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１０．１１６８６／ｃｙｘｂ２０１８５４７ ｈｔｔｐ：／／ｃｙｘｂ．ｍａｇｔｅｃｈ．ｃｏｍ．ｃｎ

张智起，张立旭，徐炜，等．气候变暖背景下土壤呼吸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草业学报，２０１９，２８（９）：１６４－１７３．

Ｚｈａｎｇ　Ｚ　Ｑ，Ｚｈａｎｇ　Ｌ　Ｘ，Ｘｕ　Ｗ，ｅｔ　ａｌ．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ａｒｍｉｎｇ．Ａｃｔａ　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９，２８（９）：１６４

－１７３．

气候变暖背景下土壤呼吸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张智起１＊＊，张立旭１＊＊，徐炜１，汪浩１，王金洲１，王娓１，贺金生１，２＊
（１．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生态学系，北京１００８７１；２．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兰州大学农业农村部草牧业创新重点实验室，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土壤呼吸是土壤有机碳返还至大气的主要形式，其对气候变暖的响应一直备受关注。近３０年来，已有大量

增温试验和模型就气候变暖对土壤呼吸的影响及其机制做了详细的探讨。但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壤呼吸对浅

层土壤增温的响应，对深层土壤的关注不足，且鲜有涉及土壤动物和土壤冻融过程，这些可能会减弱未来气候变暖

背景下的ＣＯ２ 排放的预测能力。本研究提出几个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土壤呼吸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１）深

层土壤呼吸对增温的响应；２）土壤动物对土壤呼吸的贡献及影响；３）土壤冻融过程对土壤呼吸的影响。通过综述

这３个研究领域的现状，指出了当前该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

进行了展望，有助于深入理解土壤呼吸对气候变暖的响应过程和提高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模型的预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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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呼吸是指土壤中植物根系、动物和微生物呼吸产生的ＣＯ２ 由土壤表面进入大气的过程，是陆地生态系

统的第二大碳通量［１－２］。土壤呼吸研究具有很长的历史，其测定最早可追溯到１９世纪初［３］。２０世纪初期，研究

人员把土壤呼吸作为农业生产上的土壤肥力指标［４］，开始关注土壤呼吸并开展大量室内试验，发现诸多理化因素

如土壤温度、土壤含水量、土壤养分含量和土壤孔隙度等均可以影响土壤呼吸速率［５－６］。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

代，由于土壤呼吸测定仪器和测定方法的改进［７］，尤其是红外气体分析仪的使用［８］，土壤呼吸的测量精度和准确

度得到很大提升。这一时期研究者进一步探究了土壤呼吸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突出了土壤温湿度对土壤

呼吸的控制作用［９］，发现土壤呼吸与土壤温度指数相关并开始关注土壤呼吸的温度敏感性［１０］，也将土壤呼吸区

分成根呼吸、凋落物分解、土壤有机质分解等不同组分［１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重

要影响受到人们的关注［１２］，全世界范围内涌现出大量的控制试验和模型［１３］，研究者希望揭示土壤呼吸对气候变

化的响应过程，完善陆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反馈机制。

气候变暖是全球变化中的重要部分，２０１３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ＩＰＣＣ）报道至２１世纪末全球平均温度可能升高１．５～２．０℃［１４］。土壤呼吸作为依赖于温度

的生化反应过程，势必会对气候变暖产生响应［１５］。增温对土壤呼吸的影响机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３类：第一类

是增温直接作用于土壤微生物影响土壤呼吸。增温可以通过提高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和活性［１６］、改变土壤微生物

群落结构［１７］等方式加速土壤呼吸，也可能会引起微生物的驯化［１８］等，降低其对土壤呼吸的促进效果。第二类是

增温通过改变底物、养分和水分等环境因子，间接作用于土壤微生物，进而影响土壤呼吸。增温可以直接提高土

壤底物及养分可利用性［１９］，也可以通过改变植物群落结构［２０］、延长生长季［２１］等方式促进植物生长，导致植物对

土壤的有机碳输入增加等，加速土壤呼吸。但也有研究发现，增温会降低土壤湿度［２２］，引起土壤底物及养分耗

竭［１７］等，从而降低土壤呼吸。第三类是增温通过作用于植物根系影响土壤呼吸。增温可以提高根系活性［２３］，也

可以通过促进植物生长或者改变植物群落结构［２０］进而提高根系生物量等，加速土壤呼吸。但增温也可能会导致

部分根系死亡［２３］，降低土壤呼吸。Ｘｕ等［２０］在美国高草草地的研究发现，增温可以使植物群落中的Ｃ３ 植物比例

提高，增加了植物地下生产力和对土壤的有机碳输入，导致土壤呼吸速率增加。Ｃｈｅｎ等［２４］在青藏高原草甸草原

的研究中发现，增温在提高植物生物量的同时也降低了土壤湿度，土壤呼吸速率在增温后未发生明显变化。

尽管土壤呼吸在全球碳循环及其对气候变暖的反馈中至关重要，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开展的大量研究并未形

成土壤呼吸响应气候变暖的一致结论［２５］。全球６６个土壤呼吸增温试验的整合分析结果显示，增温处理的土壤

呼吸速率比对照平均高９％，但在不同的生态系统类型间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在森林、草地、冻原生态系统中温

度升高显著促进土壤呼吸，在灌丛和湿地中温度升高则没有明显促进效果［２６］。另外，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土壤呼

吸对增温的响应也有所不同［１７，２０，２７］。哈佛森林的２６年增温试验结果显示［１７］：在增温的前１３年，增温对土壤呼

吸的促进效果随着易分解底物的消耗而逐年降低直至无促进作用；在增温的第１３～２０年，难分解底物如木质素

等成为土壤呼吸的主要底物，增温处理下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发生变化，微生物碳利用效率更高，增温再次促进土

壤呼吸；在增温的第２０～２６年，增温的促进效果随着难分解底物的耗竭又一次呈现降低趋势。这种不同增温阶

段增温对土壤呼吸影响不同的现象，在草地［２０］、苔原［２７］等生态系统中也有发现。此外，不同模型关于增温对土

壤呼吸影响的预测结果也存在一定差异。大多数模型认为温度升高会加速土壤呼吸［２８］，其中地球系统模型预测

到２１００年土壤可能会丢失近１／３的碳［２９］，但也有部分模型如气候系统模型等预测结果显示增温不会引起碳流

失［３０］。不同模型预测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不同模型中一些关键参数和重要过程存在很大差异，如不

同深度土壤呼吸的温度敏感性［３１］、土壤动物的作用［３２］、土壤冻融过程的影响［３３］等，这些参数和过程还有待进一

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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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已有大量增温试验（图１）和预测模型对增温影响土壤呼吸的机制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仍有一

