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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极大地改变着氮素从大气向陆地生态系统输入的方式和速率 ,人为固定的氮素正

在不断积累 ,并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产生显著影响。该文从以下几个方面综述了大气氮沉降增加对陆地生态

系统的影响 :1)氮输入增加可能影响植物生产力和生态系统碳蓄积能力 ,生态系统响应的方向和程度取决于系统

的初始氮状况 (氮限制或氮饱和)以及当地的植被和土壤特征 ;2) 持续氮输入有可能改变土壤氮循环过程 ,降低土

壤固持氮的能力 ,甚至导致土壤酸化、盐基离子损耗 ,进而影响到土壤有机碳的分解 ;3) 高的氮沉降速率和持续氮

输入都可能加速含氮痕量气体的释放 ,但其影响程度受生态系统初始状态的影响 (例如磷限制和氮限制) ;4) 氮沉

降增加会影响生态系统的物种丰富度、植物群落结构和动态 ,促进森林扩张 ,改变菌根真菌的物种多样性 ;5) 持续

氮输入带来的植物群落结构和植物生理特征的变化可能影响昆虫取食特性 ,进而通过食物链改变生态系统的营养

结构 ;6)氮沉降增加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与 CO2 浓度升高和 O3 浓度变化有协同作用 ,但难以

从其协同效应中区分出各自的影响。最后 ,该文总结了我国的氮沉降研究现状 ,并对今后的研究前景提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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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activities have greatly changed the pathway and rate of nitrogen transferred from atmosphere
to terrestrial ecosystems worldwide. Anthropogenic nitrogen enrichment , as a result of chronic nitrogen deposi2
tion , has caused a wide range of impacts on ecosystem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In this paper , we summarize
the main effects of anthropogenic nitrogen addition on terrestrial ecosystems as follows :

1) Increased nitrogen input may have influences on plant production and ecosystem carbon storage , and
the direction and magnitude of responses are determined by initial nitrogen status of ecosystems (NΟlimited or N
Οsaturated) and local properties of vegetation and soil ;

2) Chronic nitrogen addition can also alter soil nitrogen cycling , decrease the capability of soil to retain
N , even lead to soil acidification , depletion of base cation , and affect decomposition of SOC ;

3) Both high rate of nitrogen deposition and chronic low nitrogen addition may accelerate losses of NΟcon2
tained gas , but the magnitude of influences depends on initial status of ecosystem (NΟlimited or PΟlimited) ;

4) N enrichment will affect species richness in terrestrial ecosystems , plant communities’structures and
dynamics. It may also contribute to forest expansion into grasslands , alter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diversity of
mycorrhizal fungi ;

5) Continuous N input and the resulting changes in plant composition and physiological feature may have
effects on consumption rate and population dynamics of herbivorous insects , and eventually change ecosystem
trophic structure through food chain ;

6) Since the influences of N addition , increased concentration of CO2 and O3 on ecosystem properties and
processes are interdependent , it i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each eff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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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lso summariz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searches on N deposition in China , and proposed the potential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nitrogen deposition , terrestrial ecosystems , nitrogen limited , nitrogen saturated , carbon storage

　　大气氮沉降借助其对植物生长、碳固定及光合

产物分配的直接或间接作用 ,极大地干预了生态系

统碳循环和碳蓄积过程。毁林开荒、农业用地扩展、

干物质燃烧、化肥施用和工业发展等人类活动都会

影响氮循环 ,改变氮沉降速率 (Currie & Nadelhoffer ,

1999) 。值得关注的是 ,全球氮沉降水平预计在未来

25 年内会加倍 (Neff et al . , 2002) ,目前人类对全球

氮循环的干扰已经远远超过对地球上其它主要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 ( Galloway et al . , 1994) 。氮沉

