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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子和生物因子对黄河三角洲
滨海湿地土壤呼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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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 Li-8150 多通道土壤呼吸自动测量系统对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土壤呼吸进行全
年连续测定，同步测量了温度、土壤含水量、地上生物量以及叶面积指数等环境因子和生物因
子．结果表明: 土壤呼吸日动态在全年尺度上多呈单峰型，但在受到土壤封冻和地表积水干扰
时，土壤呼吸日动态呈多峰型．土壤呼吸具有明显的季节动态特征，总体呈单峰型，年平均土
壤呼吸速率为 0．85 μmol CO2·m－2·s－1，生长季平均土壤呼吸速率为 1．22 μmol CO2·m－2·
s－1 ．在全年尺度上，土壤温度是滨海湿地土壤呼吸的主要控制因子，可解释全年土壤呼吸
87．5%的变化．在生长季尺度上，土壤含水量和叶面积指数对土壤呼吸的协同影响达到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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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and biotic factors on soil respiration in a coastal wetlan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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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Li-8150 multichannel automatic soil CO2 efflux system，soil respiration was
measured continuously over a one-year period in a coastal wetland in the Yellow Ｒiver Delta，China．
Environmental and biological factors were measured simultaneously，including temperature，soil wa-
ter content，aboveground biomass and leaf area index．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urnal variation
of soil respiration presented a single-peak curve，but it appeared as multiple peaks when disturbed
by soil freezing and surface flooding． Soil respiration showed obvious seasonal dynamics and a single
peak curve． The average annual soil respiration was 0．85 μmol CO2·m－2·s－1，and the mean soil
respiration rate was 1．22 μmol CO2·m－2·s－1 during the growing season． On one-year scale，soil
temperature was a major factor influencing soil respiration in the coastal wetland，which explained
87．5% of the variation in soil respiration． On the growing season scale，soil water content and leaf
area index accounted for 85% of the seasonal variation of soil respiration．

Key words: coastal wetland; soil respiration; environmental factor; biological factor; Yellow Ｒ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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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湿地是多 种温室气体重要的源和汇，影响着 CO2 等重要温室

气体的全球平衡［1］．一方面，湿地是 CO2 的汇，即通

过湿地植物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 CO2 将其转化

为有机质，植物死亡后其残体经腐殖化作用和泥炭

化作用形成腐殖质和泥炭，储存在湿地土壤中．虽然

其面积仅占全球陆地表面积的 3%［2－3］，但由于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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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较高的生产量和较低的分解率，使得湿地土壤

