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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３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４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黄土高原中部的丘陵沟壑区位于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带，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植被恢复是该地区水土保持与生

态重建的重要措施。 辽东栎天然次生林和刺槐人工林是该地区典型的森林植被类型。 以黄土丘陵森林分布区边缘的两种主要

森林类型为对象，通过采集林地不同深度土壤样品，对比分析两种林地土壤中碳、氮、磷含量的计量关系及垂直分布特征，旨在

探明该区域土壤化学计量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１）在两种林地类型中，土壤有机碳与全碳含量呈正相关关系，两
种林地可用同一曲线进行拟合，说明特定土壤类型在同一区域其有机碳和无机碳相对含量基本稳定。 （２）土壤有机碳与全氮

比值在 １０ 左右，在不同土层深度无明显变化；而土壤全碳与全氮比值则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增加，超过 １ ｍ 以后呈现饱和曲线

的变化趋势。 （３）土壤氮磷比随土壤深度的增加呈幂次型降低。
关键词：黄土丘陵区；土壤碳氮磷；碳氮比；氮磷比；化学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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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ａｎｄ （３）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Ｎ：Ｐ ｒａｔｉｏ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ｐｏｗｅｒ ｌａｗ ｃｕｒｖｅ） ．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ｏｅｓｓ ｈｉｌｌｙ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Ｎ； Ｎ：Ｐ； ｓｏｉｌ 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ｙ

近年来，生态系统中多重化学元素的平衡受到广泛关注，以强调系统中主要元素相对含量及其平衡关系

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化学计量学迅速发展并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４］。 碳（Ｃ）、氮（Ｎ）、磷（Ｐ）作为结构性元素和养

分元素，在地球各圈层之间不断地循环传递，构成了碳、氮、磷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保证了生态系统物质

循环和能量流动顺利进行，对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植物生长发育所需营养元素的主要来源，土壤碳、氮、磷是主要的土壤养分成分。 杨雪栋等［５］ 对内蒙古荒漠

草原带小针茅群落的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土壤各养分计量比不同，随土壤深度的变化也不一致。 王维奇等［６］

对不同淹水频率下的湿地土壤的研究发现远近潮沟区域土壤碳、氮、磷化学计量比对淹水频率的响应不同，且
碳氮比的响应敏感性不及氮磷比。 因此，土壤碳、氮、磷的化学计量学特征可能受土壤类型、群落特征和气候

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对生态系统生产力、碳汇潜力以及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具有重要作用。
黄土高原中部的丘陵沟壑区位于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带，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植被恢复是该地

区水土保持与生态重建的重要措施［７］。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三北”防护林建设和水土保持重

点治理等生态工程的实施，该地区的人工林面积不断扩大。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和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以后，
不仅人工植被覆盖度大幅度增加，天然林草植被也得到了有效的恢复，水土流失也明显减弱，生态环境得到极

大改善［８］。 对天然林实施保护以促进其恢复并营造适宜的人工林树种是实现该地区林地植被恢复的主要措

施。 天然林中，辽东栎天然次生林是暖温带主要的落叶阔叶林之一，也是黄土高原半湿润区森林自然演替的

顶级群落［９］。 在半湿润半干旱的黄土丘陵区，植被类型介于森林向森林草原的过渡区域，辽东栎顶级群落容

易遭受间歇性干旱气候和人为干扰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 而刺槐是建国以来该区域的主要造林树种，在大

面积黄山绿化中成效显著，特别是在水土流失区域发挥了十分有效的固土保水效果［１０⁃１１］。 辽东栎天然次生

林和刺槐人工林作为黄土丘陵区的代表性森林植被类型，对该地区的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 森林土壤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分和元素储库，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方式变化背景下，研究和

了解森林土壤中元素的生态化学计量学特征，对进一步认识森林生态系统的营养元素循环过程、反馈机制和

对各种干扰的响应，及实现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可持续管理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１２⁃１４］，同时能

够揭示碳、氮、磷等营养元素循环变化规律及其对全球变化的生态系统响应。 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土壤的生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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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化学计量学研究多集中于不同植被区、林龄、纬度和立地条件等方面的差异性［１５⁃１８］，针对黄土丘陵区主要