降带来的生态效应 ,陆地生态系统对这种持续氮增

长和快速氮循环的响应 ,以及陆地生态系统和氮沉

降之间的反馈机制 ,都是当前陆地生态系统研究的

重点。本文对当前氮沉降增加带来的生态效应做了

简要综述 ,并概括了该方面研究中目前存在的不确

定性和不足。

1 　主要氮源及其变化

Galloway 等 (2003) 将自然界的氮化合物分为非

活性氮和活性氮两类 ,非活性氮 (Nonreactive N) 就是

N2 ,活性氮 (Reactive N) 包括地球生物圈和大气圈中

所有具生物、光化学或辐射活性的氮化合物。大气

圈中的 N2 需要经过转化邢成活性氮才能被大多数

植物体直接利用。人类活动出现以前 ,生物主要通

过闪电和生物固氮两种自然途径获得活性氮 (Vi2
tousek et al . , 1997 ; Galloway et al . , 1995) 。闪电每

年固定的氮小于 10 Tg (1 Tg = 1012g) ,生物固氮的

速率约 90～130 Tg N·a - 1 ,而且氮固定的速率与活

性氮反硝化形成 N2 返还大气圈的速率基本持平

( Galloway et al . , 1995) 。人类活动极大地影响了氮

素从大气氮库进入生物圈的过程 ,1960 年以后 ,人

为固氮的速率急剧上升 (图 1) 。从 20 世纪 40 年代

起 ,化肥生产带来的工业固氮由近乎零的数量开始

呈指数增长 , FAO (1993) 估算工业固氮的速率约为

80 Tg N·a - 1 ,并指出在未来几十年里 ,由于人口剧增

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 ,工业固氮将会持续高速增长。

Galloway等 (2003) 指出 ,2000 年工业固氮过程生成

的活性氮已超过 100 Tg N·a - 1 ,其中约 85 %来自化

肥生产。化石燃料燃烧或能源生产使氮素从长期地

质库中进入大气 ,由此产生的活性氮已由 1860 年的

不足 1 Tg N·a - 1增加到 2000 年的 25 Tg N·a - 1。农

作物生产也是重要的活性氮来源 ,这一过程转化的

活性氮也从 1860 年的 15 Tg N·a - 1上升到 2000 年的

33 Tg N·a - 1 (图 1) 。综合这几项固氮过程 ,1860～

2000 年人为活动带来的活性氮生产由 15 Tg N·a - 1

提高到 165 Tg N·a - 1 ( Galloway et al . , 2003) ,使总固

氮水平较工业化前增长了 1 倍多。尽管各储库的容

量估算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氮素在各库间的迁移

转化速率也不明确 ,但毫无疑问 ,陆地生态系统中人

为固定的氮素正在逐步累积 ( Galloway et al . ,

1995) 。

2 　生态系统氮输入增加对植物生产力的影

响

2. 1 　氮促碳汇的模拟研究

在氮素作为限制因子的生态系统中 ,氮输入的

增加会刺激植物生长 ,提高生产力 ,增加生态系统碳

蓄积量 (Neff et al . , 2002) 。相比草地和农田 ,森林

生态系统具有高的 C/ N 和较长的碳周转时间 ,因而

成为氮促生产力增加的重要研究对象 ( Townsend et

al . , 1996) 。

Melillo 和 Gosz (1983) 最先提出估算氮沉降带来

的碳蓄积量增加的方法 ,他们以化石燃料燃烧释放

的氮量 (24 Tg N·a - 1)为基础 ,假定其中 25 %分配到

森林 ,将森林植被的 C/ N 设为 150 ,可得出氮沉降产

生的森林碳蓄积量为 0. 9 Pg C·a - 1 ,进而考虑到生

态系统的氮固持能力和不同氮库中的 C/ N 变异 ,重

新计算得到氮输入引起的碳蓄积为 0. 3 Pg C·a - 1。

此后 ,许多研究用类似的方法对此进行了估算 ,但由

于生态系统类型多样 ,不同储库中的 C/ N 和周转时

间都差异很大 ,因而结果存在较大分歧。Field 等

(1992)估算出氮沉降引起的北半球温带森林和北方

针叶林的碳蓄积量为 0. 3～2. 5 Pg C·a - 1 ,Schindler

和 Bayley(1993)得出氮输入引起的陆地生态系统氮

蓄积为 0. 65～1. 95 Pg C·a - 1。Hudson 等 (1994) 用

GLOCO 模型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碳蓄积的变化 ,他们

认为净碳通量的变化可以看作陆地生物圈经受干扰

的结果 ,包括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净碳排放和施肥

效应造成的净碳吸收 ,模拟的结果表明 ,大气中 CO2

浓度增加和温度升高可以解释其中 31 %的施肥效

应 ,那么剩余的部分应为外源性氮素施肥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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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860～2000 年全球活性氮变化趋势 ,左轴为人口数量 (109) ,右轴为活性氮数量 (Tg N·a - 1) ( Galloway et al . , 2003)

Fig. 1 　Global population trends from 1860 to 2000 (billions , left axis) and reactive nitrogen creation
(Tg N per year , right axis) ( Galloway et al . , 2003)

