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９ 卷第 １３ 期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３９，Ｎｏ．１３
Ｊｕｌ．，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１６７１０８９，４１７０６０９７）； 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ＫＦＺＤ⁃ＳＷ⁃１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２５；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８⁃００⁃００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ｇｘｈａｎ＠ ｙｉｃ．ａｃ．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８０６２５１３９４

李新鸽，韩广轩，朱连奇，孙宝玉，姜铭，宋维民，路峰．降雨量改变对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土壤呼吸的影响．生态学报，２０１９，３９（１３）：　 ⁃ 　 ．
Ｌｉ Ｘ Ｇ， Ｈａｎ Ｇ Ｘ， Ｚｈｕ Ｌ Ｑ， Ｓｕｎ Ｂ Ｙ， Ｊｉａｎｇ Ｍ， Ｓｏｎｇ Ｗ Ｍ， Ｌｕ Ｆ．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９，３９（１３）：　 ⁃ 　 ．

降雨量改变对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土壤呼吸的影响

李新鸽１，２，韩广轩１，∗，朱连奇２，孙宝玉３，姜　 铭３，宋维民１，路　 峰４

１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岸带环境过程与生态修复重点实验室，烟台　 ２６４００３

２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

３ 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４ 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东营　 ２５７０９１

摘要：全球变化背景下，降雨模式变化造成土壤水分波动是引起土壤呼吸动态变化的重要驱动力。 但滨海湿地如何响应降雨模

式变化，进而引起生态系统蓝碳功能改变的机制尚不清楚。 依托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增减雨野外控制试验平台，采用土壤碳通

量观测系统（ＬＩ—８１００）对湿地土壤呼吸速率进行监测，探究了 ２０１７ 年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土壤呼吸及环境、生物因子对减雨

６０％、减雨 ４０％、对照 ６０％、对照 ４０％、增雨 ４０％、增雨 ６０％等变化的响应及机制。 结果表明：１）随着降雨量增加，湿地土壤温度

逐渐降低；同时增雨和减雨处理均显著提高了湿地土壤湿度（Ｐ＜０．０５）。 （２）降雨量变化显著影响湿地植被物种组成、地上和地

下生物量分配以及植被根冠比（Ｐ＜０．０５）。 增雨 ４０％和增雨 ６０％均显著提高了湿地植物种类和植被根冠比，但同时显著降低了

湿地植被地上生物量。 此外，增雨 ４０％和减雨 ６０％处理均显著提高了湿地植被地下生物量。 （３）降雨量变化对 ２０１７ 年湿地季

节土壤呼吸无显著影响，但在湿地非淹水期，增雨 ６０％和增雨 ４０％均显著提高了湿地土壤呼吸速率（Ｐ＜０．０５）。 （４）２０１７ 年湿

地不同降雨处理的土壤呼吸与土壤湿度均呈二次曲线关系（Ｐ＜０．０５），相关系数随降雨量增加而降低；同时在非淹水期不同降

雨处理的土壤呼吸与土壤温度均指数相关（Ｐ＜０．０５），土壤呼吸温度敏感性（Ｑ１０）随降雨量增加而增大。 在淹水期不同降雨处

理土壤呼吸与土壤温度无显著相关关系。 （５）淹水期土壤呼吸速率与地表水位呈指数负相关（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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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滨海湿地由于具有较高的初级生产力和较低的土壤有机质分解速率［１⁃２］ 而被称为缓解全球变暖的重要

“蓝碳”资源。 同时由于具有相对较高的碳封存速率和相对较低的甲烷释放速率［２⁃３］，滨海湿地碳储量巨大，
约为大多数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 ２—３ 倍［４⁃６］。 因此滨海湿地土壤碳库的微小变化都会显著影响全球碳循

环［７］，进而加剧或减缓全球变暖。 土壤呼吸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的第二大碳通量［８］，其碳排放占整个

陆地生生态系统呼吸量的 ６０％—９０％［９］。 土壤呼吸的轻微变化会显著影响土壤碳素从陆地生态系统向大气

碳库的输入［１０］，进而改变土壤碳累积量和大气 ＣＯ２浓度，对全球气候变化起正反馈效应［１１］。
滨海湿地大部分区域不受周期性潮汐侵淹的影响，但由于地理位置海拔较低且靠近海洋［１２］，因而湿地地

下水位较浅且地下水为咸水，其表层土壤水分波动主要受大气降雨和地下水水位变化影响［１３］。 滨海湿地土

壤碳库巨大，土壤呼吸除受土壤水分、土壤温度、植被因素［１４⁃１５］ 的影响外，土壤盐度［１６］ 及土壤通气状况［１５］ 等

也是影响湿地土壤呼吸的重要因素。 有研究指出，大气降雨和地下咸水的交互作用会显著影响湿地土壤水盐

运移［１４］，而降雨量的变化会通过改变土壤中的水盐条件［１７］，显著影响滨海湿地表层土壤碳矿化率和微生物、
根系活性［１８⁃１９］。 当无降雨补给时，湿地土壤表层遭受干旱胁迫，地下水和地下水中水溶性盐极易通过毛细上

