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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沉降增加对森林生态系统地表土壤动物群落的影响

[ 作者 ] 徐国良;周小勇;周国逸;莫江明 

[ 单位 ]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 摘要 ] 在3 种南亚热地带代表性森林（季风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马尾松林）中，历经16 个月，通过5次取样，对模拟氮沉降增加条

件下地表土壤动物群落的响应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试验采用模拟的方法，人为构建了一个氮沉降增加梯度系列，即对照、低氮处理（50 

kg•hm-2•a–1）、中氮处理（100 kg•hm-2•a–1）和高氮处理（150 kg•hm-2•a–1）。结果表明，N 处理水平整体上并未造成土壤动物群落的显

著差异。但是，N 沉降增加的处理效应在时间尺度上的动态变化中，也即，其在与不同植被演替类型、同一植被内不同取样期的交互作用

中可以清楚地表现出来。在演替尺度上，季风林和针叶林对N 处理的反应都很灵敏，前者负效应明显，后者则正效应明显，并因此最终改

变了土壤动物群落在不同林分内的分布格局；同时，不同林分对各N 处理水平的反应也不同。季风林内，只有低N 处理显示了利好效应；

混交林内，N 处理的利好作用有一个从较高浓度的中N处理向较低浓度低N 处理转移的过程；针叶林内，中N 处理自始至终都表现了正向

作用。N 处理效应的表现也有一个年变化的动态过程。在持续的施N 处理过程中，各林分中表现良好的处理效应最后都有减弱的趋势，甚

至发展到负向效应或转移至更低的N 处理水平中。N 处理效应的年动态变化过程表明N 沉降的累积效应是存在的。与区内的人工苗圃地试

验结果进行了比较，并对产生以上响应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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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地表土壤动物群落的响应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试验采用模拟的方法，人为构建了一个氮沉降增加梯度系列，即对照、低氮处理

（50 kg•hm-2•a–1）、中氮处理（100 kg•hm-2•a–1）和高氮处理（150 kg•hm-2•a–1）。结果表明，N 处理水平整体上并未造成土壤动物群落

的显著差异。但是，N 沉降增加的处理效应在时间尺度上的动态变化中，也即，其在与不同植被演替类型、同一植被内不同取样期的交互

作用中可以清楚地表现出来。在演替尺度上，季风林和针叶林对N 处理的反应都很灵敏，前者负效应明显，后者则正效应明显，并因此最

终改变了土壤动物群落在不同林分内的分布格局；同时，不同林分对各N 处理水平的反应也不同。季风林内，只有低N 处理显示了利好效

应；混交林内，N 处理的利好作用有一个从较高浓度的中N处理向较低浓度低N 处理转移的过程；针叶林内，中N 处理自始至终都表现了

正向作用。N 处理效应的表现也有一个年变化的动态过程。在持续的施N 处理过程中，各林分中表现良好的处理效应最后都有减弱的趋

势，甚至发展到负向效应或转移至更低的N 处理水平中。N 处理效应的年动态变化过程表明N 沉降的累积效应是存在的。与区内的人工苗

圃地试验结果进行了比较，并对产生以上响应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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