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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结皮层藓类植物死亡对表层土壤水分蒸发和入渗
的影响

李继文１，２，尹本丰２，索菲娅１，周晓兵２，陶　 冶２，张　 静２，李永刚２，张元明２，∗

１ 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４６

２ 荒漠与绿洲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摘要：水分是荒漠植物生长最主要的限制因子，藓类结皮作为荒漠土壤表层重要覆被物，对土壤水分蒸发入渗具有重要影响。
研究表明，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不确定的降水格局变化导致结皮层藓类植物出现集群死亡现象，但这一过程对荒漠地表土

壤水分蒸发与入渗过程的影响及其机理尚不清楚。 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齿肋赤藓结皮为研究对象，利用便携式渗透计和蒸发

仪，研究了结皮层藓类植物死亡对土壤水分蒸发与入渗的影响。 结果表明，与裸沙相比，藓类结皮的存在显著抑制了水分入渗，
而藓类植物死亡的结皮层抑制作用最大，其初渗速率、稳渗速率和累积入渗量分别是活藓类结皮的 ３９．８９％、８５．９１％及 ６４．４８％，
仅为裸沙的 ５．９６％、１３．１３％及 ２０．４２％。 在水分蒸发初期，裸沙的水分蒸发速率明显高于活藓类结皮和藓类植物死亡的结皮层，
但藓类植物死亡的结皮层维持相对稳定的蒸发速率的时间长于裸沙和活藓类结皮，这也导致最终累计蒸发量以藓类植物死亡

的结皮层最高、裸沙最低。 可见，荒漠生物土壤结皮中藓类植物死亡会明显减少土壤水分入渗、增大水分蒸发，进一步影响荒漠

表层土壤水分格局，从而影响生物土壤结皮与维管植物的水分利用关系。
关键词：生物土壤结皮； 齿肋赤藓； 土壤水分入渗；土壤水分蒸发；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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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ＢＳＣｓ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ｓｅｒ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ｅｓｅｒ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 ｃｒｕｓｔｓ （ ＢＳＣｓ ）； 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ｃａｎｉｎｅｒｖｉｓ；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Ｇｕｒｂａｎｔｕｎｇｇｕｔ ｄｅｓｅｒｔ

水是限制荒漠生态系统生产力和植被演替的关键因素，水分的入渗和蒸发作为荒漠地表水文循环的重要

环节深刻影响着降水在土壤中的再分配过程［１］。 由于水分的限制，荒漠生态系统很难形成大面积连续分布

的维管植物，但以蓝藻、地衣、苔藓等隐花植物组成的生物土壤结皮却能发育成荒漠地表的重要覆被类型，其
盖度在部分区域可达 ７０％以上［２］。 生物土壤结皮除显著影响土壤养分、土壤结构外［３⁃４］，在地表水分的入渗、
蒸发等水文过程中也扮演重要角色［５⁃６］，但对其在水分入渗和蒸发方面的研究结论还存在较大争议，主要观

点为结皮对水分的入渗和蒸发过程具有促进作用［７⁃１０］、抑制作用［１０⁃１２］及无作用［１３⁃１６］３ 种观点。
藓类结皮作为生物土壤结皮的高级阶段，是生物土壤结皮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生物量的最主要贡献者。 与

维管束植物不同，藓类植物多不具有维管束，属于典型的变水植物，能够随环境水分的变化而变化［１７］，在截留

降水、涵养水源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１８⁃２１］。 尤其对于荒漠藓类植物而言，为应对干旱少雨的恶劣环境，荒漠

藓类植物在个体水平和群体水平上均表现出较强的环境适应性［２２⁃２６］。 研究发现，在干燥环境中齿肋赤藓

（Ｓｙｎｔｒｉｃｈｉａ ｃａｎｉｎｅｒｖｉｓ）叶片紧贴于茎，通过减少暴露于空气的表面积来减少水分蒸发，而其毛尖结构能够收集

空气中的水分，较无毛尖齿肋赤藓毛尖能够多收集 １０．２６％的凝结水量［２７］。 在群体水平上，荒漠藓类植物密

集丛生并呈现垫状分布，既提高了土壤毛细管系统的持水力，也在其表面形成了一个静止层，减弱了水分蒸发

速率［２８］。
荒漠藓类植物叶片多为单层细胞，对环境变化十分敏感，被誉为环境变化的指示剂。 近几十年来诸如增

温、氮沉降及极端天气等事件的发生致使荒漠藓类植物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研究发现，荒漠藓类植物对环境

