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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区不同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碳的含量及生
物降解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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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黄土高原区刺槐(小叶杨(沙棘(沙柳(苜蓿和长芒草等 % 种植物凋落物为研究对象$利用 ’ 种浸提剂 "水和 (‘("

G8<)5h"7H7<’ #浸提了不同大小"’ GG粉碎样和 " MG长#植物凋落物$测定了其中可溶性有机碳"617#的含量$并利用室内培

养试验"’*r#评价了可溶性有机碳的生物降解特性C结果表明$不同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在 )‘’" f$%‘’* U)JUh"之

间$占其全碳的比例在 (‘##i f"#‘&)i之间C平均来看$乔木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物含量及其占全碳的比例大于灌木$而灌木

又高于草本C经过 $ @ 的培养$不同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碳的生物降解率在 +)‘$i f$*‘"i之间$平均 *%‘+i$不同种类凋落物

的生物降解率相比为乔木 k灌木 k草本C紫外及荧光光谱法测定法表明$培养结束后 617溶液中结构较为复杂的可溶性有机

物的比例呈显著上升$这与其中易降解组分的降解有关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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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凋落物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
流动的主要形态$凋落物的数量和质量在维持生态
系统土壤肥力$促进生态系统正常的物质循环和养
分平衡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C前人对不同凋落物的
分解转化特性及其与环境因素的关系已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 *’+C

植物凋落物抵达土壤表层后$结构简单的组分
先发生分解转化 *+$)+ $凋落物中可被水或盐溶液提
取的可溶性有机物属这一类型的成分$而有关不同
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碳的含量及生物降解特性的
研究尚少见报道C近年来$国内外一些研究者对土壤

中可溶性有机物的作用进行了不少研究$发现土壤
可溶性有机物在土壤不同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过程 **$%+ (成土过程 *%$$+ (微生物生长代谢过程 *&$#+ (
土壤固碳 *"(+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C森林及退化生态
系统中的重建过程中植物凋落物是这些生态系统土
壤可溶性有机物的最主要来源之一 **$""$"’+C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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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研究不同种类植物凋落物中可溶性有机碳的
特性C

黄土高原地区由于长期的开垦及不合理的利
用$导致这一地区自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土壤贫
瘠$生态环境极度脆弱C近年来$这一地区通过封山
育林(退耕还林还草等方式$恢复植被$减少水土流
失$以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C退耕还林还草措施
实施后$进入土壤生态系统植物凋落物的种类(数量
及特性也发生变化$这些不同凋落物中可溶性有机
碳的含量及生物降解特性如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
问题C因此$本研究测定了黄土高原分布较为广泛的
几种植物凋落物中可溶性有机物的含量及生物降解
特性$旨在分析这一最活跃的有机组分在土壤质量
恢复中的作用$为这一地区正在实施的生态重建提
供理论依据C

OP材料与方法

OQO!供试材料
供试植物凋落物于 ’((# 年 + 月采自陕西神木

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神木侵蚀与环境试验站
附近$包括乔木类的刺槐"7,+*.*’ 31%4;,’"’"*’ 5C#
和小叶杨 "G,34(411*!,.**7HEEC#$灌木类的沙棘
" E*33,30’% #0’!.,*;%1 5B99C# 和 沙 柳 " D’(*6
31’!!,30*(’#$草本的苜蓿 "L%;*"’/,1’&*I’ 5B99C#
和长芒草" D&*3’ +4./%’.’ 3EB9C#C这些植物均属研
究地区分布较为广泛的主要种类C采样时乔(灌木均
收集地面凋落的叶片$草本采其整个地上部分C每一
样品的采集均采用, 6-型多点取样法$每个点大约
收集 (‘* JU$每种样品的全部采样量约为 +’ JUC采
回后每种样品取 ’ JU置于%(r烘箱中烘干$一部分
用于提取可溶性有机物$一部分用于测定植物凋落
物碳(氮含量"表 "#C

