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５ 卷第 ７ 期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４５，Ｎｏ．７
Ａｐｒ．，２０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Ｕ２１０２２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３⁃１５； 　 　 采用日期：２０２４⁃１１⁃２８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ｆｚｈａｎｇ１８８＠ 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２０１０３ ／ ｊ．ｓｔｘｂ．２０２４０３１５０５３３

樊陈启，陈骥，张怡晅，项兴佳，张锋．ＣＯ２浓度升高对土壤碳降解酶活性和有机碳的影响．生态学报，２０２５，４５（７）：３１９２⁃３２０３．
Ｆａｎ Ｃ Ｑ， Ｃｈｅｎ Ｊ， Ｚｈａｎｇ Ｙ Ｘ， Ｘｉａｎｇ Ｘ Ｊ， Ｚｈａｎｇ Ｆ．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５，４５（７）：３１９２⁃３２０３．

ＣＯ２ 浓度升高对土壤碳降解酶活性和有机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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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氧化碳（ＣＯ２）浓度的升高影响了土壤微生物过程，微生物分泌的胞外酶又会介导土壤生物化学反应，从而影响土壤碳

循环。 然而，当前尚不清楚当 ＣＯ２浓度升高时，土壤胞外酶中的碳降解酶活性和土壤碳含量将如何变化。 基于 ２００２—２０２１ 年

全球野外实验数据，通过整合分析法探讨了 ＣＯ２浓度升高对酶活性和土壤有机碳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酶活性变化与土壤有

机碳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１）ＣＯ２浓度升高使纤维素酶和木质素酶的活性分别提高了 １２．５１％和 ９．８８％，有机碳含量增加了

８．０４％。 （２）有机碳含量变化与木质素酶活性变化呈现正相关（Ｐ＜０．０１），但与纤维素酶活性变化无显著相关。 （３）模型选择分

析表明，实验方法显著影响两种酶的活性，特别是 ＦＡＣＥ 实验。 此外，土壤有机氮含量和年均降雨量对木质素酶活性的提高也

具有显著影响。 由此得出结论：ＣＯ２浓度升高使碳降解酶活性增强；外界环境因素以及实验因素对酶活性的增强也有一定的刺

激作用，而有机碳含量的增加可能与木质素酶的“酶锁”作用有关。 总之，ＣＯ２浓度升高增加了土壤有机碳量，促进土壤碳循环；
此外，土壤氮含量、实验方法、年平均降雨量以及 ＣＯ２浓度增量的影响也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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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对土地用途的改变以及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导致大气二氧化碳（ＣＯ２）浓度急剧增加，根据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的评估显示，预计在当前高排放情景下，２１ 世纪末 ＣＯ２浓度将达到 ６３０
至 １３７０ μｍｏｌ ／ ｍｏｌ，并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自然灾害［１］。 大气 ＣＯ２浓度的升高加速了土壤碳周转，改变了土壤碳

含量和植被生态系统碳平衡［２—３］，影响了土壤碳循环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４］。 虽然土壤有机碳库对大气 ＣＯ２

浓度升高的基本响应机制已经相对明确，但其具体响应的程度和速率仍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本文将重点探

讨这种响应的具体表现及其潜在影响。 一方面，大气 ＣＯ２浓度升高促进植物生长［５—７］，微生物分泌胞外酶继

而分解植物凋落物中的有机质，从而产生土壤有机碳（ＳＯＣ） ［４，８］，导致地下生态系统的碳含量增加［９—１１］；另一

方面，碳含量增加促进微生物生长和土壤呼吸［１２—１４］，从而加速土壤的碳周转，使得土壤中的碳以气体的形式

释放到大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土壤碳含量的损失［１５—１６］，进一步导致大气 ＣＯ２浓度升高［１７］。 因此，探究大气

ＣＯ２浓度升高对土壤碳循环的影响极其重要。
土壤既是大气 ＣＯ２ 的碳源，也是其碳汇，对气候调节具有重要作用［１８—１９］，研究表明全球约有 １４００—

１５００Ｇｔ 的碳以有机质形式储存于土壤中［２０］，约为陆地植物中有机碳的四倍。 土壤微生物分泌的胞外酶对

ＣＯ２浓度的变化极度敏感，尤其是作用于碳循环过程的碳降解酶；碳降解酶可以分为不稳定碳酶（如纤维素

酶）和稳定碳酶（如木质素酶），在土壤碳循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２１—２４］，基于此科学家们做了大量的野外

实验以研究 ＣＯ２升高对土壤碳降解酶的影响，有研究表明，ＣＯ２浓度升高普遍提高了碳降解酶的活性［２５—２８］，也
有研究表明，土壤碳降解酶活性变化并不受 ＣＯ２浓度升高的影响［２９］。 而导致这些不一致情况出现的原因，可
能是土壤深度的改变、地域条件的限制、土壤环境的差异、实验方法的差异［３０—３３］，例如，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
降解酶活性逐渐减弱［３４］；土壤的养分、水分条件对酶活性有一定的限制作用［３５—３６］；此外，土壤粘粒含量的变

化还可能导致酶活性的差异［３７—３８］等。
土壤碳降解酶是连接大气 ＣＯ２和土壤碳循环的重要介质，其活性变化用于追踪土壤微生物中主要碳源的

变化，鉴定碳在土壤中主要的流失途径［２０］，对研究碳含量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实验研究表明，ＣＯ２浓度

升高下，碳降解酶活性的增强将导致有机碳加速分解［３０，３２］。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在草原生态类型上，土壤碳

含量随着大气 ＣＯ２的增加而增加，而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碳含量并不随之发生变化［３９］。 由于具体研究背景存

在差异，有必要使用整合分析的方法对已发表的实验研究进行收集再分析。
本文通过整合分析的方法在全球尺度上探寻气候变化对土壤碳的影响，从土壤环境、实验环境等方面综

合研究 ＣＯ２浓度升高对酶活性变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酶活性改变与 ＳＯＣ 变化的关系。 目的是探索

ＣＯ２浓度升高的背景下纤维素酶、木质素酶活性以及 ＳＯＣ 的响应机理，以及影响纤维素酶和木质素酶活性变

化的其他因子，试图探究土壤胞外酶活性与 ＳＯＣ 含量变化的潜在关系。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检索

本文通过检索 ２００２ 年到 ２０２１ 年的实验研究文献，收集了野外模拟升高 ＣＯ２浓度实验条件下与碳循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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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胞外酶（纤维素酶和木质素酶）的活性数据。 纤维素酶包括葡萄糖苷酶（ＢＧ）、木聚糖酶（ＢＸ）、外切葡聚

糖酶（ＣＢＨ）；木质素酶包括过氧化物酶（ＰＥＲ）、酚氧化酶（ＰＯ）、多酚氧化酶（ＰＰＯ）（表 １）。 根据以往整合分

析的标准，若原文报道了酶系的两个以上组分酶，则用组分酶的活性之和表示该酶系的活性［２０］。 文献检索网

站包括中国知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ｅｂ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ｍ ／ ）、谷歌学术

（ｈｔｔｐｓ： ／ ／ ｓｃｈｏｌａｒ．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ｍ ／ ）。 英文检索词：“ ｅＣＯ２” ＯＲ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Ｏ２” ＯＲ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２” ＯＲ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ＯＲ “ｅｎｒｉｃｈ ＣＯ２” ＯＲ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ＯＲ “ＣＯ２”；“ ｃｅｌｌｕｌａｓｅ” ＯＲ “ ｌｉｇｎｉｎａｓｅ” ＯＲ
“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 ＯＲ “ ｘｙｌｏｓｉｄａｓｅ” ＯＲ “ ｃｅｌｌｏｂｉｏｓｉｄａｓｅ” ＯＲ “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ＯＲ “ ｐｈｅｎｏｌ ｏｘｉｄａｓｅ” ＯＲ “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
ｏｘｉｄａｓｅ” ＯＲ “ｅｎｚｙｍｅ”；“ｓｏｉｌ”。 中文检索词：“二氧化碳”，“升高二氧化碳”，“纤维素酶”，“木质素酶”，“葡萄

糖酶”，“木聚糖酶”，“过氧化物酶”，“酚氧化酶”，“多酚氧化酶”，“酶”，“土壤”等。

表 １　 与碳循环相关的酶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ｙｃｌｅ

酶的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ｚｙｍｅｓ

酶
Ｅｎｚｙｍｅｓ

酶（英文）
Ｅｎｚｙｍｅ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Ｃ 号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Ｃ