变化的敏感性要远高于相同生境下的维管束植物，３ ｇ Ｎ ｍ－２ ａ－１以上的氮沉降及夏季频繁的小降水事件均会

导致荒漠藓类植物的死亡［２９⁃３１］。 然而，荒漠藓类植物的死亡这一过程是否会影响表层土壤的水分蒸发和入

渗目前尚不清楚，因此，我们提出科学问题：荒漠结皮层藓类植物死亡是否对表层土壤水分蒸发和入渗存在影

响，若存在是如何影响的？ 为解答此科学问题，我们选取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优势藓类植物齿肋赤藓为研究对

象，以裸沙为对照，通过对比活藓类结皮与藓类植物死亡结皮层对土壤水分入渗和蒸发的影响，以期为深入探

讨荒漠藓类结皮对荒漠生态系统水文过程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

４３５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我国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海拔 ３００—６００ ｍ，面积为 ４．８８ ×１０４ ｋｍ２。 年平均气温

７．１９℃，极端最高气温 ４１．５℃；多年平均降水量 １２８．６ ｍｍ，年均蒸发量大于 ２０００ ｍｍ。 该沙漠冬季具有稳定的

积雪，积雪厚度通常在 ２０ ｃｍ 左右，积雪覆盖持续 １００—１６０ ｄ。 该沙漠地表广泛发育着生物土壤结皮和草本

植物层片，早春积雪融化为生物土壤结皮及草本植物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水分。 同时，维管束植物与生物土

壤结皮镶嵌分布是该沙漠主要地表景观之一，其中生物土壤结皮主要包括藻结皮、地衣结皮和藓类结皮 ３ 类，
藻结皮多分布于沙垄的中上部，地衣多分布于沙陇中下部及丘间低地，而藓类结皮主要分布在丘间低地［３２］。
１．２　 样品采集及处理

在丘间低地随机选取发育良好且生长相对一致的以齿肋赤藓为优势种的藓类结皮，用 ＰＶＣ 管（内径 １０
ｃｍ，高度 ２０ ｃｍ）垂直插入沙土中，小心取得未扰动的藓类结皮样品 １０ 份，在裸沙处，以同样方法取得 ５ 份样

品，封底后运回至实验室备用。 为避免采样时对藓类结皮结构的扰动，采样前用喷壶将结皮表面喷湿。 在实

验室，采用 ６５℃湿热处理 ４ ｈ 将藓类结皮灭活，设置 ５ 个重复。 室温放置 ２４ ｈ 后，复水 ３０ ｍｉｎ，利用 Ｍｉｎｉ⁃ＰＡＭ
２５００ （Ｗａｌｚ， Ｈｅｒｎｚ， Ｇｅｒｍａｎｙ） 测定其荧光活性，确认其完全处于死亡状态；存活结皮组与裸沙组施加等量的

水分，各设置 ５ 个重复。 将所有样品放至温度 ２３℃、湿度 １６％的培养箱中自然蒸发 １５ ｄ，以保证所有样品中

具有相同的初始含水量。
１．３　 水分入渗与蒸发测定

１．３．１　 藓类结皮水分入渗的测定

采用 Ｍｉｎｉ⁃Ｄｉｓｋ Ｉｎｆｉｌ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Ｄｅｃａｇｏｎ 公司，美国）便携式渗透计测定入渗速率，将渗透计底部多孔烧结钢