表 OP植物凋落物的主要化学成分

3HQ<A"!2HB9 M;AGBMH<DE8DAE:BAN8R:;AD<H9:EANB@?AN

植物凋落物
全碳
OU)JUh"

全氮
OU)JUh"

7�-

刺槐 7,+*.*’ 31%4;,’"’"*’ 5C +#%‘’% ")‘%) ’$‘($
小叶杨 G,34(411*!,.**7HEEC +&)‘+" %‘#% **‘’’
沙棘 E*33,30’%#0’!.,*;%15B99C +’%‘)" "&‘%+ "$‘*’
沙柳 D’(*631’!!,30*(’ +$#‘"’ "+‘%$ ’$‘$+
苜蓿 L%;*"’/,1’&*I’ 5B99C )’)‘’+ ""‘’# +$‘*&
长芒草 D&*3’ +4./%’.’ 3EB9C )(’‘"+ $‘(* *$‘()

OQE!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碳"617#的提取
将烘干的植物样品一部分粉碎过 ’ GG筛$一

部分剪成 " MG 长’然后分别用蒸馏水和 (‘("

G8<)5h" 7H7<’ 溶液 ’ 种不同浸提剂提取
*"+$")+C提取

方法为!称取植物样品 * U于三角瓶中$分别加入
"*( G5浸提剂$然后在往复振荡机上振荡 (‘* ;$静
置$取上清液在 h(‘(& 2VH下过孔径为 (‘)* ?G滤
膜"上海市新亚净化器件厂生产$使用前首先要用
蒸馏水淋洗滤膜$以淋洗滤膜可能残留的有机组
分#过滤$即获得植物凋落物提取液$测定其中 617
含量C
OQR!凋落物 617生物降解试验

""# 接种液的制备 *"*+!采集陕北不同植被下
的土样适量分别装入培养瓶中$在’*r g+r下暗室
好气预培养一周$培养结束后各称取 * U培养土壤
于 ’*( G5三角瓶中$加入 * GG8<)5h" 7H7<’ 溶液
’* G5$加塞$置于往复振荡机上振荡 +( GB9$静置 "
; 后$将上清液过 * !G滤膜$将上述不同植被下的
接种液等体积混合后即得培养试验接种液C

"’# 生物降解试验 *"%+!吸取上述不同植物凋
落物 的 617溶 液 " 617浓 度 调 节 至 "( f’(
GU)5h"#*( G5于玻璃瓶"’*( G5#中$加入 *(( !5
接种液$随后加入 ’( G5营养液"(‘"i -\)-1+和
(‘"i ’̂\V1)溶液 "�"混合#$充分摇动混匀溶液C
吸取混合溶液 +( G5$测定培养第 ( @ 的 617含量
及其 X.’&(吸收值和腐殖化指数 "\/_AG#C盖紧瓶
塞$’*r g+r下暗室中培养 $ @$取样测定瓶中溶液
的 617 含 量 及 X.’&( 吸 收 值 和 腐 殖 化 指 数
"\/_AG#C与此同时$设置 ’ 个对照处理$分别用 *
GG8<)5h" 7H7<’ 溶 液 和 葡 萄 糖 溶 液 " 含 7 ’(

GU)5h"#代替土壤 617溶液$以扣除接种剂中的
617及评价接种剂的接种效果C每个处理重复 + 次C
在培养过程中每隔 ’ @ 对培养溶液进行通气$以保
持氧气充足C
OQU!测定与计算方法

可溶性有机碳"617#含量采用 317F*(*( 分析仪
测定’X.’&(吸收值采用X./̂1-#+( 型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仪测定’腐殖化指数"\/_AG#采用 #$(703型荧
光分光光度计测定"激发光波长为 ’*) 9G$发射光波
长分别为 +(( f+)* 9G和 )+* f)&( 9G$R_ 缝宽和
R2缝宽均为 "( 9G#$计算腐殖化指数 "\/_AG#$
\/_AG定义为长波区域")+* f)&( 9G#的面积除以
短波区域"+(( f+)* 9G#的面积*"$$ "&+C测定 X.’&(吸
收值的溶液和测定腐殖化指数"\/_AG#的溶液为同
一溶液$测定时将 617浓度超过 "( GU)5h"的样品稀
释其至 "( GU)5h"$若溶液的 617浓度 未超 过
"( GU)5h"时则直接测定$其中紫外比色溶液的厚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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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MGC根据培养试验降解前(后可溶性有机碳含量
的变化计算其生物降解率*"%+C
OQV!统计分析

