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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的三峡典型消落区为研究区,
 

紫色土和水稻土为供试培养土壤,
 

在研究区内

按7个高程(152,157,162,167,172,177和182
 

m)实地布设培养试验;
 

同时,
 

多点、
 

分层采集研究区内不同高程

段(150~155,155~160,160~165,165~170,170~175,175~180和180~185
 

m)的剖面(0~40
 

cm)土样,
 

探讨

三峡水库不同高程消落区水分变化对土壤有机碳(SOC)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两种供试土壤在研究区不同高程点

位实地培养1
 

a后,
 

其SOC质量分数相较于培养前均有所降低;
 

其中,
 

水稻土在高程152
 

m处的减少量最大,
 

其

显著大于非消落区的177
 

m和182
 

m高程;
 

紫色土在152
 

m和157
 

m高程处的总有机碳变化量(ΔTSOC)均显著

大于172,177和182
 

m高程(p<0.05),
 

但两高程间无明显差异,
 

由此可见,
 

与≥177
 

m的高程段相比,
 

消落区

低高程段(152
 

m)的水分环境更有利于培养土壤SOC分解;
 

此外,
 

实地培养1
 

a后,
 

在152
 

m高程下两种培养土

壤的老碳损失量(ΔLSOC)均较大,
 

水稻土和紫色土在该高程下的老碳损失比例分别为14.33%和40.22%,
 

且两

种土壤的ΔLSOC 与ΔTSOC 间均存在明显的正相关.
 

这表明,
 

老碳损失是导致消落区152
 

m高程段培养SOC损失

量较高的主要原因.
 

另外,
 

结合不同高程原位土壤有机碳分布特征,
 

得出三峡水库消落区在160~165
 

m高程段

的碳汇效应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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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机碳(Soil
 

organic
 

carbon,
 

SOC)是土壤中动植物等残体通过微生物分解作用输入土壤的一种有

机物质,
 

是土壤中较活跃的组分,
 

其在保持土壤质量、
 

提高土壤生产力和全球碳循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1-3].
 

目前,
 

国内外开展了大量有关SOC质量分数变化的研究[4-8],
 

且研究者已证明水热因子是影响SOC
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9-12].

 

升温会增强微生物活性,
 

促进SOC分解
 [13-14];

 

张敬智等[15]研究指出,
 

淹水培养

会加快SOC的矿化分解,
 

丁长欢等[16]室内模拟不同水分梯度对三峡水库消落带紫色土SOC矿化分解的研

究也认为高水分条件下更有利于SOC的矿化分解.
 

但上述研究结果均是基于室内培养试验得出,
 

而自然状

态下,
 

水分的不稳定性对SOC动态变化的影响是否也具有类似的规律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自三峡水库实行“蓄清排浑”的运行方式后,

 

夏季低水位运行,
 

冬季高水位运行,
 

进而在水库两岸形

成了与天然河流涨落季节相反、
 

涨落幅度达30
 

m的水库消落区.
 

三峡水库消落区是我国重要的内陆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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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资源,
 

在全球碳储存和调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7-19].
 

同建库前的冬季低水位相比,
 

冬季高水位运行

导致三峡水库消落区土壤的水分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这些改变都会影响到三峡水库消落区SOC的

动态过程,
 

目前关于水热因素对三峡库区SOC变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室内培养[16],
 

而对于自然状态培

养下SOC动态变化鲜有报道.
 

为此,
 

本研究以三峡水库消落区为试验区,
 

紫色土和水稻土为供试培养土

壤,
 

通过三峡水库消落区不同高程的实地培养试验,
 

探讨在三峡水库不同高程消落区的水分变化影响

下,
 

培养土壤的SOC质量分数变化特征;
 

并结合原位土壤的SOC分布特点,
 

揭示三峡水库现行水位调

度方式对土壤有机碳动态变化的影响效应,
 

以期为三峡水库消落区碳库调控、
 

水环境保护以及水库调度

等提供科学参考和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以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的王家沟(107°31'E,
 

29°53'N)为研究区,
 

其位于长江北岸,
 

地势

从北到南逐渐降低并延伸至长江,
 

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无霜期长,
 

年平均气温17~18
 

℃,
 

最低

气温为-2.5
 

℃,
 

年积温5
 

300~5
 

600
 

℃,
 

年降雨量1
 

000~1
 

100
 

mm.
 

