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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系统土壤氮矿化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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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森林生态系统土壤氮矿化是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功能之一F综述了近 "$余年来森林生态系统土壤氮矿化影响因

素的研究3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其影响因素归成 9类=6"<环境因子36!<凋落物质量369<土壤动物和微生物3其中环境因子

中的土壤温H湿度是影响土壤氮矿化的最重要因子F氮素可利用性H氮转化与群落演替H植物多样性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正

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F研究 &)!倍增及其引起的全球变暖对土壤氮素转化的潜在影响也已成为当前全球变化问题研究

的热点之一F
关键词=森林生态系统:氮矿化:影响因素:全球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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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是植物生长和发育所需的大量营养元素之一3也是植物从土壤中吸收量最大的矿质元素:";F土壤氮

主要来自土壤有机碎屑3它们通过微生物降解3供给用于蛋白质合成的氮素:!;F无机氮6主要为铵态氮和硝

态氮是土壤氮素中可被植物直接吸收利用的主要形式3仅占土壤总氮的 "<弱:9;F
氮矿化6.\%&0‘c_’\_c&]1\(]%\0_<是指土壤有机质碎屑中的氮素3在土壤动物和微生物的作用下3由难

以被植物吸收利用的有机态转化为可被植物直接吸收利用的无机态6主要为铵态氮<的过程F铵态氮可经

硝化作用生成另一种无机氮==硝态氮F氮矿化速率决定了土壤中用于植物生长的氮素的可利用性:D;3是

森林生态系统氮素循环最重要的过程之一3氮矿化研究对于揭示生态系统功能H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的

本 质有重要意义F表现在=>氮可利用性6.5%&0‘c_]4]\1]61\1\%,<限制了植物对土壤氮素的养分利用效率

6.\%&\c_%5*cc))\+\c_+,<3直接影响到陆地生态系统的生产力:BG#;:?氮可利用性与群落演替间存在反馈关

系:@矿化过程 还 影 响 到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土 壤 氮 素 的 渗 漏 流 失 和 气 态 损 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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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氮氧化物向大气中的排放是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的重要诱因#
氮矿化过程受土壤温度$水分$土壤理化性质$凋落物质量$土壤动物和微生物$植被类型$时空格局以

及其它自然或人为干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针阔混交林的凋落物较针叶纯林更易分解和矿

化!温$湿度高的地区*如热带雨林+的土壤矿化速率大于寒冷$干燥*如温带阔叶林+地区!干湿交替能增加

矿化速率!肥沃$良好排水条件下的矿化速率大于瘠薄$不良排水条件下的氮矿化速率#但这些因素往往交

互 作用’同时对氮矿 化*一 般 以 净 氮 矿 化 为 指 标+产 生 影 响!且 不 同 条 件 下 各 因 素 的 作 用 强 度 存 在 较 大 差

异’对氮矿化的影响非常复杂’研究中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将上述因素归为 ,类’-环境因子.土壤温$湿度$/0值$通透性等是影响微生物

种类$种群数量及其活动的重要因子’从而影响氮矿化!1凋落物状况.决定了土壤有机质可矿化的难易程

度和可矿化氮源的数量!2土壤动物和微生物.其种类$数量和活动是氮矿化量直接的决定因素’其生物量

也是重要的氮库#研究 34&倍增引起的全球变暖对土壤氮素转化的潜在影响已成为全球变化问题研究的

热点之一%567,)#最新研究表明’土壤温$湿度是影响总氮矿化的最重要因子%7867()#本文综述近 79余年来国

内外森林生态系统土壤氮矿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作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 环境因子

