，即团聚体有利于ＰＯＣ的形成。研
究区域的 ＢＣ与团聚体之间相关性不显著，一方面
本实验没有把团聚体按粒径组分划分［４４］；另一方面

由于土壤自身生物学和理化性质的复杂性，及它们

在团聚过程中的强烈交互作用［４５］，所以探讨二者的

关系需要考虑综合因素系统研究。

ＰＯＣ和 ＢＣ与土壤基本性质中的有机质和水稳
定性团聚体相关性不一致，其可能原因分别为：一是

火烧后黑碳和有机碳富集在表层，黑碳和有机碳主

要是通过土壤动物、水等作用淋溶至下层，黑碳和有

机碳淋溶下层的量不成比例，导致黑碳和有机质在

下层不相关；二是本研究中团聚体是 ＞０．２５ｍｍ的
水稳性大团聚体，这些团聚体内部可能含有黑碳，但

由于黑碳密度较小，质量较轻，黑碳质量在水稳定大

团聚体质量中甚至可能忽略不计，所以导致黑碳质

量与水稳性团聚体质量不相关。

３．３　土壤颗粒有机碳和黑碳的关系
土壤黑碳与颗粒有机碳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通常认为，ＢＣ具有高度芳香性，是土壤惰性碳库的
重要组成部分［４６］；而ＰＯＣ主要由未分解或半分解的
动植物和根系残体组成，是土壤活性碳库的一部

分［４７］。然而，本研究中土壤 ＰＯＣ和 ＢＣ显著正相
关，可能是因为分离的颗粒有机碳主要是粒径 ＞
５３μｍ的颗粒，其中可能包含了大量黑碳颗粒。可
见，在东北森林土壤中颗粒有机碳组分中不完全是

活性有机碳，下一步研究将进一步分离颗粒有机碳

中的黑碳。

４　结论
（１）在长白山地区林型显著影响土壤 ＰＯＣ和

ＢＣ，杨桦次生林土壤 ＰＯＣ和 ＢＣ显著高于原始阔叶
红松林，这很可能与杨桦次生林遭受的采伐和火烧

有关。

（２）两种林型土壤 Ａ１１层颗粒有机碳和黑碳含
量均高于Ａ１２层。

（３）原始阔叶红松林和杨桦次生林土壤 ＰＯＣ和
ＢＣ分布格局是土壤基本理化性质综合作用的结果。

（４）土壤ＰＯＣ和ＢＣ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初步
认为可能与颗粒有机碳中含有较多黑碳有关，具体

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１］赵　鑫，宇万太，李建东，等．不同经营管理条件下土壤有机碳
及其组分研究进展［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０６，１７（１１）：２２０３２

－２２２０９．

［２］ＰａｒｔｏｎＷＪ，ＳｃｈｉｍｅｌＤＳ，ＣｏｌｅＣＶ，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ｇｒｅａｔｐｌａｉｎｓ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Ｊ］．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７，５１（５）：１１７３－１１７９．

［３］ＰａｒｔｏｎＷＪ，ＳｃｈｉｍｅｌＤＳ，ＣｏｌｅＣＶ，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ＧｒｅａｔＰｌａｉｎｓ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Ｊ］．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７，５１（５）：１１７３－１１７９．

［４］ＣａｍｂａｒｄｅｌｌａＣＡ，ＥｌｌｉｏｔｔＥＴ．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ｃｈａｎ

ｇ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ａ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Ｊ］．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２，５６（３）：７７７－７８３．

［５］ＦｒａｎｚｌｕｅｂｂｅｒｓＡＪ，ＡｒｓｈａｄＭ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ｉｌｌａｇｅａｎｄｔｅｘｔｕｒｅ［Ｊ］．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７，６１（５）：１３８２－１３８６．

［６］土地利用方式对红壤和黄壤颗粒有机碳和碳黑积累的影响［Ｊ］．

土壤通报，２００６，３７（４）：６６２）６６５．

［７］ＢｒｏｄｏｗｓｋｉＳ，ＪｏｈｎＢ，ＦｌｅｓｓａＨ，ｅｔａｌ．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ｏｃｃｌｕｄｅｄｂｌａｃｋ