由此得出 :1980 年人类活动引起的氮沉降约为 1. 1 g

N·m - 2 ·a - 1 , 其对应的碳蓄积增加量为 1. 3 Pg

C·a - 1 ,1980～1985 年氮沉降引起的碳蓄积量累积增

加为 70 Pg C。Gifford 等 (1996) 采用 CQUESTN 模型

模拟了氮在不同生态系统储库中的分配状况对碳吸

收的影响 ,他们认为若输入的氮全部进入植被 ,其刺

激植物生长产生的碳汇约为 1. 2 Pg C·a - 1 (1995

年) ,若氮全部进入土壤 ,则引起的碳吸收小于 0. 2

Pg C·a - 1 ,现实的氮促效应应介于这二者之间 ,并受

植物吸收外源氮方式的影响。Townsend 等 (1996) 用

GRANTOUR 大气传输模型估算了化石燃料燃烧释

放的 NOy 量 ,并模拟其进入陆地生态系统引起的碳

蓄积增加 ,结果表明 ,1990 年一年中由氮沉降引起

的全球陆地生态系统净碳吸收为 0. 44～0. 74 Pg C ,

约占 1990 年全球“碳失汇”(1. 5～2. 0 Pg C)的 25 % ,

1845 年以来氮输入带来的碳吸收累积量为 18. 5～

27. 3 Pg C ,也约占同期全球累计“碳失汇”(50～125

Pg) 的 25 %。Holland 等 ( 1997 ) 的研究中使用

ECHAM、GCTM、GRANTOUR、IMAGES 和 MOGUNTIA

共 5 个三维大气化学传输模型来获取氮沉降的空间

分布格局 ,不仅包括化石燃料和生物量燃烧、土壤呼

吸释放的 NOx ,还包括化肥施用等活动产生的 NHy。

他们在此基础上预测氮沉降对陆地生态系统碳蓄积

的影响 ,得出氮促碳汇约为 1. 5～2. 0 Pg C·a - 1 ,其

中 0. 5～0. 8 Pg C·a - 1的碳吸收是 NHy 作用的结果。

在以上研究中 ,只有 Townsend 等 (1996) 和 Holland 等

(1997)的研究考虑了氮沉降空间格局对陆地生态系

统碳吸收的影响。

生态系统不同储库间 C/ N 的差异对碳、氮分配

的影响是所有“氮促碳汇”模型都共同关注的问题 ,

Townsend 等 (1996)指出生态系统净碳吸收量对氮在

各储库间分配状况的响应要比对同一储库内 C/ N

变化的响应更为敏感 ,因为前者不仅可以反映单位

数量氮所固定的碳量差异 ,而且可以反映所固定的

碳在整个陆地生态系统中的存留时间 ,而有效氮增

加带来的库内 C/ N 变化永远比树干和叶片等库间

的 C/ N 差异小。因此 ,对大气氮素进入陆地生态系

统后在各库间的分配比例进行定量化模拟 ,有助于

准确估算氮沉降增加引起的生产力改变。

另外一些研究对氮促碳汇大小及其重要性提出

了不同的观点。结合同位素标记技术的长期施肥实

验表明 ,持续增加的氮素并非全部进入植被 ,输入的

氮大部分集中在土壤表层 ,因而也不会对植物碳吸

收产生显著影响 (Currie , 1999) 。与之相似的结果

是 ,Johnson(1992) 的研究也指出大气氮输入速率相

对较低的情况下 ,土壤对氮的固持能力远远大于植

被。Schleppi 等 (1999)在瑞士中部山区以云杉 ( Picea

abies)为主的森林内所做的氮增加实验中 ,向森林地

被物层喷洒高于当地氮沉降水平的15NH4
15NO3 ,结

果表明 ,树木和地面植被的氮含量都没有明显增加 ,

仅有 12 %的标记氮进入地上植被 ,其余绝大部分进

入土壤 :13 %进入凋落物和根系 ,63 %进入过滤土 ,

NO3
- 淋失约占 10 %。

Nadelhoffer 等 (1999) 指出氮沉降对于促进碳汇

形成的重要性取决于输入森林生态系统的氮最终被

固持在哪个部分 ,如果大部分氮进入植物的木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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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其高的 C/ N (200～ > 500) 和长的周转时间则可