微生物是有机质分解和矿化的;生态工程师<’决定氮矿化速率#微生物种类$数量及活性依赖于温度

和水分等环境因子#因此’研究氮矿化就必须对影响微生物降解过程的环境因子有充分的了解#在诸多因

子中寻找限制性因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 温度和水分

土壤温$湿度是影响总氮矿化的最重要的环境因子%7867>)!对氮矿化速率有强烈的控制作用’且呈正相

关%7?’7()#

:=:=: 温度 土壤温度和水分对土壤氮矿化速率产生较大影响’高温和相对干燥可能有利于氮矿化%75)#

@ABCDEFGGCH等%&9)通过室内培养发现.氮矿化率对 ,65I间的 温 度 敏 感’但 在 567JI间 随 多 个 因 子 而 增

加!此外’氮在多种土壤中矿化率的差异比单一土壤中由培养温度造成的差异要大#实验中通常假定培养

期间土壤微生物保持稳定状态’且氮矿化上升率是对温度升高*或其它环境因子变化+的生理反应!但实际

在不同温度下’长期培养的土壤微生物群落动态并不同#进而言之’由于高温和及能量供给的限制’培养期

间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可能急剧下降%&7)#KLCMFL等%&&)用一种可控升温装置’对野外土壤进行原位*NOPNQR+升

温培养’能使 9679ST的土壤稳定升温 ,6JI’以模拟全球气候变暖对土壤氮动态的影响#加热培养的前

J个月间棕壤土的硝态氮明显降低’表明增高的氮矿化被植物吸收所掩盖#升温不仅增加了氮矿化’同时也

增加了矿质氮的植物吸收#可见土壤中的微生物过程可能与植物的养分利用效率有密切关系%&,)#这类方法

已成为全球变暖研究的有力手段#
不同海拔间比较也是研究温度影响的巧妙方法#UFVCHM%7?)在有氧培养中发现氮矿化率在中海拔最高’

随海拔升高$温度降低而降低!随海拔降低土壤变干而降低#近来有研究者采用空间转移方法将不同海拔

的土壤相互交换位置后培养’以模拟34&倍增引起的全球变暖对土壤氮素转化的影响#由高海拔转移到低

海拔后’土壤年净矿化和硝化高于原来的两倍’表土的无机氮渗漏也增加!而相反的处理导致三者下降了

?9W$(9W和 >JW%&8)#相似温度和土壤水势条件下的室内培养表明.高海拔土壤的有机质质量更高!两种

立地间存在相似的净氮矿化率’这是因为虽然高海拔有机质含量$数量较高’但低温限制了其氮矿化#表明

不同空间位置的土壤氮矿化格局可能因不同的有机氮库和水热条件而不同%&J)#
温度和水分的变化通常是由时空变化引起的#KLCMFL等%&>)用渗漏计*XYMZTC[CH+和植物转移方法’沿

海拔梯度测定不同海拔位置的土壤氮动态#发现随海拔升高’土壤硝态氮浓度剧烈减少#海拔升高引起降

水增加和温度下降两种变化梯度#此研究中’降水虽增加’但增幅不大’且土壤所接受的降水也显示氮浓度

在减少#据此推断土壤硝态氮浓度的减少并非由降水增加而引起’表明温度下降是硝态氮浓度降低的主要

原因#另外’作为对温度增加的反应’植物增加的氮吸收也是控制氮;矿化\固化<的关键#海拔梯度上的变

化反映了空间变化所引起的氮素转化的变化’而季节变化则能很好地代表时间变化对氮素转化的影响#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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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动态主要是温度!湿度的变化所引起"冬季过后"土壤温度升高"微生物数量及活动随之增加"对氮矿化

有促进作用#$"$%&’反之"一些地区较低的年均温降低了微生物活性和凋落物及土壤的氮素转化率#$("$)&’

*+*+, 水分 净氮矿化与土壤湿度呈显著正相关#-.&’/0123456等#-7&发现矿化氮随水势升高而显著增加’
在87+9:8.+.-;<1之间氮矿化与土壤湿度呈线 性 相 关"直 至8.+9:8.+.-;<1之 间 的 最 大 值"而 氮

矿化的最佳水分含量在8.+.-:8.+.7;<1之间’氮矿化与降雨量有关"赤桉地雨季 =周氮矿化值为 7(:

=.>7.8?"每年总氮的 %@:7.@被矿化A在合欢林"雨季开始时 -周氮矿化仅 7.>7.8?"然后急剧下降#-$&’
总氮矿化有很强的季节性"且在春秋较高"表明水的可利用性是微生物过程和植物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A
短期内增加的夏季降水可能是影响氮通量的主要因素#--&A湿季土壤充满水分时"铵态氮的固化大于硝化"
净矿化降低#-=&’