功能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简写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碳降解酶 葡萄糖苷酶 β⁃１，４⁃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 ３．２．１．２１ 水解纤维素 Ｂ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 木聚糖酶 β⁃１，４⁃Ｘｙｌｏｓｉｄａｓｅ ３．２．１．３７ 水解半纤维素 ＢＸ

外切纤维素酶 β⁃Ｄ⁃Ｃｅｌｌｏｂｉｏｓｉｄａｓｅ ３．２．１．９１ 水解纤维素 ＣＢＨ

过氧化物酶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１．１１．１．７ 氧化木质素 ＰＥＲ

酚氧化酶 Ｐｈｅｎｏｌ ｏｘｉｄａｓｅ １．１０．３．２ 氧化木质素 ＰＯ

多酚氧化酶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 ｏｘｉｄａｓｅ １．１４．１８．１ 氧化木质素 ＰＰＯ

　 　 ＥＣ 是酶学委员会（Ｅｎｚｙｍ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制作的酶编号分类法，以每种酶所催化的化学反应为分类基础

１．２　 数据筛选

根据本文研究的目的，所筛选的文献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１）研究实验需为野外实验而非盆栽实验；
（２）采样地的地理位置，采样日期，采样地周围的植被信息明确；（３）控制组和实验组之间的植被、土壤类型以

及气候条件一致；（４）研究论文所提供的酶的数据包括实验的平均值、标准差、重复组数；（５）对于多因素（如
添加氮、升温、干旱等）控制实验，只选取含有 ＣＯ２浓度变化的观测数据（如对照与仅升高二氧化碳）；（６）若同

一篇文献报道了多个土壤层的测量数据，只选取为 ０—２０ｃｍ 的土壤层。
除了纤维素酶和木质素酶的活性，还收集了每项研究的环境变量数据，包括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海拔 （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年均降雨量 （ＭＡＰ）、年均气温 （ＭＡＴ）、土壤类型 （ Ａｃｒｉｓｏｌ、Ａｌｉｓｏｌ、 Ｃａｍｂｉｓｏｌ、
Ｆｌｕｖｉｓｏｌ、Ｇｌｅｙｓｏｌ、Ｇｙｐｓｉｓｏｌ、或 Ｏｘｉｓｏｌ）、土壤 ｐＨ、土壤原始有机碳和有机氮含量、土壤黏粒含量；还记录了模拟

ＣＯ２浓度增加的实验方法（Ｍｅｔｈｏｄ， ＦＡＣＥ：自由空气 ＣＯ２富集实验；ＯＴＣ：开顶室实验）、实验的持续时间（单
位：ａ）、ＣＯ２浓度的变化值。

数据一般直接从文献的表格或文本中提取，当数据以图形方式呈现时，使用 Ｇｒａｐｈｅｒ 软件提取数据。 有

机碳数据主要是从文献中提取，如若文献未报道，则在作者所在课题组其他成员的文章中查找，或者通过在线

数据库搜集［３９］。 对于缺失的数据，例如年平均气温（ＭＡＴ），年平均降雨量（ＭＡＰ），根据地理信息（经、纬度），
从 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 数据库查询。 当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如土壤 ｐＨ、土壤原始 ＳＯＣ 含量）报道不完整时，根据实验

的地理信息（经纬度）从 Ｓｏｉｌｇｒｉｌ２５０ 中提取。
按上述条件，总共筛选了 ２００２ 年到 ２０２１ 年国内外发表的 ３２ 篇文献报道，记录了 １６０ 余条数据记录（观

测值），根据酶的种类进行样点的标记，共计 ３２ 个样点。 数据集含有一个总表格，含有 ３５４ 条数据记录以及各

类碳降解酶；三个子表格：纤维素酶，木质素酶以及 ＳＯＣ，分别含有 １０１ 条，６２ 条，３０ 条数据记录。
１．３　 数据分析

利用整合分析（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评估实验模拟升高 ＣＯ２浓度对纤维素酶和木质素酶活性的影响，及其对

ＳＯＣ 含量影响［４０—４４］。 首先，通过计算实验组相对于对照组的响应比对数（记为 ｌｎＲ，整合分析中常用的数据

４９１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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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量化 ＣＯ２浓度升高的影响程度：

ｌｎＲ＝ ｌｎ
ＸＴ

ＸＣ

æ

è
ç

ö

ø
÷ ＝ ｌｎ ＸＴ( ) －ｌｎ（ＸＣ） （１）

其中ＸＴ和ＸＣ分别为实验组和对照处理中观测值的算术平均。 ｌｎＲ 的方差（ｖ）为：

ν＝
ＳＴ

２

ｎＴ
ＸＴ

２
＋

ＳＣ
２

ｎＣ
ＸＣ

２
（２）

ｎＴ和 ｎＣ作为实验和对照处理的重复次数，ＳＴ和 ＳＣ分别为实验和对照组的标准差。 据此可以计算每个实

验的纤维素酶活性、木质素酶活性、ＳＯＣ 含量的响应比对数及其方差。 用总体效应量（平均效应）和置信区间

评估实验模拟升高 ＣＯ２浓度对纤维素酶和木质素酶活性及 ＳＯＣ 含量的影响；用模型选择方法评估影响它们

变化的因素。
具体用 Ｒ 语言 ｍｅｔａｆｏｒ 程序包中的 ｒｍａ．ｍｖ 函数进行整合分析。 ｒｍａ．ｍｖ 函数是多变量多水平的整合分析

方法［４５］，可以用来计算总体效应及其置信区间，其中效应值（ ｌｎＲ）及其方差为输入量，并通过函数中的

“ｒａｎｄｏｍ”参数指定文献编号为随机因素［４４］，用 ｓｕｍｍａｒｙ 函数查看模型的结果。 用公式 １００× ｅｌｎＲ－１( ) 把总体

效应及其置信区间转换为百分比。 这样总体效应量反映了 ＣＯ２浓度升高下酶活性以及 ＳＯＣ 含量变化的百分

比，置信区间反映了它们变化的显著程度。 如果置信区间包括零，认为 ＣＯ２浓度升高对这三个量没有显著影

响；相反，如果它不包括零，则认为有显著影响，其中大于零表示它们增加，小于零则表示减少。 用 Ｒ 语言

ｇｌｍｕｌｔｉ 程序包进行模型选择，将数据集中的环境因子和实验变量：实验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ＣＯ２ 浓度的增值

（ｅＣＯ２）、土壤平均深度（Ｄｅｐｔｈ）、土壤原始总氮含量（ＳＴＮ）、土壤粘度（Ｃｌａｙ）、土壤原始有机碳含量（Ｃ．ＳＯＣ）、
实验周期（Ｄｕｒａｔｉｏｎ）、经度（Ｌａｔｉｔｕｄｅ）、年均降雨量（ＭＡＰ）、年均气温（ＭＡＴ）、土壤酸碱度（ ｐＨ）、土壤类型

（Ｓｏｉｌ．ｔｙｐｅ）作为模型参数，使用的 Ｒ 语言中的 ｇｇｐｌｏｔ２、ｍｅｔａｆｏｒ、 ｒＪａｖａ、 ｇｌｍｕｌｔｉ 等作图、数据分析包，并用

“Ａｋａｉｋｅ”模型权重评估升高 ＣＯ２浓度下这些变量对酶活性变化的影响程度，并设定 ０．８ 为临界值以区分重要

的变量［４６］。

　 图 １　 ＣＯ２升高总体上对纤维素酶、木质素酶活性，土壤有机碳含

量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ＣＯ２ ｏｎ ｃｅｌｌｕｌａｓｅ、ｌｉｇｎｉｎ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误差线代表 ９５％的置信区间，∗代表总体效应的显著性；∗∗∗：Ｐ

＜０．００１；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由于本文的研究旨在研究大气 ＣＯ２浓度升高下酶活性的变化，针对 ＳＯＣ 含量变化的数据较少，做模型选

择时容易导致过拟合的现象，因此分析 ＳＯＣ 含量的变化时，本文通过线性拟合的方法分析有机碳含量和酶活

性变化之间的相关性，并通过 ｒｍａ．ｍｖ 函数找出对有机碳含量变化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以此探讨大气 ＣＯ２浓度