盘平行放置于藓类结皮表面，选择适于藓类结皮的 ４ ｃｍ （相当于 ０．４ ｋｐａ）压头，记录储水室初始水量后，间隔

３０ ｓ 记录一次储水室的水量，以时间的平方根为 ｘ，累积入渗深度为 ｙ，然后将得到的数据拟合到 Ｚｈａｎｇ［３３］ 提

出的描述圆盘式渗透计渗透情况公式中，得到 Ｃ１和 Ｃ２常数值。
ｙ＝Ｃ１ｘ１ ／ ２＋Ｃ２ｘ

利用得到的 Ｃ２计算水分入渗速率：
Ｋ＝Ｃ２ ／ Ａ

式中，Ａ 为给定土壤类型的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 参数与吸力率和入渗仪圆盘半径之间的关系值。
累积入渗量＝ Ｖｔ－Ｖｆ （ ｉ）

式中，Ｖｔ为储水室初始水量，Ｖｆ（ ｉ）为第 ｉ 次测量时储水室的水量。
１．３．２　 藓类结皮水分蒸发测定

研究发现齿肋赤藓在春季固定了其全年固碳量的 ５０％以上［３４］，因此，本研究选择了冻融季节的 ２０ ｍｍ
降水量来模拟测定齿肋赤藓死亡对水分蒸发的影响［３５］。 将 ２０ ｍｍ 降水用小型喷壶均匀喷洒于蒸发仪［１６］

ＰＶＣ 管内的齿肋赤藓表面，称量其初始重量。 将所有样品放置于室温为 ２３℃的温室内培养，在 １９２ ｈ 内每间

隔 ８ ｈ 测定一次样品重量，１９２ ｈ 后间隔 １２ ｈ 测定一次，直至恒重，结合蒸发时间和蒸发量计算蒸发速率。
蒸发速率＝（Ｗｆ（ ｉ） －Ｗｆ（ ｉ－１ ）） ／ ｔ

累积蒸发量＝ Ｗｔ－Ｗｆ（ ｉ）
式中，Ｗｔ为蒸发仪加水后的初始重量，Ｗｆ（ ｉ）为第（ ｉ）次测量时蒸发仪重量，Ｗｆ（ ｉ － １ ） 为第（ ｉ－１）次测量时蒸发仪

重量，ｔ 为第（ ｉ）次测量与第（ ｉ－１）次测量的时间间隔。
１．４　 数据处理

用 Ｅｘｃｅｌ 对所得的数据进行常规处理。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软件分别对活藓类结皮与死亡藓类结皮及裸沙的

水分蒸发、入渗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随后对这 ３ 种地表类型间的水分蒸发、入渗数据进行单

５３５６　 １６ 期 　 　 　 李继文　 等：荒漠结皮层藓类植物死亡对表层土壤水分蒸发和入渗的影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和多重比较（ＬＳＤ）。 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９．０ 软件进行绘图。