些问题考虑不足，包括：１）深层土壤呼吸对气候变暖的响应；２）土壤动物对土壤呼吸的贡献及影响；３）土壤冻融过

程对土壤呼吸的影响，限制了进一步理解土壤呼吸对气候变暖的响应。本研究针对这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总

结这些研究领域现状的同时，指出了当前这些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旨在为今后土

壤呼吸研究提供方向。

图１　全球土壤呼吸野外增温试验的分布

Ｆｉｇ．１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１　深层土壤呼吸对气候变暖的响应

１．１　深层土壤呼吸的研究现状

深层土壤（０．２～３．０ｍ）中碳储量高达约１８００Ｐｇ［３４］，且多为惰性碳［３５］，深层土壤呼吸的轻微变化都可能会导

致土壤中大量的碳流失进入大气，影响全球碳循环［３６］。未来深层土壤增温速率可能与表层土壤相近［１４，３８］，尽管

已有研究提出深层土壤呼吸对增温的响应是陆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对气候变暖反馈的关键所在［３７］，但囿于

试验成本和操作难度，目前研究增温对深层土壤呼吸影响的试验仍然比较缺乏［３８］。Ｈｉｃｋｓ等［３８］在温带森林开展

的第一个原位全土壤剖面增温试验结果表明，在地表至地下１００ｃｍ的温度同时升高约４℃时，增温加速了包括

深层土壤在内的各层土壤有机碳分解。研究表明，深层土壤及深层土壤有机碳的特殊性，决定了深层土壤呼吸对

气候变暖响应的复杂性：一方面，相对于表层土壤，深层土壤有机质结构复杂［３９］，增温对其活化效率高，因此应该

具有较高的温度敏感性［３１］，这意味着深层土壤有机碳可能会对气候变暖产生强烈地响应；另一方面，由于深层土

壤具有有机质相对含量和质量低、动植物少、氧气含量低和粘粒含量高等特点，深层土壤的微生物量更少，深层土

壤有机碳也更容易与土壤矿物结合形成稳定态有机质［４０－４１］，这可能会导致深层土壤有机碳不会对增温产生强烈

响应。此外，深层土壤呼吸产生的ＣＯ２ 向地表扩散的过程，受到土壤孔隙中ＣＯ２ 浓度、土壤孔隙大小和数量、土

壤温湿度以及风速等诸多因子的影响［３］，而这方面试验及模型研究的不足加剧了深层土壤呼吸对增温响应的复

杂性［４２］。

１．２　深层土壤呼吸对增温的响应

目前，研究深层土壤呼吸对增温的响应主要基于两类试验，即室内培养试验和原位增温试验。１）室内培养试

验：室内培养试验通常比较深层土壤有机碳的温度敏感性与浅层土壤是否存在差异，但目前并未得到一致结论。

Ｆｉｅｒｅｒ等［４３］在美国加州草原的研究中发现，土壤呼吸的温度敏感性随着土壤深度加深而增大。但也有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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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深层土壤有机碳的温度敏感性与表层土壤并无差异［４４］。２）原位增温试验：目前原位增温试验的增温方式主

要分为开顶箱式增温、红外灯管加热和地表电缆加热３种，试验一般做法是收集增温和对照处理下土壤呼吸释放

的ＣＯ２，基于不同深度土壤有机碳的存留时间不同［３７］，利用同位素技术确定呼吸底物的来源［４５］，计算温度升高

后深层土壤有机质的分解量是否增加［４６－４７］。Ｃｈｅｎｇ等［４８］在美国高草草地的研究表明，增温通过增加深层土壤

微生物群落的分解功能基因的相对多度，加速深层土壤有机碳分解。这种增温导致深层土壤有机碳分解加速的

现象在格陵兰岛地区的半荒漠生态系统、阿拉斯加冻原等地也有发现［４６－４７］。

１．３　深层土壤呼吸的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深层土壤呼吸对气候变暖的响应探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１）加强原位深层土壤增温试验。目前

大部分原位增温试验对土壤的增温效果限于表层土壤且不同深度土壤受热不均匀，有别于未来气候变暖条件下

真实的土壤环境［４９］。Ｈｉｃｋｓ等［３８］的第一个原位深层土壤增温试验结果意味着未来气候变暖条件下会有更多的

土壤碳进入大气，对气候变化形成正反馈，这一结果急需在其他生态系统验证。２）进一步明确深层土壤呼吸对增

温的响应机制。有研究发现温度升高会引起土壤湿度降低［５０］，导致深根系植物和根系分泌物增加等变化［５１］，一

方面更多的新鲜有机碳输入可能会通过激发效应导致深层土壤有机碳分解加速［３５］，另一方面微生物代谢活动增

强，更多的微生物代谢产物会与土壤矿物表面相结合形成稳定有机碳被固持在土壤中［５２－５３］，土壤碳是否会流失

存在很大的争议（图２）。３）完善深层土壤中ＣＯ２ 向地表扩散过程的探究。试验过程中，采用沿土壤剖面设置固

定的ＣＯ２ 浓度监测探头［５４］和利用同位素技术区分呼吸产生的ＣＯ２ 的有机质来源［４５］相结合的方法，可以明晰不

同深度土壤中ＣＯ２ 的浓度及扩散速率，这为进一步优化关于深层土壤中ＣＯ２ 扩散的模型提供了可能。４）加大

对冻原、湿地等富含有机质且对气候变化敏感区域的关注。对于冻原，一般认为温度升高会促使冻土融化、降低

冻土层厚度，加速冻原各层土壤有机质分解［５５］，但这方面的研究数据仍然缺乏；对于湿地，增温可能会降低其水

位，使大量易分解的有机质暴露在空气中被消耗［５６］，但也有研究发现湿地中有机质会与土壤中铁、铝等离子结

合，形成稳定态有机质而不被分解［５７］，湿地中土壤呼吸究竟如何响应气候变暖有待进一步探究。

２　土壤动物对土壤呼吸的贡献及影响

２．１　土壤动物对土壤总呼吸的贡献

土壤动物是指生活中有一段时间在土壤中度过，且对土壤有一定影响的动物，种类多、个体数量大，主要涉

及原生动物、线形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等，也包括部分哺乳动物中的啮齿目、食虫目等［５８］。土壤动物呼吸是

土壤呼吸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贡献了５％～１０％的土壤呼吸［５９－６０］。目前测定土壤动物呼吸的试验多为室内培