ｃａｒｂｏｎｉｎｓｏｉｌ［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５７（４）：

０３２



第２期 孙金兵，等：长白山两种森林类型土壤颗粒有机碳和黑碳分布特征

５３９－５４６．

［８］周彩云，魏宗强，颜　晓，等．不同施肥处理对水稻土颗粒有机

碳与磷的影响［Ｊ］．江西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８（２）：２０－２７．

［９］方华军，杨学明，张晓平，等．东北黑土区坡耕地表层土壤颗粒

有机碳和团聚体结合碳的空间分布［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６，２６

（９）：２８４７－２８５４．

［１０］刘兆云，章明奎．林地土壤中黑碳的出现及分布特点［Ｊ］．浙

江林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２６（３）：３４１－３４５．

［１１］何　跃，张甘霖．城市土壤有机碳和黑碳的含量特征与来源分

析［Ｊ］．土壤学报，２００６，４３（２）：１７７－１８２．

［１２］张履勤，章明奎．土地利用方式对红壤和黄壤颗粒有机碳和碳

黑积累的影响［Ｊ］．土壤通报，２００６，３７（４）：６６２－６６５．

［１３］李昌华．长白山露水河施业区的土壤条件及其与林型分布和

林木生长的关系［Ｊ］．林业科学，１９６３，８（２）：９３－１０４．

［１４］ＬｉｍＢ，ＣａｃｈｉｅｒＨ．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ｌａｃｋｃａｒｂｏｎｂｙ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ｏｘｉ

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ｌａｋ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ｃｌａｙｓ［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６，１３１

（１）：１４３－１５４．

［１５］鲁如坤．土壤农业化学分析法［Ｍ］．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

社，１９９９．

［１６］杜有新，吴从建，周赛霞，等．庐山不同海拔森林土壤有机碳密

度及分布特征［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１１，２２（７）：１６７５－１６８１．

［１７］刘　伟，程积民，高　阳，等．黄土高原草地土壤有机碳分布及

其影响因素［Ｊ］．土壤学报，２０１２，４９（１）：６８－７５．

［１８］张履勤，章明奎．土地利用方式对红壤和黄壤颗粒有机碳和碳

黑积累的影响［Ｊ］．土壤通报，２００６，３７（４）：６６２－６６５．

［１９］方华军，杨学明，张晓平，等．东北黑土区坡耕地表层土壤颗

粒有机碳和团聚体结合碳的空间分布［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６，

２６（９）：２８４７－２８５４．

［２０］章明奎，郑顺安，王丽平．利用方式对砂质土壤有机碳，氮和磷

的形态及其在不同大小团聚体中分布的影响［Ｊ］．中国农业科

学，２００７，４０（８）：１７０３－１７１１．

［２１］薛丽佳，高　人，杨玉盛，等．武夷山土壤有机碳和黑碳的分配

规律研究［Ｊ］．林业科学研究，２０１１，２４（３）：３９９－４０３．

［２２］刘兆云，章明奎．林地土壤中黑碳的出现及分布特点［Ｊ］．浙江

林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２６（３）：３４１－３４５．

［２３］靳英华，许嘉巍，梁　宇，等．火山干扰下的长白山植被分布规

律［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３，３３（２）：２０３－２０８．

［２４］于小玲，佟小刚，杨学云，等．长期施肥对 （土娄）土黑碳积

累的影响［Ｊ］．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２０１２，１８（６）：１４０４

－１４１１．

［２５］ＲｕｍｐｅｌＣ，ＡｌｅｘｉｓＭ，ＣｈａｂｂｉＡ，ｅｔａｌ．Ｂｌａｃｋｃａｒｂｏ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ｓｌｏｐｉｎｇｌａｎｄｕｎｄｅｒ

ｓｌａｓｈａｎｄｂｕｒ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Ｇｅｏｄｅｒｍａ，２００６，１３０（１）：３５

－４６．

［２６］孙金兵，桑　英，宋金凤，等．长白山典型森林土壤黑碳含量及

不同组分中的分布特征［Ｊ］．林业科学研究，２０１６，２９（１）：３４

－４０．

［２７］杨万勤，邓仁菊，张　健．森林凋落物分解及其对全球气候变

化的响应［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０７，２８（１２）：２８８９－２８９５．

［２８］ＷｙｎｎＪＧ，ＢｉｒｄＭＩ，ＶｅｌｌｅｎＬ，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ｃａｌｅ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ｐｏｏｌｗｉｔｈ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ｅｄａｐｈｉｃ，ａｎｄｂｉｏｔ

