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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功能区城市林业土壤黑碳含量及来源
———以南京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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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城市化过程中人为活动的影响，城市林业土壤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 城市林业土壤黑碳由于来源的多样性和受到

人为活动的影响，其分布表现出独特的特征。 本研究以南京市为对象，调查分析了不同功能区城市林业土壤黑碳的含量及可能

来源。 结果表明：不同功能区城市林业土壤黑碳含量差异很大，其变幅为 ０．７７—２１．２７ｇ ／ ｋｇ。 道路绿化带土壤黑碳含量显著高

于其它功能区，居民区含量最低。 黑碳在土壤表层中含量均高于表下层，黑碳富集于土壤表层。 道路绿化带表层土壤黑碳含量

与有机碳含量的比值（ＢＣ ／ ＳＯＣ）为 ０．５５，土壤黑碳的碳同位素比值（δ１３ＣＰＤＢ）为－２７．０４‰，与其它功能区差异显著，城市交通污

染对土壤黑碳积累产生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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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林业土壤是指分布在城市不同功能区域的公共绿地以及郊区的森林、农田等组成的自然绿地上的土

壤，是支撑城市发展的空间和基础［１］。 城市林业土壤受人为扰动大，其物理、化学和生物

学特性与自然土壤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城市林业土壤碳库的含量、组成分布及演化特征也随城市化

进程的快速发展表现出其特有的规律。 目前针对城市土壤碳库中有机碳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而对黑碳

（Ｂｌａｃｋ ｃａｒｂｏｎ，ＢＣ）的研究尚未受到重视，相关的报道较少。 黑碳是生物质和化石燃料不完全燃烧的产物［２］，
具有生物化学和热稳定性，广泛分布于大气、土壤、沉积物、水体和冰雪等环境中［３］。 在城市中，化石燃料的

使用和生活垃圾的燃烧都相对比较集中，并产生了规模可观的黑碳类物质。 这些黑碳类物质在水体、土壤和

大气中均有分布，其中的大部分最终沉积在土壤中。 黑碳作为一种人为活动的排放产物，包含了有关人类活

动的记录，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十分复杂，正面和负面效应兼而有之。 由黑碳形成的气溶胶是导致全球

升温效应的大气成分中占第二位权重的物质［４⁃５］，同时也是多种空气污染物（ＳＯ２、ＮＯｘ、Ｏ３、ＰＡＨｓ 等）的吸附

载体及光化学烟雾的催化中心［６］。 黑碳具有高度的化学惰性和多孔隙性，土壤中的黑碳可稳定土壤中的有

机质，优化土壤结构，显著并持续地提高土壤的耕性和保肥能力［７］。 因其良好的吸附能力，黑碳还可以固定

土壤中各种有机无机污染物，降低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并改良土壤生态环境［８］，但土壤中微生物转化降解有

机污染物的速率也随污染物被黑碳吸附固定而降低［８］。 在全球碳循环过程中黑碳也占有重要地位，有研究

显示黑碳可能是全球碳循环中不能合理解释的“丢失的碳”的一部分，还可能是大气中 ＣＯ２的汇［９⁃１０］。 因此，
以城市林业土壤碳库中黑碳为研究对象，揭示城市林业土壤黑碳的分布和来源，了解其在城市林业土壤中的

环境行为和生态效应十分必要。 本研究以城市化进程快速的南京市为例，调查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城

市林业土壤的黑碳含量，分析了城市林业土壤的黑碳的可能来源，为城市林业土壤生态功能评价及管理提供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土壤样品采集

以城市化进程快速的南京市作为研究地区。 南京市地处长江下游沿岸，地理坐标为北纬 ３１°１４′—３２°
３７′，东经 １１８°２２′至 １１９°１４′，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年降水 １１０６ｍｍ，年平均温度 １５．４°Ｃ，无
霜期 ２３７ｄ，春季风和日丽，梅雨时节阴雨绵绵，夏季炎热，秋天干燥凉爽，冬季寒冷、干燥。 地貌属宁镇扬丘陵