养试验，常规的做法是将某种特定的土壤动物加入到无菌土壤中直接测定其呼吸［６０］，也有利用网袋、杀虫剂等化

学制品去除土壤动物，研究土壤动物的呼吸及其对土壤呼吸的影响［６１－６２］。Ｐｅｔｅｒｓｅｎ等［５９］在土壤动物呼吸研究

的试验结果整合分析中发现，土壤动物呼吸占土壤呼吸的１０％左右，且空间异质性大。原位土壤呼吸测定开展

的较少，一般做法是用化学制剂（萘、氯化汞等）或者电棒驱除土壤动物，将试验前后的土壤呼吸差值当作土壤动

物呼吸［６０］。Ｊｉａｎｇ等［６０］在中国亚热带森林中，利用萘液和电棒分别处理土壤，发现土壤动物呼吸占总呼吸的５％
左右。目前室内培养和原位试验都尚未能准确区分出土壤动物呼吸，一方面是由于土壤动物呼吸速率不高及空

间异质性大［６４］，另一方面是由于各种试验方法都未能完全去除土壤动物或者会引发微生物活性变化等其他相关

效应［６３］。

２．２　土壤动物对土壤呼吸的影响

土壤动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土壤呼吸（图２）：１）改变底物存在形态。土壤动物可以破碎、移动凋落

物，增大凋落物的表面积，加速凋落物分解［６３］。Ｖｏｓｓｂｒｉｎｃｋ等［６２］在半干旱草地凋落物的影响因素探究试验中发

现土壤动物对凋落物分解贡献率为１４．２％。但也有研究发现，蚯蚓（Ｌｕｍｂｒｉｃｕｓ）以及一些土壤动物幼虫可以在

肠道内将土壤与腐殖质混合后排泄，形成有机质与土壤矿物相结合的稳定态土壤团聚体，有利于有机碳的固

持［３２］。２）改变微生物活性和群落结构。土壤动物可以通过掘穴、移动等方式改变土壤微环境，也可以通过取食、

共生等方式与土壤微生物相互作用，改变土壤微生物活性和群落组成［６４］，进而影响土壤有机质分解［６７］。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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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长。一般来说，有土壤动物活动的土壤孔隙多、养分全［６８］，更适合植物生长，而伴随着的植物地上部的碳

输入和植物根系生物量的增加［６９］，可能会引起土壤呼吸速率增加。此外，也有研究发现，部分食草土壤动物如鼠

兔（Ｏｃｈｏｔｏｎａ　ｃｕｒｚｏｎｉａｅ）会取食植物地上部［７０］和食根土壤动物如食根线虫（Ｔｒｉｃｈｏｄｏｒｕｓ）会取食植物根系［７１］，导

致根系生物量、根系分泌物量和根际微生物发生变化，影响根系呼吸，这同时也可能会改变激发效应强度［７２］，影

响有机质分解。

图２　气候变暖时土壤呼吸研究需要加强关注的重要过程

Ｆｉｇ．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新鲜有机碳的输入Ｆｒｅｓｈ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ｐｕｔ；Ｂ：激发效应Ｐｒｉｍ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Ｃ：微生物代谢产物与土壤矿物表面相结合形成稳定的有机质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ｏｕｎｄ　ｔｏ　ｓｏｉｌ－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ｏ　ｆｏｒｍ　ｓｔａｂ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Ｄ：土壤动物取食植物地上部Ｐｌａｎｔ　ｓｈｏｏ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ｄ　ｂｙ　ｓｏｉｌ　ａｎｉｍａｌｓ；Ｅ：土壤动

物取食植物根系Ｐｌａｎｔ　ｒｏｏ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ｄ　ｂｙ　ｓｏｉｌ　ａｎｉｍａｌｓ；Ｆ：土壤动物影响根系生物量和分泌物量Ｓｏｉｌ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ｒｅｔｉｏｎ；Ｇ：土

壤动物通过植物根系调控根际微生物Ｓｏｉｌ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ｖｉａ　ｐｌａｎｔ　ｒｏｏｔ；Ｈ：土壤动物改变土壤有机质存在形态Ｓｏｉｌ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Ｉ：土壤动物改变土壤微生物活性和群落组成Ｓｏｉｌ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Ｊ：微生物的分解作用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Ｋ：土壤动物活动加速凋落物分解Ｓｏｉｌ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ｌｉｔ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Ｌ：土壤冻

融循环导致植物根系死亡Ｓｏｉｌ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ｔｈａｗ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ｒｏｏｔ；Ｍ：植物根系死亡增加呼吸底物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ｒｏｏｔ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Ｎ：土壤冻融过程改变土壤有机质可利用性Ｓｏｉｌ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ｔｈａｗ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Ｏ：土壤冻融循环改变微生物活性和群落结构Ｓｏｉｌ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ｔｈａｗ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２．３　未来土壤动物对土壤呼吸影响的研究方向

未来，土壤动物对土壤呼吸影响的探究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１）土壤动物呼吸测定方法的改进及创新。目前

不同试验中驱除土壤动物所使用药物的种类及用量、电流量的大小有很大差异，是导致不同试验结果差异很大的

原因之一。研究者需要进一步对药物的有效性、药物的合理用量以及电流的合理控制量进行探究，甚至可以研发

一些新药物、创造一些新方法，在有效驱除土壤动物的同时，将试验过程中因驱除土壤动物而造成的其他影响降

到最低。２）扩大研究的土壤动物范围。目前土壤动物对土壤呼吸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蚯蚓、线虫（Ｎｅｍａｔｏｄａ）

等少数物种上［３２］，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限制了我们对土壤动物作用的深入理解。３）野外观测和室内试验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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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量化模型中土壤动物的作用。由于土壤动物的直接、间接作用难以区分［７３］和不同生态类型中土壤动物种类

和数量差异大［７４］，碳循环模型中土壤动物的作用一直未被量化［７５－７６］，增大了模型的不确定性。在不同生态系

统，开展大量土壤动物对模型关键参数如根系生长、微生物活动、有机质形成和稳定等影响的探究，会有助于这一

问题的解决。４）加强增温条件下土壤动物作用于土壤呼吸过程的研究。气候变暖条件下，土壤动物的活动、分布

和群落组成等都会改变［７７］，土壤动物对土壤呼吸的调控过程也会发生变化，而土壤呼吸对气候变暖的反馈也会

作用于土壤动物。气候变暖、土壤动物和土壤呼吸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将是未来土壤动物对土壤呼吸影

响的重点和难点。

３　土壤冻融过程对土壤呼吸的影响

３．１　土壤冻融过程对土壤呼吸影响的研究现状

在中高纬及高海拔地区，由于气温的季节或昼夜变化，晚秋和早春常出现土壤反复冻结和融化的现象，即土

壤冻融过程［７８］。一般而言，发生冻融现象的区域是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７９］，也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如青藏