采用 ,KMA<’((+ 和 646 软件"&‘( 版本#对试验
数据进行处理及统计分析$并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
法比较不同处理间的差异C

EP结果与分析

EQO!不同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碳的含量
由表 ’(表 + 可以看出$不同方法处理及提取剂

提取的各种类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碳"617#含量
相比$乔木类的最高"+$‘&$ f$%‘’* U)JUh" #$其次
是灌木""#‘(’ f*’‘*" U)JUh" #$草本类最低")‘’"
f"*‘)" U)JUh"#’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占植物凋落物
全碳的比例"617O37#也是乔木 k灌木 k草本C

不同浸提剂提取的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碳含
量及其占凋落物全碳比例均有差异C(‘(" G8<)5h"氯
化钙浸提的 ’ GG乔木和灌木类凋落物可溶性有机

碳含量及其占凋落物全碳比例均显著高于水浸提方
法"3j(‘(*#$而草本类的苜蓿水浸提的则显著高于
(‘(" G8<)5h"氯化钙浸提方法"3j(‘(*#$长芒草不
同提取剂间无显著差异C植物凋落物处理成 " MG长
后$(‘(" G8<)5h"氯化钙浸提的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及
其占凋落物全碳的比例均高于水浸提法$其中乔木(
灌木及草本类的长芒草均达到显著水平"3j(‘(*#C

’ GG长凋落物在 ’ 种提取剂中提取的可溶性
有机碳含量及其占凋落物全碳的比例均高于 " MG
长凋落物$平均高出 ’#‘)iC水浸提的 ’ GG长植物
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及其占凋落物全碳的比例
均显著高于 " MG长植物凋落物"3j(‘(*#$其中小
叶杨在 ’ 种大小处理后的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差异最
大$达 ++‘## U)JUh"$’ GG长凋落物高出 " MG长
&#‘&iC(‘(" G8<)5h"氯化钙浸提的凋落物除刺槐
和长芒草的可溶性有机碳含量 " MG高于 ’ GG长$
其他 ) 种凋落物的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均为 ’ GG高
于 " MG长$且均达到显著水平"3j(‘(*#C

表 EP不同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碳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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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种类
水提取OU)JUh" (‘(" G8<)5h"氯化钙提取OU)JUh"

’ GG " MG ’ GG " MG
刺槐 )#‘)( g(‘+" TQ ))‘#) g"‘"$ 7H *+‘+% g(‘+) 4Q *)‘"( g(‘(" 4H
小叶杨 $"‘&% g(‘%% TH +$‘&$ g(‘*& WQ $%‘’* g(‘*& 4H *"‘&( g"‘&+ 7H
沙棘 ’)‘(* g(‘+) T@ "#‘(’ g(‘+) 7M ’$‘"( g(‘%& 4M ’+‘#+ g(‘%% TM
沙柳 )+‘$" g(‘*# TM +$‘*( g(‘%# 7Q *’‘*" g(‘+) 4Q )+‘%( g"‘$& TQ
苜蓿 ")‘’+ g"‘"$ 4A )‘’" g(‘+) 7A &‘)$ g(‘+) TA )‘&& g(‘+) 7A
长芒草 "’‘’( g(‘(" TA %‘#( g(‘&# 7@ "’‘’( g(‘(" T@ "*‘)" g"‘+" 4@