总之"一定温度范围内"氮矿化随温度升高而升高#-$&A但同时植物的吸收也增加#9"$?&’氮矿化随土壤水

分增加而增加"当土壤水分增加到一定值时"氮矿化迅速下降#-$&"且水分波动能增加氮矿化#-9"-?&’一些生态

系统中土壤有机质质量变化较大"这比野外控制过程速率中的温度差异更重要’所有土壤中都存在硝化

B甚至 -C时D"但硝化潜力有很大差别#$.&’氮矿化对温度的反应强于湿度#-%"-.&’土壤升温引起微生物种类!
数量及活性的增加A而低温和干燥对微生物种类!数量及活性有限制作用"反映在季节变化上尤其明显#$&’

*+, 土壤理化性质

*+,+* 土壤质地和土壤团聚体 土壤质地通过影响好氧菌活动或粘粒与有机质的结合等对有机质提供

保护"从而对氮矿化产生作用#-(&’细质土比粗质土能固定更多 E!F#-)&’砂土的氮矿化高于壤土和粘土"这

归因于粘土中的小孔隙对有机质较强的物理保护"砂土中的有机质因与粘土颗粒相连而被保护"而在壤土

中二者兼有’此外砂土中微生物生物量的 EGF比高于壤土和粘土"且与单位微生物氮生物量的矿化率呈

正相关#-(&’H5433I12#-)&发现微生物随土壤类型而变化"土壤质地是影响微生物生物量和活动的重要因子"
从而影响氮矿化’

H51JKLMM#=.&发现不同大小干燥土壤团聚体中有机 F的矿化不同’因为可矿化有机氮库的大小依赖于

其物理强度"即土壤团聚体的大小和稳定性#=7"=$&’团聚体越小!稳定性越弱"其有机质越易被微生物降解"
可矿化有机氮库越大’粘粒G腐殖质比愈高的土壤"氮矿化愈低"因为粘粒对有机质有保护作用’用筛分出

不同粒径的团聚体进行矿化实验的结果表明"粒径愈小者氮矿化率愈高"表明粒径愈小的团聚体中含有易

分解性氮的比例愈大#=.&’

*+,+, 土壤有机质的存在状况 NL52OI56PQLRL5J10#-$&的室内和原位氮矿化研究表明S赤桉木BTUVWXYZP

[U\VU]WX̂UX_‘\a\D土壤有机质中的粗质小片段Bb.+$IID并未产生任何矿质氮A约 (.@的矿质氮由 半 分

解的有机质片段提供"而合欢林BcVWVaWD土壤中为 -.@:9.@’沼泽地区的研究发现"富含 F!<的细胞质

易破碎并快速释放养分"而细胞壁分解较慢"以至于无更多的 F和 <固化成微生物组织#=-&’相对较小片段

的!不稳定的有机质库对温!湿度或其它因子敏感度要比大片段!难降解有机质的敏感度大’这种库的大小

往往引起碳!氮矿化的不同#==&’
总之"当有机质!微生物残体被降解时"细胞质迅速降解"而细胞壁物质则矿化较慢"因此后者以易分

解性有机质的形式B主要为氨基酸和氨基醣D积累起来’而干燥和热处理将促进其分解和矿化"这种现象称

作干燥效应’对于不同土壤"细胞壁物质的矿化率及其干燥效应的大小"与土壤的粘土矿物类型!游离铁铝

等无机胶体的 性 质 及 数 量 有 密 切 关 系"这 可 能 是 不 同 土 壤 中 同 一 形 态 氮 素 分 解!矿 化 差 异 较 大 的 主 要 原

因’即便同一土壤中"各形态有机质的分解!矿化程度也可能相差数倍#=9&’

*+,+d 土层深度!ef值和盐碱度 氮矿化既有时间上的变化"也有空间上的变化"小气候条件是影响时

间变化的主要因素"而土壤理化性质是影响空间异质性的主要因素#=?&’由于土壤有机质质量直接影响到参

与分解的微生物是否容易获得自身繁殖所需要的氮素"因而也将影响到土壤有机氮的矿化"而不论处于何

种气候条件下#7="-?&’
氮矿化一般随土层深度增加而降低#=-"=%"=(&’NL5L26JL#=)&发现土壤不同层次中有机质含量也是影响土

壤氮矿化的主要因素’.:7$.gI范围内"不同土层深度氮矿化率不同#=(&’这是由于随土层深度的不断增

)(77%期 李贵才等S森林生态系统土壤氮矿化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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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土壤透气性和有机质不断变化"土壤透气性逐渐降低!可供降解的有机质越来越少!微生物数量迅速下