高原、北极苔原等地区。尽管已有研究表明冻融过程会对土壤呼吸产生很大影响［８０］，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

缺乏。土壤冻融对土壤呼吸影响探究的原位试验，受限于严酷的试验环境和高试验成本开展的非常少。Ｗａｎｇ
等［３３］在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的原位试验发现，土壤冻结会降低土壤呼吸速率，且土壤冻融过程是非生长季土壤呼

吸日动态的主导因素。Ｅｌｂｅｒｌｉｎｇ等［８０］在苔原的原位试验发现，土壤冻结时期产生的ＣＯ２ 会被固定在土壤中，等

到土壤融化时期集中释放出来，形成土壤融化时的ＣＯ２ 排放高峰。目前土壤冻融对土壤呼吸影响探究的室内培

养试验，存在着取样量小、冻融循环周期短、冻融循环频率低［８１－８３］等缺陷，跟真实的土壤冻融过程有很大差异，

难以阐述土壤冻融过程对土壤呼吸的长期影响及累积效应。此外，不同室内培养试验研究结果也存在较大差

异［８３］，有试验结果表明，土壤冻融期间温差越大、时间越长、频率越高［８４－８５］，土壤呼吸值也越高。

３．２　土壤冻融过程对土壤呼吸的影响机制

随着气候变暖的加剧，目前部分冻土区正经历着冻土层厚度降低、冻融循环频率加剧等变化［８６］，这会对土壤

呼吸产生何种影响，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土壤冻融过程可以从以下３个方面影响土壤呼

吸（图２）：１）改变土壤理化性质。土壤冻结会降低土壤水分可利用性和透气性，降低土壤呼吸速率的同时也阻止

了土壤中ＣＯ２ 的释放；土壤融化会提高土壤水分和氧气含量，加速土壤呼吸的同时也使被冻结在土壤中的ＣＯ２
被集中释放出来［８０］。２）改变底物及养分可利用性。一方面，冻融过程往往伴随着土壤团聚体结构的破坏［８７］，导

致大量活性碳的释放，给微生物提供了大量底物，增加微生物呼吸；另一方面，冻融过程会引起土壤根系尤其是植

物细根和部分微生物的死亡［８８－８９］，导致土壤碳、氮、磷含量提高，加速土壤呼吸。未来气候变暖条件下，冻融循环

频率的加快可能会通过作用于底物及养分可利用性进一步促进土壤呼吸。３）改变微生物活性和群落结构。研究

发现，多次冻融循环会降低灌丛地土壤的微生物量和物种多样性，也会促使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８５］，间接影

响土壤呼吸。

３．３　土壤冻融对土壤呼吸影响的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关于土壤冻融对土壤呼吸影响的探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１）加强土壤冻融时期土壤呼吸的原位

监测。随着土壤呼吸测定仪器的发展，低温环境下土壤呼吸的高频率自动监测已经可以实现［３３］，而目前该类仪

器的使用尚未推广。２）合理设计室内冻融模拟试验。室内模拟冻融试验可以采用大型原状土柱［５６］，试验期间的

温度变化范围、冻融循环频率以及冻融持续周期也应尽量接近真实的土壤冻融过程，使试验结果更可信。３）加强

遥感和同位素技术的使用。遥感技术可以在大尺度上获取土壤冻融时期的水热数据，对我们了解土壤冻融时期

土壤的水热变化状况和掌握土壤冻融现象发生的区域很有必要；同位素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在样点水平确定土壤

呼吸的ＣＯ２ 来源，有助于明确冻融过程对土壤呼吸的影响机制。

４　结论

研究土壤呼吸对增温的响应，对于理解陆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及其对气候变暖的反馈至关重要。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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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深层土壤的关注，考虑土壤动物的贡献及土壤动物和土壤冻融过程对土壤呼吸的影响，可以进一步揭示增温对

土壤呼吸的影响过程，提高未来气候变暖背景下的ＣＯ２ 排放的预测能力。但全球变化不仅限于气候变暖，还包

括降水格局的改变、大气氮沉降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等，而土壤呼吸也只是陆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

环节之一。探究全球变化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需要考虑各种全球变化因子的综合作用和更多的温室气体排

放过程。

致谢：感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朱彪研究员和贺金生教授课题组成员对论文写作提出的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Ｃｈｅｎｇ　Ｌ　Ｆ，Ｈｅ　Ｚ　Ｂ，Ｄｕ　Ｊ，ｅｔ　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ａｒｍｉｎｇ：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ｃｔａ　Ｐｒａｔ－

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５，２４（１１）：１８３－１９４．
陈龙飞，何志斌，杜军，等．土壤碳循环主要过程对气候变暖响应的研究进展．草业学报，２０１５，２４（１１）：１８３－１９４．

［２］　Ｂｏｎｄ－Ｌａｍｂｅｒｔｙ　Ｂ，Ｔｈｏｍｓｏｎ　Ａ．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０，４６４：５７９
－５８２．

［３］　Ｆａｎｇ　Ｊ　Ｙ，Ｗａｎｇ　Ｗ．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ｋｅｙ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

３１（３）：３４５－３４７．
方精云，王娓．作为地下过程的土壤呼吸：我们理解了多少？植物生态学报，２００７，３１（３）：３４５－３４７．

［４］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Ｅ　Ｊ，Ａｐｐｌｅｙａｒｄ　Ａ．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１９１５，７（１）：１－４８．

［５］　Ｇｒｅａｖｅｓ　Ｊ　Ｅ，Ｃａｒｔｅｒ　Ｅ　Ｇ．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２０，１０（５）：３６１－３８７．
［６］　Ｌｅｂｅｄｊａｎｔｚｅｖ　Ａ　Ｎ．Ｄｒｙ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ｉｌ，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２４，１８（６）：４１９－

４４７．
［７］　Ｄｅ　Ｊｏｎｇ　Ｅ，Ｓｃｈａｐｐｅｒｔ　Ｈ　Ｊ　Ｖ．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ＣＯ２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７２，