能使氮沉降对森林碳汇的影响较大 ;若输入的氮主

要被土壤 (C/ N = 10～30) 吸收 ,并以 NO3
- 的形式流

走或转化成含氮气体释放 ,则其相应的碳吸收可能

会较小。在欧洲和美国东北部的 9 个森林中所做的
15N 标记实验表明 ,在温带森林生态系统中土壤是

NOx 和 NHy 最主要的汇 (Nadelhoffer et al . , 1999) 。

他们通过对 NOx 和 NHy 沉降估算模型的比较 ,得出

温带森林的氮沉降速率为 5. 1 Tg N·a - 1 ,并利用实

地测量数据的平均值来计算氮沉降在各储库的分配

状况和库间的 C/ N 差异 ,其中 10 %的氮输入以

NO3
- 和含氮气体的形式从生态系统中流失 ,20 %进

入植物组织 (非木质部和木质部分别占 15 %和

5 %) ,70 %进入土壤 (包括森林地被物层和矿质层) ,

由此估算可得氮沉降促进的碳汇增加为 0. 25 Pg C·

a - 1 ,这一数值仅是 Holland 等 (1997) 估算结果的

1/ 6～1/ 8 ,但 Nadelhoffer 等 (1999)认为如果考虑植物

生长和 C/ N 变化等其它不确定因素 ,实际碳吸收的

增加可能比该估算值更低 ,因而他们认为氮沉降增

加对碳汇的促进作用可能非常小。由于氮沉降空间

格局的预测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 ,现有的

实验手段本身存在其局限性 ,施肥实验中模拟氮输

入的途径也会显著影响氮在各储库间的分配及其在

植物、土壤中的吸收转化过程 ,针对于此 ,Jenkinson

等 (1999)对 Nadelhoffer 等 (1999)的研究提出了质疑 ,

但尚无明确定论。

陆地生态系统碳、氮循环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全球土地覆被状况。在氮限制的生态系统

中 ,高水平氮沉降可能会产生一个显著的碳汇 ,而相

比于草地 ,森林植被由于其高的 C/ N 和长的生存时

间 ,将会生成一个更大的汇 (Neff et al . , 2002) 。全

球尺度上的农业扩张可能减少碳、氮相互作用的自

然支持面积 ,增加过量氮素从陆地向海洋、大气释放

的数量 ,而且野外研究表明 ,由于人类耕作、施肥和

收割活动的影响 ,农田对大气氮沉降的增加几乎没

有反馈作用 (Neff et al . , 2002) 。因此 ,运用模型来

模拟氮沉降增加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吸收的影响需要

考虑到土地覆被特征的变化。

2. 2 　氮限制和氮饱和生态系统生产力对氮沉降的

不同响应

Aber 等 (1989)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氮循环过程和

净初级生产力对不同水平氮输入的三阶段响应假说

(图 2) ,即在初始氮水平较低的生态系统中 ,植物生

长主要受到可用性氮含量的限制 ,而土壤中的非共

生微生物主要受碳 (或能量)的限制。在氮输入持续

增加直到氮饱和之前 ,大部分输入的氮被植物体吸

收 ,而很少被土壤微生物固持 ,因此 ,植物的净初级

生产力表现出增加的趋势。但是 ,当系统达到氮饱

和后 ,输入的氮多数被土壤固持或经淋溶损失 ,植物

吸收量逐渐减少 ,同时 ,土壤中的菌根真菌消耗植物

体内的碳水化合物作为能量以固持输入的氮 ,从而

造成植物净初级生产力的逐渐下降。

图 2 　氮限制生态系统对于氮增加的响应 (Aber et al . , 1989)

Fig. 2 　The integrated responses of NΟlimited ecosystems to chronic nitrogen
addition (Aber et al . , 1989)

多数温带森林及北方针叶林属于氮限制的生态

系统 ,即在氮沉降速率增加的初期 ,植被生产力出现

显著提高 (Matson et al . , 2002) 。输入的氮大部分被

固持在系统内部 ,并在最初一段时间引起碳蓄积的

增加。

但生态系统的这种响应只是短期的 ,欧洲和北

美的施肥实验显示 ,即使氮输入的速率很低 ,长期持

续输入也会使净初级生产力 ( N PP) 显著降低 (Magill

et al . , 2000 ; Emmett et al . , 1996 ) 。李德军等

(2004)在南亚热带森林所做的氮沉降模拟实验也证

实 ,中氮处理则大大促进了幼苗生长 ,而高氮处理组

的树木幼苗生长逐渐受到抑制 ,树苗的净光合速率

随氮输入水平提高先增加后减小。

在高氮沉降的地区 ,当氮输入超过生态系统对

氮的生物需求量时 ,氮素富集会导致土壤酸化 ,微量

元素缺乏 ,土壤中 NO3
- 的活动性增强 ,生态系统氮

素迁出加速 (Aber et al . , 1998) ,持续增加的氮输入

会使生态系统整体的氮固持能力减小 ,损失的氮量

可能会超过其输入量 ,这表明生态系统进入“氮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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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状态 ( Townsend et al . , 1996) 。高的氮沉降速率

会缩小氮限制的生态系统范围 ,造成氮刺激的植物

生长量减少 ,乃至生态系统退化和净碳吸收量减少

(Neff et al . , 2002 ; Asner et al . , 1997 ; Currie &

Nadelhoffer , 1999) 。

发育在强风化土壤上的热带森林和热带稀树草

原以氮饱和生态系统居多 ,这类生态系统中氮素供

应常是过量的 ,其生理生态过程常受 P、Ca 等营养元

素的限制 (Aber et al . , 1998 ; Asner et al . , 1997 ; Vi2
tousek et al . , 1997) 。进入热带雨林的氮素很大一