升和蒸发向上到达到根区［１３⁃１４］，引起土壤盐渍化，降雨能通过缓解湿地表层土壤干旱和盐胁迫，改善土壤微

生物和根系活性，进而显著提高湿地土壤呼吸速率［２０⁃２１］。 而当降雨量较大时，由于湿地地下水位较浅，毛细

管边缘接近土壤表面，夏季降雨会造成湿地土壤饱和或淹水，使湿地从有氧状态转化成无氧状态，降低根系和

微生物对 Ｏ２的利用，抑制根系和微生物的活性，进而显著降低湿地土壤呼吸速率［１３］。 未来一个世纪内，全球

或区域降雨格局将继续发生变化，部分中纬度和亚热带地区年降雨量会不断减少，而高纬度和赤道地区年降

雨量会不断增加，同时极端降雨和干旱事件频率和幅度也会不断升高［２２］。 未来降雨格局的变化将通过改变

土壤有效含水量，显著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与功能［２３⁃２４］。
黄河三角洲湿地位于渤海西岸的渤海湾和莱州湾之间，是中国暖温带地区发育最完整、最年轻的新型滨

海湿地生态系统［２５］。 ＩＰＣＣ 第五次评估报告也指出，近一百年来北半球中纬度年降雨量呈不断增加的趋

势［２２］。 但是该地区在过去的 ５５ 年（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年）内，年平均降雨量下降了 ２４１．８ ｍｍ，降幅为 ４．５ ｍｍ ／ ａ，同
时平均每年下雨天数也以 ６．９ ｄ ／ １０ ａ 的速率减少［１６］。 有研究指出，减少降雨量能通过改善湿地土壤通气状

况进而提高湿地土壤呼吸速率，未来降雨量持续降低的趋势可能会增加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的土壤 Ｃ 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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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１６］。 但也有研究表明，黄河三角洲湿地夏季降雨会造成湿地季节淹水，湿地季节淹水通过使土壤处于厌氧

状态，显著抑制土壤呼吸，进而提高湿地固碳能力，增强湿地碳汇功能［１３］。 由此看来，降雨量变化改变湿地土

壤呼吸速率，影响黄河三角洲生态系统碳源 ／汇功能评估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降雨量变化影响湿地碳循环

和碳储存仍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 因此本文以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为研究对象，通过开展降雨量梯度变化的

野外试验，分析降雨量增减对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土壤呼吸的影响及机制，以期为更准确预测和评估湿地土

壤呼吸及土壤碳循环对全球变暖背景下未来降雨模式变化的响应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地区

试验在山东省东营市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３７．７６°Ｎ， １１８．９９°Ｅ）内进行。 该区属

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阳光充足，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年均气温为 １２．９℃，最高最低气温分别为

４１．９℃、－２３．３℃，年降水量 ５５０—６４０ ｍｍ［２６］。 降雨主要集中在 ５—９ 月，占全年降雨量的 ７０％，年内分配不均，
降雨量的季节和年际变化较大［２７］。 研究区不受潮汐影响，地势平坦，地下水位较浅，地下水为咸水，植被生长

旺盛，植被类型以芦苇 （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盐地碱蓬 （ Ｓｕａｅｄａ ｓａｌｓａ）、柽柳 （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白茅

（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等植被为主。 土壤质地为砂质黏壤土，土壤类型以潮土和盐碱土为主［２８］。
１．２　 降雨控制试验设计

试验站于 ２０１４ 年建立降雨控制试验平台，并于 ２０１５ 年生长季开始进行周期监测。 试验平台主要采用随

机区组实验设计，共设计 ２４（３ ｍ×４ ｍ）个小区，各小区间间隔 ３ ｍ，为阻止地表水平方向上的水分交换，小区

四周被埋入地下 ２０ ｃｍ 的由土工布包裹空心砖和取于原地土壤组成的隔离带包围，每个小区内布设 ２ ｍ×３ ｍ
的样方，样方周围设计 ０．５ ｍ 缓冲带以减少边缘效应。 ２４ 个样方共包括 ６ 种降雨处理：减雨 ６０％、减雨 ４０％、
对照 ６０％、对照 ４０％、增雨 ４０％、增雨 ６０％，每种处理 ４ 个重复。 试验主要采用集雨架收集雨水和管道运输雨