１１３（５）：３２８－３３３．
［８］　Ｇｏｌｌｅｙ　Ｆ　Ｂ，Ｏｄｕｍ　Ｈ　Ｔ，Ｗｉｌｓｏｎ　Ｒ　Ｆ．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ｏｆ　ａ　Ｐｕｅｒｔｏ　Ｒｉｃａｎ　ｒｅｄ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Ｍａｙ．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６２，４３（１）：９－１９．
［９］　Ｂｕｎｔ　Ｊ　Ｓ，Ｒｏｖｉｒａ　Ａ　Ｄ．Ｏｘｙｇｅ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ｔ－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ｅｄ　ｓｏｉｌ．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５４，１７３：１２４２．
［１０］　Ｄｒｏｂｎíｋ　Ｊ．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ｌｉａ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１９６２，７（２）：１３２－１４０．
［１１］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Ｄ　Ｃ．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Ｔｏｔａｌ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Ｏｉｋｏｓ，１９７３，２４（３）：３６１－３６６．
［１２］　Ｍｏｏｎｅｙ　Ｈ　Ａ，Ｄｒａｋｅ　Ｂ　Ｇ，Ｌｕｘｍｏｏｒｅ　Ｒ　Ｊ，ｅｔ　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Ｏ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ａ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１，４１（２）：９６－１０４．
［１３］　Ｌｕｏ　Ｙ　Ｑ，Ｚｈｏｕ　Ｘ　Ｈ．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１４］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３：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ａｓｉ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Ｉ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Ｇｅｎｅｖ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１５］　Ｌｉｕ　Ｓ　Ｈ，Ｆａｎｇ　Ｊ　Ｙ．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１９９７，１７（５）：４６９－４７６．
刘绍辉，方精云．土壤呼吸的影响因素及全球尺度下温度的影响．生态学报，１９９７，１７（５）：４６９－４７６．

［１６］　Ｌｉ　Ｄ　Ｊ，Ｚｈｏｕ　Ｘ　Ｈ，Ｗｕ　Ｌ　Ｙ，ｅｔ　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ｗａｒ－
ｍｉｎｇ　ｉｎ　ａ　ｗｉｎｔｅｒ　ａｎｎｕａｌ－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ｐｒａｉｒｉｅ．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１９（１１）：３５５３－３５６４．

［１７］　Ｍｅｌｉｌｌｏ　Ｊ　Ｍ，Ｆｒｅｙ　Ｓ　Ｄ，Ｄｅａｎｇｅｌｉｓ　Ｋ　Ｍ，ｅｔ　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ａ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３５８：１０１－１０５．

［１８］　Ｚｈｏｕ　Ｊ　Ｚ，Ｘｕｅ　Ｋ，Ｘｉｅ　Ｊ　Ｐ，ｅｔ　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ｃｙｃｌ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ａｒｍ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１，２（２）：１０６－１１０．
［１９］　Ｍｅｌｉｌｌｏ　Ｊ　Ｍ．Ｓｏｉ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ｃｙｃｌ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２，２９８：２１７３－２１７６．
［２０］　Ｘｕ　Ｘ，Ｓｈｉ　Ｚ，Ｌｉ　Ｄ　Ｊ，ｅｔ　ａｌ．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ｐｒａｉｒｉｅ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ｃａｄ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２１（１０）：３８４６－３８５３．
［２１］　Ｎｏｒｂｙ　Ｒ　Ｊ，Ｈａｒｔｚ－Ｒｕｂｉｎ　Ｊ　Ｓ，Ｖｅｒｂｒｕｇｇｅ　Ｍ　Ｊ．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ｉｎ　ｍａｐｌｅ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２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９（１２）：１７９２－１８０１．
［２２］　Ｓｕｓｅｅｌａ　Ｖ，Ｄｕｋｅｓ　Ｊ　Ｓ．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ｖａｒｙ　ｂｙ　ｓｅａｓｏｎ．Ｅｃｏｌｏ－

ｇｙ，２０１３，９４（２）：４０３－４１３．

０７１ ＡＣＴＡ　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９



［２３］　Ｍｅｌｉｌｌｏ　Ｊ　Ｍ，Ｂｕｔｌｅｒ　Ｓ，Ｊｏｈｎｓｏｎ　Ｊ，ｅｔ　ａｌ．Ｓｏｉ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ｃａｒｂｏｎ－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ｕｄｇｅｔ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１，１０８（２３）：９５０８－９５１２．

［２４］　Ｃｈｅｎ　Ｊ，Ｌｕｏ　Ｙ，Ｘｉａ　Ｊ，ｅｔ　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ｉｎ　ａ　ｍｅａｄ－
ｏｗ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２２０：２１－２９．

［２５］　Ｆａｎｇ　Ｙ　Ｊ，Ｈｏｕ　Ｘ　Ｙ，Ｓｈｉ　Ｈ　Ｘ，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ｉ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ａｒｍｉｎｇ．Ａｃｔａ　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２１（３）：２９４－３０２．
范月君，侯向阳，石红霄，等．气候变暖对草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草业学报，２０１２，２１（３）：２９４－３０２．

［２６］　Ｌｕ　Ｍ，Ｚｈｏｕ　Ｘ　Ｈ，Ｙａｎｇ　Ｑ，ｅｔ　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ｙｃｌｅ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９４（３）：７２６－７３８．
［２７］　Ｓｉｓｔｌａ　Ｓ　Ａ，Ｍｏｏｒｅ　Ｊ　Ｃ，Ｓｉｍｐｓｏｎ　Ｒ　Ｔ，ｅｔ　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ｕｎｄｒａ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ｎｅｔ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３，４９７：６１５－６１８．
［２８］　Ｆｒｉｅｄｌｉｎｇｓｔｅｉｎ　Ｐ，Ｃｏｘ　Ｐ　Ｍ，Ｂｅｔｔｓ　Ｒ　Ａ，ｅｔ　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ａｒｂｏｎ　ｃｙｃｌ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ＣＭＩＰ）－Ｍ－４ｍｏｄｅｌ

ｉｎｔ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００６，１９：３３３７－３３５３．
［２９］　Ｆｒｉｅｄｌｉｎｇｓｔｅｉｎ　Ｐ，Ｍｅｉｎｓｈａｕｓｅｎ　Ｍ，Ａｒｏｒａ　Ｖ　Ｋ，ｅｔ　ａｌ．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ＭＩＰ５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ｄｕｅ　ｔｏ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ｙｃｌｅ　ｆｅｅｄ－

ｂａｃｋ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０１４，２７（２）：５１１－５２６．
［３０］　Ｆｕｎｇ　Ｉ　Ｙ，Ｄｏｎｅｙ　Ｓ　Ｃ，Ｌｉｎｄｓａｙ　Ｋ，ｅｔ　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