地区，以低山缓岗为主，地带性土壤为黄棕壤。 全市面积 ６５８７．０２ｋｍ２，森林覆盖率 １３％，其中市区面积 ２００．８５
ｋｍ２，市区绿地覆盖率达 ４０％以上。

城市林业土壤可按绿地作用和分布地点的差异分为不同的功能区。 本研究以城市中出现几率较高的典

型城市林业功能区为研究对象，按其地点和作用的差异将其区分为城郊天然林、城区天然林、绿地广场、公园

绿地、居民住宅区、道路绿化带、学校绿地七种功能区，每种功能区选取南京市区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区域进

行土壤调查和样品采集。 为了使样品更具有代表性，本研究选择的采样区域是有一定利用历史的城市林业土

壤。 由于城市林业土壤的空间变异性较大，将各功能区中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样地选取为采样点，每个采样点

６ 个重复，６ 个重复尽量均匀地分布在采样点区域上。 根据王俊霞［５］ 的相关研究，城市人类活动产生的黑碳

沉降主要集中于公路沿线相距公路 ５ｍ—１５ｍ 范围内的绿化带土壤中，且多富集于 ０—３０ｃｍ 土壤中。 因此选

择在距离各功能区中主要公路沿线 １０ｍ 处的绿化带土壤为采样点，并在各采样点采集 ０—１０ｃｍ 和 １０—３０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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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层次的样品。 采集到的土壤样品自然风干，剔除大于 ２ｍｍ 的石子、根茎等杂物，过筛待用。 各个功能区

的具体采样地点见表 １。

表 １　 不同功能区土壤采样点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ｉｔｅｓ

功能区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采样区域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

道路绿化带 Ｒｏａｄ ｇｒｅｅｎ ｂｅｌｔ 新庄立交桥

学校 Ｓｃｈｏｏｌ 南京林业大学

公园 Ｐａｒｋ 玄武湖公园

居民区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 锁金村小区

城市绿地广场 Ｃｉｔｙ ｇｒｅｅｎ ｓｑｕａｒｅ 和平公园

城区天然林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紫金山

城郊天然林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老山森林公园

１．２　 土壤样品分析

土壤有机碳（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Ｃ）含量采用

外加热重铬酸钾氧化法测定［１１］。 其测定的基本步骤

为：（１）称取 ０．５ 克左右（准确至 ０．０００１ 克）过 １００ 目的

风干土样；（２）准确加入 ５．００ｍＬ ０．８０００ｍｏｌ ／ Ｌ １ ／ ６ Ｋ２Ｃｒ２
Ｏ７溶液和 ５ｍＬ 浓硫酸；（３）用油浴将溶液加热至沸腾，
沸腾的温度严格控制在 １７８—１８２℃之间，并保持沸腾

５ｍｉｎ；（４）待溶液冷却后，将溶液洗入锥形瓶中，邻菲啰

啉为指示剂，用 ０．２ｍｏｌ ／ Ｌ 硫酸亚铁滴定，并计算其有机

碳含量。
土壤中黑碳含量采用 Ｌｉｍ 等［１２］ 介绍的方法。 其测

定基本步骤为：（１）称取 ３ｇ 左右过 １００ 目的风干土样；（２）加入 １５ｍＬ ３ｍｏｌ ／ Ｌ ＨＣｌ 除去碳酸盐，反应 ２４ｈ；（３）
加入 １５ｍＬ １０ｍｏｌ ／ Ｌ ＨＦ：１ｍｏｌ ／ Ｌ ＨＣｌ 除去硅酸盐，反应 ２４ｈ；（４）加入 １５ｍＬ １０ｍｏｌ ／ Ｌ ＨＣｌ 反应，除去可能生成