水的方法模拟减雨和增雨处理。 集雨架主要由夹角为 ６０°，宽 １０ ｃｍ 的透明聚碳酸树脂 Ｖ 形槽和两侧高度分

别为 ２、１．５ ｍ 的金属支撑架组成。 根据雨量减少的模拟要求，试验在减雨小区集雨架上设置一定数量、均匀

朝上的 Ｖ 型槽收集雨水达到减雨的效果（Ｖ 型槽的数量越多，减雨效果越大），同时减雨 ４０％和减雨 ６０％处理

Ｖ 型槽所截留的雨水会通过管道流入白色聚乙烯塑料雨水采集器里，并同时通过管道输入到相应的增雨 ４０％
和 ６０％处理的小区中，以达到增雨 ４０％和增雨 ６０％的目的。 为保证雨水均匀喷施到增雨小区内部，试验在增

雨小区地表均匀布设栅格状的排水管道，管道下方均匀转孔以达到增雨的目的。 同时为避免小区上方 Ｖ 型

槽遮荫造成试验光照误差，试验在相应对照和增雨处理小区上方设置同样数量、开口向下的 Ｖ 型槽（图 １）。
样方 １０ ｃｍ 深土壤温度（℃）、土壤湿度（体积含水量％）采用 ５ＴＥ 传感器（Ｄｅｃａｇｏｎ，ＵＳＡ）进行连续测量，

并使用采集频率为 ３０ ｍｉｎ ／次的 Ｅｍ５０ （Ｄｅｃａｇｏｎ，ＵＳＡ） 进行数据采集。 气温和降雨量数据分别由试验区微气

象观测站距地面 ３ ｍ 高处的空气温湿度传感器（ＨＭＰ４５Ｃ，Ｖａｉｓａｌａ，Ｈｅｌｓｉｎ—ｋｉ，Ｆｉｎｌａｎｄ）和距地面 ０．７ ｍ 高处的

自动雨量计（ＴＥ５２５ＭＭ，Ｔｅｘａ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Ｄａｌｌａｓ，ＵＳＡ）测定，并通过数据采集器（ＣＲ１０００，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ＵＳＡ） 在

线采集，每隔 ３０ ｍｉｎ 进行数据存储。
１．３　 测定项目与方法

１．３．１　 土壤呼吸

在每个样方的中心安置一个永久的高 １１ ｃｍ （插入土中 ８ ｃｍ，露出地面 ３ ｃｍ）聚氯乙烯土壤呼吸环，为减

少安装土壤环对土壤结构扰动，在土壤结构稳定后一段时间后再采用便携式土壤呼吸分析仪（ＬＩ⁃ ８１００，ＬＩ⁃
ＣＯＲ，Ｌｉｎｃｏｌｎ，ＵＳＡ）对土壤呼吸速率进行测定。 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到 １２ 月，每隔 １５ ｄ 测一次，测定时间为每天

９：００—１１：００，并在土壤呼吸测定前定期减去土壤环中植物。
１．３．２　 植被生物量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初分别收获 １ ／ ４ 样方植被地上和地下生物量。 地上生物量的获取采用收割法，对收割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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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降雨控制平台实验设计图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被地上生物量进行称量，选取部分植物样品装入档案袋，置于鼓风干燥箱，在 １０５℃下杀青 １ ｈ，７０℃下烘干至

恒量并称量，经过换算得到 １ ／ ４ 样方植被地上干生物量。 地下生物量的获取采用根钻法。 利用直径 １０ ｃｍ 的

根钻（去年取过根的地方）分 ０—１０、１０—２０、２０—３０、３０—４０ ｃｍ ４ 层取样，在室内用清水洗出活根，然后在实

验室 ８０℃烘干至恒重后称重。
１．４　 数据处理

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对不同降雨处理间 １０ ｃｍ 深土壤温度、土壤湿度、土壤呼吸及地上、地下生物量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置信区间为 ９５％，显著性水平 α＝ ０．０５。 使用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 １０．０ 进行图像绘制。
采用指数回归描述土壤呼吸速率与土壤温度的相关关系，指数模型为：

Ｒｓ＝Ｒ０ｅｂＴ

式中，Ｒｓ 表示土壤呼吸（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Ｒ０表示温度为 ０℃时的土壤呼吸（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Ｔ 表示地下 １０ ｃｍ 土

壤温度（℃）。
土壤呼吸的温度敏感系数 Ｑ１０通过以下公式得出：

Ｑ１０ ＝ ｅ１０ｂ

较多研究表明，土壤湿度较低时，提高土壤湿度显著促进土壤呼吸，而当土壤湿度较高时，土壤湿度的升

高显著抑制土壤呼吸［２９⁃３０］。 因此本文对土壤呼吸与 １０ ｃｍ 土壤湿度进行二次曲线回归，采用的二次曲线模

型为：
Ｒｓ＝ａ１＋ｂ１Ｗ＋ｃＷ２

式中，Ｒｓ 表示土壤呼吸（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Ｗ 表示地下 １０ ｃｍ 土壤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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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图 ２　 ２０１７ 年湿地气温、降雨量季节变化及不同降雨处理下地下 １０ ｃｍ 深土壤温度、土壤湿度季节变化