能储存大量有机碳．据估计，其碳储量可占到土壤碳

总蓄积量的 11%［4－5］．另一方面，湿地也是温室气体

的源，土壤中的有机质经微生物矿化分解产生的

CO2 被直接释放到大气中［1］．碳源的增加会加剧气

候变暖，这是碳循环与气候变暖间的一个正反馈效

应［6］．土壤呼吸是湿地生态系统碳素回到大气的主

要途径，由于湿地土壤碳库的巨大规模，湿地土壤呼

吸的微小变动都会引起大气 CO2 浓度较大的变化，

继而对全球气候产生影响［7］．
我国关于湿地土壤呼吸及其对环境因子和生物

因子响应的研究已有很多，主要集中在九龙江口红

树林 湿 地［8－9］、三 江 平 原 沼 泽 湿 地［5，10］、盘 锦 湿

地［11］、嫩江湿地［12］．研究表明，湿地土壤呼吸的昼夜

变化多呈现出不对称的单峰型［11］，且同一地点不同

季节测定的昼夜变化、土壤呼吸峰值出现的时间及

形式也有差异［8］．湿地土壤呼吸的季节动态曲线也

呈单峰型［8，12－15］，夏季达到峰值［12］．湿地土壤呼吸动

态变化通常是由环境因子和生物因子等多种因素共

同作用导致的［16］，且不同湿地类型及不同环境状况

下土壤呼吸变化的主导因子和机理也不同．多数研

究认为，在一定的范围内，湿地土壤呼吸强度与土壤

温度呈正相关［11，13］，但是高温会抑制土壤中底栖光

合微生物的作用，因此土壤呼吸速率会随温度升高

而降低［8］．同时，土壤含水量通过影响生物活性、土

壤温度［13］和土壤通透性［11］等直接或间接影响土壤

呼吸．另外，地表水文状况对湿地土壤呼吸也有显著

影响．例如，地表积水对土壤呼吸起到抑制作用［3］，

毛果苔草( Carex lasiocarpa) 沼泽和小叶章( Deyeuxia
angustifolia) 草甸土壤呼吸速率随水深的增加而降

低［5］．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地表积水导致土壤呼吸

日动态峰值推后或无单峰型规律［3］．此外，生物因子

也是 影 响 湿 地 土 壤 呼 吸 的 重 要 因 素，地 上 生 物

量［16］、根系生物量、叶面积指数、凋落物、微生物种

群是影响土壤呼吸的主要生物因子［17］．例如，地上

生物量主要通过地上凋落物提供大量土壤有机碳和

加强根际呼吸等途径间接影响土壤呼吸［18］; 根系呼

吸占生长季土壤呼吸的比例呈单峰型变化［19］，可见

植物根系对湿地土壤呼吸，特别是生长季湿地土壤

呼吸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叶面积指数表征植物光

合生产力状况［20］，是解释生长季土壤呼吸变异的重

要指标．
虽然国内针对湿地土壤呼吸的研究已有不少，

但仍 存 在 土 壤 呼 吸 测 定 频 率 低 ( 每 季 测 定 一

次［9，21－22］，每 月 测 定 一 次［3－4，8，10，15］，两 周 测 定 一

次［2，14］或者一周测定两次［23－24］) 、注重生长季尺度

而缺乏全年尺度研究［2－3，10，12，25］、对湿地土壤呼吸白

天动态变化的研究多而对夜间动态变化的研究较

少［2－3，8，11］等不足．针对这些不足，本文采用 Li-8150
多通道土壤 CO2 通量自动测量系统，于 2013 年对

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土壤呼吸进行了全年自动连续

测定( 每 2 h 测定一次) ，分析土壤呼吸日动态和季

节动态，阐明环境因子和生物因子对湿地土壤呼吸

的协同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对黄河三角洲滨海湿

地土壤呼吸进行动态模拟，并将其与国内其他湿地

平均土壤呼吸速率进行对比分析．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试验在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

验站( 37°45'50″ N，118°59'24″ E) 进行．该地属暖温

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热同期，

年平均气温 12．9 ℃，年降水量 550 ～ 640 mm［26］．受
平坦的地形和较高的地下水位影响［26］，实验区土壤

以潮土和盐土分布最广［27］，土壤质地主要为砂质黏

壤土［3］．植被属于温带落叶阔叶林群落，以草甸景观

为主体［26］，尤以盐生草甸占显著地位［28］．实验区内

优势 种 为 芦 苇 ( Phragmites australis ) 、盐 地 碱 蓬

( Suaeda salsa) 、柽柳( Tamarix chinensis) 和白茅( Im-
perata cylindrica) ．
1. 2 土壤呼吸测定