的 ＣａＦ２，反应 ２４ｈ；（５）加入 １５ｍＬ ０．１ｍｏｌ ／ Ｌ Ｋ２Ｃｒ２Ｏ７： ２ｍｏｌ ／ Ｌ Ｈ２ＳＯ４，在 ５５±１℃下除去易氧化的有机碳，反应

６０ｈ；（６）得到的残渣即为土壤中的黑碳，离心、烘干后直接利用元素分析⁃同位素质谱联用仪（ＦＬＡＳＨ ＥＡ⁃
ＤＥＬＴＡ Ｖ，Ｔｈｅｒｍｏ Ｆｉｓｈｅｒ， ＵＳＡ）测定其黑碳含量和黑碳的碳稳定同位素比值 δ１３ＣＰＤＢ。 不同来源黑碳的 δ１３

ＣＰＤＢ比值差异较大，因此可借助样品土壤黑碳的 δ１３ＣＰＤＢ比值追溯其可能来源。
１．３　 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实验数据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 和 ＳＰＳＳ１８．０ 软件进行分析。

图 １　 不同功能区城市林业土壤黑碳含量

　 Ｆｉｇ． １ 　 Ｂｌａｃｋ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ｏｉ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ＲＧＢ⁃道路绿化带；ＵＦ⁃城区天然林；ＳＦ⁃城郊天然林；ＳＣ⁃学校；ＣＧＳ⁃
城市绿地广场；ＰＡ⁃公园；ＲＥ⁃居民区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城市林业土壤黑碳含量

不同功能区的城市林业土壤受人为活动影响程度

不同，土壤黑碳含量不同。 不同功能区城市林业土壤黑

碳含量的总体特征是（图 １）：道路绿化带土壤黑碳含量

明显高于其他功能区，公园和居民区最低，各功能区表

层土壤（０—１０ｃｍ）含量高于表下层（１０—３０ｃｍ），表层

土壤黑碳含量高低依次为：道路绿化带＞城区天然林＞
城郊天然林＞学校＞城市绿地广场＞公园＞居民区。 在表

下层，则表现出不同的规律，城郊天然林和城区天然林

中的含量明显降低，而其它功能区表下层中的黑碳含量

降低幅度较小。

２．２　 城市林业土壤黑碳来源

２．２．１　 土壤 ＢＣ ／ ＳＯＣ 值

ＢＣ ／ ＳＯＣ 值指土壤中黑碳与有机碳（湿烧法测定）含量之间的相对比值。 各功能区中道路绿化带土壤的

ＢＣ ／ ＳＯＣ 比值最大，大于 ０．５；城郊天然林的比值最低，约为 ０．２（表 ２）。 同一功能区土壤表层和表下层土壤的

ＢＣ ／ ＳＯＣ 值相差很小。
２．２．２　 城市林业土壤黑碳的碳同位素比值

城市林业各功能区土壤黑碳的 δ１３ＣＰＤＢ值如表 ３ 所示。 在表层土壤中，道路绿化带土壤黑碳的１３Ｃ 丰度最

３　 ３ 期 　 　 　 王曦　 等：不同功能区城市林业土壤黑碳含量及来源———以南京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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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黑碳中碳元素的１３Ｃ 贫化程度最大，其 δ１３ＣＰＤＢ值为－２７．０４‰，与其它功能区差异显著，而居民区土壤黑碳

的１３Ｃ 丰度最高，为 － １７． ８０‰。 在表下层土壤中，城区天然林土壤黑碳的１３ Ｃ 丰度最低，其 δ１３ ＣＰＤＢ 值为

－２１．０７‰，居民区土壤黑碳的１３Ｃ 丰度最高，δ１３ＣＰＤＢ值为－１４．３０‰。

表 ２　 不同功能区城市林业土壤 ＢＣ ／ ＳＯＣ 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Ｃ ／ ＳＯ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ｏｉ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功能区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０—１０ｃｍ １０—３０ｃｍ