"# 同一行中不同的大写字母表示 *i不显著’同一列中相同小写字母表示 *i不显著$ 下同

表 RP不同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碳占其全碳的比例

3HQ<A+!0H:B88RN8<?Q<A8EUH9BMMHEQ89 :8:8:H<MHEQ89 " 617O37# 8R@BRRAEA9:D<H9:EANB@?AN

植物种类
水提取Oi (‘(" G8<)5h"氯化钙提取Oi

’ GG " MG ’ GG " MG
刺槐 "’‘)$ g(‘(& TQ ""‘+) g(‘’# 7H "+‘)$ g(‘(& 4Q "+‘%* g(‘(’ 4H
小叶杨 "&‘$( g(‘"$ TH #‘&* g(‘"* WQ "#‘&) g(‘"* 4H "+‘)& g(‘)& 7H
沙棘 $‘+$ g(‘"( T@ *‘&+ g(‘"( 7M &‘+( g(‘’" 4M $‘++ g(‘’( TM
沙柳 ""‘*+ g(‘"* TM #‘&# g(‘"& 7Q "+‘&* g(‘(# 4Q ""‘*( g(‘") TQ
苜蓿 +‘+* g(‘’& 4A (‘## g(‘(& 7A ’‘(( g(‘(& TA "‘"* g(‘(& 7A
长芒草 +‘"’ g(‘(& TA "‘$’ g(‘"+ 7@ +‘"’ g(‘(& T@ +‘&+ g(‘(+ 4@

EQE!不同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物的生物降解率
一般认为$生物降解试验中葡萄糖溶液接种后

的生物降解率超过 *(i表明接种效果理想 *"%+C本
研究中葡萄糖处理的生物降解率达 &*‘+i$表明接
种效果理想$试验方法可行C

由图 " 可以看出$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物的
生物降解率平均达 *%‘)iC不同种类植物凋落物相

比$乔木类最高 "平均 %(‘&i#$其次是灌木 "平均
*&‘%i#$草本类最低"平均 )#‘$i#C

不同浸提剂提取的可溶性有机物的生物降解率
不同C(‘(" G8<)5h"氯化钙浸提的可溶性有机物的
生物降解率 " )*‘"i f$*‘"i# 高于水浸提方法
"+)‘$i f%#‘"i#$其中 ’ 种提取法提取的刺槐(
沙棘和苜蓿凋落物生物降解率的差异达显著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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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C(‘(" G8<)5h"氯化钙浸提的 "MG长沙柳
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物的生物降解率显著高于水浸提
法"3j(‘(* #C其它凋落物生物降解率均表现为
(‘(" G8<)5h"氯化钙浸提高于水浸提法$但未达显
著水平C

’ GG长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物的平均生物
降解率 "平均为 *&‘*i#略高于 " MG长 "平均为
*)‘’i#C但不同处理方式对凋落物生物降解率的

影响因植物种类不同有所差异$’ 种浸提剂提取的
乔木类 "MG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物的生物降解率高于
’ GG长$且水浸提的刺槐凋落物的差异达显著水平
"3j(‘(*#’而 ’ 种浸提剂提取的灌木和草本类植物
凋落物则均表现为 ’ GG长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物的
生物降解率高于 " MG长样品$且水提取中沙柳和苜
蓿凋落物达显著水平"3j(‘(*#$在 (‘(" G8<)5h"氯
化钙提取中苜蓿和长芒草达显著水平"3j(‘(*#C

同一种凋落物中不同处理间的相同字母表示 *i不显著

图 OP不同浸提剂及大小对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碳生物降解率的影响

>BUC"!,RRAM:N8R@BRRAEA9:AK:EHM:H9:NH9@ NBbAN8R@BRRAEA9:EANB@?AN89 QB8@AUEH@HQB<B:=8R617

EQR!不同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物降解前后结构
特性的变化

可溶性有机物的 X.’&(吸收值和 \/_AG值被一
些学者用于评价土壤中可溶性有机物的结构特
性 *"(+C一般认为$有机物的 X.’&(值和 \/_AG值与
其结构中相对复杂的芳香类化合物的含量呈正相
关 *"#$’(+C本研究借助这 ’ 种方法测定了培养前后不
同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物结构的特性C