升高下，影响 ＳＯＣ 含量变化的潜在机制。

２　 结果

土壤有机氮含量和平均降雨量是影响木质素酶活

性的重要环境因子。 土壤有机氮作为重要的营养来源，
能够促进微生物的生长和代谢活动，进而影响木质素酶

的表达和活性。 同时，降雨量通过调节土壤湿度，间接

影响土壤微生物的活性和土壤酶的功能。 在自由空气

ＣＯ２富集（ＦＡＣＥ）实验中，持续的 ＣＯ２浓度升高环境增

强了植物的生长和土壤有机质的积累，与土壤有机氮和

水分状况的变化相结合，共同作用于酶的活性变化。 总

体上，ＣＯ２浓度升高使得纤维素的酶活性增强了 １２．５１％
（Ｐ＜０．００１）、木质素酶的活性提高了 ９．８８％（Ｐ＜０．０５）、
ＳＯＣ 含量增加了 ８．０４％（Ｐ＜０．０１）（图 １），这表明 ＣＯ２浓

度升高对 ＳＯＣ 含量的总体影响概览，展示了纤维素酶

和木质素酶活性对 ＳＯＣ 含量变化的综合效应。 模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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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结果显示揭示了不同环境和实验条件对酶活性的差异化影响：实验方法和 ＣＯ２浓度的增值对纤维素酶活性

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土壤有机氮含量和年均降雨量则是影响木质素酶活性的关键因素（图 ２）。 鉴于不同实验

方法对两种酶活性的显著影响，本研究进一步计算了其效应值，以明确这些实验方法在提高 ＣＯ２浓度条件下

对纤维素酶和木质素酶活性的具体影响。

图 ２　 ＣＯ２浓度升高下，不同的变量因子对纤维素酶活性、木质素酶活性变化的重要性程度

Ｆｉｇ．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ＣＯ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ｍ ｏｆ Ａｋａｉｋｅ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ｃｅｌｌｕｌ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ｌｉｇｎｉｎ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实验方法；ＣＯ２变化量；土壤黏粒含量；土壤有机氮含量；原始土壤有机碳含量；实验周期；纬度；经度；年平均温度；年平均降雨量；土壤酸碱

度；土壤类型

图 ３　 不同等级年降雨量与木质素酶活性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ａｓｓ ＭＡＰ ａｎｄ

Ｌｉｇｎｉｎ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本研究发现年降雨量为 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ｍ 时，年降雨

量的增加显著提高了土壤木质素酶活性。 此外，通过线

性回归分析，进一步确认了降雨量在 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ｍ 时

与木质素酶活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图 ３，图 ４）。 这

表明在 ＣＯ２浓度升高的背景下，一定程度的年降雨量的

增加可能是提高木质素酶活性的重要环境因子。 研究

结果显 示， 自 由 空 气 ＣＯ２ 富 集 实 验 （ Ｆｒｅｅ ａｉｒ ＣＯ２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ＦＡＣＥ）对纤维素酶和木质素酶的活性均有

增强作用（Ｐ＜０．０５），而开顶式实验（Ｏｐｅｎ⁃ｔｏｐ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ＴＣ）对木质素酶活性并无显著影响（图 ５）。

通过 ＳＯＣ 含量变化的数据和酶活性变化的线性拟

合分析，可以发现在 ＣＯ２浓度升高下，木质素酶活性变

化却与 ＳＯＣ 含量变化呈正相关，而纤维素酶活性变化

与 ＳＯＣ 含量变化之间没有关系（图 ６）。 然而 ＳＯＣ 的数

据记录仅有 ３０ 条，所涉及的实验研究仅为 １３ 篇，数据

量较小，对其做模型选择分析可能出现过拟合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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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年降雨量与木质素酶活性变化的线性关系

　 Ｆｉｇ．４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ｇｎｉｎ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因此通过 ｒｍａ．ｍｖ 函数计算其他因子对 ＳＯＣ 含量变化

的影响。 由于实验方法、ＣＯ２浓度的增量、土壤有机氮

含量、年平均降雨量对酶的活性变化都有影响，因此在

ｒｍａ．ｍｖ 函数计算中将这四个变量作为参数，求各个参

数对 ＳＯＣ 含量变化的效应值。 结果显示，唯有实验方

法中的 ＦＡＣＥ 实验对 ＳＯＣ 含量变化有显著影响（图 ６）。
该图针对不同实验方法如 ＦＡＣＥ 和 ＯＴＣ，详细分析了它

们对 ＳＯＣ 含量变化的具体影响，并探讨了酶活性与

ＳＯＣ 含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这种分层分析帮助本研究

更准确地理解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环境变量如何影响土

壤有机碳的存储和循环。

图 ５　 不同实验方法对纤维素酶活性和木质素酶活性变化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ｃｅｌｌｕｌ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ｇｎｉｎ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ＡＣＥ：自由空气 ＣＯ２富集实验；ＯＴＣ：开顶室实验

３　 讨论

３．１　 ＣＯ２浓度升高对纤维素酶和木质素酶活性的影响

植物残体在土壤中的分解过程通常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包含可溶性有机化合物和部分易分解的

有机化合物的植物残体被快速矿化，如淀粉，糖类，纤维素等［４７—４８］；第二阶段，植物残体分解变缓，其中主要包

含木质素、蜡质等有机物以及未被分解的残体。 在碳循环过程中：纤维素酶参与相对不稳定的碳库（即纤维

素）的分解，木质素酶参与分解相对稳定的碳库（即木质素） ［４９］。 因此在 ＣＯ２浓度升高下，植物的光合作用加

速，产生更多的植物残体，提供大量不稳定碳，刺激微生物分泌大量的纤维素酶，纤维素酶活性增强［５０］，并随

着土壤不稳定碳的消耗殆尽，ＣＯ２的持续通入激发土壤层中的稳定碳的分解，导致催化土壤木质素的分解酶

活性增强。 本研究认识到，植被类型及其管理方式如施肥、灌溉和耕作等，对土壤酶活性具有重要影响。 不同

植被类型可能因其特有的根系分泌物和凋落物组成差异，导致土壤微环境和微生物活性的变化，进而影响酶

活性。 在未来的研究中，将重点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具体影响纤维素酶和木质素酶的活性。 此外，还计划通过

实验设计控制和变化这些管理方式，以详细探究它们对土壤碳循环过程中酶活性的具体作用机制。 这将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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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的实验方法对 ＣＯ２浓度升高下有机碳含量变化的影响以及有机碳含量和纤维素酶活性，木质素酶活性变化的线性关系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ＯＣ ｕｎｄｅｒ ｅＣＯ２，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Ｃ ａｎｄ ｃｅｌｌｕｌ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Ｃ ａｎｄ ｌｉｇｎｉｎ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ｙ＝ ０．０２２５４＋０．２４０６６ｘ， Ｒ＝ ０．７２， Ｐ＜０．０１， ｎ＝ １７； ｌｎＲ⁃ＳＯＣ 表示有机碳含量；ｌｎＲ⁃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表示纤维素酶活性（红色）以及木质素酶活性

（绿色）变化阴影部分代表 ９５％的置信区间

于更全面地理解大气 ＣＯ２浓度升高对土壤碳动态的影响。
模型选择的结果显示实验方法对两种酶活性增强均有显著影响，通过对比两种实验方法发现 ＯＴＣ 实验

周期较短，不能连续通入 ＣＯ２，还与外界的土壤环境有一定的隔离，存在着根部屏障［５１—５２］，因此推测在一定程

度上 ＯＴＣ 实验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短周期的实验研究对纤维素酶活性的影响明显，而难降解的木质素则需

要更长的周期才可被分解［２０］，因此在 ＯＴＣ 系统中木质素酶活性变化不显著。 此外，在总计 ３２ 篇的文献报道

中包含 ＯＴＣ 实验的研究仅占 １１ 篇，而 ＦＡＣＥ 实验的文献量约为 ＯＴＣ 实验的两倍，在数据统计上有一定的

误差。
３．２　 环境变量对酶活性变化的影响

有实验研究表明，土壤微生物对土壤氮敏感，实验中添加氮给予了土壤一定的养分，并需要更多的碳以满

足自身的生长发育，因此添加氮不仅促进了碳降解酶活性的增强，还将导致土壤中的不稳定碳库含量增加，减
少稳定碳库的碳含量［５３］。 氮作为植物生长的营养元素，氮含量的多少直接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ＣＯ２浓度升