变幅
Ｒａｎｇｅ

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变幅
Ｒａｎｇｅ

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道路绿化带 Ｒｏａｄ ｇｒｅｅｎ ｂｅｌｔ ０．５１－０．５７ ０．５５±０．０４ ０．４６－０．５７ ０．５１±０．０８

公园 Ｐａｒｋ ０．３５－０．４５ ０．４１±０．０７ ０．４１－０．５２ ０．４４±０．０７

学校 Ｓｃｈｏｏｌ ０．３６－０．４０ ０．３９±０．０２ ０．３５－０．４９ ０．４２±０．０５

居民区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 ０．３５－０．４２ ０．３８±０．０３ ０．３０－０．３７ ０．３３±０．０３

城市绿地广场 Ｃｉｔｙ ｇｒｅｅｎ ｓｑｕａｒｅ ０．３１－０．３８ ０．３４±０．０３ ０．３１－０．４０ ０．３７±０．０３

城区天然林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０．３１－０．３８ ０．３３±０．０３ ０．２６－０．３４ ０．３２±０．０８

城郊天然林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０．２０－０．２２ ０．２１±０．０１ ０．１６－０．２４ ０．２０±０．０３

表 ３　 不同功能区城市林业土壤黑碳的 δ１３ＣＰＤＢ值

Ｔａｂｌｅ ３　 δ１３ＣＰＤＢ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功能区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０—１０ｃｍ １０—３０ｃｍ

δ１３ＣＰＤＢ ／ ‰ δ１３ＣＰＤＢ ／ ‰

道路绿化带 Ｒｏａｄ ｇｒｅｅｎ ｂｅｌｔ －２７．０４±０．７８ ａＡ －１６．３４±２．２３ｃＣ

城区天然林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２４．２１±１．００ ｂＢ －２１．０７±３．６４ ａＡＢ

城郊天然林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２３．００±０．３７ ｂＢ －１６．３９±２．２３ ｃＣ

城市绿地广场 Ｃｉｔｙ ｇｒｅｅｎ ｓｑｕａｒｅ －２２．３１±１．３１ ｂＢ －２１．０６±１．６４ ａＡ

学校 Ｓｃｈｏｏｌ －２１．２９±２．４９ ｂＢ －２０．８５±１．７７ ａｂＢ

公园 Ｐａｒｋ －１９．９７±２．０３ ｂＢ －１９．３３±１．１３ ｂＢ

居民区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 －１７．８０±０．６７ ｂＢ －１４．３０±０．２０ ｄＤ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Ｐ＜０．０５ 显著水平，大写字母表示 Ｐ＜０．０１ 显著水平，下同。

３　 讨论

３．１　 城市林业土壤黑碳含量分布规律

以往的土壤有机碳研究很少关注黑碳类物质的含量。 黑碳作为人类活动的记录，在受到人为扰动的土壤

中广泛存在［１３］。 城市林业土壤由于受到人为活动的剧烈影响，必然含有一定量的黑碳类物质。 不同功能区

土壤黑碳含量的方差分析表明：在表层土壤中，道路绿化带土壤中黑碳含量最高，与其它功能区的含量差异均

达到极显著水平。 城郊天然林和城区天然林土壤中黑碳含量也较高。 居民区黑碳含量最低，与道路绿化带和

城区天然林差异显著。 亚表层土壤黑碳含量的分布则表现出不同的规律，在表下层土壤中，道路绿化带与其

它功能区有极显著差异，而其它功能区相互之间差异均不显著。
道路绿化带由于受到城市中机动车排放的尾气影响［１４⁃１５］，土壤中的黑碳含量无论在表层还是表下层都

非常高，分别为 １５．６８ｇ ／ ｋｇ 和 １０．０８ｇ ／ ｋｇ，与较低含量的居民区相比，分别是其含量的 ６．８ 和 １０．８ 倍。 由于我国

汽车排放的尾气中污染物浓度比国际水平高出数十倍，机动车排放污染已成为我国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来

