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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农田土壤呼吸作用的空间异质性

及其根系呼吸作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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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 月底到 6 月底东北地区玉米农田土壤呼吸作用全生长季的观测，阐明了土壤呼吸作用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综合分

析了水热因子、土壤性质、根系生物量及其测定位置对土壤呼吸作用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并对生长季中根系呼吸作用占土壤呼

吸作用的比例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在植株尺度上，土壤呼吸作用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较高的土壤呼吸速率通常出现

在靠近玉米植株的地方。根系生物量的分布格局是影响土壤呼吸作用空间异质性的关键因素。在空间尺度上，土壤呼吸作用

与根系生物量呈显著的线性关系，而土壤湿度、土壤有机质、全氮和碳氮比对土壤呼吸作用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

建立土壤呼吸作用与玉米根系生物量的回归方程，对根系呼吸作用占土壤呼吸作用的比例进行了间接估算。玉米生长季中，根

系呼吸作用占土壤呼吸作用的比例在 :72 #X > 872 8X之间波动，均值为 ;:2 ;X。

关键词：土壤呼吸作用；空间异质性；根系生物量；根系呼吸作用；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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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碳库，碳蓄积量是大气圈的两倍，植被圈的三倍［C］。土壤呼吸作用是陆地

生态系统向大气 ;GH输入的主要途径，占全球排放量的 H?A ［H］，土壤呼吸速率相对小的改变都会显著改变大

气中 ;GH的浓度和土壤碳的累积速率［B，@］。尽管土壤呼吸作用在全碳碳循环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有关土壤

呼吸作用的影响因素及生态系统间土壤呼吸作用变异性的知识仍相当有限［?，D］。因此，要准确估算陆地生态

系统碳收支，理清气候系统的反馈作用就必须加强土壤呼吸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I J K］。

陆地生态系统中土壤呼吸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土壤呼吸强度、时间变异性和空间异质性［CL］。土

壤呼吸作用速率主要受土壤生物区中 ;GH产生速率的控制，同时还受影响 ;GH在土壤中运移的环境因子的控

制［?］。土壤呼吸作用来源于根系自养呼吸作用和土壤微生物异养呼吸作用，土壤环境因子和生物因子及其

两者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土壤呼吸速率［H，CC］。研究表明，土壤温度、土壤湿度、根系生物量、凋落物、微生物

种群、根系氮含量、土壤质地等是影响土壤呼吸作用的重要因素［H，B，CH J C@］。通常认为土壤温度和土壤湿度是

影响土壤呼吸作用最重要的环境因子，它们的相互作用影响着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和土壤有机质的分解速

率，因此驱动着土壤呼吸作用的时间变异［C?］。

另外，土壤呼吸作用在不同时间尺度上还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别在森林、草原、农田和荒漠生态系

统较小的空间尺度上［CD J CM］。要精确估算生态系统的碳收支，必须解决土壤呼吸作用小尺度上的空间变异

性［D，CK］。研究表明，植被覆盖、根系分布、主要的环境因素和土壤特性的异质性导致了土壤呼吸作用的空间异

质性［CD，HL，HC］。测定位置也影响土壤呼吸作用的空间异质性，因为土壤水分、根系生物量、微生物数量或者凋

落物量随着距离植株的远近而发生变化［C?，CI，HL，HH］。估算生态系统地表土壤呼吸作用平均速率必须要理解生

态系统内部土壤呼吸作用的空间异质性［CD］，如果不考虑土壤呼吸作用的空间异质性就把田间测定的土壤呼

吸作用尺度化到生态系统层面，将会导致很大的偏差［HC］。为此，本文试图利用玉米农田土壤呼吸作用全生长

季的观测资料，研究玉米农田土壤呼吸作用的空间异质性，探讨影响土壤呼吸作用空间变异性的关键因子，以

阐明以下 B 个科学问题：（C）玉米农田土壤呼吸作用的空间变化特征；（H）根系生物量对土壤呼吸作用空间异

质性的影响；（B）根系呼吸作用对土壤呼吸作用的贡献。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地点