部分以 NO3
- 的形式存在 ,并通过淋滤从表土中流

失 ,硝化过程和氮损失的加速会导致盐基离子迁出 ,

土壤 pH值下降 ,这些变化会进一步降低系统的碳

蓄积能力 (Vitousek et al . , 1997) 。

在大气氮沉降增加的情况下 ,不同森林类型由

氮限制生态系统向氮饱和生态系统转变的速率也不

相同。例如在美国 Harvard 森林所做的持续氮增加

实验 (1988～1996 年) 中发现 ,阔叶林表现出更强的

氮固持能力 ,高氮含量地区的阔叶林总体氮固持效

率 (氮输入中被固持部分的百分比) 可达 96 % ,并且

其木质部分生物量生产在氮的长期输入下保持持续

增长 ; 而针叶林在高氮输入区的氮固持效率仅

85 % ,氮长期输入后 ,出现氮素淋滤损失增加和植物

生长量减少的现象 (Magill et al . , 2000) 。此外 ,氮

输入和植物氮需求是否同步也会影响生态系统响

应 ,Fenn 等 (1996)指出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

森林中 ,绝大部分降水集中在植物的非生长期 ,因为

植物和微生物的氮需求与土壤中氮素的水文学过程

在时间上不同步 ,人为增加氮素水平可能难以使生

态系统进入“氮饱和”阶段 ,或出现生态系统退化。

针对于不同生态系统对氮输入增加的各异反

应 ,提出了临界氮容量 (Nitrogen critical load)的概念 ,

即生态系统可以承受低于该阈值的氮输入 ,而不表

现出显著的有害效应 (Nordin et al . , 2005) 。这一阈

值取决于生态系统的初始氮状况和植被、土壤特征 ,

例如氮沉降本底值较低的瑞士北方森林 ,临界氮容

量仅为 6 kg N·hm - 2·a - 1 ,超过这一数值就会出现植

物抵御力下降、关键种组成变化、苔藓植物多样性减

少等不良影响 (Nordin et al . , 2005) 。

3 　持续的氮输入对土壤氮过程和有机质分

解的影响

土壤可用氮状况直接调控植物生理过程 ,是引

起碳吸收估算不确定性的关键因子之一 (Liu et al . ,

2005) ,土壤氮含量受气候因素及其相应的生物过

程、大气氮沉降、氮固定和淋滤损失等综合作用的影

响 ,在不同土壤类型和不同地区间表现出极大的变

异性 (Tian et al . , 2006) 。目前 ,对大气氮沉降增加

带来的土壤氮响应的认识仍存在很大分歧。

大多数研究指出 ,持续氮输入会提高土壤中氮

的初期矿化速率 ( Throop et al . , 2004) ,因为增加的

氮与有机物质结合会降低土壤 C/ N ,加速土壤有机

物的分解和养分的释放过程。长期持续施氮条件

下 ,土壤氮素的总矿化作用虽有增加 ,但其净矿化速

率从先期的峰值开始出现下降 ,接近或低于对照值

(Aber et al . , 1998) ,净矿化作用在中等氮沉降水平

达到最高 ( Tietema et al . , 1998 ) 。Gundersen 等

(1998)的实地研究发现 ,只有在氮限制地区氮输入

增加才会提高净矿化速率 ,而在氮循环速率较快的

地区 ,进一步施氮会减慢土壤氮的净矿化作用。

Aber 等 (1998)认为矿化作用减少的原因可能是氮输

入改变了土壤有机质的化学特性 ,使分解过程中的

胞外酶活性降低 ,或是土壤中大量有效氮的存在抑

制了腐殖质降解酶的生成。

随着氮矿化速率提高 , 土壤中更大一部分

NH4
+ 在自养细菌的硝化作用下转变为 NO3

- ,氮输

入增加使得土壤氮库由 NH4
+ 占优势变成了 NO3

-

占优势 (Vitousek et al . , 1997) 。McNulty 等 (1990) 在

美国西北部的研究中也证实 ,土壤氮的相对硝化速

率 (净硝化速率/ 净矿化速率) 与氮沉降速率呈显著

正相关关系。但 NITREX (Nitrogen saturation experi2
ments)项目中在对欧洲西北部 7 个针叶林生态系统

的综合研究发现 ,硝化作用与森林地被物 C/ N 的关

系要比其与氮输入的关系更为密切 ,氮输入增加引

起的 C/ N 降低会加速土壤中氮素的硝化作用 ,从而

减小森林地被物层的氮固持效率 ( Emmett et al . ,

1998) 。但氮输入对土壤氮库的影响比较复杂 ,一方

面 ,氮增加及随之而来的硝化进程加速会提高土壤

氮素的活动性 ,促使硝态氮流失 ,使土壤氮库减小

( Gundersen et al . , 1998) ;另一方面 ,有效氮的增加

会抑制木质素分解酶的产生 ,并且硝态氮和氨态氮

都可能与木质素或酚类化合物结合 ,形成不易分解

的稳定化合物 ,降低氮分解释放速率 ,从而提高土壤

氮蓄积 (Berg & Matzner , 1997) 。土壤氮累积随氮沉

降的变化取决于这两种过程的作用范围和强度。

一些研究发现氮沉降输入水平和氮流失速率存

在密切关系 ,尤其在出现“氮饱和”的区域 ,这种关系

更为明显 (Aber et al . , 1998) 。NO3
- 是土壤中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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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离子 ,常以溶液的形式被淋溶损失 ,氮损失的过

