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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生物所揭示瑞香狼毒改变土壤物质循环过程  
 

 

成都生物研究所   

瑞香狼毒（Stellera chamaejasme L.）是我国危害最严重的草地害草

之一。它的蔓延显著地改变了草地群落结构，也暗示着生态系统过程和功能的

巨大变化。成都生物所孙庚等日前在Soil Biology Biochemistry上发表的

论文从土壤碳和养分循环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单个物种——狼毒在草地群落结

构改变过程中对生态系统过程和功能的影响。 

该研究选取青藏高原东部高寒草甸有狼毒存在的两种地形——阳坡和平

地，分别测定在有-无狼毒斑块下，各种土壤的库和周转率。同时，测定了6

个主要物种凋落物的化学组成，包括氮含量、木质素-总氮比和碳氮比。研究

结果显示，狼毒显著地增加了斑块下表层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而有-无狼毒

的亚表层土壤在有机碳和总磷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狼毒表土中硝态氮含量在平地和阳坡比无狼毒土壤均高将近1倍。狼毒表

土中微生物生物量碳和氮量也显著高于无狼毒表土。无论是平地还是阳坡，狼

毒土壤的总硝化和微生物呼吸速率显著高于无狼毒土壤；而它们的反硝化速率

只在平地有显著的差异。狼毒地上凋落物氮含量比其它几个主要物种更高，而

木质素-总氮比更低。文章提出了狼毒与其它物种间地上凋落物在产量和质量

上的差异有可能导致有-无狼毒土壤碳氮循环差异的观点。该研究的创新性在

于，发现了狼毒生长的土壤相较于周围的土壤倾向于累积更多的有机质，具有

更高的无机氮和微生物生物量。这就导致狼毒在空间上的蔓延和斑块化分布将

导致养分的 “肥力岛”形成，而狼毒可能利用“肥力岛”上富集的养分，创

造正反馈，提高其扩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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