试验于 HLL? 年 @ J K 月在中国气象局锦州农业生态试验站进行。该试验站位于 @CN@KO<，CHCNCHOP，海

拔 CI 4，属于暖温带季风性气候，多年平均气温 K& C Q，玉米生长季（? 月至 K 月）平均气温为 HL& C Q，非生长

季平均气温为 L& ? Q，多年平均降雨量 ?DM& M 44。试验田的土壤为典型棕壤，土壤 #9 值 D& B，有机质 L& D J
L& KA，全氮 L& LDKA。玉米一年种植一季，品种为丹育 @I，@ 月 HD 日播种，K 月 HD 日收割。氮肥品种为碳酸

氢铵，玉米生长季用量为 BLL :+<·!4 RH，在播种前一次性施到田中。由于降雨多集中在夏季，故玉米生长期

间没有进行人工灌溉。玉米收割后，秸杆从田中带走，不实施秸杆还田。

)& +* 土壤呼吸作用测定

用 S,FD@LL 便携式气体分析系统（S,F()1，S,.()*.，<T，UVW）和 S,FD@LLFLK 土壤呼吸室测定土壤呼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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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为了减少对土壤表层的干扰，土壤呼吸室放置在 /01 圈上，/01 圈插入土壤 2 3 4 (5，在土壤测定的前一

天安置。玉米两行玉米的种植方式有 4 种：交叉种植和对应种植，分别表现为等腰三角形和矩形（图 2）。根

据距离玉米植株的远近不同，每个小区共安置 26 个土环，可以看出这些土环与玉米植株之间的距离有一定梯

度，理论上各个土环根系生物量也存在梯度（图 2）。玉米生长季每月对土壤呼吸作用进行 4 次观测，时间为

7：88 3 29：88。

图 2: 土环的安放位置

;,+& 2: <.="-**’> #)=,",).= )? =),* ()**-@= ,. 5’-=A@’5’." #*)"=

-：三角形种植 <=)=(’*’= "@,-.+*’ -@@-.+’5’." )? 5-,B’ #*-."=；C：矩形种植 D’("-.+*’ -@@-.+’5’." )? 5-,B’ #*-."=

!& "# 环境因子的测定

在土壤呼吸作用测定的同时，土环附近的 28 (5 土壤温度通过土壤热电耦探针（E<F7G88F8H I1，E,1)@，美

国）测定，土壤湿度（24 (5 和 48 (5）通过便携式土壤水分测定仪（J,K,.’@4888，L’."’M，澳大利亚）测定。另

外，降雨量、土壤温度（28 (5、48 (5 和 N8 (5）和土壤湿度（28 (5 和 48 (5）等微气象数据通过试验区内的气

象观测站（OP/G61，0-,=-*-，O’*=,.M,，芬兰）自动采集。

为了评价玉米根系生物量对土壤呼吸作用的影响，在土壤呼吸作用测定完毕后，用与土环直径等同的土

钻取出每个土环中的土壤圆柱（直径为 28 (5，深度为 48 (5）26 个。用水冲洗土壤圆柱并过 8& 4 55 铁筛，挑

选出玉米根系，98 Q下烘干至恒重并称重。

在每次土壤呼吸作用测定后，用土钻取出土环中土壤样品，深度为耕层 8 3 48 (5，将土样自然风干，过 4
55 筛，然后分析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土壤有机质测定采用重铬酸钾氧化法，土壤全氮测定采用凯氏定氮法。