与培养起始时相比$培养结束时凋落物可溶性
有机物的 X.’&(值和 \/_AG值均明显增加"表 )(表
*#C说明随着培养的进行$溶液中可溶性有机物结
构相对复杂的芳香类化合物含量和较难分解组分的
比例呈增加趋势C(‘(" G8<)5h"氯化钙浸提的可溶

性有机物在培养后 X.吸收增加值高于水浸提法$
\/_AG增 加 值 却 相 反$ 但 增 幅 均 表 现 为 (‘("
G8<)5h"氯化钙浸提法高于水浸提法C"MG长植物凋
落物可溶性有机物培养后平均 X.吸收增加值和增
幅均高于 ’GG长$但 \/_AG增加值和增幅相反C
EQU!可溶性有机物生物降解率与培养前各测定指
标之间的相关性

相关分析表明"表 %#$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物的
生物降解率与其 617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3j
(‘("#$与植物凋落物体 617O37呈显著正相关"3j
(‘(*#’与培养前 X.吸收值和 \/_AG值均呈极显
著负相关"3j(‘("#$说明可溶性有机物的 X.吸收
值和 \/_AG值可以反映可溶性有机物结构特性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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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UP不同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物降解前后的 ;[EGF
"#

3HQ<A)!78GDHEBN89N8RX.’&( 8R617B9 @BRRAEA9:D<H9:EANB@?ANQAR8EAH9@ HR:AEQB8@AUEH@H:B89

凋落物长 植物种类
水提取 (‘(" G8<)5h"氯化钙提取

( @ $ @ ( @ $ @

’ GG

" MG

刺槐 (‘"*& g(‘((" TQ (‘"&( g(‘(() 4@ (‘""& g(‘((’ TQ (‘")’ g(‘((" 4@
小叶杨 (‘"$$ g(‘((% TQ (‘’)% g(‘((’ 4M (‘"+" g(‘((’ TH (‘"$( g(‘((’ 4@
沙棘 (‘+"" g(‘((" TH (‘+$% g(‘((" 4H (‘"+% g(‘((+ TH (‘+’’ g(‘(($ 4Q
沙柳 (‘")) g(‘((’ TQ (‘’%’ g(‘(() 4M (‘""( g(‘((’ TQ (‘*)’ g(‘("( 4H
苜蓿 (‘"%$ g(‘("( TQ (‘’#( g(‘(() 4Q (‘(#& g(‘((% TM (‘’*’ g(‘("& 4M
长芒草 (‘"%" g(‘(") 4Q (‘"$$ g(‘(’( 4@ (‘($$ g(‘((’ T@ (‘’)+ g(‘((" 4M
刺槐 (‘"’" g(‘((’ T@ (‘’"" g(‘("& 4M (‘"’) g(‘((* TQ (‘"$& g(‘((" 4M
小叶杨 (‘")& g(‘((% TM (‘’)% g(‘(’* 4QM (‘"(( g(‘((+ TM (‘"&+ g(‘("" 4M
沙棘 (‘"&% g(‘((% TQ (‘+)$ g(‘((+ 4H (‘""# g(‘((+ TQ (‘*’" g(‘(’* 4H
沙柳 (‘""& g(‘((* T@ (‘’"$ g(‘(() 4QM (‘"(* g(‘((’ TM (‘)$+ g(‘()( 4H
苜蓿 (‘’’# g(‘(") TH (‘’%" g(‘((+ 4Q (‘")% g(‘((" TH (‘+’) g(‘(+& 4Q
长芒草 (‘"%’ g(‘(("TQM (‘’++ g(‘(() 4QM (‘"’$ g(‘((+ TQ (‘"&+ g(‘(+( 4M