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５，１０２（３２）：１１２０１－１１２０６．
［３１］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Ｅ　Ａ，Ｊａｎｓｓｅｎｓ　Ｉ　Ａ．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６，４４０：１６５－１７３．
［３２］　Ｆｉｌｓｅｒ　Ｊ，Ｆａｂｅｒ　Ｊ　Ｈ，Ｔｉｕｎｏｖ　Ａ　Ｖ，ｅｔ　ａｌ．Ｓｏｉｌ　ｆａｕｎａ：Ｋｅｙ　ｔｏ　ｎｅ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Ｓｏｉｌ，２０１６，２（４）：５６５－５８２．
［３３］　Ｗａｎｇ　Ｙ，Ｌｉｕ　Ｈ　Ｙ，Ｃｈｕｎｇ　Ｈ，ｅｔ　ａｌ．Ｎｏｎ－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ａｗ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ｏｎｓｏ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ｓ，２０１４，２８（１０）：１０８１－１０９５．
［３４］　Ｊｏｂｂａｇｙ　Ｅ　Ｇ，Ｊａｃｋｓｏｎ　Ｒ　Ｂ．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０，１０（２）：４２３－４３６．
［３５］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　Ｓ，Ｂａｒｏｔ　Ｓ，ＢａｒｒéＰ，ｅｔ　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ｄｅｅｐ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ｆｒｅｓｈ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ｕｐｐｌｙ．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７，４５０：２７７－２８０．
［３６］　Ｗａｎｇ　Ｑ，Ｗａｎｇ　Ｙ，Ｗａｎｇ　Ｓ，ｅｔ　ａｌ．Ｆｒｅｓｈ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ｐｕｔｓ　ａｌｔ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ｄｅｅｐ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４，７２：１４５－１５１．
［３７］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Ｆ　Ｍ，Ｔｏｒｎ　Ｍ　Ｓ，Ｔｒｕｍｂｏｒｅ　Ｓ　Ｅ．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ｓ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ｌ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ｏｉｌｓ．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１０９（２６）：１７５３－１７６１．
［３８］　Ｈｉｃｋｓ　Ｐ　Ｃ　Ｅ，Ｃａｓｔａｎｈａ　Ｃ，Ｐｏｒｒａｓ　Ｒ　Ｃ，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ｌｕｘ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ｗａｒｍ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３５５：

１４２０－１４２３．
［３９］　Ｓｃｈｏｎｉｎｇ　Ｉ，Ｋｏｇｅｌｋｎａｂｎｅｒ　Ｉ．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　ｏｌ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ｏｏ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Ｃａｍｂｉｓｏｌ　ａｎｄ　Ｌｕｖｉｓｏ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ｓ．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６，３８（８）：２４１１－２４２４．
［４０］　Ｆｉｅｒｅｒ　Ｎ，Ｓｃｈｉｍｅｌ　Ｊ　Ｐ，Ｈｏｌｄｅｎ　Ｐ　Ａ．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ｗｏ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

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３，３５（１）：１６７－１７６．
［４１］　Ｚｈａｎｇ　Ｈ，Ｙｅ　Ｃ　Ｌ，Ｗａｎｇ　Ｙ，ｅｔ　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ｓ　ｉｎ　Ｙｕｎｗ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３４（２）：２２４－２３０．
张浩，叶成龙，王益，等．云雾山草原不同深度土壤的呼吸特征及其对温度变化的响应．草业科学，２０１７，３４（２）：２２４－２３０．

［４２］　Ｗａｎｇ　Ｃ，Ｙａｎｇ　Ｚ　Ｊ，Ｃｈｅｎｇ　Ｇ　Ｓ，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ｕｘ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ｉｎ　ｓｏｉｌ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５（４）：８５－９２．
王超，杨智杰，陈光水，等．土壤垂直剖面的ＣＯ２ 通量研究．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２０１０，５（４）：８５－９２．

［４３］　Ｆｉｅｒｅｒ　Ｎ，Ａｌｌｅｎ　Ａ　Ｓ，Ｓｃｈｉｍｅｌ　Ｊ　Ｐ，ｅｔ　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９（９）：１３２２－１３３２．

［４４］　Ｆａｎｇ　Ｃ　Ｍ，Ｓｍｉｔｈ　Ｐ，Ｍｏｎｃｒｉｅｆｆ　Ｊ　Ｂ，ｅｔ　ａｌ．Ｓｉｍｉｌａ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ｌａｂｉ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ｐｏｏｌｓ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５，４３３：５７－５９．

［４５］　Ｇａｕｄｉｎｓｋｉ　Ｊ　Ｂ，Ｔｒｕｍｂｏｒｅ　Ｓ　Ｅ，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Ｅ　Ａ，ｅｔ　ａｌ．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ｉｎ　ａ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ｆｏｒ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ｃａｒｂｏｎ－ｂａｓｅ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ｓ，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ｆｌｕｘｅｓ．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１，５２（１）：１１３－１１４．

［４６］　Ｌｕｐａｓｃｕ　Ｍ，Ｗｅｌｋｅｒ　Ｊ　Ｍ，Ｓｅｉｂｔ　Ｕ，ｅｔ　ａｌ．Ｈｉｇｈ　ａｒｃｔｉｃ　ｗｅｔｔｉｎｇ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ａｒｍｉｎｇ．Ｎａ－
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４，４（１）：５１－５５．

［４７］　Ｈｉｃｋｓ　Ｐｒｉｅｓ　Ｃ　Ｅ，Ｓｃｈｕｕｒ　Ｅ　Ａ　Ｇ，Ｎａｔａｌｉ　Ｓ　Ｍ，ｅｔ　ａｌ．Ｏｌｄ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ｌｏｓｓ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
ｔａｌｌｙ　ｔｈａｗｅｄ　ｔｕｎｄｒａ．Ｎａ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６，６（２）：２１４－２１８．

１７１第２８卷第９期 草业学报２０１９年



［４８］　Ｃｈｅｎｇ　Ｌ，Ｚｈａｎｇ　Ｎ　Ｆ，Ｙｕａｎ　Ｍ　Ｔ，ｅｔ　ａｌ．Ｗａｒｍｉｎｇ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ｏｌ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ｌｔｅｒ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
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Ｔｈｅ　ＩＳＭ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７，１１（８）：１８２５－１８３５．

［４９］　Ｃｒｏｗｔｈｅｒ　Ｔ　Ｗ，Ｔｏｄｄ－Ｂｒｏｗｎ　Ｋ　Ｅ　Ｏ，Ｒｏｗｅ　Ｃ　Ｗ，ｅｔ　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ｌ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ｗａｒｍｉｎｇ．Ｎａ－
ｔｕｒｅ，２０１６，５４０：１０４－１０８．

［５０］　Ｗｕ　Ｚ，Ｄｉｊｋｓｔｒａ　Ｐ，Ｋｏｃｈ　Ｇ　Ｗ，ｅｔ　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ｏ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Ａ　ｍｅｔａ－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１７（２）：９２７－９４２．

［５１］　Ｌｉｕ　Ｈ　Ｙ，Ｍｉ　Ｚ　Ｒ，Ｌｉｎ　Ｌ，ｅｔ　ａｌ．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ｓ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１１５（１６）：４０５１－４０５６．