!& $# 统计分析

土壤呼吸作用在 N 种测定位置（靠近玉米、株间和行间）的差异性采用一维方差（).’F%-R STU0S）分析；

运用相关分析方法分析水热因子、土壤理化特性、根系生物量及其测定位置与土壤呼吸作用的关系；用线性回

归方法分析土壤呼吸作用速率与根系生物量之间的关系。所有的数据分析基于统计分析软件 L/LL 22& 8
（L/LL，1!,(-+)，<E，VLS）完成。

%# 结果与分析

%& !# 土壤呼吸作用的空间异质性

在植株尺度上，土壤呼吸作用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异质性，7 月 6 日、7 月 49 日、W 月 N 日、W 月 49 日、9 月 G
日、9 月 49 日和 H 月 44 日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G4X、49X、NNX、W4X、GGX、G7X 和 4WX。根据距离玉米植株

的远近，26 个土环可以分为 N 种位置：株间（9 3 26(5），行间（48 3 N8(5）和靠近玉米（2 3 9(5）。由图 4 可以

看出，玉米生长季中较高的土壤呼吸速率通常出现在靠近玉米植株的地方，土壤呼吸速率靠近植株 Y 株间 Y
行间（图 2）。在玉米生长季中，靠近玉米植株的土壤呼吸速率均值为 6& 7 !5)*5 Z4 = Z 2，在 N& 8 3 W& 9 !5)*5 Z4

= Z 2波动；而行间的土壤呼吸速率季节变化较小（2& 6 3 N& 6 !5)*5 Z4 = Z 2）；株间的土壤呼吸速率季节性波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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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0/ 玉米土壤呼吸作用的空间异质性（差异显著性用星号表示：

!!1 2 3& 34 -.5 !!!1 2 3& 334）

6,+& 0 / 7’-. 8),* 9’8#,9-",). 9-"’8 -" "!9’’ :’-8;9’:’." #)8,",).8

:’-8;9,.+ 5;9,.+ :-,<’ +9)%,.+ 8’-8).

=,+.,>,(-." 5,>>’9’.(’8 -:).+ :’-8;9’:’." #)8,",).8 （->"’9 #-,9’5 "?

"’8"8 ）-9’ 5’.)"’5 @A -8"’9,8B8：!!1 2 3& 34 -.5!!!1 2 3& 334&

C99)9 @-98 9’#9’8’." 4 =& C& （. D 4E）

于前两者之间（0& F G H& 3 !:)*: I08 I 4）。

!& !" 影响土壤呼吸作用空间异质性的因素

相关分析表明，在空间尺度上土壤呼吸速率与测定

位置和根系生物量呈显著正相关；而与土壤温度、土壤

湿度、土壤有机质、全氮和碳氮比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表 4）。这说明在小尺度区域上，土壤呼吸作用的差异

性是由于土环中植物地下部分生物量的差异性引起的，

这 J,8’:-. 和 =’,*’9［4E］、7-,’9 和 K9’88［0F］、1-.+*’ 和

=’,*’9［0L］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在

各个测定时期，植株尺度上的土壤呼吸作用与根系生物

量之间呈显著的线性关系（图 F）：

! D "# M $ （4）

式中，! 为土壤呼吸作用速率（!:)*·: I0·8 I 4 ），#
为玉米根系生物量（+·: I0 ）。根系生物量分别解释了

H 月 E 日、H 月 0N 日、O 月 0N 日、N 月 0N 日和 P 月 00 日

土壤呼 吸 作 用 空 间 变 异 性 的 EFQ、HEQ、HLQ、E4Q
和 LNQ。

表 #" 土壤呼吸作用空间格局变化中土壤呼吸速率与影响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

$%&’( #" )*++(’%,-*. /*(00-/-(.,1 &(,2((. 1*-’ +(13-+%,-*. +%,(1 %.4 /*.,+*’’-.5 0%/,*+1 0*+ 4-00(+(., 6(%17+-.5 3*1-,-*.1

日期

R-"’

43 (: 土壤温度

=),* "’:#’9-";9’
-" 43 (: 5’#"!

（S）

43 (: 土壤湿度

=),* :),8";9’ -"
43 (: 5’#"!

（Q ）

测定位置

7’-8;9’:’."
#)8,",).