"# 同一行同一种浸提剂处理中相同的大写字母表示 *i不显著’同一列中同种方法处理的相同小写字母表示 *i不显著$ 下同

表 VP不同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物降解前后的 :?B%6

3HQ<A*!78GDHEBN89N8R\/_AG8R617B9 @BRRAEA9:D<H9:EANB@?ANQAR8EAH9@ HR:AEQB8@AUEH@H:B89

凋落物长 植物种类
水提取 (‘(" G8<)5h"氯化钙提取

( @ $ @ ( @ $ @

’ GG

" MG

刺槐 (‘#+% g(‘(’& TQ "‘"($ g(‘"&& 4M@ (‘#*( g(‘(+* TQ "‘+%& g(‘"$+ 4QM
小叶杨 (‘+#& g(‘($" TM (‘&## g(‘(’’ 4@ (‘+)’ g(‘((’ TA "‘)+* g(‘(%( 4QM
沙棘 (‘&$& g(‘((& TQ +‘*%% g(‘(*+ 4H (‘*$% g(‘(("T@ ’‘%&* g(‘""% 4H
沙柳 (‘++" g(‘((# TM "‘)*) g(‘()& 4M (‘’)& g(‘((* TA (‘#*( g(‘("# 4M
苜蓿 ’‘"## g(‘(’+ TH +‘+&& g(‘"(* 4H "‘%$’ g(‘(&# TH ’‘%’$ g(‘+’’ 4H
长芒草 (‘&&’ g(‘(($ TQ ’‘’"% g(‘"*% 4Q (‘$&’ g(‘((+ TM "‘*#$ g(‘"$% 4Q
刺槐 (‘#++ g(‘(() TM "‘"+( g(‘"(# 4M (‘$%" g(‘(’# TQ "‘**$ g(‘(%"4Q
小叶杨 (‘*(( g(‘(() TM@ (‘#&) g(‘(’+ 4M (‘++) g(‘((+ TQ (‘&%# g(‘()) 4M
沙棘 (‘&%( g(‘(*"TM@ ’‘&#’ g(‘()( 4Q (‘%$& g(‘(*’ TQ "‘$(* g(‘(#’ 4Q
沙柳 (‘+*+ g(‘(+( T@ (‘$#( g(‘((# 4M (‘’)( g(‘(() TQ (‘#(’ g(‘(&( 4M
苜蓿 )‘’’) g(‘’*+ TH *‘(($ g(‘++% 4H ’‘%$& g(‘"+% TH )‘"(’ g(‘"’& 4H
长芒草 "‘**( g(‘"’’ TQ ’‘*’( g(‘’’% 4Q (‘)%* g(‘")% TQ "‘(#+ g(‘"*) 4M

表 !P培养前各测定指标和植物化学成分间的相关性分析"#

3HQ<A%!78EEA<H:B89 H9H<=NBNHG89UQB8@AUEH@HQB<B:=$ X.’&( n\/_AGQAR8EA

B9M?QH:B89$ :;AM89:A9:8R617H9@ 617O378R@BRRAEA9:EANB@?ANNDAMBAN

项目 生物降解率 X.’&( \/_AG 617含量 617O37

生物降解率 "!!
X.’&( h(‘%*%!! "!!
\/_AG h(‘*)&!! (‘+$’ "!!
617含量 (‘*’$!! h(‘’’" h(‘%(&!! "!!
617O37 (‘*")! h(‘"#+ h(‘%+*!! (‘##%!! "

"# 表中!和!!分别表示差异达 *i和 "i显著水平" . p’)#

RP讨论

本研究发现$供试的黄土高原地区代表性的 %
种植物凋落物中可溶性有机碳的含量")‘’" f$%‘’*
U)JUh"# 及其 占 凋落物全 碳 的 比 例 " (‘##i f
"#‘&)i#差异较大$其中乔木类凋落物浸提的可溶
性有机碳的数量及其占凋落物全碳的比例均最高$

分别达 $%‘’* U)JUh"和 "#‘&)iC研究同时表明$凋
落物中可溶性有机碳的含量与植物种类(样品处理
方式及提取剂的种类有关$这与其他学者 *’"$’’+的报
道一致C