三峡水库蓄水前消落区有大

量的旱地和水田分布,
 

土壤类型主要有紫色土和水稻土等,
 

目前175
 

m高程均已禁耕,
 

但在消落区出

露季节仍存在部分耕种.
 

根据三峡工程水位调度方案,
 

水库运行后在每年6-9月将水库水位降至

145
 

m;
 

从10月开始蓄水至高水位175
 

m,
 

并保持至11-12月;
 

1-4月为供水期,
 

水位逐步降至

156
 

m,
 

5月底降至防洪水位145
 

m.
1.2 研究方法

1.2.1 试验布设

通过对研究区水分环境的实地调查和相关资料分析,
 

结合三峡水库水位调度方式,
 

于2015年9月

初低水位(145
 

m)运行时按7个高程(152,157,162,167,172,177,182
 

m)在研究区进行实地培养试验点

位的均匀布设.
 

具体设置:
 

采用400目尼龙网制作土袋进行实地培养试验,
 

以排除土壤动物、
 

根系和植

物凋落物等对培养土壤有机碳变化的影响.
 

利用研究区采集的表层土样(水稻土和紫色土),
 

风干后磨碎

过2
 

mm筛,
 

混匀装入尼龙网袋,
 

并记录装土质量,
 

用封条封紧袋口;
 

为了解三峡水库消落区不同高程

水热环境对培养土壤SOC的现实影响,
 

本研究将培养土壤放入马弗炉中,
 

在650
 

℃下煅烧5
 

h去除有机

质,
 

装袋作为培养对照.
 

装袋后,
 

按布设的培养点位将培养土袋均放入各高程进行实地表层培养,
 

各培

养土样在每个高程培养点布置6个培养土袋(3个供试培养土壤土袋和3个对照土袋).
 

布设后,
 

在培养

点旁设置标志物,
 

同时用GPS定位仪记录其坐标和海拔,
 

便于后期采样时寻找培养点.
 

培养土壤的基本

理化性质如表1所示.
表1 培养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培养土壤 pH值 SOC/(g·kg-1) DOC/(mg·kg-1) 全氮/(g·kg-1)

水稻土 8.02 10.67 176.78 1.10

紫色土 5.82 12.05 178.47 1.17

煅烧水稻土 8.44 1.41 - 0.09

煅烧紫色土 6.08 1.21 - 0.07

1.2.2 样品采集

于2016年9月初,
 

采集7个高程(152,157,162,167,172,177,182
 

m)的培养样品,
 

将采集后的土袋放

入加冰袋的保鲜箱中保存,
 

带回实验室.
 

同时,
 

按高程150~155,155~160,160~165,165~170,170~
175,175~180,180~185

 

m进行原位土壤剖面样品的采集,
 

用土钻采取深度为0~40
 

cm剖面土样,
 

采样层

次为:
 

0~20,20~40
 

cm.
 

各高程按随机布点取样法,
 

分别采集3个剖面,
 

共采集21个剖面、
 

42个土样.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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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采集样品按研究指标需要进行样品的处理与测定.
1.2.3 测定项目与方法

各测定项目均依照参考文献[18]进行,
 

具体方法为:
 

土壤有机碳(SOC)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测定;
 

全

氮采用半微量开氏法测定;
 

土壤pH值采用酸度计法测定(水∶土=2.5∶1);
 

土壤可溶性碳(dissolved
 

or-

ganic
 

carbon,
 

DOC)采用TOC仪(multi
 

N/C
 

2100,
 

Germany)测定.
1.2.4 数据处理与统计方法

1)
 

培养土壤总有机碳变化量(ΔTSOC)

根据培养前后土壤SOC质量分数变化,
 

计算三峡水库消落区各高程水热环境影响下,
 

培养土壤总有机

碳的变化量(ΔTSOC),
 

计算公式如下:

ΔTSOC=HSOC-QSOC (1)

式中:
 

ΔTSOC 为培养土壤总有机碳的变化量(g/kg);
 

QSOC,HSOC 分别为培养前后培养土壤的有机碳质量分

数(g/kg).
2)

 

培养土壤老碳损失量(ΔLSOC)

为分析消落区各高程水热环境对培养土壤老碳(即土壤原有碳)的实际影响,
 

需要扣除培养对照新碳

(即新摄入外源碳)的净累积量,
 

计算公式如下:

ΔLSOC=-[(HSOC-QSOC)-(DSHSOC-DSQSOC)] (2)

于是有:

ΔLSOC=-(ΔTSOC-ΔNSOC)

