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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龄对刺槐人工林土壤团聚体、有机碳和细菌群落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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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国家林业局黄土高原林木培育重点实验室，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４ 宁夏农林科学院林业与草地生态研究所，银川　 ７５０００２

摘要：探究刺槐人工林土壤团聚体、有机碳及细菌群落的变化特征，可为提升土壤质量与功能提供理论依据。 以黄土高原沟壑

区不同林龄刺槐人工林（８ 年生、１８ 年生和 ３０ 年生）和刚撂荒的农耕地（ＣＫ）为研究对象，利用最适湿度筛分法获得不同粒径团

聚体，测定其有机碳含量和细菌群落结构特征。 结果表明：（１）各林龄土壤团聚体均以＞０．２５ ｍｍ 粒径为主，含量为 ９２．７４％—
９５．７８％。 土壤团聚体稳定性随着林龄的增加显著提高，以 ３０ 年生林地最高，团聚体平均重量直径（ＭＷＤ）、几何平均直径

（ＧＭＤ）分别较 ＣＫ 显著增加 ４８．１９％和 ９１．３８％（Ｐ＜０．０５）。 （２）各林龄均以＜０．２５ ｍｍ 粒径有机碳含量最高。 土壤有机碳含量和

＞２ ｍｍ 粒径团聚体有机碳含量均随着林龄的增长而显著增加。 （３）团聚体细菌群落主要由变形菌门（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放线菌门

（Ａｃｔｉ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和酸杆菌门（Ａｃ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组成。 随着林龄的增加，各粒径团聚体中放线菌门相对丰度先降低后增加，１８ 年生

林地最低。 酸杆菌门变化趋势与放线菌门相反。 变形菌门无明显变化。 土壤有机碳、ｐＨ、全氮和全磷是影响团聚体细菌群落

的主要因素。 （４）＞２ ｍｍ 和 ２—０．２５ ｍｍ 粒径团聚体中，己科河菌门（Ｒｏｋｕｂａｃｔｅｒｉａ）对团聚体稳定性影响最大，既对团聚体稳定

性产生直接正效应，又通过增加有机碳的含量间接提高团聚体稳定性。 在＜０．２５ ｍｍ 粒径团聚体中，有机碳含量对其稳定性的

影响最大，有机碳含量越高，团聚体稳定性越强。 综上，营造刺槐人工林有利于提高土壤团聚体稳定性，促进土壤有机碳的积

累，可作为该区域生态恢复的有效措施。 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人工林可通过改变土壤团聚体细菌群落和有机碳含量从而影响团

聚体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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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ｈａ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ｏ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ｓｏｉ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ａｌ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土壤团聚体是土壤结构的基本单元，对于提升土壤质量与功能具有重要意义［１］。 土壤有机碳是影响团

聚体形成和稳定的主要因素［２］。 土壤团聚体是土壤有机碳的储存场所，近 ９０％的土壤有机碳储存在团聚体

中［３］。 土壤微生物通过释放代谢产物和酶类物质，影响土壤有机质的分解和转化，进而影响土壤团聚体的形

成和稳定［４］。 细菌是土壤中丰度最高、多样性最丰富的微生物类群，不仅是土壤碳循环的主要调控者［５］，而
且对土壤团聚体的形成及稳定具有重要作用［６］。 天然次生林演替、人工林发育、造林模式等均会导致土壤团

聚体组成、有机碳含量分布特征及微生物特性发生明显变化［７—８］。 前人的研究报道表明细菌群落结构与团聚

体稳定性有密切联系［９］。 它们可通过分泌胶结物质如胞外多糖，促进土壤团聚体的形成和稳定，提高团聚体

碳库对土壤有机碳的贡献［６］。 也有学者认为细菌群落中如 Ｂｒｙｏｂａｃｔｅｒａｌｅｓ，Ｇｅｍｍａｔｉｍｏｎａｄａｌｅｓ，Ｒｕｂ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ａｌｅｓ
等类群的变化显著降低了土壤团聚体稳定性，不利于有机碳的固存［７］。 由此可见，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仍不

清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刺槐（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是黄土高原沟壑区生态建设的主要树种，在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固氮改土等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该区域刺槐人工林出现了生产力低下、地力衰退等现象，对当地生态环境和区域

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目前，前人已从地上部如林分结构［１０］、水分生理特征［１１］、经营方式［１２］ 开展了大