［５２］　Ｖｏｇｅｌ　Ｃ，Ｍｕｅｌｌｅｒ　Ｃ　Ｗ，Ｈｓｃｈｅｎ　Ｃ，ｅｔ　ａｌ．Ｓｕｂｍｉｃｒ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ｐｏｔｓ　ｆｏ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ｉｌｓ．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４，５（１）：２９４７．

［５３］　Ｋｅｉｌｕｗｅｉｔ　Ｍ，Ｂｏｕｇｏｕｒｅ　Ｊ　Ｊ，Ｎｉｃｏ　Ｐ　Ｓ，ｅｔ　ａｌ．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ｒｏｏｔ　ｅｘｕｄａｔｅｓ．Ｎａ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５，５（６）：５８８－５９５．

［５４］　Ｄｅｓｕｔｔｅｒ　Ｔ　Ｍ，Ｓａｕｅｒ　Ｔ　Ｊ，Ｐａｒｋｉｎ　Ｔ　Ｂ，ｅｔ　ａｌ．Ａ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ｉ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８，７２（１）：１２６－１３４．

［５５］　Ｃｈｅｎ　Ｌ　Ｙ，Ｌｉａｎｇ　Ｊ　Ｙ，Ｑｉｎ　Ｓ　Ｑ，ｅｔ　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ｉ－
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６，７：１３０４６．

［５６］　Ｗａｎｇ　Ｈ，Ｙｕ　Ｌ　Ｆ，Ｚｈａｎｇ　Ｚ　Ｈ，ｅｔ　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ａｂｌ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２３（２）：８１５－８２９．

［５７］　Ｗａｎｇ　Ｙ，Ｗａｎｇ　Ｈ，Ｈｅ　Ｊ　Ｓ，ｅｔ　ａｌ．Ｉｒｏ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ｗａｔｅｒ－ｔａｂｌ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ａ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７，８（４）：１５９７２．

［５８］　Ｙｉｎ　Ｗ　Ｙ．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ｉｌ　ｚｏ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３６（８）：１－３．
尹文英．土壤动物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生物学通报，２００１，３６（８）：１－３．

［５９］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Ｈ，Ｌｕｘｔｏｎ　Ｍ．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ｆａｕｎ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ｉｋｏｓ，

１９８２，３９（３）：２８８－３８８．
［６０］　Ｊｉａｎｇ　Ｙ，Ｗａｎｇ　Ｂ，Ｎｉｕ　Ｘ，ｅｔ　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ｆａｕｎａ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２ｆｌｕｘ　ｉｎ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ｏｓｏ　ｂａｍｂｏｏ（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

ｙ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ｆｏｒｅｓｔ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６，７５（１３）：１－
１１．

［６１］　Ｆｕ　Ｓ　Ｌ，Ｆｅｒｒｉｓ　Ｈ，Ｂｒｏｗｎ　Ｄ，ｅｔ　ａｌ．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ｐｒｅｙ　ｖａｒｙ　ｗｉｔｈ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５，３７（１１）：１９７９－１９８７．

［６２］　Ｖｏｓｓｂｒｉｎｃｋ　Ｃ　Ｒ，Ｃｏｌｅｍａｎ　Ｄ　Ｃ，Ｗｏｏｌｌｅｙ　Ｔ　Ａ．Ａｂｉｏｔｉｃ　ａｎｄ　ｂｉｏ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ｌｉｔ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Ｅｃｏｌｏ－
ｇｙ，１９７９，６０（２）：２６５－２７１．

［６３］　Ｗａｎｇ　Ｘ　Ｌ，Ｙｉｎ　Ｘ　Ｑ，Ｓｏｎｇ　Ｂ，ｅｔ　ａｌ．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ｉｔ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ｆａｕｎａ　ｉｎ　Ｌｅｙｍ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ｇｒａｓｓ－
ｌａｎｄ．Ａｃｔａ　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２０（６）：１４３－１４９．
王星丽，殷秀琴，宋博，等．羊草草原主要凋落物分解及土壤动物的作用．草业学报，２０１１，２０（６）：１４３－１４９．

［６４］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Ｇ，Ｌｅｙ　Ｒ　Ｅ，Ｓｃｈｍｉｄｔ　Ｓ　Ｋ，ｅｔ　ａｌ．Ｓｏｉ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ｂａｌｐｉｎ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０１，１２８（４）：５４９－５５６．

［６５］　Ｌｉ　Ｚ　Ａ，Ｚｏｕ　Ｂ，Ｄｉｎｇ　Ｙ　Ｚ，ｅｔ　ａｌ．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ｉｔ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２３（６）：７７－８３．
李志安，邹碧，丁永桢，等．森林凋落物分解重要影响因子及其研究进展．生态学杂志，２００４，２３（６）：７７－８３．

［６６］　Ｃｒｏｗｔｈｅｒ　Ｔ　Ｗ，Ｂｏｄｄｙ　Ｌ，Ｊｏｎｅｓ　Ｔ　Ｈ．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ｆｕｎ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ｓｏｉｌ　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ｇｒａｚｅｒｓ．Ｅｃｏｌｏｇ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１，１４（１１）：１１３４－１１４２．

［６７］　Ｆｉｌｓｅｒ　Ｊ．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ｍｂｏｌａ　ｉ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ｉｎ　ｓｏｉｌ．Ｐｅｄ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０２，４６（３／４）：２３４－２４５．
［６８］　Ｂｒｏｗｎ　Ｇ　Ｇ．Ｈｏｗ　ｄｏ　ｅａｒｔｈｗｏｒｍ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ｍｉｃｒｏｆｌ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ａｕ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１９９５，１７０（１）：２０９－２３１．
［６９］　Ａｒｎｏｎｅ　Ｊ　Ａ，Ｚａｌｌｅｒ　Ｊ　Ｇ．Ｅａｒｔｈｗｏ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ｎａｔｉｖ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ｕｎｄｅ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５：１５２．
［７０］　Ｚｈｏｕ　Ｘ　Ｒ，Ｇｕｏ　Ｚ　Ｇ，Ｇｕｏ　Ｘ　Ｈ．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ｐｉｋａ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ｅａｌｌ　ｚｏｋｏｒ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

２７（５）：３８－４４．
周雪荣，郭正刚，郭兴华．高原鼠兔和高原鼢鼠在高寒草甸中的作用．草业科学，２０１０，２７（５）：３８－４４．

［７１］　Ｂｏｎｋｏｗｓｋｉ　Ｍ，Ｖｉｌｌｅｎａｖｅ　Ｃ，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Ｂ．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　ｆａｕｎａ：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ｆａｕｎａ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ｎｔ　ｒｏｏｔｓ．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２００９，３２１（１／２）：２１３－２３３．