Ｆｉｇ．２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１０ ｃｍ ｄｅｐｔｈ；ｖｏｌｕｍｅ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ｔ １０ ｃｍ ｄｅｐｔｈ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ｉｎ ２０１７

２．１　 降雨变化对环境因子影响

２０１７ 年黄河三角洲湿地生长季（从 ４ 月中旬到 １１ 月中旬）降水较多，空气温度、土壤温度及土壤湿度均

较高；而非生长季（从 １１ 月中旬到次年 ４ 月中旬）几乎没有降雨，空气温度、土壤温度及土壤湿度均较低（图
２）。 其中日平均气温最高为 ７ 月的 ３２．０℃，最低为 １ 月的—５．５℃，总体趋势呈“单峰”变化（图 ２）。

２０１７ 年湿地总降雨量为 ４６０．５ ｍｍ，日降雨量变化很大，范围从 ０．１ ｍｍ 到 ６２．１ ｍｍ 不等。 许多日常降雨

事件很小（＜１ ｍｍ），但约 ３７％超过 ５ ｍｍ（图 ２）。 不同降雨处理 １０ ｃｍ 深土壤湿度的季节动态均呈“几”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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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趋势（图 ２）。 ３ 月份土壤湿度随着降雨量增多而升高，５ 月下旬湿地进入淹水期，湿地土壤含水量达到饱

和状态，饱和状态随着湿地淹水一直持续到 ９ 月底，后期土壤湿度随降雨量减少而逐渐下降。 降雨和土壤湿

度（土壤容积含水量）的季节变化反映了典型的湿地水文条件。 不同降雨处理 １０ ｃｍ 深土壤温度变化也均呈

明显的季节动态（图 ２）。 １０ ｃｍ 深土壤温度与大气温度（图 ２）变化一致，７ 月中旬达到最高值，１ 月下旬达到

最低值，整体也呈“单峰”变化趋势。
试验结果表明不同降雨处理间年平均土壤温度、非淹水期土壤湿度及非淹水期土壤温度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图 ３）。 不同降雨处理的年平均土壤温度按大小依次为：减雨 ６０％（１５．４３℃）＞减雨 ４０％（１５．３９℃）＞对照

６０％（１５．２６℃）＞对照 ４０％（１４．８２℃） ＞增雨 ４０％（１４．３９℃） ＞增雨 ６０％（１４．１７℃），且各组间差异显著（Ｐ＜
０．００１）；表明随着年平均土壤温度随降雨量增加而逐渐下降。 同时不同降雨处理年平均土壤湿度随着降雨量

增加和降雨量减少均显著升高，表现为：增雨 ４０％、６０％处理和减雨 ４０％处理均显著提高湿地土壤湿度（Ｐ＜０．
０５ 图 ３）。

图 ３　 降雨量增减对地下 １０ ｃｍ 深土壤温度、土壤湿度影响（平均值±标准误差）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ｎ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１０ ｃｍ ｄｅｐｔｈ；ｖｏｌｕｍｅ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ｔ １０ ｃｍ ｄｅｐｔｈ（ｍｅａｎ ±

ＳＥ）

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

２．２　 降雨变化对植被生长和生物量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增雨显著降低了植被地上生物量（图 ４），各降雨处理地上生物量表现为：增雨 ４０％＜减雨

４０％，增雨 ４０％＜对照 ４０％；增雨 ６０％＜对照 ６０％，且各组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对于地下根系生物量，减雨

６０％处理和增雨 ４０％处理均显著提高了植被地下根系生物量（图 ４）（Ｐ＜０．０５）。
此外，试验结果发现，降雨量增减也显著影响湿地植被种类和植被根冠比。 ６ 种不同降雨处理下湿地植

被种类分别为 ３．２５、３．５、４、３．５、７、６ 种（图 ４），随着降雨量的增加，湿地植被种类显著增多（Ｐ＜０．０５），但随着降

雨量的减少，湿地植被种类无显著变化（Ｐ＞０．０５）。 表明增雨显著提高了湿地植被的物种多样性（Ｐ＜０．０５）。
同时增雨处理显著提高了植被根冠比（图 ４）。 表现为增雨 ６０％相对于对照处理植被根冠比提高了 ５．２％（Ｐ＜
０．０５），增雨 ４０％相对于对照处理植被根冠比提高了 ２．５％（Ｐ＜０．０５）。 实验结果也表明，不同降雨处理对植被