程会加速一些其它元素的流失 ,造成土壤酸化 ,这些

变化又会间接降低植物生产力 (Asner et al . , 1997) 。

生态系统氮输入的持续增加有可能导致土壤酸

化和盐基离子损耗。系统对氮沉降的响应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所输入氮的形式、H+ 产生过程 (硝化作用、

植物吸收、NH4
+固持)和 H + 消耗过程 (反硝化作用、

植物吸收和 NO3
- 固持) 之间的平衡 ,以及土壤的缓

冲能力 (Uehara & Gillman , 1981) 。土壤 pH 值可以

决定缓冲 H + 的有效元素。例如 pH 值在 4. 2 以上

时 ,盐基离子和碳酸盐是重要的缓冲剂 ,而氢氧化铝

可以缓冲酸性更强的溶液 ,并释放出铝。热带土壤

由于长期强烈的风化作用 ,主要矿质元素损耗严重 ,

对土壤溶液 pH 值的缓冲作用较小 ,这类土壤对酸

碱度变化更为敏感 ,通过水合铝氧化物的水解作用

缓冲土壤溶液酸性 ,这种缓冲作用会造成土壤溶液

中铝和盐基离子的损失 (Matson et al . , 1999) ,抑制

植物正常生长。Boxman 等 (1998) 在荷兰一个高氮

沉降地区用隔绝罩来减少氮、硫从大气的输入 ,研究

发现植物生长提高了 50 % ,他们认为这可能与氮饱

和状态得到缓解后钾、镁含量的增加有关。高氮输

入区的磷缺乏也可能是抑制植物生长的原因之一 ,

Carreira 等 (1997)在苏格兰对森林做酸雾处理 ,结果

表明 ,相比于对照样地 ,处理后植物胸径增长显著变

慢 ,这可能与酸处理引起的磷循环变慢 ,土壤中有效

磷减少有关 ,但同时 (Ca + Mg) / Al 从 9. 5 降到 0. 4 ,

很难确定是盐基离子减少还是磷不足阻碍了植物生

长。

土壤是最大的陆地表层碳储库 ,气候对土壤有

机质分解过程的影响已经有多方面的验证 ,但土壤

碳动态对全球活性氮快速增长的潜在响应仍存在许

多不确定性。土壤有机质的分解和转化是土壤有机

碳输出的基本过程 ,但因为对其直接测定较为困难 ,

常用土壤呼吸量 (包括土壤微生物呼吸、根系呼吸和

土壤动物呼吸)来表征。森林土壤施肥实验反映出 ,

氮增加对土壤 CO2 释放的影响非常复杂 ,没有一个

共同的规律 ,可能存在促进和抑制两种相反方向的

作用或几乎没有作用 (Bowden et al . , 2004) 。土壤

呼吸受包括底物性质、温度、土壤湿度、根生物量、微

生物活性和生物量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因而有必要

了解土壤呼吸对氮增加的长期响应以更好地预测其

对土壤碳通量和碳蓄积的影响。例如莫江明等

(2004)在对中国鼎湖山主要森林植物凋落物分解对

氮沉降的响应研究中指出 ,氮处理仅在初期促进马

尾松林 ( Pinus massoniana) 凋落物的分解 ,而对荷木

( Schima superba)凋落物无显著影响 ,对季风常绿阔

叶林凋落物分解的影响随树种不同而异 ,总的来说

抑制作用较促进作用大 ,他们认为影响植物凋落物

分解的主要因素是土壤初始有效氮的含量 ,土壤可

用性氮增加可以提高凋落物分解速率 ,而过高则会

破坏原有的营养元素平衡 ,使其它元素有效性降低 ,

抑制凋落物分解。Bowden 等 (2004) 在美国 Harvard

森林长期生态研究站点上做的持续氮增加实验中发

现 ,落叶林的土壤呼吸速率在氮增加的第一年显著

提高 ,而在第二年与对照样地无明显差异 ;红松林在

低氮施肥 (5 g N·m - 2·a - 1)和高氮施肥 (15 g N·m - 2·

a - 1)下第一年土壤呼吸速率比对照样地分别降低

21 %和 25 % ,第二年进一步降低。13 年持续施加氮

肥后 ,两种立地条件的高氮施肥样地在生长季的土

壤呼吸速率都下降 41 %左右。土壤呼吸对氮增加

响应的逆转可能受与养分吸收相关的根活性影响 ,

根呼吸的一大部分用于氮同化 ,施氮引起的可用氮

数量增加使得氮同化消耗的能量减少 ,从而降低呼

吸量。另一方面 ,持续氮输入造成的森林生产力下

降 ,以及高氮施肥带来的树木死亡率增加都有可能

降低根系活性和根际沉降 (Magill et al . , 2004) ,减

少土壤微生物可获得的有机物质 ,从而抑制微生物

分解。实验室培育的无根系土壤呼吸也有类似下降

趋势 ,这表明氮增加引起的微生物活性降低也是土

壤 CO2 排放量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Bowden et al . ,

2004) 。