量研究，而对地下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壤养分［１３］、微生物特性［１４—１５］等方面，对土壤团聚体结构及其稳定性

研究还较少［１６］，严重遏制了人工林生产力的提升及生态功能的发挥。 不同林龄刺槐人工林土壤团聚体有机

碳含量、微生物群落结构是否存在差异？ 两者是否会对团聚体稳定性造成影响，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

此，本研究拟从刺槐人工林生长发育进程的角度对其团聚体分布、稳定性、有机碳含量及其微生物群落的变化

０６２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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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进行研究，探讨团聚体细菌群落、有机碳含量及团聚体稳定性之间的互作关系。 研究结果旨在揭示人工

林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机制，为人工林可持续经营及其生态功能提升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陕西省永寿县槐坪林场（１０８°０５′—１０８°１０′Ｅ，３４°４７′—３４°５１′Ｎ），地处渭北高原南缘，海拔

１１２３—１４６４ ｍ。 该区属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１０．８ ℃，年均降雨量 ６１０．６６ ｍｍ，集
中在每年的 ７—９ 月。 土壤类型为黄绵土。 刺槐人工林约占该区域森林面积的 ９０％［１７］。 林下草本植物以葎

草（Ｈｕｍｕｌｕｓ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艾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三脉紫菀（Ａｓｔｅｒ ａｇ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天名精（Ｃａｒｐｅｓｉｕｍ ａｂｒｏｔａｎｏｉｄｅｓ）为
主。 在研究区内分别选取立地条件相似的 ８ 年生、１８ 年生和 ３０ 年生刺槐人工林为研究对象，以刚撂荒的农

耕地作为对照（ＣＫ）。 各林地分别设置 ３ 个 ２０ ｍ × ２０ ｍ 的样方，相邻样方的间距＞２０ ｍ，共计 １２ 个样方。 具

体样地概况见表 １。

表 １　 不同林龄刺槐人工林样地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林龄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ｅ ／ ａ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 ｍ

坡度
Ｓｌｏｐｅ ／ （°）

含水量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 ％

凋落物量
Ｌｉｔｔｅｒ ｂｉｏｍａｓｓ ／

（ｇ ／ ｍ２）

林分密度
Ｓｔａｎ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
（株 ／ ｈｍ２）

平均胸径
Ｍｅａｎ

ＤＢＨ ／ ｃｍ

平均树高
Ｍｅａｎ ｔｒｅｅ
ｈｅｉｇｈｔ ／ ｍ

郁闭度
Ｃａｎｏｐ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 ％

ＣＫ １１７０ ８ １６．１８ １８．６７ — — — —

８ １２３３ １１ １７．４８ ２８６．５５ １５５０ ６．７ ７．８２ ０．６５

１８ １３３２ １３ １９．９１ ３２８．７９ １１４２ １１．０４ ８．６８ ０．７２

３０ １３７０ １０ １４．４５ ４６８．３７ ９５０ １９．９３ １２．６１ ０．８２

　 　 ＣＫ：刚撂荒的农耕地；ＤＢＨ：胸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１．２　 土壤样品采集与处理

土壤样品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采集。 各样方内，沿“Ｓ”型曲线随机选取 ５ 个样点，去除凋落物后，用铝盒分别采

集 ０—２０ ｃｍ 土层的原状土样，装入 ４ ℃保温箱带回实验室。 沿自然裂隙将原状土壤轻轻掰开，去除石块和动

植物残体，将同一样方 ５ 个样点的土壤混合为一个样品，共计 １２ 个土样。
１．３　 土壤团聚体筛分

根据 Ｕｐｔｏｎ 等的文献［１８］，采用最适湿度筛分法（ｏｐｔｉｍａ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ｓｉｅｖ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对团聚体进行筛分。 将

原状土样置于含有无菌硅胶干燥剂的铝盒中，４ ℃下密闭干燥至土样含水量约为 １０％，随后称取 １００ ｇ 处理后

的土样置于无菌筛组（自上而下为 ２ ｍｍ 筛子、０．２５ ｍｍ 筛子和底盒）的最上层，将筛组置于机械筛上，以
１２０ 次 ／ ｍｉｎ的频率震荡 ２ ｍｉｎ，由此获得＞２ ｍｍ、２—０．２５ ｍｍ 和＜０．２５ ｍｍ 粒径团聚体样品。 在每次筛分后用