盖度、株数、频度无显著影响，但增雨处理显著提高了湿地植被高度（Ｐ＜０．０５）（表 １）。
２．３　 降雨变化对土壤呼吸速率的影响

黄河三角洲湿地不同降雨处理土壤呼吸季节动态变化趋势一致（图 ５），表现为随着生长季开始湿地土壤

呼吸速率逐渐上升，五月份达到峰值，六月中旬湿地进入淹水期，土壤呼吸速率迅速下降到最低值，８ 月下旬

随着地表淹水逐渐下降，淹水期结束，湿地土壤呼吸速率逐渐回升，９ 月上旬湿地土壤呼吸速率达到第二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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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后期随着进入非生长季，湿地降雨量减少，气温降低，土壤呼吸速率逐渐降低。 整体上，２０１７ 年不同降雨

处理下土壤呼吸季节动态均呈“双峰”变化趋势。

图 ４　 降雨量增减对湿地植被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植被种类、植被根冠比影响（平均值±标准误差）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ｎ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 ｒｏｏｔ ／ ｓｈｏｏｔ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ｍｅａｎ ±ＳＥ）

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表 １　 降雨量增减对湿地植被高度、株数、盖度、频度影响（平均值±标准误差）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ｎ ｈｅｉｇｈ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ｍｅａｎ ±ＳＥ）

因子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降雨处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减雨 ６０％ 减雨 ４０％ 对照 ６０％ 对照 ４０％ 增雨 ４０％ 增雨 ６０％

高度 Ｈｅｉｇｈｔ ７３．０±４．４ａ ６５．４９±７．７ａ ７４．０７±５．７ａ ７９．５８±３．１ａｂ ８１．７４±８．１ａｂ ９４．５１±４．１ｂ

株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１０８．０±２９．０ａ ６３．６７±９．２ａ １１８．８±２７．４ａ ８５．２５±１３．０ａ ６０．５０±７．６ａ ８０．５０±５．９ａ

盖度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３９．８±８．６ａ ３１．８±４．７ａ ４７．１３±１３．３ａ ３３．５０±４．７ａ ２５．１３±２．６ａ ２９．６３±４．２ａ

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６４．０±１１．９ａ ５０．５０±３．８ａ ７３．００±１４．７ａ ５６．５０±６．２ａ ４８．００±７．５ａ ４６．５０±５．６ａ

　 　 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

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降雨处理年平均土壤呼吸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降雨处理对年土壤

呼吸速率无显著影响（图 ５）（Ｐ＞０．０５），这一结果可能与湿地处于淹水期时各降雨处理地表淹水均显著抑制

湿地土壤呼吸有关。 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对淹水期和非淹水期不同降雨处理的土壤呼吸差异进行分析（图 ５），
结果显示，淹水期不同降雨处理的土壤呼吸速率无明显差异（图 ５），而非淹水期减雨 ６０％、减雨 ４０％、对照

６０％、对照 ４０％、增雨 ４０％、增雨 ６０％处理的土壤呼吸速率分别为：０．９０、０．７４、１．０１、０．７０、１．１１、１．３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 表明随着降雨量增加，湿地土壤呼吸速率逐渐升高（Ｐ＜０．０５），增雨处理显著促进了湿地土壤呼吸。
２．４　 降雨变化下环境因子对土壤呼吸的影响

黄河三角洲湿地不同降雨处理下土壤湿度、土壤温度均显著影响湿地土壤呼吸（图 ６、图 ７）。 通过对非

淹水期各降雨处理的土壤呼吸速率与土壤温度进行指数回归分析，发现非淹水期各降雨处理下土壤呼吸速率

与土壤温度均呈显著指数相关（图 ６），不同降雨处理的土壤呼吸均随土壤温度的增加而指数升高（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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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降雨处理下土壤呼吸季节性动态、土壤呼吸间的差异性（平均值±标准误差）

Ｆｉｇ．５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ｍｅａｎ ±ＳＥ）

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０．００１）。 此外非淹水期湿地土壤呼吸的温度敏感性 Ｑ１０也随降雨量的增加而升高（图 ６）。 表现为：增雨 ６０％
（３．２２）＞增雨 ４０％（３．０２）＞对照 ６０％（２．８６）＞对照 ４０％（２．６１）；增雨 ６０％（３．２２） ＞增雨 ４０％（３．０２） ＞减雨 ４０％
（２．８６）＞减雨 ６０％（２．７５）。 但当湿地处于淹水期时，土壤温度与土壤呼吸相关关系不显著（Ｐ＞０．０５）。 同时通

过对 ２０１７ 年各降雨处理下土壤呼吸速率与土壤湿度进行二次曲线回归分析，发现各降雨处理下土壤呼吸速

率与土壤湿度均呈二次曲线关系（图 ７），土壤呼吸速率随土壤湿度的增加呈先增加而后降低的趋势（Ｐ＜
０．０５）。 同时土壤湿度与土壤呼吸的相关性随降雨量增加而降低，表现为：增雨 ６０％＜增雨 ４０％＜减雨 ４０％＜减
雨 ６０％（图 ７）。