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Ｊ］．Ｇｌｏｂａｌ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ｅｓ，２００６，２０：ＧＢ１００７：

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５ＧＢ００２５７６．

［２９］ＴｉｓｓｅｎＨ，ＳｔｅｗａｒｔＪＷＢ．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ｓｉｚ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ｕｓｅ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Π．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ｚ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Ｊ］．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

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３，４７：５０９－５１４．

［３０］胡　嵩，张　颖，史荣久，等．长白山原始红松林次生演替过程

中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和酶活性变化［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１３，

２４（２）：３６６－３７２．

［３１］王　阳，章明奎．不同类型林地土壤颗粒态有机碳和黑碳的分

布特征［Ｊ］．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７

（２）：１９３－２０２．

［３２］郭剑芬，杨玉盛，陈光水，等．火烧对森林土壤有机碳的影响

研究进展［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５（９）：２８００－２８０９．

［３３］安晓娟，李　萍，戴　伟，等．亚热带几种林分类型土壤有机碳

变化特征及与土壤性质的关系［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２，２８

（２２）：５３－５８．

［３４］崔晓阳，郝敬梅，赵山山，等．大兴安岭北部试验林火影响下土

壤有机碳含量的时空变化［Ｊ］．水土保持学报，２０１２，２６（５）：

１９５－２００．

［３５］张文敏，吴　明，王　蒙，等．杭州湾湿地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

有机碳及其组分分布特征［Ｊ］．土壤学报，２０１４，５１（６）：１３５１

－１３６０．

［３６］陆　昕，孙　龙，胡海清．森林土壤活性有机碳影响因素［Ｊ］．

森林工程，２０１３（１）：９－１４．

［３７］何其华，何永华，包维楷．干旱半干旱区山地土壤水分动态变

化［Ｊ］．山地学报，２００３，２１（２）：１４９－１５６．

［３８］王　膑，钱晓刚，彭　熙．花江峡谷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水分

时空分布特征［Ｊ］．水土保持学报，２００６，２０（５）：１３９－１４１．

［３９］赵锐锋，张丽华，赵海莉，等．黑河中游湿地土壤有机碳分布

特征及其影响因素［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３，３３（３）：３６３－３７０．

［４０］田　昆．火烧迹地土壤磷含量变化的研究［Ｊ］．西南林学院学

报，１９９７，１７（１）：２１－２５．

［４１］张玉红，孙铭隆，刘　彤．林火对大兴安岭典型植被土壤理化

性质的影响［Ｊ］．东北林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４０（６）：４１－４４．

［４２］解宏图，郑立臣，何红波，等．东北黑土有机碳、全氮空间分布

特征［Ｊ］．土壤通报，２００６，３７（６）：１０５８－１０６１．

［４３］陈建国，田大伦，闫文德，等．土壤团聚体固碳研究进展［Ｊ］．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１（５）：７４－８０．

［４４］ＳｋｊｅｍｓｔａｄＪＯ，ＲｅｉｃｏｓｋｙＤＣ，ＷｉｌｔｓＡＲ，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ｃｏａｌ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Ｕ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ｏｉｌｓ［Ｊ］．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

ｎａｌ，２００２，６６（４）：１２４９－１２５５．

［４５］ＢｌａｎｃｏＣａｎｑｕｉＨ，Ｌａｌ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Ｃ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ｉｌａｇ

ｇｒｅｇａｔｅｓ［Ｊ］．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Ｐｌａ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２３：４８１

－５０４．

［４６］ＢｒｏｄｏｗｓｋｉＳ，ＪｏｈｎＢ，ＦｌｅｓｓａＨ，ｅｔａｌ．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ｏｃｃｌｕｄｅｄｂｌａｃｋ

ｃａｒｂｏｎｉｎｓｏｉｌ［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５７

（４）：５３９－５４６．

［４７］彭新华，张　斌，赵其国．土壤有机碳库与土壤结构稳定性关

系的研究进展［Ｊ］．土壤学报，２００４，４１（４）：６１８－６２３．

（责任编辑：彭南轩）

１３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