高和氮含量增加的相互作用，不仅促进着凋落物分解、刺激着微生物生长，还会提高酶的活性、土壤有机质的

矿化、并加速稳定碳库的分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有机碳的固存，对土壤微生物群落有显著影响［５４］。
本文收集的实验文献中 ＣＯ２浓度的增量范围在 ７０—４００μｍｏｌ ／ ｍｏｌ，其浓度变化将导致植物的氮含量变化

以及影响植物对氮素的利用［５５］，并有实验研究表明，适当地增加 ＣＯ２浓度将有助于植物叶片对氮素的吸收，

从而促进光合效率［５６］，而高浓度的 ＣＯ２将会影响植物对氮素的利用，形成氮限制，从而减弱光合作用，影响酶

的分泌以及其活性变化［５７］。
年平均降雨量主要通过影响土壤的含水量来作用，研究表明，降水格局的改变通过增加土壤水分，进而影

响生态系统并加速土壤中各种营养物质的溶解，从而提高土壤中有机碳含量［５８］；也有文献研究表明，含水量

增加将导致根生物量减少［５９］，进而影响根部微生物对土壤中碳氮磷的利用。 例如，降雨量增加会提高土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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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氮矿化速率，从而增强微生物对氮的利用效率，这种变化可能导致土壤中碳氮比例的调整，间接影响土壤酶

的活性变化［６０—６１］，此外，随着降雨量的增加，土壤氧化酶（如木质素酶）活性显著增强，ＳＯＣ 含量也明显增加，
这表明降雨量在调节土壤碳动态中起着重要作用［６２］；有研究显示，ｅＣＯ２ 和增加降雨的共同作用可能对某些

酶活性产生负面影响，这可能与实验设置和具体生态系统特征有关［３０］。 具体而言，降雨量的增加可能通过以

下几种途径影响木质素酶活性：（１） 提高土壤湿度，增强微生物活动，促进木质素酶的分泌；（２） 通过改变土

壤的氮矿化速率，影响微生物对氮的利用，从而调节酶的活性；（３） 增加土壤有机质的溶解度，提供更多的底

物供酶作用。 通过这些途径，降雨量多的地方土壤的木质素酶活性对 ＣＯ２升高的响应更强。 本研究的新发现

表明，ＣＯ２浓度升高不仅增加了纤维素酶和木质素酶的活性，同时也显著提高了土壤有机碳含量。 此外，通过

详细分析降雨量和土壤有机氮含量对酶活性变化的影响，本研究发现这些环境因子在不同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存在显著差异。 这些结果有助于加深对 ＣＯ２浓度升高对土壤酶活性和碳循环影响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和

理论依据。 在本研究中，虽然数据显示年降雨量为 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ｍ 时酶活性的变化显著，但是还缺乏大量数据

的支撑。

　 图 ７　 ＣＯ２浓度升高下，木质素酶以及其主要组分的活性变化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ｉ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ｅＣＯ２

ＰＯ： Ｐｈｅｎｏｌ ｏｘｉｄａｓｅ，酚氧化酶； ＰＰＯ：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 ｏｘｉｄａｓｅ，多酚氧化

酶； ＰＥＲ：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过氧化物酶；括号里的数代表酶的观测组数

３．３　 ＣＯ２浓度升高对有机碳含量的影响

在 ＣＯ２浓度升高的背景下，有机碳含量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由于碳降解酶介导着土壤碳循环［２１］，纤维

素酶主要分解不稳定的碳，而木质素酶分解稳定的碳，因此从碳降解酶的角度出发，认为有机碳含量增多可能

有以下几点原因：
ＣＯ２浓度升高刺激植物生长发育，产生大量凋落物，当大量的凋落物进入土壤后，首先形成不稳定的易降

解的有机碳，由纤维素酶的水解作用分解，使得大量有机碳分解并释放出碳，为微生物提供生长发育所需要的

能量［２０，６３—６５］，而木质素酶活性的变化与有机碳含量变化呈正相关可能是由于木质素酶将难降解的木质素解

聚［４４，６６—６７］，随后，这些分解产物可能参与更复杂的化学和微生物作用，最终转化为土壤腐殖质。 腐殖质的形

成是一个涉及有机物质降解和复杂化学过程的综合结果，这一过程通常涉及土壤有机质与无机颗粒（如粘土

矿物和氧化物）的相互作用，而非简单的与‘无机复合体’结合。
在本研究中，木质素酶分为酚氧化酶，多酚氧化酶以及过氧化物酶，其中只有酚氧化酶活性增强最为显著

（图 ７， Ｐ ＜０．０００１），而当年降雨量达到一定程度时，该地区土壤水含量增加，易形成厌氧环境［５８］，而在厌氧环

境中，酚氧化酶将充当＂酶锁＂的作用［６８］：通过氧化含酚

化合物从而抑制水解酶的活性［６９—７１］，进而抑制有机碳

的分解，并且酚氧化酶还能够将土壤中的芳香族化合物

氧化成醌类，与土壤中的蛋白质、糖类等物质反应生成

复杂的有机物［６４，７２—７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有机碳

的稳定性。 此外，也有研究发现酚氧化酶活性的增强有

利于减缓土壤有机质的矿化速度［７４］，抑制有机碳的分

解，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有机碳含量。
尽管有机碳含量与木质素酶活性呈现正相关，表明

木质素酶的活性增强可能促进了有机碳的积累，这初看

似乎与木质素酶的‘酶锁’作用相矛盾，后者理论上应

减少有机碳的分解。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实际上揭

示了一个更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在 ＣＯ２浓度升高的环

境下，木质素酶的‘酶锁’作用可能有助于保持部分有

机碳的稳定，而同时植物生物量的整体增加导致总体有

机碳输入量增多，这不仅促进了木质素的分解，也增加

了土壤中的有机碳储存。 此外，高 ＣＯ２条件下植物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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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增加为微生物活动提供了更多的基质，进一步复杂化了土壤中的碳动态。

４　 结论展望与不足

总体而言，ＣＯ２浓度的升高普遍提高了纤维素酶和木质素酶的活性，促使有机碳含量增加；具体而言，ＣＯ２

浓度升高刺激植物生长并产生大量凋落物，给予土壤更多的养分以及有机碳，促进纤维素酶和木质素酶的活

性增强，与此同时，纤维素酶的水解作用催化着有机碳分解，加速土壤不稳定有机碳的流失。 本研究观察到随

着 ＣＯ２浓度升高，土壤中木质素酶的活性有所增强。 本研究数据显示，尽管通常预期木质素酶活性的增加会

加速有机碳的分解，但实际上有机碳含量也出现了增加。 这表明在特定的实验条件下，木质素酶可能通过尚

未完全了解的机制影响有机碳的循环。 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木质素酶活性增强与土壤有机碳含量变化

之间的关系，并且需要对可能涉及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同时，大量的研究也表明 ＣＯ２浓

度升高，带来的间接环境变化以及实验时的土壤环境、地理环境以及人为因素带来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这些因

素与气候变化一同影响着土壤生态系统酶活性以及 ＳＯＣ 含量的变化。 说明在 ＣＯ２浓度升高下土壤碳降解酶

在调控土壤碳循环中具有关键作用，对 ＳＯＣ 的分解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ＣＯ２浓度升高影响土壤对碳的固定，本文的研究结果也为气候变化有利于土壤固碳提供一定的理论依

据。 但是还应该考虑肥料的大量添加以及氮沉降等人为影响对土壤碳固存的影响，以及 ＣＯ２浓度升高和氮沉

降的交互影响［３６］。 因此，在土壤碳的研究上还需要从环境因子的交互性影响深入探讨；另一方面，ＦＡＣＥ 系统

被认为是最接近自然的一种模拟大气气体浓度增加对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平台，但建设成本高，因此还需要

更多低成本的 ＦＡＣＥ 系统建设技术［７５］，通过模拟实验的方法可以有效观测土壤对气候变化的反馈，并在此基

础上延长实验周期，将各种环境因素均纳入实验系统，通过完善 ＦＡＣＥ 实验以探索气候变化对地下生态环境

的长期影响，以期模拟出更加精准的实验结果，以预测未来土壤生态系统的响应以及反馈。 然而，本文的研究

仅在已发表的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文献数量有限，局限性强，还需要通过更多的实验检验：延长实验周期，控制