酒精对筛子、底盒进行擦拭，避免杂菌污染。 将各粒径团聚体样品分为两份，一份自然风干，用于测定化学特

性，一份置于⁃ ８０ ℃冰箱储存，用于细菌群落高通量测序。
１．４　 团聚体化学特性测定

团聚体有机碳、ｐＨ、全氮和全磷的测定参照鲍士旦［１９］ 的方法进行。 其中有机碳测定采用重铬酸钾外加

热法。 ｐＨ 值采用 ｐＨ 计（雷磁 ＰＨＳ⁃ ３Ｃ）测定。 全氮采用 Ｈ２ＳＯ４消煮—凯氏定氮仪测定。 全磷采用 Ｈ２ ＳＯ４⁃
ＨＣｌＯ４消煮，钼锑抗比色法测定。
１．５　 团聚体细菌群落高通量测序

使用 ＯＭＥＧＡ Ｓｏｉｌ ＤＮＡ Ｋｉｔ（Ｄ５６２５⁃０１）（Ｏｍｅｇａ Ｂｉｏ⁃Ｔｅｋ， Ｎｏｒｃｒｏｓｓ， ＧＡ， ＵＳＡ）提取土壤 ＤＮＡ 样品。 所用

引物为 ３３８Ｆ（５′⁃ＡＣＴＣＣＴＡＣＧＧＧＡＧＧＣＡＧＣＡ⁃３′）和 ８０６Ｒ （５′⁃ＧＧＡＣＴＡＣＨＶＧＧＧＴＷＴＣＴＡＡＴ⁃３′）。 扩增反应体

系：５ μＬ 缓冲液、０．２５ μＬ Ｆａｓｔ ｐｆｕ ＤＮＡ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２ μＬ ｄＮＴＰｓ、正、反向引物 ２ μＬ、１ μＬ ＤＮＡ 模板和 １４．７５ μＬ
ｄｄＨ２Ｏ。 扩增反应条件：９８ ℃下初始变性 ５ ｍｉｎ，９８ ℃下变性 ３０ ｓ、５３ ℃下退火 ３０ ｓ、在 ７２ ℃下延伸 ４５ ｓ，在

１６２５　 １２ 期 　 　 　 白晓雄　 等：林龄对刺槐人工林土壤团聚体、有机碳和细菌群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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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下最终延伸 ５ ｍｉｎ，共 ２５ 个循环。 测序在派森诺公司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 Ｈｉ Ｓｅｑ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平台完成（上海派森诺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中国）。 所得序列在 ９７％的相似性水平上对 ＯＴＵ 序列进行聚类分析，选用 Ｇｒｅｅｎｇｅｎｅｓ 数
据库（Ｒｅｌｅａｓｅ １３．８， ｈｔｔｐ： ／ ／ ｇｒｅｅｎｇｅｎ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ｏｍｅ．ｃｏｍ ／ ）比对，进行物种注释。
１．６　 数据分析

文中，＞０．２５ ｍｍ 粒径团聚体含量（Ｒ＞０．２５）、平均重量直径（ＭＷＤ）、几何平均直径（ＧＭＤ）和分形维数（Ｄ）

的计算公式［２０］如下：

Ｒ ＞ ０．２５ ＝
ｘ ＞ ０．２５

ｗ０

× １００％ 　 　 （１）

ＭＷＤ ＝ ∑
ｎ

ｉ ＝ １
ｘｉｗ ｉ （２）

ＧＭＤ ＝ ｅｘｐ（∑
ｎ

ｉ ＝ １
ｗ ｉ ｌｎｘｉ） （３）

Ｄ ＝ ３ －
ｌｇ［ｗ（δ ＜ ｘｉ） ／ ｗ０］

ｌｇ（ｘｉ ／ ｘｍａｘ）
（４）

式中，ｘ＞０．２５为＞０．２５ ｍｍ 粒径团聚体质量之和；ｗ０为各粒径团聚体质量总和；ｘｉ为 ｉ 粒级团聚体的平均直径

（ｍｍ），ｗ ｉ为 ｉ 粒级团聚体的质量百分比（％），ｎ 为团聚体的总级数，ｘｍａｘ为最大粒径平均值，ｗ（δ＜ｘｉ）为小于 ｉ
粒径的土壤质量。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采用 Ｒ 软件的“ｇｇｐｌｏｔ２”包进行柱形图可视化，“ｖｅｇａｎ”包进