在试验站内选择芦苇-碱蓬典型群落样地布设

Li-8100A 自动土壤 CO2 通量测量系统( Li-Cor，Inc，

Lincoln，NE，USA) ，在其周围随机布置 4 个重复的

PVC 环( 高 11．4 cm，直径 21．3 cm，插入土壤深度为

8 cm，编号为 1、3、5、7) ，将 8100-104 长期观测气室

与 PVC 环固定在一起并与 Li-8150 多路器相连接，

使用交流电变压为系统提供长期供电．土壤呼吸速

率测定在 2013 年全年连续进行，每隔 2 h 测定一次．
为减少放置 PVC 环对土壤的扰动造成对土壤呼吸

速率的影响，初次测定在 PVC 环插入土壤 24 h 后

进行．在尽可能不扰动地表凋落物的条件下，定期剪

除 PVC 环内的绿色植物并定期检查数据和维护设

备以保证全年测定稳定进行．
1. 3 环境因子和生物因子的测定

气温和降水量等气象数据通过试验区的微气象

观测站全天候 24 h 自动采集．气温由距地面 3 m 高

处的空气温湿度传感器( HMP45C，Vaisala，Hel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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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Finland) 测定，降水量通过距地面 0．7 m 高处的

自动雨量计 ( TE525MM，Texas Electronics，Dallas，
USA) 测定．土壤因子的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对土壤温

度和体积含水量的测定．土壤温度通过埋深 5、10、
20、30、50 cm 的土壤温度传感器 ( 109SS，Campbell
Scientific，Logan，USA) 测定，土壤湿度由埋深 10、
20、40、60、80、100 cm 的土壤湿度传感器 ( Enviro
SMAＲT SDI-12，EnviroScan，Lancaster，USA) 测定．以
上数据均通过数据采集器( CＲ1000，Campbell，Lo-
gan，USA) 每 30 min 在线采集一次并计算平均值和

自动存储．
地上生物量采集在生长季进行，从 2013 年 5 月

初开始，到 10 月底结束，每月采集 2 次．地上生物量

测定采用收割法．在土壤呼吸测定样点附近随机选

取 5 个 0．5 m×0．5 m 样方，测定样方内各种植物的

株数、株高、盖度、频数等指标，用剪刀将样方内的全

部植物齐地面剪下．将植物样品装入牛皮纸样品袋

中，在室内迅速剔除其中的枯草后，置于鼓风干燥箱

内，在 105 ℃下杀青 1 h，70 ℃下烘干至恒量并称量

生物量． 叶 面 积 指 数 通 过 植 物 冠 层 分 析 仪 ( LAI-
2000，LI-COＲ Inc，USA) 测定，其假设条件是叶片

不透光、无反射、叶片排列和位置分布随机．叶面积

指数的测量在生长季进行，8 d 测量一次，每次随机

测量 5 组数据取平均值．
1. 4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2007 和 SPSS 21．0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采用 Pearson 法对土壤呼吸与各环境和生

物因子进行相关分析，用非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分析

土壤呼吸与土壤温度的指数关系 ( 式 1) ，用式 ( 2)

计算土壤呼吸对温度变化的敏感程度( Q10 ) ，用多元

回归分析方法分析生长季各环境和生物因子对土壤

呼吸的协同影响．利用 SigmaPlot 12．5 软件作图．图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Ｒs =ae
bt ( 1)

Q10 = e
10b ( 2)

式中: Ｒs 为土壤呼吸速率( μmol CO2·m－2·s－1 ) ; t
为气温( ℃ ) ; a、b 为拟合参数．

2 结果与分析

2. 1 土壤呼吸动态

2. 1. 1 土壤呼吸和温度的日动态 土壤呼吸速率的

日动态呈现出明显的季节变化．黄河三角洲滨海湿

地土壤呼吸日变化主要表现出 3 种情况: 1) 在未受

干扰月份，土壤呼吸速率日变化呈单峰型，土壤呼吸

速率最大值出现在 12: 00—14: 00，最小值出现在

4: 00—6: 00，这一趋势与气温日变化相接近，但各月

土壤温度最大值较前二者均表现出 2 h 的滞后; 2)

在温度最低的 1 月，除 8: 00—10: 00 外，白天土壤呼

吸速率均低于夜间，且 8: 00—18: 00 土壤呼吸变化

与气温变化呈相反趋势，5 cm 深度土壤温度日变化

不显著; 3) 在雨季( 7—9 月) ，土壤呼吸日变化也发

生改变，最低值均出现在温度快速上升的 8: 00—
10: 00，7 和 9 月日动态无明显规律，8 月白天土壤呼

吸动态与气温日动态表现出相反的趋势，且白天土

壤呼吸速率明显低于夜间( 图 1) ．
2. 1. 2 土壤呼吸的季节动态 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