此外，黄河三角洲湿地非淹水期减雨 ６０％和减雨 ４０％ 处理的土壤盐度也均显著影响湿地土壤呼吸（图
８），通过对非淹水期湿地减雨 ６０％和减雨 ４０％ 处理的土壤盐度与土壤呼吸速率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各降

雨处理下土壤呼吸速率与土壤温度均呈显著线性负相关（Ｐ＜０．００１）（图 ８）但当湿地处于淹水期时，减雨处理

的土壤盐度与土壤呼吸相关关系不显著（Ｐ＞０．０５）。 同时对于增雨 ４０％和增雨 ６０％的土壤盐度均与土壤呼吸

也无显著相关关系，表明干旱加剧会增强湿地土壤盐度对土壤呼吸的作用，表现为土壤盐度增加显著抑制湿

地土壤呼吸。
２．５　 地表水深对土壤呼吸的影响

２０１７ 年黄河三角洲湿地夏季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 ７２％，夏季夏季降雨使湿地土壤在生长季期间长期

淹水。 本试验发现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到 ８ 月 １７ 日湿地各降雨处理土壤呼吸速率均随地表水位深度（图 ９）的
增加而降低，且土壤呼吸与地表水位之间呈指数回归关系（ｙ＝ １．７７６ｅ－０．４２ ｘ Ｒ２ ＝ ０．８０２ Ｐ＜０．００１ 图 ９），说明湿地

地表淹水显著抑制土壤呼吸，且抑制作用随淹水深度的增加而增强。

３　 讨论

３．１　 降雨变化对湿地土壤湿度

本研究结果表明增雨和减雨处理均显著提高了湿地土壤湿度。 其中减雨显著提高土壤湿度可能与黄河

三角洲滨海湿地地下水位浅，地下水和水溶性盐极易通过毛细上升和蒸发向上到达根区［１３⁃１４］，即使没有降雨

土壤湿度也相对较高，而减少降雨造成地表干旱进而加速地下水和水溶性盐毛细上升和蒸发向上有关。
３．２　 降雨变化对植被生长和生物量的影响

本试验结果表明未增雨处理的湿地植被群落主要由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碱蓬（Ｓｕａｅｄａ ｇｌａｕｃａ）、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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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降雨处理下土壤呼吸速率与土壤温度的相关性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地碱蓬 （ Ｓｕａｅｄａ ｓａｌｓａ）、罗布麻 （ Ａ． ｖｅｎｅｔｕｍ Ｌ．） 等组成，增雨处理促进了白茅 （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薭

（Ｅｃｈｉｎｏｃｈｌｏａ ｃｒｕｓｇａｌｌｉ）、荻（Ｔｒｉａｒｒｈｅｎａ 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ｆｌｏｒａ）等禾本科植被物种的产生，增雨处理显著提高了湿地植被

物种丰富度。 有研究表明，在佐治亚州盐沼海岸不同盐度区（盐沼、咸淡水、淡水），随着盐度的降低，植被物

种类逐渐增多［３１］。 因此本试验降雨变化对湿地植被物种丰富度的影响可能与增雨处理降低土壤盐度，改善

土壤环境，刺激非盐生植物生长有关。
降雨变化改变土壤水分是植物生长发育主要影响因素，可以通过影响植物光合作用进而改变植被地上和

地下生物量分配［３２⁃３３］。 有研究指出，降雨增加 ３０％显著提高了荒漠红砂地上生物量［３２］，但本研究中增雨

４０％和增雨 ６０％均显著降低湿地植被地上生物量。 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与黄河三角洲湿地土壤结构和降雨

量大小有关。 黄河三角洲湿地地势平坦、地下水位浅，夏季降雨易造成湿地季节性淹水，而增雨 ４０％和增雨

６０％会进一步加重植被淹水胁迫，显著抑制植物光合作用［３４⁃３５］，进而降低湿地植被生物量在地上部分的分配。
降雨增加 ６０％显著降低了科尔沁固定沙地植被地上生物量的研究结果［３３］也表明增雨会显著抑制植被地上部

分的生长发育。 此外，本试验中湿地各降雨处理植被高度随降雨增加而增加，但植被盖度、株数、频度却随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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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不同降雨处理下土壤呼吸速率与土壤湿度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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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增加而减少，这一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表明了增雨处理导致的淹水胁迫显著抑制了湿地植被的生长发育。
对于地下根系生物量，最优分配理论认为，当植物遭受干旱胁迫时，会降低植被地上部分生物量，而相对

