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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祁连山高寒灌丛草地土壤微生物量及土壤酶季节性动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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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试验以东祁连山杜鹃灌丛草地、高山柳灌丛草地和金露梅灌丛草地为研究对象，对土壤微生物量和土壤酶的季节性动态等进

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土壤微生物量碳的季节动态表现为从５月到７月显著上升（P＜０．０５），之后到９月显著下降（P＜０．０

５），９月到１１月又略有上升，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出现在７月和９月；除高山柳灌丛草地土壤微生物量氮外，土壤微生物量氮和

磷季节动态为从５月到９月显著下降（P＜０．０５），９月后又略有上升，但差异不显著，最大值在５月；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和

磷分别对土壤有机质、全氮和全磷的贡献率季节动态与微生物量碳、氮和磷季节动态基本一致；土壤微生物量碳氮比介于５．７９～

１０．３１，最大值出现在７月，最小值出现在９月，下层高于上层。在３个灌丛草地，脲酶季节动态表现为从５月到７月上升，７

月之后下降，最大值出现在７月，最小值出现在１１月；杜鹃灌丛草地和高山柳灌丛草地中性磷酸酶最大值在１１月，但金露梅灌丛

草地最大值在９月，该酶在３个灌丛草地季节动态差异明显，在杜鹃灌丛草地从５月到７月略上升，７月到９月显著下降（P＜０．

０５），９月后显著上升（P＜０．０５），在金露梅灌丛则为从５月到９月上升，后下降，而在高山柳灌丛则为从５月到１１月逐

渐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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