土壤呼吸速率的季节变化总体呈单峰型 ( 图 2) ．全
年土壤呼吸速率均值为 0．85 μmol CO2·m－2·s－1，

其中最高值出现在 8 月 25 日( 3．08 μmol CO2·m－2·
s－1) ，最低值出现在 2 月 13 日 ( 0． 02 μmol CO2·
m－2·s－1 ) ．2013 年 1—7 月初土壤呼吸速率呈逐步

上升趋势，7 月初进入雨季后土壤呼吸波动性增强，

7 月 10 日—8 月 16 日，因降雨量大，试验区地面大

量积水，PVC 环被积水淹没而导致土壤呼吸无法测

量．从 8 月 17 日积水消退恢复测量起，土壤呼吸速

率再次呈现出迅速上升趋势，并且在 8 月 25 日达到

全年最高日均值，9—12 月土壤呼吸速率逐步下降．
2. 2 滨海湿地环境因子和生物因子的季节变化

由图 2 可 以 看 出，2013 年 全 年 平 均 气 温 为

12. 09 ℃，与多年年均气温相当，最高月( 8 月) 和最

低月( 1 月) 气温分别为 27．63 和－4．63 ℃，气温与地

下 10 cm 深度土壤温度的季节变化趋势较为接近，

温度值差异不大，但二者与地下 5 cm 深度土壤温度

值及季节变化趋势存在一定差异．试验区全年降水

量为 634．1 mm，降水主要集中在 7—9 月，占年降水

量的 65．6%．生长季土壤含水量变化趋势与同期降

水量一致．10 cm 深度土壤含水量与 20 cm 深度土壤

含水量 的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44． 2% 和 50． 4%，其 中，

10 cm深度土壤湿度的波动较明显．生长季地上生物

量和叶面积指数具有明显动态变化，在生长季初期

植被快速生长，但在刚进入雨季时增速放缓，地上生

物量的最大值出现在 8 月底，为 ( 635． 53 ± 46． 16 )

g·m－2．生长季末生物量减少．叶面积指数同样呈先

增后降的趋势，最大值出现在 7 月底，为 0．62．
2. 3 全年尺度上土壤温度对土壤呼吸的影响

由图 3 可以看出，全年土壤呼吸速率日均值与

土 壤温度具有显著相关性．回归分析表明，土壤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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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3 年滨海湿地土壤呼吸速率( A) 、气温( B) 和 5 cm 深度土壤温度( C) 的日动态
Fig．1 Diurnal dynamics of soil respiration rate ( A) ，air temperature ( B) and soil temperature at 5 cm depth ( C) in 2013．
1～12: 1—12 月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表 1 黄河三角洲湿地生长季土壤呼吸与土壤含水量和叶
面积指数的多元回归分析
Table 1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of soil respiration with
soil water content and leaf area index during the growing
season in the Yellow Ｒiver Delta