式中:
 

ΔLSOC 为培养土壤老碳的损失量(g/kg);
 

ΔTSOC=HSOC-QSOC 为供试土壤的总有机碳变化量

(g/kg);
 

ΔNSOC=DSHSOC-DSQSOC 为培养对照新碳的净累积量,
 

其中,
 

DSQSOC,DSHSOC 分别为培养

前后煅烧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g/kg).
3)

 

老碳损失比例

老碳损失比例=-(ΔLSOC/SOC质) (3)

式中:
 

ΔLSOC 为培养土壤老碳的损失量(g/kg);
 

SOC质 为培养前供试土壤的有机碳质量分数.
4)

 

数据统计

采用Origin
 

8.5和Excel
 

2010制作图表,
 

利用SPSS
 

16.0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
 

其中,
 

采用LSD法进

行多重比较(p<0.05).

2 结 果

2.1 不同高程下培养土壤总有机碳的变化特征

由公式(1)计算可得,
 

水稻土和紫色土的总有机碳变化量(ΔTSOC)均为负值.
 

这表明,
 

与培养前两种

土壤的SOC初始值相比,
 

在研究区不同高程环境下实地培养1
 

a后,
 

其SOC质量分数均降低.
 

为方便比

较,
 

计算结果用绝对值表示(图1).
 

由图1可见,
 

两种培养土壤ΔTSOC 的绝对值均表现为低高程较高,
 

高高程较低的趋势.
 

其中,
 

水稻土总有机碳减少量的最大值出现在152
 

m高程,
 

且高程152
 

m处的减少

量分别是非消落区177
 

m和182
 

m高程的3.7倍和5.7倍;
 

但消落区各高程间水稻土的ΔTSOC 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另外,
 

各高程培养下,
 

紫色土ΔTSOC 的变化趋势与水稻土基本一致,
 

其在152
 

m和157
 

m
高程处的ΔTSOC 显著大于172,177和182

 

m高程(p<0.05),
 

但两高程间的ΔTSOC 无明显差异.
 

由此可

见,
 

与≥177
 

m的高程段相比,
 

消落区低高程段(152
 

m)的水分环境更有利于SOC的分解,
 

且紫色土

SOC对高程的变化更为敏感.
2.2 不同高程下培养土壤老碳的损失量

由图2可知,
 

研究区各高程下,
 

两种培养土壤老碳损失量(ΔLSOC)的变化趋势与ΔTSOC 大致相同.
 

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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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土壤ΔLSOC 的最大值均出现在消落区152
 

m高程,
 

其中,
 

水稻土在152
 

m高程处的ΔLSOC 显著大于除

167
 

m高程外的其余高程(p<0.05),
 

老碳损失比例为14.33%(表2);
 

紫色土在152
 

m高程的ΔLSOC 与其

余高程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且该高程的老碳损失比例达44%以上(表2).
 

这说明在长期淹

水高程,
 

老碳更易被分解损失,
 

而紫色土在152
 

m高程的老碳损失比例是水稻土的3倍以上,
 

其可能主要

由于紫色土原始有机碳(SOC)质量分数和可溶性有机碳(DOC)质量分数均大于水稻土.
 

此外,
 

除157
 

m高

程外,
 

水稻土在消落区152,162,167,172
 

m高程培养下的ΔLSOC 均大于ΔTSOC;
 

而紫色土在整个消落区

(152~172
 

m)各高程培养下的ΔLSOC 均比ΔTSOC 大;
 

且两培养土壤在152
 

m高程的ΔLSOC 显著大于该高

程的ΔTSOC(p<0.05).
 

这表明在消落区低高程下(152
 

m),
 

培养土壤有机碳的损失大于积累,
 

且该高程

SOC损失量较大的原因也主要归结于老碳损失.

方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类型土壤各高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下同.