源［１５］。 因燃油燃烧不完全，机动车尾气中含有大量夹杂着黑碳物质的颗粒物。 这些污染物中的一部分会直

接落入路边的土壤中或植被上，最终向下迁移进入土壤。 而另一部分粒径较小的污染物会形成气溶胶而悬浮

于空气中，并通过干湿沉降进入土壤。 道路绿化带土壤黑碳的高含量正是这种污染的重要标志。 但这种现象

也说明道路绿化带的存在降低了机动车排放的黑碳向周围区域扩散的程度。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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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不同功能区城市林业土壤黑碳含量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ｂｌａｃｋ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功能区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０—１０ｃｍ １０—３０ｃｍ

变幅 Ｒａｎｇｅ ／
（ｇ ／ ｋｇ）

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
（ｇ ／ ｋｇ）

变幅 Ｒａｎｇｅ ／
（ｇ ／ ｋｇ）

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
（ｇ ／ ｋｇ）

道路绿化带 Ｒｏａｄ ｇｒｅｅｎ ｂｅｌｔ １３．３０－１９．７３ １５．６８±３．５２ａＡ ６．９３－２１．２７ １０．０８±５．０２ａＡ

城区天然林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３．８５－９．１８ ５．２８±２．００ｂＢ １．４３－５．００ ２．５１±１．２７ｂＢ

城郊天然林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３．４６－５．３５ ４．３６±０．７４ｂｃＢ １．４０－１．８８ １．５８±０．２２ｂＢ

学校 Ｓｃｈｏｏｌ １．３１－５．６３ ３．９８±１．７９ｂｃＢ ２．１５－５．８９ ３．８６±１．３１ｂＢ

城市绿地广场 Ｃｉｔｙ ｇｒｅｅｎ ｓｑｕａｒｅ ２．５０－４．４４ ３．３３±０．９５ｂｃＢ １．１６－３．４０ ２．３０±０．８７ｂＢ

公园 Ｐａｒｋ １．８５－４．８７ ２．９４±１．３２ｂｃＢ １．７７－２．６１ ２．２７±０．３５ｂＢ

居民区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 １．５９－３．５４ ２．３１±１．０７ｃＢ ０．７７－１．１１ ０．９３±０．１７ｂＢ

城市天然林包括城郊天然林和城区天然林中表层土壤中黑碳含量较高的原因应与其土壤中存在较多的

有机碳积累有关。 与表层土壤比较，城市天然林表下层土壤的黑碳含量明显降低，其它功能区表下层土壤的

黑碳含量则降低幅度比较小。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应有两个，首先，黑碳不溶于任何溶剂中，因此不随土壤径

流发生垂直方向上的迁移。 其次，城市中各功能区的土壤常受到人为扰动，相应土层也常产生混合。 在此过

程中，不同土层间差异的显著性也逐渐消失。 而城郊天然林和城区天然林中人类活动少，土壤受人为扰动程

度小，因此黑碳物质多富集于表层土壤。
３．２　 城市林业土壤黑碳来源分析

３．２．１　 土壤 ＢＣ ／ ＳＯＣ 比值

ＢＣ ／ ＳＯＣ 值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壤的污染程度［１６⁃１７］，同时也与特定的人为活动过程相关［１６］。 在

城市大气气溶胶里面，如果 ＢＣ ／ ＳＯＣ 值在 ０．１１±０．０３ 附近，则认为黑碳主要来源于生物质的燃烧；ＢＣ ／ ＳＯＣ 值

为 ０．５ 左右时，则认为黑碳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１６⁃１７］。 比较不同功能区土壤的 ＢＣ ／ ＳＯＣ 值可以发现：
道路绿化带土壤不仅含有较高的黑碳含量，而且 ＢＣ ／ ＳＯＣ 值也较高，平均值表层土壤是 ０．５５±０．０４，表下层土

