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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岩溶岩溶岩溶区区区区土壤土壤土壤土壤碳碳碳碳汇汇汇汇效效效效应应应应得以得以得以得以证实证实证实证实

(来源：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近日，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简称岩溶所）曹建华研究员等科研人员，经过对桂林毛村岩溶区与碎屑岩

区林下土壤碳迁移对比及岩溶碳汇效应研究，揭示了岩溶动力系统土壤碳迁移特征，从而证实了岩溶区土壤的碳汇效

应。 

  据了解，土壤碳库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全球大约有1550PgC（1PgC相当于10亿吨碳）以有机质形式存在

于土壤中，约为大气碳库的３倍、陆地生物量的2.5倍，在全球碳循环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土壤碳与大气碳的相互

迁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壤呼吸释放的CO２是大气CO２重要的源项，另一方面，土壤微生物分解增加土壤有机

碳的储量而成为大气CO２重要的汇项。因此，了解土壤中碳的迁移和变化规律成为深入理解全球碳循环的重要方向。而

在岩溶动力系统中，具有高浓度CO２的土壤环境是岩溶发育最为活跃的部位，在湿热环境下，土壤CO２是岩溶系统中重

要的驱动力。 

  岩溶所科研人员为开展岩溶区、碎屑岩区土壤碳迁移对比研究，选择了桂林毛村岩溶地下河流域具有代表性的林下

棕色石灰土、红壤剖面各一个，开展了以月为观测周期的土壤呼吸排放CO２速率、碳稳定同位素动态变化及土壤剖面中

CO２浓度动态监测，揭示了岩溶区石灰土碳迁移的特征，证实了岩溶区土壤系统中岩溶碳汇效应。 

  研究表明，岩溶区石灰土土壤呼吸排放CO２的动态变化，对温度、降雨变化响应敏感，与碎屑岩区红壤相比呼吸排

放CO２的量偏少25.12％；岩溶区石灰土土壤呼吸排放CO２的碳同位素值比碎屑岩区红壤偏重3.53‰，证实有石灰岩溶

解重碳的参与；岩溶区石灰土土壤剖面中CO２浓度的空间分布出现土壤表层、低层偏低的双向梯度，且在高温多雨季节

表现更为明显，而碎屑岩区红壤剖面则表现为随土层深度增加，CO２浓度增加的一向梯度，这意味着岩溶区土—岩界面

石灰岩的溶解消耗吸收土壤下层CO２，即土壤中岩溶作用产生碳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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