根系生物量

T))" @,):-88
（+ : I0）

有机质

U9+-.,( :-""’9
（Q ）

全 V
W)"-* V
（Q ）

碳氮比

X $ V

H 月 E 日 Y;.’ E I 3& 0O0 I 3& 0O0 3& NLO!! 3& NFL!! I 3& FEN I 3& HP0 3& 43F

H 月 0N 日 Y;.’ 0N 3& FF0 I 3& LNP 3& OF4!! 3& O4L!! 3& L0E 3& EOL 3& EO0

O 月 0N 日 Y;*A 0N 3& 4LP I 3& FPE 3& NOF!! 3& P4N!! 3& HO0 I 3& 0HE 3& H4F

N 月 0N 日 Z;+;8" 0N 3& 4FE 3& 3ON 3& OFN!! 3& OPE!! 3& LFL 3& E03 I 3& E44

P 月 00 日 =’#"’:@’9 00 I 3& 034 I 3& 0NN 3& O0L!! 3& NE3!! I 3& FE4 I 3& HPF I 3& 4EH

/ / !!表示 1 2 3& 34 时显著相关 X)99’*-",). ,8 8,+.,>,(-." -" "!’ 3& 34 *’[’* （0?"-,*’5）

!& 8" 根系呼吸作用占土壤呼吸作用的比例

在方程（4）中，外推到根系生物量 \ 为 3 时，那么截距 @ 值为土壤微生物呼吸速率，土壤呼吸作用（T"）和

土壤微生物呼吸作用（T!）之间的差值即为根系呼吸作用（T9）。由表 0 可以看出，在玉米生长季中，根系呼吸

速率（T9）在 3& NL G F& LF !:)*: I0 8 I 4 之间，波动较大，而土壤微生物呼吸作用的波动较小 （4& 44 G 4& PH

!:)*: I08 I 4）。土壤呼吸作用中根系呼吸作用所占比例的季节变化呈单峰型，玉米生长初期（H 月 E 日）根系

呼吸作用占土壤呼吸作用的比例约为 LF& 4Q；随着玉米根系生物量的增加，其所占比例逐渐增大，H 月下旬至

O 月下旬根系呼吸作用占土壤呼吸作用的比例大约为 HFQ；玉米生长后期其所占比例缓慢下降，P 月下旬达

到 LN& HQ。整个玉米生长季中根系呼吸作用占土壤呼吸作用的比例大约为 EL& EQ，玉米生长初期和末期根

系呼吸作用小于土壤微生物呼吸作用，玉米生长中期根系呼吸作用大于土壤微生物呼吸作用（表 0）。

8" 讨论与结论

8& #" 土壤呼吸作用空间异质性

目前，土壤呼吸作用测定中，动态气室 I 红外 XU0 分析仪法（]T^Z）使用最为广泛，如 _,()9 系列（H033，

L / 生/ 态/ 学/ 报/ / / 0O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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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玉米生长季中土壤呼吸作用速率与玉米根系生物量的线性关系

1,+& /0 2,.’-3 3’*-",).4!,#4 5’"%’’. 4),* 3’4#,3-",). 3-"’ -.6 3))" 5,)7-44 )8 7-,9’ 6:3,.+ "!’ +3)%"! 4’-4). ,. ;<<=

>;=<，>?<< 等）。在测量过程中，为了避免对土壤的扰动，一般把气室放置在 @AB 圈上。以前的土壤呼吸作

用测定中，土环的位置多描述为任意放置［;，/］。但是在人工林和农田生态系统中，由于植株空间布局的规律

性，应该考虑植株的空间格局对土壤呼吸作用的影响。本文根据距离玉米植株的远近不同，每个小区共安置

C= 个土环，分为株间、行间和靠近玉米 / 种安放位置，以便于比较空间尺度上土壤呼吸速率的变异性。

表 !" 玉米生长季中根系呼吸作用占土壤呼吸作用的比例

#$%&’ !" ()*+,-%.+-)* )/ ,))+ ,’01-,$+-)* +) 0)-& ,’01-,$+-)* 2.,-*3 +4’ 5$-6’ 7 3,)8-*3 0’$0)* -* !99:

测定日期

D-7#*,.+ 6-"’
土壤呼吸作用

E"（!7)* F C7 FC 4 F C ）

土壤异养呼吸作用

E7（!7)* F C7 FC 4 F C）

根系呼吸作用

E3 G E" F E7
（!7)* F C7 FC 4 F C）

比例

@3)#)3",). G E3 $ E" （H ）

> 月 = 日 I:.’ = C& J= C& CC <& K? ?/& C

> 月 ;K 日 I:.’ ;K ?& // C& =K ;& L= >/& =

L 月 ;K 日 I:*M ;K =& /J C& J> /& ?/ >/& >

K 月 ;K 日 N:+:4" ;K /& J; C& K; ;& C< =/& >

J 月 ;; 日 D’#"’75’3 ;; ;& >> C& ?? C& /> ?K& >

玉米农田土壤呼吸作用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较高的土壤呼吸速率通常出现在靠近玉米植株的地

方。在以前的研究中，土壤呼吸作用在小尺度上的空间异质性在一系列生态系统中被描述。例如，O,4’7-.
和 D’,*’3 发现人造松林中较高的土壤呼吸通常出现在靠近树木的地方［C=］；桉树人工林中断线附近的土壤呼

吸值比行间的土壤呼吸值高［;<］；@-.+*’ 和 D’,*’3 发现靠近松树的土壤呼吸速率显著高于远离松树的土壤呼吸

速率［;?］；1-.+ 等发现美洲蒲葵下的土壤 BP; 通量显著高于空旷地上的土壤 BP; 通量［;=］；通过我们的研究和

前人的研究可以看出，一个区域内部或者不同区域间的土壤呼吸作用在不同尺度上存在着空间异质性。因

此，为了精确估算土壤呼吸作用，应该考虑生物因子和土壤特性的空间异质性，这是未来土壤呼吸作用研究中

的一个关键且具有挑战的领域［>］。

;& !" 测定位置和根系生物量对土壤呼吸作用空间异质性的影响

通过分析表明，测定位置和根系生物量的分布是影响土壤呼吸作用空间分布格局的关键因素，而土壤湿

度、土壤有机质、全氮和碳氮比对土壤呼吸作用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并不显著。D")M-. 等利用地统计学方法分

析了 ; 7; 尺度上白杨林和小麦地中土壤呼吸和土壤性质的空间异质性，认为土壤呼吸作用的空间异质性部

分是由于植株根系和植株凋落物的空间格局造成的［;;］。在典型人工林中，根系生物量通常呈现一定的辐射

=0 C; 期 0 0 0 韩广轩0 等：玉米农田土壤呼吸作用的空间异质性及其根系呼吸作用的贡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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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0］。在这个辐射梯度中，靠近植株的根系生物量大于远离植株的根系生物量，因此距离植株越远，根系

呼吸值越小。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玉米生长季中土壤呼吸速率靠近植株 1 株间 1 行间，说明测定位置也

影响土壤呼吸作用的空间异质性，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根系生物量分布对土壤呼吸作用空间异质性的

影响。

另外，一个区域内部或者不同区域间的土壤呼吸作用的空间异质性也可能由土壤湿度、土壤质地和土壤

化学性质的差异性引起［2/］。3-’4"5’ 和 6)5",.- 认为小尺度上的土壤湿度和土壤温度的差异性导致了土壤

672通量的空间异质性［8］。9"):-. 等发现在人工白杨林中，由于雨水顺着树干流下，使得树干周围的土壤湿

度较大，这是导致了树干周围的土壤呼吸速率较高的原因［22］。而在本文中土壤呼吸速率的空间异质性与土

壤理化性质的关系较弱，这可能是由于耕作的影响，农田土壤质地比较均匀，土壤理化性质的空间异质性较

小。另外，也可能与测定的空间尺度有关。刘建等研究了浑善达克沙地榆树疏林生态系统的土壤有机质、土

壤全氮、土壤 #; 和土壤含水量的空间相关尺度大于 2 <［28］。本文的研究尺度 = >& 0 <，在较小的尺度上（= /
<）土壤水分的异质性是由随机因素引起的［2?］。