参数
Parameter

系数
Coefficient

t P 偏 Ｒ2

Partial Ｒ2

常数
Constant

－3．756 0．909 －4．13 0．001

10 cm 深度土壤含水量
Soil water content at 10
cm depth

0．118 0．024 5．00 ＜0．001 0．73

叶面积指数
Leaf area index

1．634 0．478 3．42 0．005 0．12

方程 Equation: SＲ=a+b×SWC+c×LAI ( Ｒ2 = 0．85) ．

速率与 10 cm 深度土壤温度呈显著的指数函数关系

( Ｒ2 = 0． 875 ) ，土 壤 呼 吸 的 温 度 敏 感 性 系 数 Q10

为 2．51．
2. 4 生长季尺度上土壤含水量和叶面积指数对土

壤呼吸的协同影响

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在生长季，土壤含水量和叶

面积指数对土壤呼吸的协同影响达到 85%，二者分

别可解释生长季土壤呼吸 73%和 12%的变化 ( 表

1) ．而土壤温度的影响在逐步回归中被剔除．

3 讨 论

3. 1 土壤呼吸动态和速率

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土壤呼吸日动态曲线主要

表现为单峰型和非单峰型两种．在未受干扰时，土壤

呼吸动态呈单峰型．这与锡林河中游湿地［2］、杭州湾

滨海湿地［6］、九龙江口秋茄红树林湿地［9］的研究结

8971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27 卷



图 2 滨海湿地环境因子、生物因子及土壤呼吸速率的季节变化
Fig．2 Seasonal variation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biological factors and soil respiration rate of coastal wetland．
Ta : 气温 Air temperature; T5 cm : 5 cm 深度土壤温度 Soil temperature at 5 cm depth; T10 cm : 10 cm 深度土壤温度 Soil temperature at 5 cm depth;
SWC10 cm : 10 cm 深度土壤含水量 Soil water content at 10 cm depth; SWC20 cm : 20 cm 深度土壤含水量 Soil water content at 20 cm depth; Babove : 地
上生物量 Aboveground biomass; LAI: 叶面积指数 Leaf area index．

图 3 土壤呼吸速率与 10 cm 深度土壤温度的指数方程

Fig．3 Exponential equations between soil respiration rate and
soil temperature at 10 cm depth．

果一致．在土壤冻结和地表积水等影响下，土壤呼吸

日动态发生改变，呈非单峰型．因土壤封冻，本区

2013 年 1 月 8: 00—18: 00 土壤呼吸动态与气温呈

相反趋势，这可能是由气温日变化影响下表层土壤

冻融过程引起的．在其他湿地研究中也出现过土壤

封冻改变土壤呼吸日动态的现象，如冰冻期盘锦湿

地芦苇群落土壤呼吸日动态呈双峰曲线，土壤呼吸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出现在 7: 00 和 15: 00 左右，

最小值出现在 11: 00，与气温日变化相反［11］．此外，

秋茄红树林湿地 1 月的土壤呼吸日动态也发生了改

变［9］．在雨季，特别是 8 月，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白

天土壤呼吸动态与气温变化呈相反趋势，与朱敏

等［3］2012 年生长季在本研究区观测的结果一致; 这

可能是因为雨季土壤湿度达到饱和时，土壤温度波

动趋势发生改变，使峰值滞后，进而影响了土壤呼吸

日动态的波动规律．此外，雨季 PVC 环中的少量积

水也会抑制土壤微生物的活性，减弱土壤呼吸作

用［29］．同时，水体可以溶解部分 CO2，使 CO2 排放量

减少［3］．在其他湿地研究中也出现过雨季土壤呼吸

日动态呈非单峰型的情况［9，14］．
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土壤呼吸的季节动态总体

表现为夏季高于冬季，生长季高于非生长季，全年呈

单峰型曲线，其变化受环境因子和生物因子的共同

影响．春季温度回升，土壤微生物活性增强，特别是

进入生长季后植物萌发，根系呼吸加强，土壤呼吸速

率呈上升趋势; 夏季是植物生长旺季和水热条件最

好的季节，土壤呼吸速率在 8 月达到峰值; 8 月中旬

到生长季末期，随着温度降低、降水减少、植物生长

的衰退和枯萎，土壤呼吸速率逐渐下降; 在非生长

季，土壤呼吸速率始终保持较低值，其变率远小于生

长季．这些现象与很多关于湿地土壤呼吸的研究结

果相同．例如，九龙江口秋茄林湿地的土壤呼吸季节

动态基本呈单峰曲线，最高和最低值分别出现在 7
和 12 月，这一动态与气象因子的变化有关［8］; 2007
年 7 月—2008 年 5 月，长江口潮滩的 4 个典型区域