森林植被类型的土壤碳、氮、磷含量及其分布规律的研究开展较少。 此外，针对黄土高原不同植被类型的土壤

环境效应，尤其是天然和人工植被类型对土壤性状的影响，虽有不少研究，但其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有必

要开展进一步研究［１９⁃２６］。 本研究以黄土丘陵森林分布区边缘的两种主要森林类型为对象，旨在探明该区域

林地土壤中碳、氮、磷的垂直分布规律、化学计量关系及其与植被类型的关系，为科学评估植被恢复的生态功

能和效益提供理论依据，并为黄土高原区和国家范围内营养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森林生态系统源汇效应

的深入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南郊公路山林区，地理坐标为 ３６°２５．４０′Ｎ，１０９°３１．５３′Ｅ，海拔 １２４５—１３９５ ｍ。
据位于试验地北约 １５ ｋｍ 处的延安市气象台资料，１９８８—２００７ 的 ２０ ａ 间平均降雨量为 ４９８ ｍｍ，平均气温为

１０．６℃，雨季集中于 ７—９ 月份［２７］。 该区域属于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向温带草原区的过渡地带，暖温带半湿润

半干旱季风气候，地貌为梁峁状黄土丘陵沟壑区，土壤类型主要为黄绵土。 目前区域内植被破坏较为严重，选
取辽东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ｌｉａｏ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天然次生林和刺槐（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人工林进行研究。 辽东栎群落远离

村落，人为干扰较少，林分结构合理，是该区典型的天然林类型，伴生树种有山杏（Ａｍｅｎｉａｃ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大果榆

（Ｕｌｍｕｓ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水栒子（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ｓ）、细裂槭（Ａｃｅｒ ｓｔｅｎｏｌｏｂｕｍ）、侧柏（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等；
刺槐群落为该区主要人工林类型，林下灌草稀疏杂生。
１．２　 样地设置与土壤样品采集方法

野外调查采样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进行，在公路山林区选取有一定代表性的近成熟辽东栎天然次生林群落和

刺槐人工林群落，设置标准样地各 ３ 个，样地规格为 ２０ ｍ×４０ ｍ，样地间距在 ０．５—１．５ ｋｍ。 各样地基本特征

见表 １。 在调查样地内沿一个对角线确定 ３ 个土壤取样点，使用内径 ６ ｃｍ 的土钻，按 ０—１０、１０—２０、２０—３０、
３０—５０、５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５０、１５０—２００ ｃｍ ７ 个层次钻取土壤样品，将相同土层土样等量混合作为该样地相应

土层样品，带回实验室分析。

表 １　 研究区样地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ｐｌｏｔｓ

样地
Ｐｌｏｔ

坡度
Ｓｌｏｐｅ ／ °

最大林龄
Ｍａｘ ａｇｅ ／ ａ

林分密度
Ｓｔａｎ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ＤＢＨ≥５ ｃｍ 株 ／ ｈｍ２）

平均胸径
Ｍｅａｎ ＤＢＨ ／ ｃｍ

平均树高
Ｍｅａｎ ｈｅｉｇｈｔ ／ ｍ

辽东栎 １ （Ｏａｋ １） ２２ ６４ １３２５ １３．２ ６．６

辽东栎 ２ （Ｏａｋ ２） ２０ ７２ １３６３ １３．０ ８．６

辽东栎 ３ （Ｏａｋ ３） １０ ７６ １８００ １４．８ ９．５

刺槐 １ （Ｂｌａｃｋ ｌｏｃｕｓｔ １） ２４．５ ３６ ２９２５ １０．２ ８．５

刺槐 ２ （Ｂｌａｃｋ ｌｏｃｕｓｔ ２） １３．５ ３６ ２３２５ １１．３ ９．７

刺槐 ３ （Ｂｌａｃｋ ｌｏｃｕｓｔ ３） ２６ ３６ １４７５ １１．０ ８．９
　 　 林分密度按矫正坡度后的投影面积计算

１．３　 土样样品处理及分析测试

新鲜土样混合均匀后，风干，研磨，过 ０．２５ ｍｍ 筛后，测定土壤有机碳（ＳＯＣ）、全碳（ＳＴＣ）、全氮（Ｎ）、全磷

（Ｐ）含量。 有机碳的测定采用重铬酸钾—硫酸氧化法；全碳的测定采用碳氮分析仪法 （ Ｖａｒｉｏ ＥＬ ＩＩＩ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德国）；全氮的测定采用了两种方法，分别是碳氮分析仪法和经硫酸⁃高氯酸消煮法处理后用 ＦＯＳＳ⁃
８４００ 全自动凯氏定氮仪测定；全磷的测定采用硫酸⁃高氯酸消煮法。
１．４　 数据处理