!& !" 土壤呼吸作用的区分

为了精确估算生态系统中 672动态过程，必须对自养呼吸作用和异养呼吸作用占土壤呼吸作用的比例进

行量化［2@］。然而在野外条件下区分土壤呼吸作用仍然比较困难［2］。区分土壤呼吸作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包括根系生物量测定法、根系排除法和同位素法，;-.4). 等已经对这些方法各自的优缺点进行了评述［2A］。

本文通过建立土壤呼吸作用速率与根系生物量的回归方程，外推到根系生物量为 > 时得出土壤微生物呼吸速

率，从而对根系呼吸作用占土壤呼吸作用的比例进行了间接的估算。这种根系生物量外推法因其在测量过程

中对土壤和根系的干扰小，便于野外操作，费用低等优点，被许多研究者使用，如 B’!’5- 等［C>］，DE 等［C/］，F,
等［C2］，G,- 等［CC］。

玉米生长季中根系呼吸速率在 >& @H I C& HC !<)*·< J2·4 J /之间波动，其在土壤呼吸作用中所占比例为 0H&
0K，在 HC& /K I8C& 8K之间波动。? 月末玉米根系呼吸作用占土壤呼吸作用的比例最高（8C& 8K），这不仅

归因于土壤温度的升高，还与根系呼吸作用增强有关。在玉米生长旺季，较强的光合作用为根系提高较多的

营养物质，刺激了根系生长，从而促进了根系呼吸作用［CH，C0］。在不同陆地生态系统中，根系呼吸作用占土壤

呼吸作用的比例大部分在 />K IA>K之间［2A］，这与测定方法、植被、气候等条件有关。结合已经公布的数据，

;-.4). 等［2A］指出非森林生态系统全年或生长季中根系呼吸作用占土壤呼吸作用比例的均值为 8>& HK。本

文中土壤呼吸作用中根系呼吸作用所占的比例比较接近其他非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结果。L)(!’""’ 和

M*-.-+-.［C8］在玉米地中也得到了相似值，他们利用同位素方法测定出盛夏玉米根系呼吸作用占土壤呼吸作用

的比例最大（8>K）。但是 9%,..’.［C?］估算出小麦田和大麦田中根系呼吸作用占土壤呼吸作用的比例在 ?0K
IA0K之间，N-.+ 和 6-,［C@］研究发现大豆生长季中根系呼吸作用占土壤呼吸作用的比例在 82K I A@K 波动，

均比本文的值偏大。

#$%$&$’($)：

［/ ］O P5-.,’5 Q，6’4(!,- R，S-<’4,. 6，!" #$& T!’ (-5U). U-*-.(’ )V - :)E.+ U’’(! V)5’4"& ME.(",).-* R()*)+:，2>>>，/H：C/2 C20&

［2 ］O BE(!<-.. W& B,)",( -.X -U,)",( V-(")54 ()."5)**,.+ 4),* 5’4#,5-",). 5-"’4 ,. Y,(’- -U,’4 4"-.X4& 9),* B,)*)+: Z B,)(!’<,4"5:，2>>>，C2：/820

/8C0&

［C ］O 9 .(!’[ 3 F，7[)5’4 3 \，F #’[ 3 G，!" #$& 9),* 672 V*E]’4 U’.’-"! U-5*’: ). "!’ (’."5-* 9#-.,4! #*-"’-E& Q+5,(E*"E5-* -.X M)5’4" 3’"’)5)*)+:，