采样点土壤呼吸动态均呈单峰形变化，高值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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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土壤呼吸与国内其他地区湿地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s of soil respiration in a coastal wetland in the Yellow Ｒiver Delta with other wetlands in China
湿地类型
Wetland
type

地点
Site

气温
Air

temperature
( ℃ )

降雨量
Precipitation

( mm)

时间尺度
Time
scale

测定频率 /时间
Measurement
frequency / time

测定方法
Measured
method

植被
Vegetation

土壤呼吸速率
Soil

respiration rate
( μmol CO2·
m－2·s－1)

文献
Ｒeference

沼泽湿地
Marsh
wetland

大兴安岭寒温带岛状林沼泽湿地
Island forested swamp in cool temper-
ate zone in the Great Khingan Ｒange

－3 500 生长季 10 天 1 次 /9: 00—11: 00 Ⅰ 白桦
Betula platyphylla

2．33 ［12］

三江平原漂筏苔草沼泽
Carex pseudooccuraica

1．90 600 7—10 月 每周 2 次 /9: 00—11: 00 Ⅰ 兴安落叶松
Larix gmelinii

1．97

marsh in the Saniang Plain 漂筏苔草
C． pseudocuraica

1．40 ［23］

三江平原小叶章沼泽化草甸
Calamagrostis angustifostis

1．90 600 8—10 月 每周 2 次 /9: 00—11: 00 Ⅰ 小叶章
D． angustifolia

2．43

medow in the Sanjiang Plain 1．90 550～600 全年 两天 1 次、每周两次、每
月 1 次 /9: 00—11: 00

Ⅰ 小叶章
D． angustifolia

1．27 ［5］

1．90 600 生长季 每月 3 次 / － Ⅱ 小叶章
D． angustifolia

1．14 ［10］

1．90 550～600 生长季 每月 1 次，8: 30—11: 30 Ⅲ 小叶章
D． angustifolia

5．19 ［30］

三江平原草甸湿地
Meadow marsh in the Sanjiang Plain

1．6～1．9 565～600 生长季 每月 3 次 / － Ⅱ 小叶章
D． angustifolia

1．62 ［10］

三江平原毛果苔草沼泽湿地
Carex lasiocarpa marsh in the Sanjiang
Plain

1．90 550～600 全年 两天 1 次、每周 2 次、每
月 1 次 /9: 00—11: 00

Ⅰ 毛果苔草
C． lasiocarpa

0．83 ［5］

三江平原恢复湿地
Construction wetland in the Sanjiang
Plain

1．90 600 8—10 月 每周 2 次 /9: 00—11: 00 Ⅰ － 2．18 ［23］

青藏高原高寒湿地
Alpine wetland on the Qinghai-Xizang
Plateau

－1．14 489．02 7—9 月 1 ～ 2 周 1 次 /9: 00—
12: 00

Ⅲ 帕米尔薹草、藏嵩草
C． pamirensis，
Kobresia tibetica

1．20 ［25］

若尔盖高原沼泽化草甸
Peat mire in Ｒuoergai Plateau

－1．7～3．3 650～750 生长季 每周 2 次 / 24 h 日动态 Ⅰ 藏蒿草、花葶驴蹄草
K． tibetica，Altha
scaposa

2．69 ［24］

河流湿地
Ｒiver
wetland

锡林河中游典型草原区湿地
Wetland in the Xilin Ｒiver Basin

－ － 8—10 月 每月 2 次 /6: 00—18: 00 Ⅲ 羊草
Areurolepidium
chinense

4．94 ( 围封样地) ［2］

米氏冰草
Apropyron michnol

4．89 ( 放牧样地)