环境变量，考虑微生物的季节节律，纳入土壤营养水平等，以预测气候变化对土壤碳循环的长期动态影响，以
及土壤环境对气候变化的具体响应、反馈。 此外，本文研究中使用的数据量有限，所用的统计方法并不能解释

每一个环境因子以及实验因子对酶活性变化以及有机碳含量变化的具体影响，因此，还应该多学习不同的统

计学方法，使得研究内容不局限于研究方法，可以更加全面高效的探索环境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未来研

究中还将寻求扩大样本量，以便更准确地验证和深化本研究的发现。 通过集成更多的数据和采用更先进的统

计分析技术，本研究期待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关于 ＣＯ２浓度升高对土壤碳循环影响的理解。
本研究的新发现揭示了 ＣＯ２浓度升高对土壤碳降解酶活性和有机碳含量的显著影响。 本研究发现，ＣＯ２

浓度升高不仅增加了纤维素酶和木质素酶的活性，同时显著提高了土壤有机碳含量。 这一发现为碳降解酶在

ＣＯ２浓度升高背景下的动态变化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此外，通过详细分析降雨量和土壤有机氮含量对酶活

性变化的影响，本研究发现这些环境因子在不同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这些结果不仅加深了对

ＣＯ２浓度升高对土壤酶活性和碳循环影响的理解，还为未来的土壤碳动态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总之，本研

究的新发现和新认知有助于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理解气候变化背景下土壤碳循环的复杂性。 通过揭

示 ＣＯ２浓度升高对土壤碳降解酶和有机碳含量的影响机制，本研究为制定更有效的环境保护和碳管理策略提

供了科学支持。 这不仅丰富了现有的科学知识体系，也为应对未来的气候变化挑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 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 气候变化 ２０２１：物理科学基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ｐｃｃ． ｃｈ ／

ｒｅｐｏｒｔ ／ ａｒ６ ／ ｗｇ１ ／ ． （２０２１） ．

［ ２ ］ 　 Ｎｉｅ Ｍ， Ｌｕ Ｍ， Ｂｅｌｌ Ｊ， Ｒａｕｔ Ｓ， Ｐｅｎｄａｌｌ Ｅ．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ｒｏｏｔ ｔｒａｉｔｓ ｄｕｅ ｔｏ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Ｏ２：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１３， ２２

（１０）： １０９５⁃１１０５．

［ ３ ］ 　 Ｂｅｎｌｌｏｃｈ⁃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Ｍ， Ｂｅｒｇｅｒ Ｊ， Ｂｒａｍｌｅｙ Ｈ， Ｒｅｂｅｔｚｋｅ Ｇ， Ｐａｌｔａ Ｊ Ａ． Ｔｈ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ｒｏｏ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ｄｅｒ

００２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Ｏ２ ．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２０１４， ３７４（１）： ９６３⁃９７６．

［ ４ ］ 　 骆亦其， 夏建阳． 陆地碳循环的动态非平衡假说． 生物多样性， ２０２０， ２８（１１）： １４０５⁃１４１６．

［ ５ ］ 　 Ｅａｍｕｓ Ｄ， Ｏ′Ｇｒａｄｙ Ａ Ｐ， Ｈｕｔｌｅｙ Ｌ．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ｗｅｔ ｓｅａｓ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ｔ⁃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ａｖａｎｎａ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Ｔｒｅ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 １２１９⁃１２２６．

［ ６ ］ 　 Ｇａｍａｇｅ Ｄ，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Ｍ，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Ｍ， Ｈｉｒｏｔｓｕ Ｎ， Ｍａｋｉｎｏ Ａ， Ｓｅｎｅｗｅｅｒａ Ｓ． Ｎｅ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ｔ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 ４１（６）： １２３３⁃１２４６．

［ ７ ］ 　 Ｍａｌｉｋ Ａ Ａ， Ｐｕｉｓｓａｎｔ Ｊ， Ｇｏｏｄａｌｌ Ｔ， Ａｌｌｉｓｏｎ Ｓ Ｄ，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Ｒ Ｉ．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ｌｏｗｅ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ｙｉｅｌｄ．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９， １３２： ３６⁃３９．

［ ８ ］ 　 Ｋｅｌｌｅｙ Ａ Ｍ， Ｆａｙ Ｐ Ａ， Ｐｏｌｌｅｙ Ｈ Ｗ， Ｇｉｌｌ Ｒ Ａ，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Ｒ Ｂ．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２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２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Ｅｃ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１１， ２（８）： ａｒｔ９６．

［ ９ ］ 　 Ｋｏｎｇ Ａ Ｙ Ｙ， Ｓｉｘ Ｊ， Ｂｒｙａｎｔ Ｄ Ｃ， Ｄｅｎｉｓｏｎ Ｒ Ｆ， ｖａｎ Ｋｅｓｓｅｌ Ｃ．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ｐｕｔ，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５， ６９（４）： １０７８⁃１０８５．

［１０］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Ｍ Ａ， Ｒｉｃｅ Ｃ Ｗ， Ｏｗｅｎｓｂｙ Ｃ 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１５Ｎ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ａ ｔａｌｌｇｒａｓｓ ｐｒａｉｒｉ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８⁃ｙ ｏｆ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２ ．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６， ３８（２）： ４０９⁃４１２．

［１１］ 　 王树涛， 门明新， 刘微， 许皞． 农田土壤固碳作用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影响． 生态环境， ２００７， １６（６）： １７７５⁃１７８０．

［１２］ 　 Ｌｕｏ Ｙ Ｑ， Ｈｕｉ Ｄ Ｆ， Ｚｈａｎｇ Ｄ Ｑ．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Ｏ２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ｓ ｎｅ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 ８７（１）： ５３⁃６３．

［１３］ 　 曹宏杰， 倪红伟． 大气 ＣＯ２升高对土壤碳循环影响的研究进展． 生态环境学报， ２０１３， ２２（１１）： １８４６⁃１８５２．

［１４］ 　 Ｋｕｚｙａｋｏｖ Ｙ， Ｈｏｒｗａｔｈ Ｗ Ｒ， Ｄｏｒｏｄｎｉｋｏｖ Ｍ， Ｂｌａｇｏｄａｔｓｋａｙａ 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２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Ｎｏ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ｏｏｌｓ， ｂｕ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ｌｕｘ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ｃｙｃｌｅｓ．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９， １２８： ６６⁃７８．

［１５］ 　 Ｂｕｔｔｅｒｌｙ Ｃ Ｒ，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Ｌ Ａ， Ｗｉｌｔｓｈｉｒｅ Ｊ Ｌ， Ｆｒａｎｋｓ Ａ Ｅ，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Ｒ Ｄ， Ｃｈｅｎ Ｄ Ｌ， Ｍｅｌｅ Ｐ Ｍ， Ｔａｎｇ Ｃ Ｘ．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Ｏ２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ｓｏｉｌｓ．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６， ９７： １５７⁃１６７．

［１６］ 　 张彦军， 党水纳， 任媛媛， 梁婷， 郁科科， 邹俊亮， 刘方． 基于 Ｍｅｔａ 分析的土壤呼吸对凋落物输入的响应． 生态环境学报， ２０２０， ２９（３）：

４４７⁃４５６．

［１７］ 　 刘树伟， 纪程， 邹建文． 陆地生态系统碳氮过程对大气 ＣＯ２浓度升高的响应与反馈．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４２（５）： ７８１⁃７８６．

［１８］ 　 Ｂａｉｌｅｙ Ｖ Ｌ， Ｂｏｎｄ⁃Ｌａｍｂｅｒｔｙ Ｂ， ＤｅＡｎｇｅｌｉｓ Ｋ， Ｓｔｕａｒｔ Ｇｒａｎｄｙ Ａ， Ｈａｗｋｅｓ Ｃ Ｖ，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Ｋ， Ｌａｊｔｈａ Ｋ，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Ｒ Ｐ， Ｓｕｌｍａｎ Ｂ Ｎ， Ｔｏｄｄ⁃Ｂｒｏｗｎ Ｋ

Ｅ Ｏ， Ｗａｌｌｅｎｓｔｅｉｎ Ｍ Ｄ．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ｐｒｏｘ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 ２４（３）： ８９５⁃９０５．