土壤无机碳含量（ＳＩＣ）依据全碳和有机碳含量的差值算得。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统计分析软件对不同数据组

３　 １０ 期 　 　 　 吕金林　 等：黄土丘陵区刺槐、辽东栎林地土壤碳、氮、磷生态化学计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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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并采用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 １２．５ 对数据组之间的关系进行拟合和制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土壤有机碳和全碳含量的相关性及垂直变化

图 １　 土壤有机碳（ＳＯＣ）与全碳（ＳＴＣ）含量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Ｃ ａｎｄ ＳＴＣ

２．１．１　 有机碳和全碳的计量特征

由图 １ 可见，在刺槐人工林和辽东栎天然次生林

中，土壤有机碳和全碳之间存在着极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且两种林地的土壤有机碳和全碳关系可用同一曲线

拟合（ｙ＝ １．２１５３ｘ－２．０７０９， Ｒ２ ＝ ０．９７９４， Ｐ＜０．０００１）。 在

不同土层深度，虽然有机碳和全碳含量发生了变化，但
是保持线性关系不变，拟合曲线在 Ｘ 轴的截距显示，该
类型土壤中有十分可观的无机碳含量。
２．１．２　 土壤深度和林地类型对土壤有机碳、无机碳相

对含量的影响

由图 ２ 可见，两种林地中 ＳＯＣ ／ ＳＴＣ 随土壤深度的

增加均呈下降的趋势，而 ＳＩＣ ／ ＳＴＣ 呈升高的趋势，且
ＳＯＣ ／ ＳＴＣ 和 ＳＩＣ ／ ＳＴＣ 均在 ０—１００ ｃｍ 土层变化速率较

大，在 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 土层变化速率较小并趋于稳定、这
应该与植物根系分布范围有关。 表层土壤受环境因子

影响大，枯落物和腐殖质层对土壤有机碳积累的影响也集中于表层土壤，因而表层土壤的有机碳储存较为显

著［１６］，而深层土壤中无机碳占较大份额。
此外，辽东栎林的土壤 ＳＯＣ ／ ＳＴＣ 明显高于刺槐林，辽东栎林各土壤深度 ＳＯＣ ／ ＳＴＣ 值分别是刺槐林 ＳＯＣ ／

ＳＴＣ 值的 １．５０、１．４４、１．４４、１．１６、０．８６、０．９０、１．０１ 倍。 这与辽东栎天然林凋落物量明显高于刺槐人工林相吻

合［２８⁃３２］。 与人工林相比，天然次生林有大量地表凋落物及细根，可向土壤中释放大量的营养物质，使表层土

壤蓄存较多的有机碳氮［３３］。

图 ２　 不同林地不同土层 ＳＯＣ ／ ＳＴＣ、ＳＩＣ ／ ＳＴＣ

Ｆｉｇ．２　 ＳＯＣ ／ ＳＴＣ ａｎｄ ＳＩＣ ／ ＳＴＣ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ｓ

２．２　 两种林地土壤氮含量及垂直分布特征

２．２．１　 基于两种测定方法的土壤全氮含量相关性分析

　 　 将凯氏定氮法和燃烧法测定得出的土壤全氮含量进行分析可见，２ 种方法测定的全氮含量呈极显著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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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关关系（图 ３，Ｐ＜０．０００１），趋势线斜率为 ０．８８６５，接近 １，表明凯氏定氮法测定结果略低于燃烧法但无明