壤是 ０．５１±０．０８，反映了其来源主要是化石燃料的不完全燃烧。 而受人为活动影响相对较小的城郊天然林，
ＢＣ ／ ＳＯＣ 在表层土壤是 ０．２１±０．０１，表下层土壤是 ０．２０±０．０３，表明黑碳的来源主要是生物质的燃烧。 而城区

天然林虽受人为活动影响也相对较小，但有多条公路贯穿林带，导致此功能区中部分地区土壤的黑碳输入来

源相对于城郊天然林更复杂，黑碳的含量随之增大，ＢＣ ／ ＳＯＣ 值也产生偏离，达到 ０．３ 左右。 其它功能区的情

况更为复杂，化石燃料的燃烧和生物质的燃烧均是其黑碳物质的来源。 但各功能区土壤中各种来源的黑碳所

占比重不同，因此其 ＢＣ ／ ＳＯＣ 比值介于 ０．１１ 和 ０．５ 之间。
从表 ２ 还可以发现，不同功能区城市林业土壤的 ＢＣ ／ ＳＯＣ 值的分布情况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道路绿化

带土壤的 ＢＣ ／ ＳＯＣ 值明显高于其他功能区，这是直接受到机动车辆尾气排放影响的结果；公园、学校则分布比

较分散，这与相关功能区实际所处的复杂环境有关；居民区、城市绿地广场表现出相对集中的分布，这与这两

个功能区环境相对单一的事实相吻合；城郊林带的 ＢＣ ／ ＳＯＣ 值分布最集中，其黑碳来源主要是生物质燃烧的

结果。 因此，在城市林业土壤研究中，可以根据 ＢＣ ／ ＳＯＣ 值大致判断土壤中黑碳的主要来源。
３．２．２　 土壤黑碳的碳同位素比值（δ１３ＣＰＤＢ）

刘兆云［１８］的研究显示自然土壤表层黑碳的 δ１３ＣＰＤＢ值一般在－２３．２‰左右，高于有机碳－２９‰的均值，说
明黑碳与有机碳相比其１３ Ｃ 富集程度较高。 Ｃ３ 植物和 Ｃ４ 植物来源黑碳的同位素组成则相对固定，
Ｏｉｎｄｒｉｌａ［１９］的研究表明 Ｃ３ 植物燃烧后所收集到的黑碳的 δ１３ＣＰＤＢ值约为－２４．６‰—－２６．１‰，Ｃ４ 植物则为－１２．
３‰—－１３．８‰。 近年来，城市化建设中化石燃料被普遍使用，Ａｎｄｒｅｓ［２０］的实验表明，１３Ｃ 在化石燃料中的丰度

相对于现在的各种含碳物质要低得多，其各种化石燃料的 δ１３ＣＰＤＢ平均值为：天然气：－４４‰；石油：－２８‰；煤
炭：－２４．１‰。 刘刚［２１］的研究证明在机动车尾气烟尘中的黑碳颗粒存在１３Ｃ 相对贫化的情况，其 δ１３ＣＰＤＢ值在－

５　 ３ 期 　 　 　 王曦　 等：不同功能区城市林业土壤黑碳含量及来源———以南京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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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９‰—－２７．６‰之间。 因此化石燃料的大量燃烧，使大气 ＣＯ２的 δ１３Ｃ 值降低［２２］，同样也使土壤表层的含碳

物质的 δ１３Ｃ 值降低，黑碳的 δ１３Ｃ 值也随之降低。
因此，若有大量 Ｃ３ 植物燃烧所产生的黑碳颗粒进入土壤，如森林火灾，林木燃烧所生成的黑碳进入土

壤，则土壤中黑碳的１３Ｃ 浓度必然会受到影响，其 δ１３Ｃ 值会随进入量的增多逐渐趋向于 Ｃ３ 来源黑碳的 δ１３Ｃ
值。 而 Ｃ４ 植物如秸秆等燃烧所产生的黑碳颗粒进入土壤时，由于其同位素组成中１３Ｃ 的丰度较高，则土壤中