2>>C，//@：@0 A0&

［H ］O L,(!-5X T 6，S-**-^B’""- Y，_*)#-"’‘ 6 6，!" #$& 6)."5)*4 ). 4),* 5’4#,5-",). ,. 4’<,-5,X 4),*4& 9),* B,)*)+: Z B,)(!’<,4"5:，2>>H，C8：AH0

A0/&

［0 ］O L-,(! G a，9(!*’4,.+’5 a ;& T!’ +*)U-* (-5U). X,)],X’ V*E] ,. 4),* 5’4#,5-",). -.X ,"4 5’*-",).4!,# ") b’+’"-",). -.X (*,<-"’& T’**E4，/AA2，HHB：

@/ AA&

［8 ］O 3-’4"5’ M T，6)5",.- G& 9<-**^4(-*’ 4#-",-* b-5,-",). ,. 4),* 672 ’VV*E] ,. - 3’X,"’55-.’-. 4’<,-5,X 4"’##’& Q##*,’X 9),* R()*)+:，2>>C，2C：/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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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 ］3 4-,(! 5 6，789’:(,)+*8 ;& <’+’"-",). -.= >),* ?’>#,?-",).：()??’*-",).> -.= ()."?)*>& @,)+’)(!’A,>"?B，/000，CD：2E 10&

［D ］3 5-.>>’.> F ;，G,*’+--?= H& I-?+’ >’->).-* (!-.+’> ,. JE0 )9 >),* ?’>#,?-",). ,. - K’’(! 9)?’>"& L*)K-* M!-.+’ @,)*)+B，/00N，1：1EE 1ED&

［1 ］3 I’’ O P，68 P 5，Q,+*’? 5，!" #$& 4-#,= -.= "?-.>,’." ?’>#).>’ )9 >),* ?’>#,?-",). ") ?-,.& L*)K-* M!-.+’ @,)*)+B，/00C，E0：E0E2 E0/R&

［E0］3 S-.+ M，T).(?,’99 5 @，L!)*U P I，!" #$& Q),* MV/ ’99*8W -.= ,"> >#-",-* X-?,-",). ,. - S*)?,=- >*->! #,.’ #*-."-",).& G*-." -.= Q),*，E11D，/0Y：

ENY ECR&

［EE］3 Q-X,.- T M，L ??’>- 5 P，Z’!’?K [ ;，!" #$& @,)+’)#!B>,(-* 9-(")?> ,.9*8’.(,.+ >),* ?’>#,?-",). -.= A,.’?-* .,"?)+’. ()."’." ,. -. )*= 9,’*= >),*&

Q),* @,)*)+B \ @,)(!’A,>"?B，/00E，NN：C/1 CND&

［E/］3 @)).’ 4 [，Z-=’*!)’? H 5，M-.-?B 5 [，!" #$& 4))"> ’W’?" - >"?).+ ,.9*8’.(’ ). "!’ "’A#’?-"8?’ >’.>,",X,"B )9 >),* ?’>#,?-",).& Z-"8?’，E11D，N1R：

Y20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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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3 [,*8>"?) 5 5，M)**,.> @，[8.(-. I，!" #$& T),>"8?’ -.= >),* "’W"8?’ ’99’("> ). >),* MV/ ’99*8W ()A#).’."> ,. >)8"!’->"’?. A,W’= #,.’ 9)?’>">& S)?’>"

]()*)+B -.= T-.-+’A’."，/00Y，/0C：DY 1Y&

［EY］3 6,>’A-. G ]，Q’,*’? 5 4& Q),* MV/ ’99*8W -(?)>> 9)8? -+’ (*->>’> )9 #*-."-",). *)K*)**B #,.’ （%&’() "#!*# +, ）). "!’ <,?+,.,- G,’=A)."& S)?’>"

]()*)+B -.= T-.-+’A’."，/00C，E1/：/12 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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