显差异。 这与之前有关报道相吻合［３４⁃３５］。
２．２．２　 土壤深度和林地类型对土壤全氮含量的影响

由图 ４ 可见，两种林地中土壤全氮含量均随土壤深度的增加呈降低趋势，在 ０—１００ ｃｍ 土层中下降幅度

较大，在 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 土层中趋于稳定。 这种变化趋势同 ＳＯＣ ／ ＳＴＣ 的变化趋势相似（图 ２），林地之间表层土

壤中全氮含量存在差异，辽东栎天然林高于刺槐人工林，各土壤深度辽东栎林全氮含量分别是刺槐林的 ２．０３、
１．４３、１．４４、１．１９、０．８８、０．８０、０．８９ 倍，显示全氮含量同有机碳含量存在关联性，土壤表面凋落物的累积与分解是

造成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差异的主要原因。

图 ３　 基于 ２ 种测定方法的土壤全氮含量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图 ４　 不同林地不同土层土壤 Ｎ％

Ｆｉｇ．４　 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ｓ

２．３　 两种林地土壤碳氮比及其垂直变化

土壤有机碳是土壤微生物活动的能源，氮是构成微生物细胞的要素。 有机碳与全氮之比影响微生物的繁

殖和活动，从而影响有机质矿化分解速度［３６］，是评价土壤质量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３７］。 由图 ５ 可见，刺槐人

工林中，不同土层深度的有机碳与全氮比值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分别为 １０．６７０，９．７２１，９．９６４，９．９１０，１０．００７，
１０．２７０，９．９３２，均在 １０ 左右。 辽东栎天然次生林中，０—１０ ｃｍ 土层的 ＳＯＣ ／ Ｎ 值较高，为 １３．２０１，与该土层较高

的有机碳含量一致；其他土层的 ＳＯＣ ／ Ｎ 值略低，分别为 １０．７１６，１０．６９７，９．７６２，９．３８７，１０．１１７，１０．１２１，但基本都

在 １０ 左右。 而全碳与氮的比值则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而增加，在 ０—１００ ｃｍ 浅层土壤中变化速率较快，而在

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 深层土壤中变化缓慢，呈现饱和曲线的变化趋势，与土壤中无机碳的变化相关联。
２．４　 两种林地土壤磷含量、氮磷比及其垂直变化

由图 ６、图 ７ 可见，两林地中土壤磷含量随土壤深度变化幅度不大，但有一定差异（Ｐ＜０．０５），表层较高，随
土壤深度增加而减少。 而土壤 Ｎ ／ Ｐ 值在表层较大，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降低，在 ５０ ｃｍ 以下逐渐趋于恒定，
基本上同土壤全氮含量变化趋势相一致。 氮磷比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土壤中氮含量的变化，土壤氮磷比空间格

局的形成可能还与土壤本身结构、质地和地形地貌有关［３８］。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讨论

３．１．１　 土壤碳、氮、磷含量对土壤深度和林分类型的响应

在黄土丘陵区土壤深度是决定土壤养分含量变化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中，土壤碳素和氮素随着土壤深度

的增加而降低，而土壤磷素变化较为稳定，这与朱秋莲等［３９］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土壤碳素含量受土壤深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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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ＳＯＣ ／ Ｎ 和 ＳＴＣ ／ Ｎ 变化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 ／ Ｎ ａｎｄ ＳＴＣ ／ Ｎ

字母不同表示各土层 ＳＯＣ ／ Ｎ 之间差异显著性，相同字母表示未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影响较明显，土壤表层与外界环境直接接触，地表凋落物、动植物残体、植物根系以及微生物作用等对有机碳

在土壤表层的积累和向下转移起促进作用。 土壤全氮主要来源于土壤植物残体分解与合成所形成的有机

质［４０］，因此土壤氮素含量的变化与有机质变化具有一致性，也就是与土壤有机碳变化具有一致性。 而土壤磷

素是一种沉积性的矿物，在土壤中的迁移率很低，因此全磷的垂直变化较为稳定［４１］。
本研究中林分类型对土壤养分的影响并不明显，土壤碳、氮、磷含量在两种林地中均呈相同的变化趋势，