［７２］　Ｋｕｚｙａｋｏｖ　Ｙ．Ｐｒｉｍ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ａ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０，

４２（９）：１３６３－１３７１．

２７１ ＡＣＴＡ　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９



［７３］　Ｗａｌｌ　Ｄ　Ｈ．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ｓ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７４］　Ｄｅ　Ｄｅｙｎ　Ｇ　Ｂ，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ｕｔｔｅｎ　Ｗ　Ｈ．Ｌ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６２５－６３３．
［７５］　Ｇｈｏｌｚ　Ｈ　Ｌ，Ｗｅｄｉｎ　Ｄ　Ａ，Ｓｍｉｔｈｅｒｍａｎ　Ｓ　Ｍ，ｅｔ　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ｈａｒｄｗｏｏｄ　ｌｉｔｔｅｒ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ｓ：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６（７）：７５１－７６５．
［７６］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Ｍ　Ｗ，Ｔｏｒｎ　Ｍ　Ｓ，Ａｂｉｖｅｎ　Ｓ，ｅｔ　ａｌ．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ｓ　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１，４７８：

４９－５６．
［７７］　Ｗａｌｌ　Ｄ　Ｈ，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Ｍ　Ａ，Ｊｏｈｎ　Ｍ　Ｇ，ｅｔ　ａｌ．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ｈｏｗｓ　ｓｏｉ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１４（１１）：２６６１－２６７７．
［７８］　Ｌｉｕ　Ｓ，Ｙｕ　Ｇ　Ｒ，Ｑｉａｎ　Ｚ　Ｓ，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ｔｈａｗｉｎｇ－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ｐｐ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Ｍｏｎ－

ｇｏｌｉ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ｃｔａ　Ｐｅｄ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９，４６（１）：４８－５３．
刘帅，于贵瑞，浅沼顺，等．蒙古高原中部草地土壤冻融过程及土壤含水量分布．土壤学报，２００９，４６（１）：４８－５３．

［７９］　Ｑｉｎ　Ｙ，Ｙｉ　Ｓ　Ｈ，Ｌｉ　Ｎ　Ｊ，ｅｔ　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ｏ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ｃｔａ
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２１（６）：２７５－２８５．
秦彧，宜树华，李乃杰，等．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进展．草业学报，２０１２，２１（６）：２７５－２８５．

［８０］　Ｅｌｂｅｒｌｉｎｇ　Ｂ，Ｂｒａｎｄｔ　Ｋ　Ｋ．Ｕｎ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ｉｎ　ｆｒｏｚｅｎ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ｏｆ　ａｒｃｔｉｃ　Ｃ　ｃｙｃｌｉｎｇ．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３，３５（２）：２６３－２７２．

［８１］　Ｓｕｎ　Ｈ，Ｑｉｎ　Ｊ　Ｈ，Ｗｕ　Ｙ．Ｆｒｅｅｚｅ－ｔｈａｗ　ｃｙ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Ｓｏｉｌ，２００８，４０（４）：５０５－５０９．
孙辉，秦纪洪，吴杨．土壤冻融交替生态效应研究进展．土壤，２００８，４０（４）：５０５－５０９．

［８２］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Ｓ　Ｄ，Ｍｕｈｒ　Ｊ，Ｂｏｒｋｅｎ　Ｗ，ｅｔ　ａｌ．Ｆｌｕｘｅ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ｒａｃｅ　ｇａｓ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ｎｏｒｗａｙ　ｓｐｒｕｃ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ａｔ－
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ｆｒｅｅｚｅ－ｔｈａｗ　ｃｙｃｌｅｓ　ｉｎ　ｍｅｓｏｃｏｓ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１７１（５）：７２９－
７３９．

［８３］　Ｗｕ　Ｘ，Ｓｈｅｎ　Ｚ　Ｙ．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ｔｈａｗｉｎｇ　ｃｙｃｌｅ　ｏ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ｏｉｌ：Ａ　ｒｅｖｉｅｗ．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９（７）：１４３２－１４３９．
伍星，沈珍瑶．冻融作用对土壤温室气体产生与排放的影响．生态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９（７）：１４３２－１４３９．

［８４］　Ｆｅｎｇ　Ｘ　Ｊ，Ｎｉｅｌｓｅｎ　Ｌ　Ｌ，Ｓｉｍｐｓｏｎ　Ｍ　Ｊ．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ｔｏ　ｆｒｅｅｚｅ－ｔｈａｗ　ｃｙｃｌｅｓ．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７，３９（８）：２０２７－２０３７．

［８５］　Ｌａｒｓｅｎ　Ｋ　Ｓ，Ｊｏｎａｓｓｏｎ　Ｓ，Ｍｉｃｈｅｌｓｅｎ　Ａ．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ｆｒｅｅｚｅ－ｔｈａｗ　ｃｙ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ｗｏ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ｉ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２１（３）：１８７－１９５．

［８６］　Ｌｉｎ　Ｌ，Ｗａｎｇ　Ｑ　Ｂ，Ｚｈａｎｇ　Ｚ　Ｈ，ｅｔ　ａｌ．Ｗａｒｍｉｎｇ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ｓｏｉｌ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ａｗｉｎｇ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ｉｎ　ａ　Ｔｉ－
ｂｅｔａ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Ａｃｔ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ｒｕ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ｕ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ｉｓ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５３（１）：１７１－
１７８．
林笠，王其兵，张振华，等．温暖化加剧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土非生长季冻融循环．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７，

５３（１）：１７１－１７８．
［８７］　Ｏｚｔａｓ　Ｔ，Ｆａｙｅｔｏｒｂａｙ　Ｆ．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ａｗ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ａｔｅｎａ，２００３，５２（１）：１－８．
［８８］　Ｓｈａｒｍａ　Ｓ，Ｓｚｅｌｅ　Ｚ，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　Ｒ，ｅｔ　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ｒｅｅｚｅ－ｔｈａｗ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ｙ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ｉｌ．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７２（３）：２１４８－２１５４．
［８９］　Ｃｌｅａｖｉｔｔ　Ｎ　Ｌ　Ｃ　Ｌ，Ｆａｈｅｙ　Ｔ　Ｊ　Ｆ　Ｊ，Ｇｒｏｆｆｍａｎ　Ｐ　Ｍ　Ｇ　Ｍ，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ｏｎ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ｓ　ｉｎ　ａ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ａｒｄｗｏｏｄ　ｆｏｒ－

ｅｓｔ．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８，３８（１）：８２－９１．

３７１第２８卷第９期 草业学报２０１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