行主坐标分析、置换多元方差分析和冗余分析。 使用 Ａｍｏｓ 软件构建各粒径团聚体细菌群落、有机碳和稳定

性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土壤团聚体组成及稳定性

由表 ２ 可知，不同林龄人工林均以大团聚体（＞０．２５ ｍｍ）为主，含量为 ９２．７４％—９５．７８％，显著高于 ＣＫ。
各林龄人工林中，团聚体组成均表现为＞２ ｍｍ 团聚体含量最高，其次是 ２—０．２５ ｍｍ 团聚体和＜０．２５ ｍｍ 团聚

体。 随着林龄的增加，＞２ ｍｍ 粒径的团聚体含量无显著变化。 ２—０．２５ ｍｍ 粒径的团聚体含量呈现先增加后

减少的趋势，３０ 年生林地含量最低，较 １８ 年生林地显著减少 ４３．５１％。 ＜０．２５ ｍｍ 粒径的团聚体含量逐渐下

降，在 ３０ 年生林地中出现最小值，为 ４．２２％，显著低于 ８ 年生林地和 ＣＫ。

表 ２　 不同林龄刺槐人工林土壤团聚体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ｏｉ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林龄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ｅ ／ ａ

团聚体组成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

＞２ ｍｍ ２—０．２５ ｍｍ ＜０．２５ ｍｍ
Ｒ＞０．２５

ＣＫ ５４．２５±７．６５ｂ ３３．９１±３．１４ａ １１．８４±１．３１ａ ８８．１６±１．３１ｃ

８ ６９．３２±０．４８ａ ２３．４２±０．６６ｂｃ ７．２６±０．２０ｂ ９２．７４±０．２０ｂ

１８ ６４．３１±３．４０ａ ３１．０７±３．４６ａｂ ４．６２±０．０９ｃ ９５．３８±０．０８ａ

３０ ７４．１３±１．８３ａ ２１．６５±１．６６ｃ ４．２２±０．１７ｃ ９５．７８±０．１７ａ

　 　 同列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粒径团聚体不同林龄之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Ｒ＞０．２５：＞０．２５ ｍｍ 粒径团聚体含量

如图 １ 所示，造林后土壤团聚体稳定性指标 ＭＷＤ 和 ＧＭＤ 均显著高于 ＣＫ，Ｄ 值显著低于 ＣＫ。 ＭＷＤ 和

ＧＭＤ 随林龄增加的变化规律均表现为 ３０ 年生＞８ 年生＞１８ 年生。 各林龄分形维数 Ｄ 值随林龄增加逐渐降

低，３０ 年生较 ＣＫ 和 ８ 年生显著降低 １７．１２％和 ７．７％。
２．２　 土壤团聚体有机碳含量

各粒径团聚体有机碳含量均表现为 １８ 年生和 ３０ 年生显著高于 ＣＫ 和 ８ 年生。 土壤有机碳含量随林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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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不同林龄刺槐人工林土壤团聚体稳定性

Ｆｉｇ．１　 Ｓｏｉ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不同小写字母代表不同林龄间团聚体平均重量直径、几何平均直径及分形维数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增加显著增加。 在＞２ ｍｍ 粒径的团聚体中，以 ３０ 年生林地最高，分别较 ＣＫ 和 ８ 年生增加 ６６．１５％和 １３４％。
２—０．２５ ｍｍ 和＜０．２５ ｍｍ 粒径团聚体有机碳含量，随林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均于 １８ 年生中有机

碳含量最高。 不同林龄的林地中土壤团聚体有机碳含量均随粒径的减小而显著增加，其中以＜０．２５ ｍｍ 粒径

团聚体中有机碳含量最高（表 ３）。

表 ３　 不同林龄刺槐人工林土壤团聚体有机碳含量 ／ （ｇ ／ ｋｇ）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ｏｉ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林龄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ｅ ／ ａ

粒径 Ｓｉｚｅ

＞２ ｍｍ ２—０．２５ ｍｍ ＜０．２５ ｍｍ
全土

Ｔｏｔａｌ ｓｏｉｌ

ＣＫ ６．００±１．１３Ｃｂ ６．９０±０．２４Ｄａｂ ７．９４±０．５１Ｃａ ６．６０±０．３１Ｃ

８ ８．４５±０．１６Ｂｃ ９．７５±０．１６Ｃｂ １１．９８±０．２５Ｂａ ９．０２±０．０７Ｂ

１８ １２．６６±０．５０Ａｃ １９．１２±０．２５Ａｂ ２１．０２±０．３３Ａａ １５．０５±０．３０Ａ

３０ １４．０４±０．４３Ａｂ １７．９８±０．９５Ｂａ ２０．８０±０．５０Ａａ １５．１６±０．１２Ａ

　 　 同列数值后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粒径团聚体不同林龄之间差异显著，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林龄不同粒径团聚体之间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２．３　 土壤团聚体细菌群落