［１９］ 　 Ａｍｅｌｕｎｇ Ｗ， Ｂｏｓｓｉｏ Ｄ，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Ｗ， Ｋöｇｅｌ⁃Ｋｎａｂｎｅｒ Ｉ， Ｌｅｈｍａｎｎ Ｊ， Ａｍｕｎｄｓｏｎ Ｒ， Ｂｏｌ Ｒ，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Ｃ， Ｌａｌ Ｒ， Ｌｅｉｆｅｌｄ Ｊ， Ｍｉｎａｓｎｙ Ｂ， Ｐａｎ Ｇ，

Ｐａｕｓｔｉａｎ Ｋ， Ｒｕｍｐｅｌ Ｃ， Ｓａｎｄｅｒｍａｎ Ｊ， ｖａｎ Ｇｒｏｅｎｉｇｅｎ Ｊ Ｗ， Ｍｏｏｎｅｙ Ｓ， ｖａｎ Ｗｅｓｅｍａｅｌ Ｂ， Ｗａｎｄｅｒ Ｍ， Ｃｈａｂｂｉ Ａ．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ｓｃａｌｅ ｓｏｉ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０， １１（１）： ５４２７．

［２０］ 　 Ｃｈｅｎ Ｊ， Ｅｌｓｇａａｒｄ Ｌ， ｖａｎ Ｇｒｏｅｎｉｇｅｎ Ｋ Ｊ， Ｏｌｅｓｅｎ Ｊ Ｅ， Ｌｉａｎｇ Ｚ， Ｊｉａｎｇ Ｙ， Ｌａｅｒｋｅ Ｐ Ｅ， Ｚｈａｎｇ Ｙ Ｆ， Ｌｕｏ Ｙ Ｑ， Ｈｕｎｇａｔｅ Ｂ Ａ， Ｓｉｎｓａｂａｕｇｈ Ｒ Ｌ，

Ｊøｒｇｅｎｓｅｎ Ｕ．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ｌｏｓｓ ｗｉｔｈ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ａｒｂｏｎ⁃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０， ２６（４）： １９４４⁃１９５２．

［２１］ 　 Ｃｕｓａｃｋ Ｄ Ｆ， Ｓｉｌｖｅｒ Ｗ Ｌ， Ｔｏｒｎ Ｍ Ｓ， Ｂｕｒｔｏｎ Ｓ Ｄ， Ｆｉｒｅｓｔｏｎｅ Ｍ Ｋ．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ｗ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９２（３）： ６２１⁃６３２．

［２２］ 　 Ｘｉａｏ Ｙ， Ｈｕａｎｇ Ｚ Ｇ， Ｌｕ Ｘ Ｇ．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ｌａｂ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５， ８２： ３８１⁃３８９．

［２３］ 　 Ｌｉ Ｘ Ｆ， Ｈａｎ Ｓ Ｊ， Ｇｕｏ Ｚ Ｌ， Ｓｈａｏ Ｄ Ｋ， Ｘｉｎ Ｌ Ｈ．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Ｏ２ ａｆｆｅｃｔ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ａ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ｏａｋ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０， ４２（７）： １１０１⁃１１０７．

［２４］ 　 许淼平， 任成杰， 张伟， 陈正兴， 付淑月， 刘伟超， 杨改河， 韩新辉．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磷与土壤酶化学计量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

制．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１８， ２９（７）： ２４４５⁃２４５４．

［２５］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Ｒ Ｐ， Ｆｉｎｚｉ Ａ Ｃ，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 Ｅ 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ｏｏｔ ｅｘｕ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 ｔｏ Ｎ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ｉｎ ａ ｐｉｎ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ｕｎｄｅｒ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Ｏ２

ｆｕｍ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１， １４（２）： １８７⁃１９４．

［２６］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ｙａ Ｐ， Ｒｏｙ Ｋ Ｓ， Ｎｅｏｇｉ Ｓ， Ｄａｓｈ Ｐ Ｋ， Ｎａｙａｋ Ａ Ｋ， Ｍｏｈａｎｔｙ Ｓ， Ｂａｉｇ Ｍ Ｊ， Ｓａｒｋａｒ Ｒ Ｋ， Ｒａｏ Ｋ 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Ｏ２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ｓｏｉｌ Ｃ ａｎｄ 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４ ａｎｄ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ｌｏｏｄｅｄ ｒｉｃｅ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４６１： ６０１⁃６１１．

［２７］ 　 Ｆａｎｇ Ｈ Ｊ， Ｃｈｅｎｇ Ｓ Ｌ， Ｌｉｎ Ｅ Ｄ， Ｙｕ Ｇ Ｒ， Ｎｉｕ Ｓ Ｌ， Ｗａｎｇ Ｙ Ｓ， Ｘｕ Ｍ Ｊ， Ｄａｎｇ Ｘ Ｓ， Ｌｉ Ｌ Ｓ， Ｗａｎｇ Ｌ．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ｓ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ｗａｔ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５， １２２

（２）： ２５３⁃２６７．

１０２３　 ７ 期 　 　 　 樊陈启　 等：ＣＯ２浓度升高对土壤碳降解酶活性和有机碳的影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２８］　 Ｍｅｉｅｒ Ｉ Ｃ， 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 Ｓ Ｇ， Ｂｒｚｏｓｔｅｋ Ｅ Ｒ， Ｌｕｋｅ ＭｃＣｏｒｍａｃｋ Ｍ，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Ｒ Ｐ． Ｔｈｅ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ｈｙｐｈｏｓｐｈｅ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Ｏ２ ．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ｈｙｔｏｌｏｇｉｓｔ， ２０１５， ２０５（３）： １１６４⁃１１７４．

［２９］ 　 Ｇｕｅｎｅｔ Ｂ， Ｌｅｎｈａｒｔ Ｋ， Ｌｅｌｏｕｐ Ｊ， Ｇｉｕｓｔｉ⁃Ｍｉｌｌｅｒ Ｓ， Ｐｏｕｔｅａｕ Ｖ， Ｍｏｒａ Ｐ， Ｎｕｎａｎ Ｎ， Ａｂｂａｄｉｅ 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Ｏ２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Ｇｅｏｄｅｒｍａ， ２０１２， １７０： ３３１⁃３３６．

［３０］ 　 Ｈｅｎｒｙ Ｈ Ａ Ｌ， Ｊｕａｒｅｚ Ｊ Ｄ， Ｆｉｅｌｄ Ｃ Ｂ， Ｖｉｔｏｕｓｅｋ Ｐ Ｍ．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Ｏ２， 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 １１（１０）： １８０８⁃１８１５．

［３１］ 　 Ｈａｓｅｇａｗａ Ｓ，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Ｃ Ａ， Ｐｏｗｅｒ Ｓ Ａ．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ｌｉｍｉｔｅｄ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２２（４）： １６２８⁃１６４３．

［３２］ 　 Ｏｃｈｏａ⁃Ｈｕｅｓｏ Ｒ， Ｈｕｇｈｅｓ Ｊ， Ｄｅｌｇａｄｏ⁃Ｂａｑｕｅｒｉｚｏ Ｍ， Ｄｒａｋｅ Ｊ Ｅ， Ｔｊｏｅｌｋｅｒ Ｍ Ｇ， Ｐｉñｅｉｒｏ Ｊ， Ｐｏｗｅｒ Ｓ Ａ．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ｄｒｉｖｅ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２ ｉｎ ａ ｍａｔｕｒｅ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２０１７， ４１６（１）： ２８３⁃２９５．

［３３］ 　 Ｓｉｎｇｈ Ａ Ｋ， Ｒａｉ Ａ， Ｋｕｓｈｗａｈａ Ｍ， Ｃｈａｕｈａｎ Ｐ Ｓ， Ｐａｎｄｅｙ Ｖ， Ｓｉｎｇｈ Ｎ． Ｔｒｅ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Ｏ２ ｏｎ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 ２３１： １２１１⁃１２２１．

［３４］ 　 Ｋａｎｄｅｌｅｒ Ｅ， Ｍｏｓｉｅｒ Ａ Ｒ， Ｍｏｒｇａｎ Ｊ Ａ， Ｍｉｌｃｈｕｎａｓ Ｄ Ｇ， Ｋｉｎｇ Ｊ Ｙ， Ｒｕｄｏｌｐｈ Ｓ， Ｔｓｃｈｅｒｋｏ 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ｉｎ ａ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６， ３８（８）： ２４４８⁃２４６０．