２　 实验结果

２．１　 藓类结皮存活与否对土壤水分入渗速率的影响

３ 种不同地表类型在初始阶段入渗速率差异较大，裸沙入渗速率表现为由最大速率逐渐降低，活藓类结

皮入渗速率表现为先增大后减小，而藓类植物死亡的结皮层入渗速率则表现为逐渐增大，活藓类结皮较藓类

植物死亡的结皮层及裸沙更快进入稳定入渗阶段（图 １；表 １）。 在初始入渗阶段和稳定入渗阶段，与裸沙相

比活藓类结皮水分入渗速率均降低了近 ８５％。 同时，藓类植物死亡的结皮层进一步限制了水分入渗，初始阶

段入渗速率较活藓类结皮降低了 ６０．１１％，即使在稳定入渗阶段，藓类植物死亡的结皮层水分入渗率也只达到

活藓类结皮的 ８５．９１％。

图 １　 ３ 种地表类型的水分入渗速率

Ｆｉｇ．１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ｙｐｅｓ

表 １　 ３ 种地表类型入渗特征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ｙｐｅｓ

地表类型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ｙｐｅ

初渗速率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ｍｍ ／ ｍｉｎ）

稳渗速率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ｍｍ ／ ｍｉｎ）

稳渗时间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

ｉｍｅ ／ ｓ

累积入渗量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ｍＬ

活藓类结皮 Ｌｉｖｉｎｇ ｍｏｓｓ ｃｒｕｓｔ １．６２±０．１４ｂ １．１１±０．１４ｂ １７２．５０±１４．３６ｂ ３０．５５±２．１０ｂ

灭活藓类结皮 Ｄｅａｄ ｍｏｓｓ ｃｒｕｓｔ ０．６４±０．０９ｃ ０．９６±０．２０ｂ １９５．００±１５．００ａ １９．７０±３．３２ｃ

裸沙 Ｂａｒｅ ｓａｎｄ １０．８２±０．５２ａ ７．２８±０．２２ａ ２２５．００±１５．００ａ ９６．４８±１．９１ａ

　 　 同一列中不同字母表示不同地表类型之间在 ０．０５ 概率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２．２　 藓类结皮存活与否对土壤水分累积入渗量的影响

与入渗速率结果一致，活藓类结皮的累积入渗量也显著低于裸沙，结皮层藓类植物死亡后其累计入渗量

显著低于活藓类结皮，且其抑制作用最大，累积入渗量分别是活藓类结皮的 ６４．４８％，仅为裸沙的 ２０．４２％
（图 ２，Ｐ＜０．０５）。
２．３　 藓类结皮存活与否对土壤水分蒸发速率的影响

由图 ３ 可知，裸沙、活藓类结皮及藓类植物死亡的结皮层蒸发过程均经历了常速率、减速率、残余速率

３ 个阶段，但 ３ 种不同地表覆盖类型在各蒸发阶段时长具有显著性差异。 常速率阶段藓类植物死亡的结皮层

蒸发时间（７０ ｈ）显著大于活藓类结皮（３４ ｈ）及裸沙（４０． ４ ｈ），减速率阶段表现为活藓类结皮蒸发时间

（１４１ ｈ）显著大于藓类植物死亡的结皮层（９６．８ ｈ）及裸沙（８４．８ ｈ），残余速率阶段藓类植物死亡的结皮层

（１８９．２ ｈ）及裸沙（２０１．２ ｈ）蒸发时间显著高于活藓类结皮（１４５ ｈ）。 在整个蒸发过程中，活藓类结皮在常速率

阶段较裸沙平均蒸发速率降低 ３１．０３％，而残余速率阶段蒸发速率则加快 ３０．５９％ （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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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３ 种地表类型的水分累积入渗量

Ｆｉｇ．２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ｙｐｅｓ

图 ３　 ３ 种地表类型的水分蒸发速率

Ｆｉｇ．３　 Ｗａｔｅｒ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ｙｐｅｓ

２．４　 藓类结皮存活与否对土壤水分累积蒸发量的影响

在累计蒸发量方面，藓类植物死亡的结皮层与活藓类结皮没有显著性差异 （图 ５）。 与裸沙相比，藓类结

皮在前期减少了土壤水分累积蒸发量，而在蒸发后期则呈现相反趋势，表现为藓类结皮显著大于裸沙，尤其是

藓类植物死亡的结皮层累计蒸发量最大。

３　 讨论与结论

生物土壤结皮是荒漠地表的重要覆被类型，能够显著影响地表土壤水文过程［３６⁃３７］。 以往在生物土壤结

皮对土壤水文过程影响的研究中，尤其是在水分入渗及蒸发方面一直存在争议，主要观点为结皮对水分的入

渗和蒸发过程具有促进作用［７⁃１０］、抑制作用［１０⁃１２］ 及无作用［１３⁃１６］３ 种观点。 这可能由于研究地区、测定指标及

所选生物土壤结皮类型不同导致。 针对藓类结皮而言，主流观点认为藓类结皮的存在可造成土壤水分浅层

化，且随着结皮盖度增加水分入渗深度越浅［１２， ３８⁃３９］。 这在本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即藓类结皮的存在显著阻