如图 ２ 所示，土壤团聚体细菌群落主要由变形菌门（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放线菌门（Ａｃｔｉ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酸杆菌门

（Ａｃ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组成。 林龄对各粒径团聚体中变形菌门无明显影响。 酸杆菌门随着林龄的增加而呈现先增

加后降低的趋势，以 １８ 年生林地最高。 放线菌门的变化趋势与酸杆菌门相反，８ 年生和 ３０ 年生林地平均相

对丰度值分别较 １８ 年生林地高出 ２７．４２％和 １０．７２％。
ＰＣｏＡ（图 ３）和置换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林龄土壤团聚体细菌群落结构存在显著差异（Ｒ２ ＝

０．４０９９，Ｐ＜０．００１），同一林龄不同粒径团聚体细菌群落结构相似（Ｒ２ ＝ ０．０４２２，Ｐ ＝ ０．８６７）。 土壤有机碳、ｐＨ、全
氮和全磷是影响各粒径团聚体细菌群落的主要因子（图 ４）。
２．４　 土壤各粒径团聚体有机碳、细菌群落和土壤团聚体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如图 ５ 所示，在＞２ ｍｍ 粒径团聚体中，己科河菌门（Ｒｏｋｕｂａｃｔｅｒｉａ）既能直接提高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又能

通过增加土壤有机碳含量间接提高团聚体稳定性。 在 ２—０．２５ ｍｍ 粒径团聚体中，己科河菌门和疣微菌门

（Ｖｅｒｒｕｃｏｍｉｃｒｏｂｉａ）对团聚体稳定性有显著正效应。 在＜０．２５ ｍｍ 粒径团聚体中，团聚体有机碳含量对土壤团

聚体稳定性影响程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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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林龄刺槐人工林各粒径团聚体细菌门水平相对丰度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ｐｈｙｌ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ｓｉｚｅｓ ｉｎ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图 ３　 不同林龄刺槐人工林团聚体细菌群落的主坐标分析

　 Ｆｉｇ．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ＰＣｏＡ ）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ｓｉｚｅｓ ｉｎ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刺槐人工林以＞０．２５ ｍｍ 粒径团聚体为

主，含量为 ９２．７４％—９５．７８％（表 ２）。 据报道，＞０．２５ ｍｍ
粒径团聚体含量可用于评价土壤质量，其含量越高，土
壤结构越稳定，质量越好［２１］。 由此可见，营造刺槐人工

林可显著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质量。 这可能与造林

后林地凋落物增多（表 １），土壤有机质输入量增加有

关［２２］。 另一方面，植物根系和微生物通过分泌胞外多

糖等物质，通过缠绕和粘结的方式也促进了大团聚体的

形成［９］。
土壤团聚体是有机碳的主要固定场所。 团聚体粒

径对土壤有机碳的分布有明显影响。 前人的研究发现

土壤有机碳主要聚集在大粒径团聚体中［２３］，且土壤团

聚体有机碳含量随着团聚体粒径的增加而增加［２４］。 但

是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林龄刺槐人工林均以＜０．２５ ｍｍ
粒径有机碳含量最高。 出现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与不同

粒径团聚体有机碳组分有关。 Ｗａｎｇ 等研究发现微团聚

体中含有更多难分解的有机碳组分，如木质素和脂类等［２５］，不易被微生物分解。 随着林龄的增长，难被微生

物分解的有机碳组分如木质素等逐渐增多［２６］，因此更易被包裹在微小团聚体内。 本研究还发现微团聚体（＜
０．２５ ｍｍ）中 α 变形菌纲的相对丰度显著高于＞２ ｍｍ 粒径团聚体（微团聚体：１４．２４％；＞２ ｍｍ 粒径团聚体：
９．８８％）。 α 变形菌纲属于贫营养型微生物类群，喜欢在贫瘠的环境中生长，且生长速度缓慢［２７］，因此减少了

微生物对有机碳的利用，增强了微小粒径团聚体对有机碳的物理保护作用，间接证明了上述观点。 目前，对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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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土壤化学特性与刺槐人工林各粒径团聚体微生物群落的冗余分析