图1 不同高程下培养土壤总有机碳

变化量(ΔTSOC)的绝对值

图2 不同高程下培养土壤的老碳损失量

表2 不同高程下培养土壤的老碳损失比例

高程/m
老碳损失比例/%

水稻土 紫色土

152 14.33 44.22

157 4.78 22.78

162 5.95 13.73

167 10.01 15.37

172 8.25 13.56

177 2.89 12.90

182 0.65 9.16

2.3 不同高程原位土壤有机碳的分布特征

从表3可知,
 

消落区(150~175m)不同高程段原位表层的SOC质量分数(SOC0~20)介于20.70~

26.40
 

g/kg之间,
 

其从高到低顺序依次为:
 

160~165,150~155,170~175,155~160,165~170
 

m,
 

其

中,
 

160~165
 

m高程段的SOC0~20 明显大于165~170
 

m,
 

而与其余高程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合消

落区培养土壤的老碳损失量分析,
 

在162
 

m高程培养下两种土壤的老碳损失量均较低,
 

这表明,
 

消落区

160~165
 

m高程段土壤的碳汇效应较强;
 

另外,
 

非消落区175~180
 

m高程段的SOC0~20 是180~185
 

m
高程段的1.5倍,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且非消落区175~180
 

m高程段的SOC0~20 也明显高于消落区

的所有高程段.
 

此外,
 

在消落区由于受水分季节性涨落的影响,
 

该区域主要的植被为低矮灌草、
 

木,
 

根系主

要分布于0~20
 

cm的表层,
 

植物根系干物质积累增加,
 

因此随土层的加深,
 

各高程段SOC质量分数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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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20~40
 

cm土层的SOC质量分数在各高程的高低顺序与表层存在差异.
 

另外,
 

SOC20~40 的最大值在

高程175~180
 

m,
 

其显著高于160~165,170~175和180~185
 

m.
表3 不同高程段原位SOC分布特征

高程/m SOC0~20/(g·kg-1) SOC20~40/(g·kg-1)

150~155 25.57±0.71b 8.65±1.61ab

155~160 23.41±2.46bc 7.86±0.83ab

160~165 26.34±1.13b 5.36±2.66b

165~170 20.87±1.59c 8.37±1.57ab

170~175 24.27±2.12b 6.57±1.66b
175~180 29.74±3.26a 10.25±1.10a

180~185 20.07±0.80c 6.82±0.36b

  注:
 

SOC0~20,SOC20~40 分别表示0~20,20~40
 

cm土层的有机碳质量分数;
 

各列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列数值之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 论

3.1 消落区不同高程水分变化对培养土壤SOC的影响

两种类型培养土壤在研究区不同高程下实地培养1
 

a后,
 

其各高程培养下的SOC质量分数较培养前

SOC初始值均有所降低.
 

即ΔTSOC 均为负值,
 

这说明培养水稻土和紫色土的总SOC变化形式为分解损

失,
 

其损失量可能部分来源于老碳的分解,
 

还有部分来源于新累积碳的分解.
 

本培养试验中采用的400
目尼龙网制作的培养土袋仅允许水分的自由进出,

 

植物凋落物、
 

根系和土壤动物等则无法进入,
 

因此培

养土壤有机物质的输入和输出主要受限于培养土袋内的微生物数量和其分解能力,
 

以及培养土袋周围

水热环境的变化情况;
 

此外,
 

整个培养期内,
 

152
 

m高程淹水时间最长(7个月以上),
 

随高程的升高淹

水时间逐渐缩短,
 

172
 

m高程仅淹水3个月左右,
 

而177
 

m和182
 

m为非淹水区;
 

同时,
 

大量研究[20-22]也

表明,
 

水热环境变化会显著影响SOC的分解矿化.
 

故在没有大量外源新鲜碳(植物根系、
 

凋落物等)补充的

情况下,
 

各高程培养土壤有机碳呈不同比例的分解损失;
 

且与≥177
 

m的高程段相比,
 

消落区低高程段

(152
 

m)的水分环境更有利于SOC的分解,
 

这与部分室内培养研究得出的长期淹水会促进SOC的矿化分

解的结果一致[15-16].
 

淹水条件可显著提高SOC的溶出并导致土壤团聚体的裂解、
 

分散,
 

使被团聚体包裹、
 

微生物难以利用的有机物质溶解释放出来,
 

进而增加可溶性有机碳量和提高微生物对SOC的可利用性[23].
 

李忠佩等[24]对可溶性有机碳的质量分数动态及其与土壤有机碳矿化的关系研究发现,
 

长期淹水可显著提

高土壤可溶性有机碳量从而导致其SOC总矿化量高于其他水分处理.
 

同时,
 

黄哲等[25]研究也表明,
 

消落

带高程越低淹水时间越长,
 

越容易造成土壤碳和可溶性碳的损失.
 