湖泊湿地
Lake
wetland

鄱阳湖苔草湿地
C． dominated wetland in Poyang
Lake

17．6 1450～1550 9 月至
次年 4 月

每月 2 次 /9: 00—11: 00 Ⅰ 灰化苔草
C． cinerascens

1．81 ［31］

干旱区艾比湖湿地
Ebinur Lake wetland in arid area

6～8 90．9 9—10 月
3 年

每季 1 次 /6: 00—18: 00 Ⅲ 胡杨、芦苇
Populus euphratica，
P． australlis

3．61
1．11

［22］

扎龙湿地水旱交错区
Ｒiparian zone of Zhalong wetland

－ － 5—8 月 每月 2 次 /24 h 日动态 Ⅲ 芦苇
P． australis

0．60 ( 白天)
0．40 ( 夜晚)

［32］

滨海湿地
Coastal
wetland

长江口潮滩
Tidal flat of Yangtze Estuary

15．2～15．7 1149 全年 每月 2 次 /9: 00—11: 00 Ⅰ 海三棱藨草
Scirpus mariqueter

0．65 ( 吴淞口)
0．21 ( 白龙港)
0．14 ( 东海农场)
0．12 ( 奉新)

［15］

九龙江口秋茄红树林湿地
Kandelia candel mangrove wetland
in Jiulongjiang Estuary

21 1371 全年 每个季 节 1 次 /24 h 日
动态

Ⅲ 秋茄纯林
K． candel

2．50 ［9］

黄河三角洲芦苇湿地
Ｒeed wetlands in the

11．7～12．6 530～630 全年 每个季 节 1 次 /24 h 日
动态

Ⅲ 芦苇
P． australis

0．24 ［21］

Yellow Ｒiver Delta 12．9 530～630 生长季 每月 2 次 /6: 00—18: 00 Ⅲ 芦苇
P． australis

1．67 ［3］

12．09 634．1 生长季 连续测定 /24 h 日动态 Ⅲ 芦苇、盐地碱蓬
P． australis，
Suaeda salsa

1．22 本研究

12．09 634．1 非生长季 0．21
12．09 634．1 全年 0．85

Ⅰ: 静态暗箱 /气象色谱 Static closed chamber－gas chromatograph; Ⅱ: 静态箱 /碱液吸收法 Alkali absorption method; Ⅲ: 红外 CO2 分析仪 Infrared
CO2 analy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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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度最高的夏季［15］; 三江平原草甸湿地土壤呼吸

动态在生长季呈单峰型曲线，土壤呼吸最大值出现

在 8 月中旬［10］．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国内各湿地土壤呼吸平均

值存在较大差异( 表 2) ，这主要是由于各区域湿地

所处的不同气候和植被状况引起的，也与测定仪器

和频率的不同有关．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年平均土

壤呼吸速率为 0．85 μmol CO2·m－2·s－1，低于三江

平原小叶章沼泽化草甸［5］、干旱区艾比湖湿地［22］、
九龙江口红树林湿地［9］，高于长江口潮滩［15］，与三

江平原毛果苔草沼泽湿地相当，总体处于中等偏下

水平．2012 年 9 月—2013 年 7 月在黄河三角洲自然

保护 区 所 测 年 平 均 值 为 0． 24 μmol CO2·m－2·
s－1［21］，明显低于本研究，可能与其采取每个季节仅

选择一昼夜测定土壤呼吸日动态而非连续观测有

关．在 生 长 季，国 内 湿 地 年 平 均 土 壤 呼 吸 速 率 为

0．60～5．19 μmol CO2·m－2·s－1［2－3，10，12，23－25，30－32］，黄

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长季平均土壤呼吸速率 ( 1．22
μmol CO2·m－2·s－1 ) 在与其他湿地的比较中处于