且土壤有机碳和全碳关系可用同一曲线拟合。 值得注意的是，固氮树种刺槐在 ０—１００ ｃｍ 土层中全氮含量却

低于辽东栎，Ｔａｔｅｎｏ 等［４２］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刺槐林中土壤表层的凋落物积累较少，受风等环境

因子影响而流失。
３．１．２　 土壤碳氮比和氮磷比的垂直变化特征

本研究中，黄土丘陵区土壤有机碳氮比在不同土壤深度和林分类型中基本都在 １０ 左右，在中国土壤的

Ｃ ／ Ｎ 的平均值内（中国土壤的 Ｃ ／ Ｎ 平均值在 １０—１２［４３］）。 虽然土壤碳、氮含量变化明显，但碳氮比维持相对

稳定，Ｔｉａｎ 等［４４］在研究全国土壤 Ｃ ／ Ｎ 时发现，虽然碳和氮含量具有较大的空间变异性，但 Ｃ ／ Ｎ 相对稳定，本
研究结果基本符合这一规律，反映了碳、氮作为结构性成分，紧密相关，且二者的积累和消耗过程存在相对稳

定的比值［４］。 而在辽东栎天然次生林中，０—１０ ｃｍ 土层的 Ｃ ／ Ｎ 为 １３．２０，可能原因是表层有机碳、氮含量高，
随土壤深度的增加，碳含量的减小幅度大于氮含量。 而全碳氮比则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而升高，并逐渐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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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磷含量与土壤深度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字母不同表示各土层 Ｐ％之间差异显著性，相同字母表示未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图 ７　 不同林地不同土层 Ｎ ／ Ｐ 比

Ｆｉｇ．７　 Ｎ ／ Ｐ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ｓ

稳定。 土壤全碳是由有机碳和无机碳组成，随着土壤深

度的加深，有机碳所占比例逐渐下降而无机碳所占比例

逐渐上升，土壤全碳含量趋于恒定，全氮含量却逐渐下

降，导致土壤全碳氮比值处于升高趋势。 同时，有机碳

含量的减少很有可能引起无机碳含量的升高，而无机碳

提高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有机碳的减少对区域碳

平衡产生的影响［４５］。 然而这方面的研究甚少，以后应

多加关注无机碳与有机碳和土壤养分之间的关系。
土壤中的 Ｎ、Ｐ 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矿质营养元素

和生态系统中最常见的限制性元素［４６］，土壤 Ｎ ／ Ｐ 可以

作为养分限制类型的有效预测指标［１３］。 但由于植物除

了从土壤中吸收养分外，还可以从老叶凋落之前的转移

再分配以及空气中吸收部分养分，这表明土壤 Ｎ ／ Ｐ 并

不能很好地反映生态系统养分限制状态［４７］。 本研究中

土壤 Ｎ ／ Ｐ 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呈幂次型降低，辽东栎天然次生林和刺槐人工林中最大值分别为 ５．０２、２．２８，均
低于全国土壤 ０—１０ ｃｍ 土层土壤氮磷比的平均值 ９．３［４４］，这是因为黄土区的土壤偏碱性，全氮含量较低，而
全磷含量与我国其他生态系统相比并不算低，氮、磷比远小于 １５，黄土区的生态系统的养分限制表现为以氮

限制为主或氮、磷共同限制［４８］。 但进一步确定辽东栎和刺槐是受氮或者磷限制，还需要对植物的氮磷比做进

一步研究［４９］，以更好地管理辽东栎天然次生林和刺槐人工林。 李英［５０］ 的研究表明土壤全氮含量与土壤深度

呈指数关系，在本研究中通过拟合趋势线发现两者的指数关系达到了显著水平，而幂关系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因此在该研究中 Ｎ ／ Ｐ 与土壤深度呈幂关系。
３．２　 结论

（１）有机碳与全碳的计量关系与土壤深度有关，与同地区两种林地类型关系不明显。
（２）燃烧法和凯氏定氮法两种方法测定的土壤全氮含量无明显差异，可以相互替代。
（３）黄土丘陵区不同土壤深度的土壤有机碳氮比均在 １０ 左右，而全碳氮比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增加，超

过 １ｍ 以后呈现饱和曲线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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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黄土丘陵区不同土壤深度的土壤氮磷比随土壤深度的增加呈幂次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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