黑碳的 δ１３Ｃ 值也会随输入量的增高而升高。 而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黑碳颗粒存在１３Ｃ 相对贫化的情况，其大

量进入土壤时会造成土壤中黑碳的 δ１３Ｃ 值降低的结果。
本研究的结果与以上的推论吻合较好，从表 ３ 看出：道路绿化带表层样品中黑碳的 δ１３ＣＰＤＢ值小于其它功

能区，其黑碳１３Ｃ 的贫化程度最高，这与其黑碳来源主要是机动车的尾气排放和化石燃料的燃烧有关。 城市

天然林表层土壤中黑碳的来源相对简单。 城郊天然林表层土壤黑碳的 δ１３ＣＰＤＢ值与刘兆云［１８］的研究结果较为

接近。 这与城郊天然林受人为干扰最少，其土壤状态最接近自然土壤有关。 而城区天然林表层土壤黑碳的

δ１３ＣＰＤＢ值略低于城郊天然林。 这种情况应是贯穿森林的道路交通影响城区天然林的土壤所致。 交通运输产

生的低丰度１３Ｃ 黑碳进入土壤，导致表层土壤中的黑碳的 δ１３ＣＰＤＢ值降低。 而其它功能区的 δ１３ＣＰＤＢ值偏离城郊

林带的情况可能与其黑碳来源的复杂性有关。 化石燃料的不完全燃烧和生物质（生活垃圾、秸秆等）的燃烧

均是其黑碳物质的来源。 城市中大规模的林木燃烧情况较少，而各种有机的生活垃圾等焚烧情况较多。 但生

活垃圾的成分极为复杂，这可能是导致这几个功能区内土壤黑碳的１３Ｃ 富集情况发生变异的原因。 且各功能

区土壤中各种来源的黑碳所占比重也有所不同，这也会对相关土壤中黑碳的 δ１３ＣＰＤＢ值产生影响。 因此，其它

功能区中黑碳的 δ１３ＣＰＤＢ值未体现出明显的规律性。

４　 结论

（１）土壤黑碳含量在城市林业不同功能区之间表现出差异性。 城市林业各功能区中，土地利用方式不

同，土壤中黑碳含量差异很大，其变化范围是 ０．７７ ｇ ／ ｋｇ —２１．２７ｇ ／ ｋｇ。 道路绿化带土壤黑碳含量显著高于其

它功能区，而居民区含量最低。 各功能区土壤黑碳含量表层均高于亚表层，说明当黑碳在土壤表层有富集

趋势。
（２）土壤中黑碳的主要来源可用 ＢＣ ／ ＳＯＣ 值做较好地判定，道路绿化带土壤的 ＢＣ ／ ＳＯＣ 比值最大，平均

值在表层是 ０．５５±０．０４，在表下层是 ０．５１±０．０８，其次为公园，城郊天然林的比值最低。 说明城市交通污染对土

壤黑碳含量有显著的影响，而城市天然林土壤黑碳主要来源于生物质的燃烧。
（３）黑碳的 δ１３ＣＰＤＢ值可作为利用 ＢＣ ／ ＳＯＣ 值判定黑碳来源的补充和证明。 道路绿化带表层样品中黑碳

的 δ１３ＣＰＤＢ值小于其它功能区，其黑碳来源主要与机动车的尾气排放和化石燃料的燃烧有关。 城郊天然林表

层土壤黑碳的 δ１３ＣＰＤＢ值接近于自然土壤，城区天然林由于受到贯穿森林的道路交通影响，表层土壤黑碳的

δ１３ＣＰＤＢ值略低于城郊天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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