较低水平，与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相当［25］，仅高于杨

柯等［32］在扎龙湿地水旱交错区所测结果．本研究结

果同样低于本研究区 2012 年生长季的测定结果

( 1．67 μmol·m－2·s－1 ) ［3］，可能是因为其仅对土壤

呼吸白天的动态 ( 6: 00—18: 00) 进行了测量，没有

考虑夜间土壤呼吸速率降低的情况．
3. 2 环境因子和生物因子对土壤呼吸的协同影响

在全年尺度上，土壤温度是控制黄河三角洲滨

海湿地土壤呼吸季节变化的关键因子，使用指数函

数土壤温度可解释全年土壤呼吸 87．5%的变异．很
多研究表明，温度是调节和控制陆地生态系统生物

地球化学过程的关键因子［15，33］，对湿地土壤微生物

活性及植物的生理活动均有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土

壤呼吸速率．在一定范围内，温度的升高可以增强微

生物活性，促进微生物的代谢［34］和氧化分解等活

动［4］，加快凋落物的分解［33］，从而促进土壤微生物

呼吸; 温度升高会促进植物和植物根系生长［22］，增

强根系呼吸．此外，温度的升高可促进土壤中 CO2 的

传输和排放［35－36］，在一定范围内温度升高能增大土

壤 CO2 的排放速率［37－38］．但温度过高也会抑制土壤

中底栖光合微生物的作用，进而降低土壤呼吸速

率［8］．
在生长季尺度上，土壤含水量和叶面积指数对

黄河三 角 洲 滨 海 湿 地 土 壤 呼 吸 的 协 同 影 响 达 到

85%，二者分别解释生长季土壤呼吸 73%和 12%的

变化．土壤水分对土壤呼吸的影响较为复杂，不仅影

响根系呼吸和微生物呼吸，还影响 CO2 在土壤中的

传输，尤其是当土壤水分成为胁迫因子时，可能取代

温度而成为土壤呼吸的主要控制因子［17，39］．土壤含

水量过低会影响植物根系和微生物的代谢活动，从

而限制微生物呼吸和根系呼吸［40］; 土壤含水量比较

充足时，土壤含水量不是土壤呼吸的主要限制因子;

而当土壤含水量超过一定阈值，会阻塞土壤空隙，减

少土壤中 CO2 浓度，限制 CO2 的释放［17，41］．此外，土

壤水分还是控制凋落物分解速率及其分解过程的重

要因素［42］，是 好 氧 微 生 物 活 性 最 主 要 的 控 制 因

素［40］．相对于其他生态系统，湿地受湿度过低影响

而对土壤呼吸产生胁迫的情况较少［11］，有不少湿地

土壤呼吸与土壤含水量不相关的报道［15，32］．而在本

研究中，土壤含水量是影响生长季土壤呼吸速率的

主要因子．叶面积指数是衡量植被覆盖度的指标之

一，在模拟土壤呼吸变异时常被作为植物特征变

量［25，43］．叶面积指数不仅可以反映植物的生产力状

况，而且可以直接影响植被覆盖下土壤的微气候，对

土壤呼吸的季节变化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无论在

区域尺度还是全球尺度上，土壤呼吸与叶面积指数

均呈正相关［33］．叶面积指数作为表征植物光合作用

能力的一个关键指标，其大小决定了输送到地下的

植物光合产物的多少［20］，进而影响根呼吸和根际微

生物呼吸［44－45］，并对土壤呼吸产生影响．

4 结 论

在多数月份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土壤呼吸日动

态呈单峰型，与 5 cm 深度土壤温度的变化趋势一

致．但冬季土壤封冻和雨季地表积水均会干扰温度

对土壤呼吸日动态的影响，使其日变化呈多峰型．土
壤呼吸季节动态呈单峰型，总体表现出夏季高于冬

季，生长季高于非生长季的特征．在全年尺度上，土

壤温度是控制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土壤呼吸日变化

和季节变化的关键因子．在生长季，土壤含水量和叶

面积指数的协同影响决定着土壤呼吸变化．不管在

全年还是生长季尺度，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土壤呼

吸速率在与国内其他湿地的比较中均处于中等偏下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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