Neff 等 (2002) 利用碳的稳定同位素 ,对长期施

氮地区进行了土壤有机碳的单体同位素分析 ,他们

发现氮增加显著加快了土壤轻组有机碳 (包括土壤

微生物、植物组织残落物和腐殖质的分解副产物 ,易

于分解 ,周转时间为十几年) 的分解速率 ,而使得重

组有机碳 (与土壤矿物结合的碳 ,较难分解 ,周转时

间在几十年到一世纪)更为稳定。同时 ,氮沉降对植

物凋落物和土壤有机物质分解的影响因分解阶段不

同而表现出差异。NH4
+ 和 NO3

- 进入新鲜的、刚脱

落的凋落物中会促进纤维素和可溶物质的初期分

解 ,而相同化合物进入腐殖质 (分解结束阶段) 会显

著抑制其活性 (Berg &Matzner , 1997) 。

4 　氮沉降增加对土壤含氮痕量气体排放的

影响

氮固定和流通的增加常常伴随着含氮痕量气体

(包括 N2O、NO 和 NH3) 的沉降、迁移、转化、释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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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加速 (Vitousek et al . , 1997) 。含氮痕量气体的

释放取决于硝化、反硝化过程中流通的氮量 ,而环境

变量 ,例如土壤孔隙水含量等 ,则决定了哪个过程占

主导 ,哪种气体为主要产物 ,因而氮沉降增加可能提

高含氮气体的通量 ,尽管不同气体对应的变化会存

在差异 (Firestone & Davidson , 1989) 。

N2O 是重要的温室气体之一 ,在对流层是稳定

的 (生物的或化学的) ,存留时间长达 120 年 ,N2O 主

要的汇在平流层 ,在此层中 N2O 与 O3 发生反应 ,每

年消耗大约 10～10. 5 Tg N 的 N2O。一个 N2O 分子

产生的温室效应大约是一个 CO2 分子的 200 倍 ,且

大气中 N2O 浓度正在以每年 0. 25 %的速率增加

(Schimel et al . , 1996) ,它给全球变暖带来的潜在影

响还无法精确估算。与农田施肥有关的生物源排放

是其最重要的人为源 ,氮输入增加会促进 N2O 从土

壤释放的过程 ,Neff 等 (1994)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高

山生态系统的研究中发现 ,施用氮肥两年后 ,干草地

和湿草地的 N2O 排放比对照样地分别高出 22 和 45

倍。

NO 在对流层具有很强的活性 ,存留时间仅为几

小时到几天。NO 对对流层 O3 形成及地区性大气化

学特征变化有重要影响。化石燃料燃烧是 NO 最大

的人为源 ,其次是干物质燃烧和耕作土壤中微生物

活动引起的间接排放 (Davidson & Kingerlee , 1997) 。

氮输入增加也会提高 NO 的年排放量 ,研究表明 ,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高氮沉降区 ,在 8 月中旬其

干土壤 NO 通量大约是北美典型森林的 20 倍 ( Fenn

et al . , 1996) 。同时 ,NO 通量是生态系统氮状态的

重要表征 ,Fenn 等 (1996)指出 ,美国西部未受干扰且

排水较好的森林土壤中高的 NO 释放量可能是生态

系统出现氮饱和状况的有效诊断特征。

许多针对温带森林的研究指出 ,温带森林的氮

固持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于氮损失 ,直至生态系

统达到氮饱和 ,大量氮以氮氧化物和NO3
- 的形式流

失 (Fenn et al . , 1996 ; Aber et al . , 1998 ; Asner et

al . , 2001) ,因而 ,在一段时间甚至几十年内 ,氮输入

可能不会对温带森林的含氮气体排放有显著影响。

超过 80 %的热带森林具有比温带森林更高的氮循

环数量和速率 , Hall 和 Matson (1999) 对磷限制的热

带森林做长期氮施肥研究发现 ,持续氮输入会使硝

化细菌种群数量大幅增加 ,这种增加与紧随施肥之

后出现的 N2O、NO 排放的增加幅度和持续时间延长

呈显著正相关 ,而在氮限制的热带森林中并未发现

类似关系 ,磷限制的热带森林释放的氮氧化物多于

氮限制的森林。

5 　氮沉降增加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氮的有效性显著影响生态系统的物种丰富度、