另外,
 

本研究还发现,
 

各高程培养下两

种培养土壤的ΔLSOC 变化趋势与ΔTSOC 大致相同,
 

且培养水稻土的ΔLSOC 与ΔTSOC 的正相关极有统计学

意义(p<0.001);
 

培养紫色土的ΔLSOC 与ΔTSOC 的相关性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4);
 

另外,
 

消落

区内,
 

培养土壤在152
 

m高程的ΔLSOC 均显著大于该高程的ΔTSOC.
 

这也进一步证明,
 

老碳损失量是导致

152
 

m高程段培养土壤SOC损失量较高的主要原因.
表4 老碳损失量(ΔLSOC)与总有机碳变化量(ΔTSOC)的相关性分析

土壤类型 r p
水稻土 0.939** 0.002
紫色土 0.834* 0.02

  由图1结果可看出各高程培养下紫色土的SOC损失量均大于水稻土,
 

且紫色土的SOC变化相较于水

稻土对高程变化更为敏感,
 

该现象可能主要由两种培养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差异所导致.
 

紫色土初始SOC
和可溶性有机碳(DOC)质量分数均较高,

 

供微生物利用的营养物质充足,
 

在没有大量外源新碳补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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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培养土袋内的微生物主要分解利用老碳;
 

同时有研究证明原土DOC质量分数较高的土壤,
 

淹水后更易

于提高可溶性有机碳的质量分数[24],
 

从而被分解损失.
 

李顺姬等[26]研究也指出,
 

不同类型土壤的SOC变

化量与其SOC和全氮的正相关有统计学意义,
 

而与pH值负相关有统计学意义.

3.2 消落区不同高程水分变化对原位SOC的影响

在整个消落区,
 

160~165
 

m高程段的原位表层土壤有机碳(SOC0~20)质量分数最大,
 

且显著大于

165~170
 

m(p<0.05).
 

这与王莲阁等[27]对三峡库区典型消落带土壤有机碳分布特征的研究结果一致.
 

160~165
 

m高程段的SOC0~20 质量分数可能与该高程段植物数量和表层植物根系的分布比例有关,
 

植

被凋落物及其地下部分根系的分泌物和细根周转产生的碎屑是土壤有机碳的主要来源之一[9].
 

刘维暐

等[28]对三峡水库消落区不同海拔的植物群落多样性差异研究表明,
 

消落区中部(156~165
 

m)植物丰度

显著大于下部(145~156
 

m),
 

其植物群落为狗牙根-水花生-苍耳-狼杷草的共优群落;
 

在对研究区实

地观测也得,
 

三峡水库低水位运行时,
 

消落区160~165
 

m高程段生长着大量苍耳-狼杷草.
 

蓄水后,
 

这

些植物会被淹没,
 

并在相对较长的淹水环境下腐殖化,
 

故消落区该高程段表层土壤有机质的积累量大于

其余高程;
 

此外,
 

培养试验结果表明,
 

在160~165
 

m高程段内两种培养土壤的ΔLSOC 均较低,
 

结合分析

可得三峡水库消落区在160~165
 

m高程段的碳汇效应较强.
 

150~155
 

m高程段虽受到淹水胁迫最强,
 

但其在出露期间也有耐水淹的低矮灌草在此生长[27],
 

且消落区中上部冲刷的凋落物大部分均沉积在该

高程,
 

所以其SOC0~20 仅次于160~165
 

m高程段.
 

另外,
 

消落区165~170
 

m高程段的SOC0~20 显著低

于其余高程段,
 

其可能由于该高程段落干期仍被耕种,
 

受人为扰动所致.
 

非消落区175~180
 

m高程段

的SOC0~20 显著高于180~185
 

m高程段,
 

且明显高于消落区的所有高程段(p<0.05).
 

该现象可能由

以下原因所导致:
 

其一,
 

三峡水库蓄水至最高水位175
 

m后,
 

保持该水位约2个月左右,
 

然而175
 

m高程

上部的邻近区域水分适中,
 

环境稳定;
 

175~180
 

m高程段全年出露,
 

适宜的水热环境致使该高程植被物种

较丰富、
 

群落覆盖度大[28].
 

且有资料显示,
 

不同高程植被数量及凋落物的腐殖化均会影响到消落区有机质

的输入量[29];
 

其二,
 

培养试验结果表明,
 

淹水也将显著影响SOC的分解损失.
 

因此非消落区175~180
 

m高

程段SOC0~20 显著高于受淹水胁迫的高程.