可溶性有机物的生物降解特性反映了其稳定性
及在物质及能量代谢中的作用C一些学者研究了不
同土壤中可溶性有机碳的生物降解率C高忠霞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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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在不同培肥土壤可溶性有机碳的生物降
解率在 "#‘+i f)&‘*i之间"平均 ’&‘%i#C)# @ 的
培养试验表明$南方红壤水稻土可溶性有机碳的降
解率在 +"i f*&i之间 *’)+ Ĉ H<QB:b等 *’*+研究表明$
不同施肥处理的农田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在培养的
#( @ 内降解率在 "$i f+’iC而对植物凋落物可溶
性有机碳降解率的研究少见报道C本研究发现$经过
$ @ 的好气培养$不同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物的
生物 降 解 率 在 +)‘$i f$*‘"i 之 间$ 平 均 为
*%‘+i$显著高于土壤可溶性有机碳的生物降解率$
说明与土壤可溶性有机碳相比$植物凋落物可溶性
有机碳更易降解C因此$黄土高原退耕还林还草时应
重视这一活性组分在土壤碳循环及物质能量流动中
的作用C

不同类型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物生物降解率
相比$乔木类 k灌木类 k草本类$且乔木和灌木相差
不大C这可能是因为采样时乔木和灌木类凋落物以叶
片为主$而草本类凋落物包括整个地上部分的缘故C
这与 [AM;*’%+和 �̂UA<F̂9HQ9AE*’$+等的研究结果一致C
研究还发现$’ GG不同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物的平均
生物 降 解 率 " *&‘*i# 高 于 " MG 长 的 凋 落 物
"*)‘*i#’(‘(" G8<)5h"氯化钙浸提的凋落物可溶性
有机物的平均生物降解率"%"‘%i#高于蒸馏水浸提
"*(‘#i#C说明不同浸提剂对植物凋落物中易降解可
溶性有机物提取的影响高于不同大小凋落物C

近年来$可溶性有机物的X.’&(吸收值和\/_AG
值被用于评价土壤可溶性有机物结构复杂程度和分
解特性的一种简便方法 *’($’*$’&+ $其理论基础是不同
有机物所含的基团对不同类型和长度的光波具有各
自的吸收特性C本研究借用了这一方法$结果表明$
与培养起始时相比$不同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物
的 X.’&(值和 \/_AG值在培养结束时均有显著的增
加$这与其他学者对土壤可溶性有机物的结论相一
致 *’(+C这可能是培养过程中可溶性有机物中易分解
组分被微生物利用$使结构相对复杂的芳环物质等
比例相对增加有关C由此可见$X.’&( 吸收值和
\/_AG值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培养前(后凋落物
中可溶性有机物结构特性的变化情况C

本研究通过室内培养试验比较了黄土高原几种
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碳的降解特性$说明了不同
种类凋落物化学性质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C因此$有
必要在田间原位条件下进一步研究其分解转化特
性$以评价这一活性组分在黄土高原区土壤碳循环
及物质能量流动中的作用C

UP结论

""#黄土高原区不同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碳
的含量及其占凋落物全碳的含量变化较大$分别在
)‘’" f$%‘’* U)JUh"和 (‘##i f"#‘&)i’测定的 %
种不同类型凋落物相比!乔木类 k灌木类 k草本类C

"’#不同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碳的生物降解
率较高$ 平均在 +)‘$i f$*‘"i 之间$ 平 均为
*%‘)i$不同种类凋落物相比也为乔木类 k灌木类
k草本类C

"+#不同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碳的生物降解
率与培养起始时 X.吸收值和 \/_AG值有显著负
相关性’经过 $ @ 的培养$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物
的 X.吸收值和 \/_AG值均极显著升高$说明随着
培养的进行$结构复杂的可溶性有机物的比例在升
高$可以通过测定植物凋落物浸提液中可溶性有机
碳的 X.吸收值和 \/_AG值评价其降解特性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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