降!氮矿化随之下降"在干旱为强烈限制因子的地区!深层土壤微气候条件比表层更有利于微生物活动"表

土较高 #$%矿化可归因于较高的有机质数量和质量!而不受土壤微气候的限制&’()"

*+值升高促进了氮矿化!尤其是硝化随 *+值增加而线性增加&’,!’-)!这归因于 *+值升高增加了有机

质可溶性!为微生物生长提供了大量富 #$%基质!促进了 #$%矿化&’-)"一般认为铵态氮比硝态氮更易固

化!但低 *+值条件下则更有利于硝态氮的固化&.’)"这一机制在土壤酸化$硝化引起的土壤氮素流失研究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除土壤*+值外!土壤盐度也影响着氮矿化"氨化菌比硝化菌更耐盐度!且随盐度增加!
总氮矿化量下降&’/)"

01213 土壤矿质氮含量 456778&’.)发现培养前的土壤矿质氮含量与培养期间矿化氮产量呈负相关"这表

明土壤中存在一个控制氮矿化的反馈机制9较高的矿质氮初始值限制了土壤氮矿化!且这一机制与土壤微

环境中的:矿化;固化<过程有关"这种关系随土壤水分含量而变化!当土壤水分较充足时存在上述关系=而

水分含量较低时不太明显!原因是低水分限制了氮矿化!并对:矿化;固化<过程产生影响"

2 凋落物状况

凋落物的生物产量$质量及形态特征依赖于群落类型和树种组成"不同区域及演替的不同阶段的群落

类型和树种组成的差异使凋落物产量$质量及形态特征有很大的变化!对氮矿化产生强烈影响"反过来!氮

素可利用性也影响树种组成和物种多样性的变化!这与演替关系密切&-’!.>!’’!’?!’@)"凋落物量代表了生态系

统土壤氮素的重要输入!决定了土壤有机质氮库的大小"夏威夷山地雨林的研究发现!土壤有机质含量高

的生态系统!矿化速率升高较快&’A)"高氮矿化速率是由于土壤中高的生物活性!而高的生物学活性可归因

于土壤中较高的有机 #和全 %含量&’>)"例如在石南灌丛B+68CDE中!凋落物$腐殖质层有机物的数量及沼

原草属BFGHIJIKE植物生物量所占的百分比强烈影响着年氮矿化&.A)"

210 凋落物与群落类型和树种组成

前文中提到!凋落物的生物产量$质量及形态特征依赖于群落类型和树种组成"对合欢$赤桉的研究发

现!不同群落类型下的氮矿化有明显差异&’)"反过来!对于某个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的变异是由于

土壤氮矿化率的变异引起的=地上部分生产力和土壤年氮矿化量均强烈地受土壤类型而不是群落类型的

影响&@)"含氮有机质的分解$矿化随群落类型和树种而变化!一般针叶纯林的凋落物不易分解$矿化!针阔

混交林则反之!L67DMN6N6O&./)在挪威不同植被和水体条件下的研究表明9不同植物占优势的沼泽类型的土

壤氮矿化有明显差异=且氮矿化随土壤深度加深而降低"%和 P矿化及分解之间相反的关系可能由于在泥

塘中优势种凋落物的化学性质造成的"
通常认为!中性混交林地区的地上净初级生产力与物种组成和可矿化氮有关"但 Q5R和 SRTT67&’)在美

国肯塔基东部的研究却否定了这一观点"他们的研究发现!氮矿化在不同森林类型中明显不同!橡树林最

低!中性混交林最高"而且地上净初级生产力在不同森林类型中并无差异!与可矿化氮无关"地上净初级生

产力年均值 ?/(?BUVWBDX-Y8EE!其中 ’?Z为木产量!..Z为地上凋落物"表明地上净初级生产力与土壤

可利用性氮无明显相关!反映了植被系列的各组成树种中!养分利用效率的不同模式"
植物多样性与土壤氮素转化的关系愈来愈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不同树种组成通过不同的凋落物质