4 结 论

1)
 

两种类型土壤(水稻土和紫色土)在三峡水库消落区不同高程下实地培养1
 

a后,
 

其SOC质量分数

相较于培养前均有所降低;
 

与≥177
 

m的非消落区高程段相比,
 

消落区低高程段(152
 

m)的水分环境更有

利于SOC的分解,
 

且老碳损失是导致152
 

m消落区高程段培养土壤SOC损失量较高的主要原因;
 

相较于

水稻土,
 

紫色土的SOC分解对消落区高程变化更为敏感.

2)
 

三峡水库消落区不同高程原位表层SOC质量分数从大到小的分布特征为:
 

160~165,150~155,170

~175,155~160,165~170
 

m,
 

结合各高程下培养土壤老碳损失量的变化分析可得,
 

三峡水库消落区在160

~165
 

m高程段的碳汇效应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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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water
 

variation
 

at
 

different
 

altitudes
 

of
 

the
 

hydro-fluctuating
 

areas
 

on
 

soil
 

organic
 

carbon
 

(SOC),
 

the
 

typical
 

hydro-fluctuating
 

area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TGR)
 

at
 

Zhenxi
 

town
 

in
 

Fuling
 

District
 

of
 

Chongqing
 

was
 

used
 

as
 

the
 

research
 

area,
 

and
 

purple
 

soil
 

and
 

paddy
 

soil
 

were
 

used
 

as
 

the
 

culture
 

soil.
 

An
 

in
 

situ
 

culture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at
 

the
 

altitude
 

of
 

152,
 

157,
 

162,
 

167,
 

172,
 

177
 

and
 

182
 

m.
 

Meanwhile,
 

soi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0-40
 

cm
 

layer
 

at
 

the
 

altitude
 

of
 

150-155,
 

155-160,
 

160-165,
 

165-170,
 

170-175,
 

175-180
 

and
 

180-185
 

m.
 

The
 

result
 

showed
 

that
 

SOC
 

content
 

decreased
 

after
 

one-year
 

field
 

cultivation.
 

The
 

SOC
 

decrement
 

of
 

paddy
 

soil
 

at
 

the
 

al-

titude
 

of
 

152
 

m
 

was
 

the
 

largest,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decrement
 

of
 

paddy
 

soil
 

at
 

the
 

altitude
 

of
 

177
 

m
 

or
 

182
 

m.
 

The
 

total
 

organic
 

carbon
 

change
 

(ΔTSOC)
 

of
 

purple
 

soil
 

at
 

the
 

altitude
 

of
 

152
 

m
 

and
 

157
 

m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at
 

at
 

the
 

altitude
 

of
 

172
 

m,
 

177
 

m
 

and
 

182
 

m
 

(p<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ltitude
 

of
 

152
 

m
 

and
 

157
 

m.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altitude
 

of
 

≥
 

177
 

m,
 

the
 

water
 

environment
 

of
 

the
 

low
 

altitude
 

(152
 

m)
 

in
 

the
 

hydro-fluctuating
 

areas
 

was
 

more
 

favorable
 

for
 

the
 

decomposition
 

of
 

soil
 

SOC.
 

In
 

addition,
 

after
 

one-year
 

culture
 

experiment,
 

the
 

old
 

carbon
 

loss
 

(ΔLSOC)
 

of
 

the
 

two
 

soils
 

at
 

the
 

altitude
 

of
 

152
 

m
 

was
 

large,
 

the
 

loss
 

ratio
 

of
 

the
 

paddy
 

soil
 

and
 

the
 

purple
 

soil
 

was
 

14.33%
 

and
 

40.22%,
 

respectively.
 

Meanwhil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ΔLSOC
 and

 

ΔTSOC
 of

 

the
 

two
 

soils.
 

This
 

indicated
 

that
 

the
 

decrease
 

of
 

ΔLSOC
 was

 

the
 

primary
 

cause
 

that
 

resulted
 

in
 

the
 

re-

duction
 

of
 

SOC
 

at
 

the
 

altitude
 

of
 

152
 

m.
 

In
 

addition,
 

combined
 

with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at
 

different
 

altitud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arbon
 

sink
 

capacity
 

was
 

highest
 

in
 

the
 

hydro-fluctua-

ting
 

areas
 

of
 

160-165
 

m
 

altitude
 

of
 

the
 

TGR.

Key
 

words:
 

soil
 

organic
 

carbon;
 

altitude;
 

carbon
 

loss
 

quantity;
 

hydro-fluctuating
 

area

责任编辑 包 颖    

8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1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