增加地下部分根系生物量分配［３６］。 有研究发现，减少降雨造成的干旱胁迫会促使植被将更多的生物量分配

给地下根系，使根系更好地吸收土壤深处的水分和养分［３７］。 而本研究中增雨 ４０％与减雨 ６０％均显著提高湿

地植被地下根系生物量，表明一方面随着降雨量减少，植被生长受到干旱胁迫，植被通过根系生长延长，促进

植被适应干旱环境［３７］，进而提高植被地下生物量；另一方面降雨增加能有效补充土壤水分，促进植物根系的

生长发育，显著提高植被地下生物量［３２］。 对荒漠红砂的研究中也发现降雨减少 ３０％和降雨增加 ３０％均显著

提高了荒漠红砂地下根系生物量［３７］。 此外黄河三角洲湿地地下水为咸水，土壤盐度是影响植被生物量主要

限制因子［２８］，增加降雨还可能通过提高土壤湿度、降低土壤盐度、缓解植被生长的盐胁迫促进植被根系发育，
进而提高湿地植被地下生物量。

研究指出，植被会为适应土壤水分有效性的变化而改变植物个体的生物量分配策略，进而显著影响陆地

生态系统碳循环［３８⁃３９］。 本研究发现增雨 ６０％和 ４０％均显著提高湿地植被的根冠比，这可能与增雨显著降低

湿地植被地上生物量有关。 有研究表明，降雨增加 ６０％显著降低了科尔沁固定沙地植被地上生物量，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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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不同降雨处理下土壤呼吸速率与土壤盐度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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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地表水深对湿地土壤呼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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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科尔沁固定沙地植被根冠比［３３］。 同时也有研究发现，植物根冠比会随着降雨减少引起干旱胁迫程度

的增加而增加［３７］。 但本研究减雨 ４０％和减雨 ６０％对植被根冠无显著影响，结果的差异性可能与与研究区年

降雨量较大，土壤湿度较高，减少降雨后水分仍不是植被根系发育的限制因子有关［３９］。
３．３　 非淹水期降雨处理对土壤呼吸影响

较多研究表明，增加降雨能通过改善土壤含水条件显著促进土壤呼吸［４０⁃４１］。 本研究也发现，非淹水期增

雨 ４０％和增雨 ６０％使湿地土壤呼吸速率相对于对照处理分别提高了 ５８％和 ２９％（Ｐ＜０．０５）。 说明非淹水期增

雨处理显著促进湿地土壤呼吸，同时也表明增雨对土壤呼吸的影响存在一定降雨阈值，在阈值的范围内，增加

降雨对土壤呼吸具有促进作用。 这可能与阈值范围内增雨提高土壤含水量［４２］，增加微生物和根系活性［４３⁃４４］

及促进土壤空隙 ＣＯ２排放［４５］等有关。 增加降雨后，一方面雨水通过填充土壤孔隙置换土壤中 ＣＯ２
［４５］，促进土

壤无机碳酸盐分解［４６］ 等增加土壤 ＣＯ２排放；另一方面降雨破坏土壤团粒结构，释放有机物，促进微生物细胞

溶解和释放胞内有机物为微生物呼吸提供底物［４７⁃４９］。 此外，从长时间效应来看，增加降雨不仅能通过缓解微

生物水盐胁迫［１５］，提高微生物活性，影响微生物呼吸［５０］，同时还能通过增强植物光合作用，影响植物光合产

物在根系的分配［５０］，促进根系发育，提高土壤根系呼吸。 但当阈值范围外，增加降雨会通过使土壤形成厌氧

环境，显著抑制土壤呼吸［５１⁃５３］，土壤呼吸速率会随着降雨量增加而降低。 对南亚热带森林的研究中也发现由

于研究区雨量充足， 土壤湿度较高，增加降雨显著抑制了森林土壤呼吸［５４］。 也有研究发现，旱季增加降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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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雨季更能提高土壤呼吸速率［５５］。 此外，有研究表明，增雨处理能通过显著降低土壤温度而提高土壤呼吸

速率［４１］，本试验中非淹水期土壤呼吸速率与土壤温度呈指数相关，同时相关性随降雨增加而增加。 因此本研

究中增雨处理显著降低湿地土壤呼吸速率也可能与增雨处理显著降低土壤温度有关。
同时研究指出，减少降雨能通过加重微生物和根系的干旱胁迫显著抑制土壤呼吸［５６］，并且减少降雨量的

不同对土壤呼吸速率的影响也有较大差异［５７］。 在美国 Ｋａｎｚａ 高草草原，降雨减少 ７０％使季节平均土壤呼吸

速率降低了 ８％ ［５６］；但也有研究表明降雨减少 ３０％对樟子松人工林生长季土壤呼吸无显著影响［５８］。 本研究

也发现非淹水期减雨 ６０％使土壤呼吸速率显著降低了 １２％，而减雨 ４０％与对照处理间差异却不显著。 然而，
也有研究指出降雨减少 ２５％和 ５０％显著提高了湿热带森林土壤呼吸［５９］。 表明减少降雨对土壤呼吸的影响与