量和养分利用效率对氮素:矿化;固化<造成影响"[D7R5等&-’)发现湿地白桤木的存在增加硝态氮含量和土

壤净氮矿化率"在石南灌丛生态系统的次生演替中!凋落物和腐殖质层中的有机质数量随年龄及群落被轮

生叶欧石南B\]ÎK_‘]]KHIaE逐渐占据而增加&.>)"在低矮灌木被沼原草属植物替代的地方!有机质并未进一

步增加"在被轮生叶欧石南占据的群落!所有进入生态系统的 %都积累于植物或土壤有机质中!而 %损失

很少"在沼原草属植物占据的群落!进入生态系统中的那部分 %渗漏到较深的土层或释放到大气!大概是

不同植物对%的利用效率不同!这一结果与Q5R和SRTT67的研究结果相似&’)"营养可利用性与植物生产力

和物种组成强烈相关!其中氮素可利用性是对净初级生产力和群落物种组成有重要影响的环境因子之一"
而植物群落又能引起环境条件的变化!反过来影响一个或更多的生态过程!从而导致次生演替中一些物种

替代另一些物种"而且凋落物质量与土壤氮素间的反馈关系可能是维持林冠树种斑块分布的重要机制&’’)"

(>,, 生 态 学 报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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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 素 供 给 的 变 化 已 被 证 明 对 优 势 植 物 间 的 竞 争 关 系 有 重 要 影 响!"#$%是 否 植 物 群 落 可 以 引 起 &供 给 的 变

化%从而反过来导致物种组成的变化’这些问题对与物种多样性保护以及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有重

要意义%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 凋落物和基质 +,&比

一般来说%土壤氮矿化与凋落物 +,&比呈负相关!-.$(/0123456!7$发现高 +,&比凋落物的矿化速率较

低(亚热带湿性森林的研究表明%低碳氮比8+,&9-.:基质与高碳氮比8+,&;-.:基质相比%氮矿化速率更

高!7-$(因为氮常常是限制性养分!7<$%在低+,&条件下细菌生长受碳的限制%由于氮源充足%氮固化将很小=
反之当 +,&高时%细菌生长因受氮的限制而处于缺氮状态%矿化出的氮素将被迅速固化(这表明 +,&对

>矿化?固化@过程有重要影响%并影响氮矿化速率!A$%这样氮矿化就通过微生物与 +流动连接起来!7"$(

)*B 凋落物质量CC木质素,氮素比8D,&:

EF211和 G0H6I5J!<7$研究了北美不同森林凋落物质量与氮素年净矿化之间的关系%发现在不同气候K不

同土壤类型K以及不同总凋落物输入的条件下%凋落物质量通过影响土壤中有机质的质量而对净矿化有很

强的控制作用=此外%凋落物质量独立于气候和土壤因素%对净氮矿化有良好的K普遍性的指示作用(当凋

落物的木质素,氮素之比增加时%净氮矿化呈强烈非线性下降=对部分树种而言%当凋落物的木质素浓度增

加时%净矿化呈线性下降(这种关系在森林地面和矿质土壤中较相似(因此在较宽的林龄范围内%凋落物的

木质素,氮素之比能比气候因子更强烈地影响净氮矿化(LJI54等!7.$对不同有机质类型土壤的氮矿化的研

究也获得相似的结论(低凋落物质量8木质素,氮素比率高:将氮矿化限制在较低的水平%当木质素,氮素比

率降低至一个较低值后%氮矿化迅速增加!77$(

)*M 凋落物形态特征

LJI54!7.$通过室内有氧培养K无氧培养和生物量技术%比较了 .种不同形态特征森林地被物下 的 土 壤

氮矿化(不同的森林地面%其组成物质的化学性质明显不同%导致它们被微生物所矿化的难易程度不同%因

此矿化氮和氮矿化常数 N值存在明显差异(各种森林地被物室内培养期间生物量中的植物氮吸收与矿化

氮高度相关%但比有氧培养推出的一级动态指数的预测低 .OPQROP(不同森林地面中%生物量植物吸收

和预测氮矿化量间的关系也不同%说明不同有机物类型中%植物对可矿化氮动态的影响不同(各森林地被

物之间氮矿化特征的不同表明S森林地被物形态学可以为评价立地质量提供基础(

B 土壤动物和微生物

土壤有机质的分解和矿化是土壤动物和微生物在其活动K取食及代谢过程中%通过对有机质产生机械

破碎及一系列化学作用而完成的(土壤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K数量K种群结构与动态%以及它们间的相互关