［３５］ 　 Ｋａｎｇ Ｈ， Ｋｉｍ Ｓ Ｙ， Ｆｅｎｎｅｒ Ｎ，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Ｃ． Ｓｈｉｆ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Ｏ２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５， ３３７（１ ／ ２ ／ ３）： ２０７⁃２１２．

［３６］ 　 Ｌｕｏ Ｒ Ｙ， Ｆａｎ Ｊ Ｌ， Ｗａｎｇ Ｗ Ｊ， Ｌｕｏ Ｊ Ｆ， Ｋｕｚｙａｋｏｖ Ｙ， Ｈｅ Ｊ Ｓ， Ｃｈｕ Ｈ Ｙ， Ｄｉｎｇ Ｗ Ｘ．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ｓ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ｌｏｓｓ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 ６５０： ３０３⁃３１２．

［３７］ 　 Ｌｉｕ Ｊ Ｘ， Ｚｈｏｕ Ｇ Ｙ， Ｚｈａｎｇ Ｄ Ｑ， Ｘｕ Ｚ Ｈ， Ｄｕａｎ Ｈ Ｌ， Ｄｅｎｇ Ｑ， Ｚｈａｏ 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ｏｉ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２０１０， １０（４）： ７３０⁃７３８．

［３８］ 　 Ｒａｋｈｓｈ Ｆ， Ｇｏｌｃｈｉｎ Ａ．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ａ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ｌａ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８， １６３： ２１４⁃２２６．

［３９］ 　 Ｔｅｒｒｅｒ Ｃ，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Ｒ Ｐ， Ｈｕｎｇａｔｅ Ｂ Ａ， Ｒｏｓｅｎｄｅ Ｊ， Ｐｅｔｔ⁃Ｒｉｄｇｅ Ｊ， Ｃｒａｉｇ Ｍ Ｅ， ｖａｎ Ｇｒｏｅｎｉｇｅｎ Ｋ Ｊ， Ｋｅｅｎａｎ Ｔ Ｆ， Ｓｕｌｍａｎ Ｂ Ｎ， Ｓｔｏｃｋｅｒ Ｂ Ｄ， Ｒｅｉｃｈ Ｐ

Ｂ， 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ｉ Ａ Ａ， Ｐｅｎｄａｌｌ Ｅ， Ｚｈａｎｇ Ｈ， Ｅｖａｎｓ Ｒ Ｄ， Ｃａｒｒｉｌｌｏ Ｙ， Ｆｉｓｈｅｒ Ｊ Ｂ， Ｖａｎ Ｓｕｎｄｅｒｔ Ｋ， Ｖｉｃｃａ Ｓ，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Ｒ Ｂ． Ａ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ｕｎｄｅｒ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Ｏ２ ．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２１， ５９１（７８５１）： ５９９⁃６０３．

［４０］ 　 Ｈｅｄｇｅｓ Ｌ Ｖ， Ｇｕｒｅｖｉｔｃｈ Ｊ， Ｃｕｒｔｉｓ Ｐ 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ａｔｉｏｓ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９， ８０（４）： １１５０．

［４１］ 　 ｖａｎ Ｇｒｏｅｎｉｇｅｎ Ｋ Ｊ， Ｑｉ Ｘ， 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Ｃ Ｗ， Ｌｕｏ Ｙ Ｑ， Ｈｕｎｇａｔｅ Ｂ Ａ． Ｆａｓ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２ Ｌｉｍｉｔｓ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３４４（６１８３）： ５０８⁃５０９．

［４２］ 　 Ｇａｒｃíａ⁃Ｐａｌａｃｉｏｓ Ｐ， Ｖａｎｄｅｇｅｈｕｃｈｔｅ Ｍ Ｌ， Ｓｈａｗ Ｅ Ａ， Ｄａｍ Ｍ， Ｐｏｓｔ Ｋ Ｈ， Ｒａｍｉｒｅｚ Ｋ Ｓ， Ｓｙｌｖａｉｎ Ｚ Ａ， ｄｅ Ｔｏｍａｓｅｌ Ｃ Ｍ， Ｗａｌｌ Ｄ Ｈ． 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ｌｉｎｋ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ｏ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Ｏ２， 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２１（４）： １５９０⁃１６００．

［４３］ 　 Ｚｈａｏ Ｆ Ｚ， Ｒｅｎ Ｃ Ｊ， Ｓｈｅｌｔｏｎ Ｓ， Ｗａｎｇ Ｚ Ｔ， Ｐａｎｇ Ｇ Ｗ， Ｃｈｅｎ Ｊ， Ｗａｎｇ Ｊ．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７， ２４９： ５０⁃５６．

［４４］ 　 Ｃｈｅｎ Ｊ， Ｌｕｏ Ｙ Ｑ， Ｇａｒｃíａ⁃Ｐａｌａｃｉｏｓ Ｐ， Ｃａｏ Ｊ Ｊ， Ｄａｃａｌ Ｍ， Ｚｈｏｕ Ｘ Ｈ， Ｌｉ Ｊ Ｗ， Ｘｉａ Ｊ Ｙ， Ｎｉｕ Ｓ Ｌ， Ｙａｎｇ Ｈ Ｙ， Ｓｈｅｌｔｏｎ Ｓ， Ｇｕｏ Ｗ， ｖａｎ Ｇｒｏｅｎｉｇｅｎ Ｋ

Ｊ．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 ２４（１０）：

４８１６⁃４８２６．

［４５］ 　 Ｖｉｅｃｈｔｂａｕｅｒ Ｗ．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ｉｎ 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ｍｅｔａｆｏｒＰａｃｋａ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２０１０， ３６（３）：１⁃４８

［４６］ 　 Ｃａｌｃａｇｎｏ Ｖ， ｄｅ Ｍａｚａｎｃｏｕｒｔ Ｃ． ｇｌｍｕｌｔｉ： Ａｎ Ｒ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ｆｏｒ ｅａｓｙ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２０１０， ３４（１２）：１⁃２９．

［４７］ 　 Ｓｃｈｉｍｅｌ Ｊ Ｐ， Ｗｅｉｎｔｒａｕｂ Ｍ 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ｘｏ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ｉｌ：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３， ３５（４）： ５４９⁃５６３．

［４８］ 　 Ｍａ Ｗ Ｗ， Ｌｉ Ｇ， Ｗｕ Ｊ Ｈ， Ｘｕ Ｇ Ｒ， Ｗｕ Ｊ Ｑ．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ｌａｂ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ｃｙｃｌｅ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ｗｅｔ ｍｅａｄｏｗ ｏ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Ｇｅｏｄｅｒｍａ， ２０２０， ３７７： １１４５６５．

［４９］ 　 Ｗｕ Ｊ Ｊ， Ｚｈａｎｇ Ｑ， Ｚｈａｎｇ Ｄ Ｄ， Ｊｉａ Ｗ， Ｃｈｅｎ Ｊ， Ｌｉｕ Ｇ Ｈ， Ｃｈｅｎｇ Ｘ Ｌ．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ａｓｅ ｔｏ ｃｅｌｌｕｌａｓ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ｄｅｔｒｉｔｕｓ ｉｎｐｕｔ ｉｎ ａ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ｉ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２， １７０： １０４２６９．

［５０］ 　 Ｗｅｉｎｔｒａｕｂ Ｓ Ｒ， Ｗｉｅｄｅｒ Ｗ Ｒ，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Ｃ Ｃ，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Ａ Ｒ．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ｐｕｔｓ ｓｈｉｆｔ ｓｏｉｌ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ａ ｗｅｔ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３， １１４（１）： ３１３⁃３２６．

［５１］ 　 Ｌｏｎｇ Ｓ Ｐ， Ａｉｎｓｗｏｒｔｈ Ｅ Ａ， Ｒｏｇｅｒｓ Ａ， Ｏｒｔ Ｄ Ｒ． Ｒｉｓｉｎｇ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 ５５： ５９１⁃６２８．

２０２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５２］　 Ｍａｕｒｉ Ａ．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Ｏ２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ｍａｉ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Ｆｏｒｅｓｔ⁃Ｂｉｏ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２０１０， ３（４）： １０９⁃１１２．

