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1/25 西南喀斯特生态系统养分循环特征研究取得新进展----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http://www.isa.ac.cn/kydt/201509/t20150906_4420480.html 1/2

站点地图 | 内部网站 | 邮箱登陆 | 收藏本站 | English | 中国科学院

2018年11月25日 星期日

所况介绍

所长致辞

所况简介

现任领导

历任所长书记

机构设置

学术委员会

学位委员会

历史沿革

地理位置

院所风貌

统计年报

 

研究所图库

您的位置：首页 > 科研动态

西南喀斯特生态系统养分循环特征研究取得新进展

2015-09-06      张伟     字体大小[ 大 中 小 ]

　　养分对生态系统生产力和其他生态过程的限制在陆地生态系统广泛存在。养分限制不仅影响生态系统持续的碳固定，还制约着其

他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持。氮（N）和（P）被认为是陆地生态系统最主要的两种限制性养分元素。在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学家和

土壤学家很早就注意到，由于石灰土的高pH和富钙（Ca）等特性，该地区植被群落普遍受P限制。但是强烈的人类活动（如毁林开荒

和不合理的耕作）会改变养分循环的生态化学计量平衡，导致生态系统的养分限制因子发生改变。

　　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大面积土地经历了从植被退化、石漠化到植被次生演替的历史变化。90年代后期国家

重大生态工程的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生态移民与石漠化治理等），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植被恢复。但由于对植被演替过程中生源要

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规律缺乏充分认知，理论研究与工程治理脱节，该生态脆弱区植被恢复缓慢，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部分恢复

土地又面临着二次退化的危险。因而，研究退化喀斯特生态系统植被恢复过程中养分限制规律，对该地区植被恢复重建和生态系统可

持续管理均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以上科学问题，环江喀斯特站养分循环研究团队选取不同演替阶段典型植被群落为研究对象（草丛、灌木林、次生林），以

国家自然保护区原生林为参照，研究了喀斯特退化土地次生演替过程中生态系统的养分限制特征。结果发现，在历史耕作扰动期间，

尽管N和P均会大量流失，但由于N和P对耕作扰动的响应不同，N的流失途径和流失量均多于P。如侵蚀和淋失均会导致N和P元素的流

失，但由于P容易被土壤颗粒吸附，因而N（尤其是硝态氮）更易于淋溶丢失。而且在N转化过程中，大量的N素会以气体的形式丢失。

同时，由于生态系统N和P的来源不同（N主要来源于大气，而P主要来源于基岩和母质风化），在生态系统恢复初期，植物可以通过出

露及浅埋基岩的风化获取P。因此，喀斯特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初期（草丛阶段），植被群落主要受N限制。随着植被的正向演替，自生

固氮和共生固氮过程逐渐恢复，N素迅速积累，而土壤P素在Ca和土壤矿物作用下多转化为无效态，因此在生态系统演替后期（次生林

和原生林阶段），植被群落主要受P限制。在生态系统恢复中期（灌木林阶段），植被群落受N、P共同限制。以上研究表明，在退化

喀斯特生态恢复重建初期应关注N素的输入管理，如豆科植物的引种和自生固氮过程的培育。

　　相关研究结果已发表在Plant and Soil上。该研究得到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中科院“西部之光”人

才培养计划等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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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西南喀斯特地区不同演替阶段群落叶片N:P比与土壤养分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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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西南喀斯特地区不同演替阶段群落叶片N:P比与土壤碱性磷酸酶活性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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