Ｆｉｇ．４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ＳＯＣ：土壤有机碳；ＴＮ：全氮；ＴＰ：全磷

土高原地区林地土壤有机碳组分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全土［２８—２９］，对团聚体有机碳组分的研究仍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然而，本研究中由于＜０．２５ ｍｍ 粒径团聚体占总团聚体比例较低，导致其对土壤有机碳库的贡献率

较低。
本研究中，刺槐人工林团聚体优势菌门主要为变形菌门、放线菌门和酸杆菌门。 各粒径团聚体中变形菌

门的丰度值不受林龄影响，这可能与变形菌门环境适应性强有关［３０］，变形菌门包含多种代谢种类，既有自养

型也有异养型，既存在光能型，也存在化能型，因此能够适应复杂环境变化并存在于多种生境中［３１］。 不同林

龄刺槐人工林中，各粒径团聚体放线菌门的相对丰度均显著低于撂荒地。 前人的研究表明放线菌门是典型的

寡营养型微生物，对土壤有机质等物质的需求较低，适合在养分贫瘠的环境中生长［３２］。 造林后，刺槐人工林

土壤中养分含量如有机碳等显著提高［３３］，不适合放线菌门的生长，从而降低了放线菌门相对丰度。 此外，本
研究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团聚体放线菌门相对丰度和有机碳含量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ｒ ＝ －０．５６４，Ｐ＜
０．００１），也证明了上述结果。 各粒径团聚体中酸杆菌门的变化趋势与放线菌门相反。 Ｋａｎｏｋｒａｔａｎａ 等的研究

表明酸杆菌门含有可编码纤维素酶和半纤维素酶的基因，能够降解纤维素与木质素［３４］。 Ｚｈａｎｇ 等的研究发现

随着刺槐人工林的增长，凋落物中难溶解的成分如纤维素、木质素等不断积累［２６］，由此引起酸杆菌门相对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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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林龄刺槐人工林团聚体细菌群落、有机碳及团聚体稳定性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实线箭头表示正效应，虚线箭头表示负效应；箭头粗细表示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的大小；∗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

度显著增加。
另外，本研究发现在＞２ ｍｍ 和 ２—０．２５ ｍｍ 粒径团聚体中，己科河菌门、芽单胞菌门和疣微菌门对团聚体

稳定性有显著正效应，表明在大团聚体中，己科河菌门、芽单胞菌门和疣微菌门是影响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关

键因子。 其相对丰度的的提高将增加土壤团聚体平均重量直径，稳定土壤结构。 前人的研究结果表明芽单胞

菌门和疣微菌门能够分泌胞外多糖等粘结物质［３５—３６］，从而促进团聚体的形成。 Ｋｒｏｅｇｅｒ 等发现己科河菌门含

有许多与碳氢化合物代谢过程相关的基因［３７］，能够将碳氢化合物转化为有机碳从而提高团聚体稳定性。 而

在小团聚体中有机碳含量对团聚体形成和稳定的贡献更大。 这可能是由于 ＜ ０． ２５ ｍｍ 粒径团聚体较

＞０．２５ ｍｍ粒径团聚体包裹更多的稳定有机碳，稳定有机碳对团聚体的形成稳定具有显著作用［３８］。

６６２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４　 结论

（１）营造刺槐人工林显著增加了大团聚体含量、平均重量直径和几何平均直径，降低了分形维数，提高了

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其中以 ３０ 年生林地最好。
（２）随着林龄的增加，＞２ ｍｍ 粒级团聚体有机碳含量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各林龄中＜０．２５ ｍｍ 粒径团聚

体中有机碳最高。
（３）林龄对土壤团聚体细菌群落结构有显著影响。 各粒径团聚体变形菌门随林龄增加无明显变化。 放

线菌门相对丰度在 １８ 年生林地中最低，随后逐渐升高。 酸杆菌门变化趋势与放线菌门相反。 土壤有机碳、
ｐＨ、全氮和全磷是影响各粒径团聚体细菌群落结构的主要因素。

（４）团聚体细菌门和有机碳对其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 在＞２ ｍｍ 和 ２—０．２５ ｍｍ 粒径团聚体中，己科河

菌门可直接对土壤团聚体稳定性产生正效应，又可通过增加有机碳间接提高团聚体稳定性。 而在＜０．２５ ｍｍ
粒径团聚体中，团聚体有机碳含量的提高增加了团聚体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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