碍了水分的入渗，其原因可能与藓类结皮层细沙含量较高有关［１２， ４０］，藓类植株及其与微生物分泌的多糖物质

通过吸水膨胀，堵塞土壤孔隙且增强覆盖土壤表面的能力［８， ４１］，大大提高了水分的滞留时间，这可以降低入

渗速率，从而显著影响土壤的含水量。
在荒漠生态系统中，蒸散是水平衡的关键过程［４２⁃４３］，超过 ９０％的年降水量会因这一过程而损失［４４］。 研究

发现，蒸发过程主要受地表覆盖类型的影响，例如植被类型和生物土壤结皮等［４５］。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 ２０
ｍｍ 降雨量条件下，藓类结皮覆盖对水分蒸发的影响随不同蒸发阶段而异，这与前期诸多学者研究结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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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３ 种地表类型蒸发过程中蒸发时间和速率的差异性

Ｆｉｇ．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ｙｐ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不同字母表示同一速率下不同地表类型之间在 ０．０５ 概率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图 ５　 ３ 种地表类型的水分累积蒸发量

Ｆｉｇ．５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ｗａｔｅｒ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ｙｐｅｓ

认为生物土壤结皮对水分蒸发不是简单促进或抑制［１６， ４６⁃４７］。 在蒸发前期，齿肋赤藓表面蜡质结构、叶片毛尖

及毛尖间形成的交叉网络降低了水分蒸发，且群体水平上垫状的分布使其表面形成了一个空气静止层，减弱

了水分蒸发。 而在蒸发后期，藓类结皮的存在却提高了蒸发速率，这可能由于齿肋赤藓已进入休眠状态，降低

保水能力，且藓类植物的覆盖形成了毛细管作用，从而促进了土壤水分的蒸发，而裸沙表面形成的硬壳状土壤

干燥层可能是造成蒸发后期裸沙蒸发速率较低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蒸发测量结束后，藓类结皮土

壤水分累积蒸发量显著大于裸沙，结合藓类结皮对水分入渗的抑制作用，可以得知藓类结皮的存在显著了降

低土壤含水量。
长期增温和夏季频繁小降水均会造成藓类植物的死亡，进而影响荒漠地表的水分和养分。 研究发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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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间序列的长期增温（６ 年和 １０ 年）均会显著降低藓类结皮对水分的截留率［５］。 但在本研究中发现，活藓

类结皮相比藓类植物死亡的结皮层显著降低水分的入渗速率和累计入渗量。 这可能与藓类植物死亡时间长

短造成的藓类结皮盖度差异有关，长期增温实验导致苔藓盖度明显降低，而本研究中采用的是即时死亡藓类

植物，不存在盖度变化。 但结皮层藓类植物死亡造成的水分入渗降低是否与藓类死亡后其表面疏水 ／吸水性

物质变化、抑或藓类毛尖、茎叶微结构变化有关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生物土壤结皮作为干旱半干旱区重要的地表覆被类型，其重要的作用之一是对荒漠土壤水文过程的影

响，我们的研究结果也强化了这种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藓类植物的死亡显著降低了水分的入渗，但与活

藓类植物相比其累计蒸发量无显著差异，甚至在蒸发后期略高于活藓类结皮。 前期有研究发现，干旱、半干旱

区生物土壤结皮会通过影响生态系统的水文过程而造成维管植物的退化［４８］，尤其是以苔藓为主的生物土壤

结皮能显著降低土壤湿度而导致人工种植灌木的死亡［４９］。 综合考虑藓类植物死亡对水分入渗的抑制，而对

蒸发的无影响、甚至略有促进的研究结果，可以推测齿肋赤藓的死亡在短期内会显著降低土壤含水量，进而影

响与其共存维管植物的生存。 全球气候的持续变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降水及其时空模式也随之出现不稳定

的变化，研究预测显示在本世纪末土壤含水量将减少 ５％—１５％，全球干旱区的干旱化程度不断加剧［５０⁃５２］。
以荒漠藓类植物为代表的生物土壤结皮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要远大于维管束植物，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

方式的变化下，至 ２０７０ 年覆盖地球陆地面积约 １２％的生物土壤结皮将减少 ２５—４０％，显著影响荒漠地表的水

文过程和养分循环［５３］。 因此，探究荒漠藓类植物死亡后的生态效应对预测荒漠植物变化趋势和保护荒漠植

物物种多样性和地表稳定性具有重要生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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