系都会对矿化过程产生影响(

BTU 土壤动物

土壤动物的种类及其生物功能与氮矿化有密切关系(作为微生物捕食者%土壤动物常常增加有机质的

分解和氮素的矿化!7<$(L5VV04等!7A$用沙柱培养的对照实验比较了不同线虫对氮矿化的影响%发现线虫8&5?

WX12Y54:的存在显著增加了氮矿化率(不同种的线虫最适合的环境因子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季节各类线

虫占据的优势也不同=如杆状线虫比头孢线虫要求的温度更低%在早夏占优势%而后者在夏季后期占优势(
就对矿化的贡献而言%较小线虫单位体重的矿化量大于较大的线虫(+2I5WXH等!7R$也得到相似结果(这是

因 为线虫能大量取食细菌8约折合氮 -O6Z,8[W-\X::%而其同化生产率较低8].PQ"OP:=多数养分通过

排泄又释放到土壤中%养分释放增加了土壤养分的可利用性!7#QA]$(
在 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蚂蚁的数量极其丰富(蚂蚁8尤其白蚁:的活动大大加速了有机质的分解和矿

化!A-$(据 ^2VY的测定%在非洲尼日利亚热带疏林中重量仅 <*.Z的 <.OO只蚂蚁%每年能消耗 ]7RZ有机质

碎屑!A<$(
此外%动物群落结构对矿化也有重要影响(物理因子K分解者群落和分解K矿化过程彼此间通过复杂的

作用相联系(动物群落对非生物条件的反应体现在氮矿化上(E3I6X_X等!R$研究了不同温K湿度条件下动物

群落结构对矿化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S线虫较白虫85HF[J1VX50Y4:更易在干燥条件下生存=在低K中湿度条

]#]]A期 李贵才等S森林生态系统土壤氮矿化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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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微型节肢动物的存在减少了线虫和白虫的种群数量!降低了氮矿化"土壤中铵态氮数量与白虫生物

量呈显著正相关"由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微型节肢动物多样化的群落通过调节白虫种群数量直接影响氮矿

化"然而!在高湿度时!微型节肢动物不能控制线虫和白虫的数量!且并未发现矿化与群落结构有关"一些

以线虫为食的螨虫能减少微环境中的线虫的种群数量"较大的螨虫可以捕食线虫!但这种作用是否强烈到

足以控制白虫的种群数量!目前仍不清楚"此外铵态氮数量与白虫生物量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白虫能比

线虫更有效地促进矿化"后者在一些实验中显示了负面的#不稳定的作用!或几乎没有影响$%&!%’("因此有可

能线虫群落通过调节白虫种群影响氮矿化"蚯蚓与白虫一样!也是进行分解和矿化的有效动物)通过自身

较大的生物量消耗大量有机质!较其它动物群更能影响土壤氮矿化和物理结构$*!%+("
这几年来这类研究报道很多!例如 ,--./等$%%(发现同时存在细菌和变形虫012-3435的微环境!与仅

有细菌存在的微环境相比!增加了矿质氮释放"6789:-72$%*(报道!生长在灭菌后接种细菌和原生动物的土

壤中的植株比生长在无原生动物的土壤中多 %’;的氮素"<9=>>=?:/$%@(发现!存在细菌的培养条件下!当分

别或一同加入纤毛原生动物和线虫时!都增加了氨化"上述证据表明!微型动物0包括原生动物和线虫5增

加了氮矿化$+A!*B!*C("