［５３］ 　 Ｌｕｏ Ｘ Ｚ， Ｈｏｕ Ｅ Ｑ， Ｚａｎｇ Ｘ Ｗ， Ｚｈａｎｇ Ｌ Ｌ， Ｙｉ Ｙ Ｆ， Ｗｅｎ Ｄ Ｚ．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２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 Ｃｄ⁃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 ｍｅｓｏｃｏｓｍ ｓｔｕｄ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 ６７１： １５７⁃１６４．

［５４］ 　 Ｘｉａｏ Ｌ， Ｌｉｕ Ｇ Ｂ， Ｌｉ Ｐ， Ｘｕｅ Ｓ．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Ｏ２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ｏｔｈｒｉｏｃｈｌｏａ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７， ７（１）： ６５２７．

［５５］ 　 Ｐｅｔｔｅｒｓｓｏｎ Ｒ，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Ａ Ｊ．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ｌ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ｔｏ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Ｏ２ ．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４， ３９

（３）： ３８９⁃４００．

［５６］ 　 王佳佳， 张明如， 高磊， 金迪， 何云核． 遮荫和氮素添加对芒萁光合特性与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西南林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 ２０１９，

３９（６）： ２４⁃３２．

［５７］ 　 王晓， 韦小丽， 吴高殷， 梁娴． 不同 ＣＯ２浓度下闽楠幼苗光合作用及氮素分配的响应机制． 西南林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 ２０２２， ４２（４）：

２４⁃３０．

［５８］ 　 闫钟清， 齐玉春， 李素俭， 董云社， 彭琴， 贺云龙， 李兆林． 降水和氮沉降增加对草地土壤微生物与酶活性的影响研究进展． 微生物学通

报， ２０１７， ４４（６）： １４８１⁃１４９０．

［５９］ 　 ＭｃＤａｎｉｅｌ Ｍ Ｄ， Ｋａｙｅ Ｊ Ｐ， Ｋａｙｅ Ｍ Ｗ．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 ｐｏｓｔ⁃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３， ５６： ９０⁃９８．

［６０］ 　 Ａｒａｎｉｂａｒ Ｊ Ｎ， Ｏｔｔｅｒ Ｌ， Ｍａｃｋｏ Ｓ Ａ， Ｆｅｒａｌ Ｃ Ｊ Ｗ， Ｅｐｓｔｅｉｎ Ｈ Ｅ， Ｄｏｗｔｙ Ｐ Ｒ， Ｅｃｋａｒｄｔ Ｆ， Ｓｈｕｇａｒｔ Ｈ Ｈ， Ｓｗａｐ Ｒ Ｊ．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ｐｌ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ｌｏｎｇ ａ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Ｋａｌａｈａｒｉ ｓａｎ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 １０（３）： ３５９⁃３７３．

［６１］ 　 Ｏｌｌｉｖｉｅｒ Ｊ， Ｔöｗｅ Ｓ， Ｂａｎｎｅｒｔ Ａ， Ｈａｉ Ｂ， Ｋａｓｔｌ Ｅ Ｍ， Ｍｅｙｅｒ Ａ， Ｓｕ Ｍ Ｘ， Ｋｌｅｉｎｅｉｄａｍ Ｋ， Ｓｃｈｌｏｔｅｒ Ｍ．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ｉｎ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ＥＭ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７８（１）： ３⁃１６．

［６２］ 　 Ｒｅｎ Ｃ Ｊ， Ｚｈａｏ Ｆ Ｚ， Ｓｈｉ Ｚ， Ｃｈｅｎ Ｊ， Ｈａｎ Ｘ Ｈ， Ｙａｎｇ Ｇ Ｈ， Ｆｅｎｇ Ｙ Ｚ， Ｒｅｎ Ｇ 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７， １１５： １⁃１０．

［６３］ 　 Ｗｉｃｋｉｎｇｓ Ｋ， Ｓｔｕａｒｔ Ｇｒａｎｄｙ Ａ， Ｒｅｅｄ Ｓ Ｃ，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Ｃ Ｃ．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２， １５

（１０）： １１８０⁃１１８８．

［６４］ 　 Ｌｉａｎｇ Ｑ， Ｇａｏ Ｒ Ｔ， Ｘｉ Ｂ Ｄ， Ｚｈａｎｇ Ｙ， Ｚｈａｎｇ Ｈ．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ｏｎ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１３５： １００⁃１０８．

［６５］ 　 Ｙａｎｇ Ｓ， Ｙａｏ Ｆ， Ｙｅ Ｊ， Ｆａｎｇ Ｓ， Ｗａｎｇ Ｚ Ｒ， Ｗａｎｇ Ｒ Ｚ， Ｚｈａｎｇ Ｑ Ｌ， Ｍａ Ｒ Ａ， Ｗａｎｇ Ｘ Ｇ， Ｊｉａｎｇ Ｙ， Ｄｏｒｏｄｎｉｋｏｖ Ｍ， Ｌｉ Ｈ， Ｚｏｕ Ｈ Ｔ． Ｌａ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ｌｉｇｎｉｎ ／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ａ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１９，

１０２： ５５７⁃５６８．

［６６］ 　 Ｓｉｎｓａｂａｕｇｈ Ｒ Ｌ． Ｐｈｅｎｏｌ ｏｘｉｄａｓｅ，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０， ４２（３）： ３９１⁃４０４．

［６７］ 　 刘佳， 张杰， 秦文婧， 杨成春， 谢杰， 项兴佳， 曹卫东， 徐昌旭． 红壤旱地毛叶苕子不同翻压量下腐解及养分释放特征． 草业学报， ２０１６，

２５（１０）： ６６⁃７６．

［６８］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Ｃ， Ｏｓｔｌｅ Ｎ， Ｋａｎｇ Ｈ． Ａｎ ｅｎｚｙｍｉｃ ‘ ｌａｔｃｈ’ ｏ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ｅ．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１， ４０９（６８１７）： １４９．

［６９］ 　 Ｚｉｂｉｌｓｋｅ Ｌ Ｍ，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Ｊ Ｍ． Ｏｘｙｇｅ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ｓｏｉｌ．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７， ７１（１）： １３３⁃１３９．

［７０］ 　 Ｌｉ Ｓ， Ｚｈａｎｇ Ｓ Ｒ， Ｐｕ Ｙ Ｌ， Ｌｉ Ｔ， Ｘｕ Ｘ Ｘ， Ｊｉａ Ｙ Ｘ， Ｄｅｎｇ Ｏ Ｐ， Ｇｏｎｇ Ｇ 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ｌａｂ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ｃｙｃｌｅ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ｒａｗ ｍｕｌｃｈ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Ｐｌａｉｎ．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１５５： ２８９⁃２９７．

［７１］ 　 Ｅｓｉａｎａ Ｂ Ｏ Ｉ， Ｃｏａｔｅｓ Ｃ Ｊ， Ａｄｄｅｒｌｅｙ Ｗ Ｐ， Ｂｅｒｎｓ Ａ Ｅ， Ｂｏｌ Ｒ． Ｐｈｅｎｏｌｏｘｉｄ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ｉｎ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ＵＫ．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２１， １６（１０）： ｅ０２５９２０５．

［７２］ 　 边雪廉， 赵文磊， 岳中辉， 王慧一， 焦浩， 隋海霞． 土壤酶在农业生态系统碳、氮循环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中国农学通报， ２０１６， ３２（４）：

１７１⁃１７８．

［７３］ 　 李增强， 张贤， 王建红， 曹凯， 徐昌旭， 曹卫东． 化肥减施对紫云英还田土壤活性有机碳和碳转化酶活性的影响．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２０１９， ２５（４）： ５２５⁃５３４．

［７４］ 　 房蕊， 于镇华， 李彦生， 谢志煌， 刘俊杰， 王光华， 刘晓冰， 陈渊， 刘居东， 张少庆， 吴俊江，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 Ｈ， 金剑． 大气 ＣＯ２浓度和温度升

高对农田土壤碳库及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中国农业科学， ２０２１， ５４（１７）： ３６６６⁃３６７９．

［７５］ 　 冯兆忠， 徐彦森， 尚博． ＦＡＣＥ 实验技术和方法回顾及其在全球变化研究中的应用． 植物生态学报， ２０２０， ４４（４）： ３４０⁃３４９．

３０２３　 ７ 期 　 　 　 樊陈启　 等：ＣＯ２浓度升高对土壤碳降解酶活性和有机碳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