减少的降雨量和降雨前土壤的水分条件有关。 在土壤干旱或湿润条件下，减少降雨一方面通过减少土壤微生

物呼吸底物来源，抑制微生物活性［５７］，显著降低土壤微生物呼吸；另一方面通过影响植物生长发育，减少光合

产物在根际的分配，抑制土壤根系呼吸［５６］。 在土壤潮湿条件下，适当减少降雨不足以对土壤微生物和根系

造成干旱胁迫，对植被发育和微生物活性影响较小，进而对土壤呼吸无显著影响［５８］，而过量减少降雨会对土

壤微生物和根系造成干旱胁迫而降低土壤呼吸［４１］。 在土壤处于饱和或过饱和条件下，减少降雨能通过改善

土壤透气性、提高土壤温度［６０］和微生物和根系活性［５３，６１］，显著促进土壤呼吸。 此外，本研究中非淹水期两种

减雨处理土壤呼吸速率与土壤盐度均呈显著负相关，也有研究表明，减少降雨能通过加重微生物和根系的盐

胁迫显著抑制土壤呼吸［５６］，因此本研究中减雨处理显著降低湿地土壤呼吸速率也可能与减雨处理提高土壤

盐度、抑制土壤呼吸有关。
在本研究中，随着降雨量增加，非淹水期土壤呼吸 Ｑ１０逐渐增大，这与国内外较多学者关于土壤水分条件

显著影响土壤呼吸 Ｑ１０
［５８，６０，６２］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对美国西海岸冷杉林的研究发现土壤水分处于亏损状态

导致土壤呼吸 Ｑ１０值明显低于 ２［６２］。 同时有研究指出，降雨增加 ５０％（Ｑ１０ ＝ ４．０７）相对于对照（Ｑ１０ ＝ ２．６６）显著

提高了气候过渡带锐齿砾林土壤呼吸 Ｑ１０
［６０］。 但也有研究发现，土壤水分过高显著降低了中国东北森林土壤

呼吸 Ｑ１０
［６３］。 表明在一定范围内，土壤呼吸 Ｑ１０随增加降雨引发的土壤水分的升高而增加，但降雨变化导致土

壤水分过高或过低均会显著降低土壤呼吸 Ｑ１０
［６４］。

３．４　 降雨造成的地表淹水对土壤呼吸影响

较多研究表明，夏季降雨造成的地表淹水不仅显著降低土壤呼吸速率［６５⁃６６］，同时显著影响土壤呼吸季节

动态［２７，６７］。 本研究中，降雨造成的地表淹水显著降低土壤呼吸速率，使湿地土壤呼吸季节动态呈“双峰型”变
化，与小兴安岭天然沼泽湿地夏季土壤 ＣＯ２排放通量呈双峰型［６７］的研究结果一致。 此外，本研究发现淹水期

土壤呼吸速率与地表水位呈指数负相关（ｙ ＝ １．７７６ ｅ －０．４２ｘ ，Ｒ２ ＝ ０．８０２，Ｐ＜０．００１）。 国内外较多研究也指出，从
湖泊、沼泽和草甸洼地的边缘到中心，随着地表淹水深度的加深，土壤呼吸速率逐渐降低［６７，６８⁃６９］，表明土壤呼

吸速率会随积水深度的增加而逐渐降低。
本研究中黄河三角洲湿地夏季降雨引发的地表淹水显著抑制湿地土壤呼吸的机制可能包括以下几点：

（１）地表淹水使土壤处于厌氧状态，降低微生物和根系对 Ｏ２利用［６５］，使根系由有氧呼吸向无氧发酵转换［１３］，
抑制根系发育，显著降低土壤微生物和根系呼吸。 （２）地表淹水及淹水浑浊度显著减少植物光合叶面积及对

光的利用率［３４］，进而显著影响光合产物在根系的分配［３５］，影响植物根系呼吸。 （３）地表淹水显著降低土壤温

度，降低微生物和根系呼吸酶活性［６０］，显著影响微生物和根系呼吸。 （４）土壤水分溶解部分土壤呼吸产生的

ＣＯ２，减少 ＣＯ２向大气的排放量［１３］，同时地表淹水增大气体扩散边界的阻力［７０］，显著抑制土壤 ＣＯ２向大气的

释放。

４　 结论

降雨量变化对黄河三角洲非潮汐湿地植被生长和生物量、土壤呼吸影响作用显著：
（１）增加降雨显著提高了湿地植被物种丰富度；同时增加降雨显著降低湿地植被地上生物量；减少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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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增加降雨均显著提高湿地植被地下生物量，表明未来黄河三角洲地区降雨模式的变化将显著影响湿地植被

生长和碳储量。
（２）增加降雨显著提高土壤呼吸速率，减少降雨显著降低土壤呼吸速率；此外，夏季降雨导致的湿地地表

淹水显著抑制土壤呼吸，并且抑制作用随地表水深增加而增加。
因此未来全球变化的降雨模式对土壤呼吸的激发和抑制效应会显著影响土壤呼吸时空变化，进而改变湿

地生态系统碳过程与碳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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