DEF 土壤微生物

微生物作为有机质分解和矿化的G工程师H!其种类和密度对氮矿化有强烈的控制作用!因为不同微生

物的降解能力不同$+A("I-723/$*J(发现陆地生态系统氮动态受土壤微生物生物量通量的控制!要强于受微

生物生物量大小变化的控制"尽管净氮矿化的季节格局不同!但年均速率变化很小"同时!微生物生物量代

表了一个重要的氮源!其数量受地上#地下植物凋落物产量不稳定 6的通量的影响"因此!微生物生物量库

度随控制微生物生长的因子的季节变化而改变!反过来影响净氮矿化速率"
北方阔叶林生态系统的研究表明!微生物生物量库显示了较小的季节波动!且与净氮矿化率无显著相

关"表明微生物库保持相对稳定!而其通量随时间变化"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暂时作为G矿化K固化H中易矿化

氮的源和库存在!是氮通量的转换者$*A("即净氮矿化可能受微生物生物通量控制!而不是生物量库的大小

变化"氮矿化存在明显季节差异$C’(!日平均值为 +CBLMNO0M/-=7P.5!但是总氮矿化的变化并不反映土壤

微生物氮库的大小"实际上微生物氮库在不同季节基本稳定"因此仅有部分微生物生物量与氮矿化有关!
土壤温#湿度是影响总矿化率的最重要因子"

微生物的种类#结构及功能同样与氮的分解#矿化有密切关系"如真菌对地表有机质的降解作用要大

于其它微生物!而细菌对埋入土壤中有机质的降解作用则更加重要"如果去除真菌和细菌!则降解速率分

别降低约 A+;和 J’;"在取食真菌的小型节肢动物数量较少时!腐生真菌将对氮的固化起主要作用!固化

量可达 *+;$*&("

Q 结语

各种生物与非生物因子对土壤氮矿化的影响非常复杂"不同因子的影响具有交互作用!且不同条件下

各因子的影响强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但本质上可归为 A类RS环境因子)T凋落物特征)U土壤动物和微生

物"因为凋落物质量0一般以 6ON比和木质素O氮素比为指标5决定着土壤有机质矿化的难易程度"土壤动

物和微生物活动强烈地控制着氮矿化过程"VW9=最近的研究认为!土壤温#湿度是影响总氮矿化的最重要

因子)且一般温度的影响强于湿度!二者有明显的正交互作用$C’("
不同群落类型#演替序列#物种组成及物种多样性#时空格局等可以通过影响立地环境因子和可矿化

氮库间接地影响土壤氮矿化"例如 X:9W=最新的研究表明不同空间位置的土壤!氮矿化格局可能因不同的

有机氮库和水热条件而不同$J’(!这一研究把影响土壤氮矿化诸多因子作了本质的概括"即各因子的作用都

是最终通过对可矿化氮库的大小#质量以及环境因子的改变来影响氮矿化的"
此 外!近 几 年 来 对 氮 矿 化#氮 素 可 利 用 性 与 群 落 演 替 和 植 物 多 样 性 间 相 互 关 系 的 研 究 报 道 很

多$’!J’!&A!&@!’’("G资源比率假说H认为!氮素可利用性与植物的养分利用效率#群落演替及植物多样性之间存

在反馈关系!是不同植物种竞争替代和植被群落演替重要推动力$*’("这类研究对于生态演替理论和退化生

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有重大意义"国内此类研究鲜见!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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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业化发展造成的 !"#倍增及其引起的全球变暖对土壤氮素转化的影响已经成为全球变化问题

研究的热点之一$!"#倍增和全球变暖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碳%氮输入比和原有的气候条件&对森林生态系

统土壤氮素转化&尤其是氮矿化的影响以及随后的一系列反馈&将严重影响到陆地生态系统土壤氮氧化物

的释放%土壤无机氮的潜在流失%氮肥的经济利用和环境污染问题’如土壤氮素流失引起的地下水污染%水

体富营养化&气态释放引起的氮氧化物排放($我国至今鲜见这方面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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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Ê_JKLLeJ$lcMdPQKMSQ"&2

!‘‘$ -<,/)6’jj1J*’=5:6hJt67,)Y;myJHwA]2g2f(076:(;/(5’&’(,=4X=56’5/8:(56:&=:0/68’6X:(’(,(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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