植物群落结构及群落动态等特征。若氮沉降引起物

种组成发生变化 ,由于 CO2 浓度和氮沉降升高的光

合产物将在不同 C/ N 的物种或组分间进行分配 ,则

相应的生态系统响应都会发生变化 (Norby , 1998) 。

氮输入增加的效应已成为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最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 ,大约 75 %的濒危种受限于氮贫瘠土

壤 ,并且正面临着更擅长利用氮的物种对其竞争排

挤的风险。在瑞士 ,富营养化已成为濒危物种的第

二大威胁 ,仅次于土地利用变化 (Nordin et al . ,

2005) 。

5. 1 　植被组成结构及其丰富度的变化

营养元素的有效性会影响陆地植物、动物和微

生物群落的组成。氮素输入的增加可能改变物种组

成及其多样性 ,进而影响到陆地生态系统的食物网

结构 (Wedin & Tilman , 1996) ,这种改变在氮限制地

区表现得尤为明显。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氮增加

的响应受氮输入水平、持续时间和氮输入前的系统

状况 (例如土壤养分状况、缓冲能力和微气候等) 的

调控 (Matson et al . , 2002) 。

不同物种对氮输入增加的响应并不是一致的 ,

许多优势种的生长状况不受氮素浓度的影响 ,而某

些亚优势种 ,特别是草本植物 ,其丰富度会随有效氮

数量的增加而表现出增加的趋势 (Bowman et al . ,

1993) 。有效氮的数量增加时 ,能迅速将氮转化成新

生物量的物种将代替那些生长缓慢的物种 (Nordin

et al . , 2005) 。欧洲和北美的氮施肥实验表明 ,有效

氮的增加会提高速生种和养分含量高的物种的生长

速率和优势度 , 同时减少本地种的物种丰富度

(Huenneke et al . , 1990) 。高的氮素浓度会加快入

侵种的生长速度。美国西部的氮施肥实验证实 ,高

的氮输入会提高外来草种的生产力 ,特别是在雨水

供应充足的季节 ,而本地灌丛在以 60 kg·hm - 2·a - 1

的氮素施肥处理 8 年后 ,并未表现出生产力的增加

(Fenn et al . , 2003) 。

Wedin 和 Tilman (1996) 研究发现 ,在经过 12 年

的氮沉降实验后 ,除了氮输入速率极低的情况 ,样地

均从本地生暖季草种占优势的群落发展到低多样性

的冷季草种占优势的群落 ,而后者对碳和氮的固持

能力很小。适于固持氮、吸收碳的草地类型往往对

氮富集更为脆弱 ,表现为多样性减少 ,植物物种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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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和碳氮循环的改变。

5. 2 　木本植物入侵能力的增加

氮素的施肥效应可以提高木本入侵种的水分利

用效率 (Bert et al . , 1997) ,使其可以在干旱恶劣的

环境下生长 ;同时氮沉降增加带来的氮循环加速会

减轻植被对氮的依赖 ,而增加它们对光照的竞争力

(Wilson & Tilman , 1991) ,这也有利于高的速生树种

生长。因而 ,氮沉降可能会推动北方森林向温带草

地扩张。KÊchy 和 Wilson (2001)在北美大平原选取 6

个大气氮沉降速率有差异的国家公园 ,利用 60 年的

航片资料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 ,除了距森林分布南缘

最远的一个草地国家公园外 ,其它 5 个公园中白杨

( Populus alba)林和北方针叶林的扩张速率都与氮沉

降速率呈显著正相关 ,高氮沉降地区的年平均森林

扩张率可达 1 %。在 1949～1993 年期间 ,氮沉降速

率最小 (8 kg·hm - 2·a - 1) 的公园森林面积从 41 %增

加到 53 % ,氮沉降速率最大 (22 kg·hm - 2·a - 1) 的公

园森林面积从 24 %增加到 81 % ,其对应的植物组织

氮含量分别增加了 26 %和 74 % ,这种变化将会影响

到植物净初级生产力、凋落物分解和生态系统碳蓄

积等一系列过程 ,并最终改变该地区的碳源/ 汇特

征。值得注意的是 ,相对于草地 ,森林对氮沉降的边

界层阻力较小 ,树木可能提高沉降速率 ,从而形成正

反馈作用 (Wilson , 1998) 。

5. 3 　菌根真菌多样性及功能的改变

土壤氮素富营养化会影响菌根真菌的多样性及

其功能。Lilleskov 等 (2002) 在阿拉斯加的一个工业

区所做的研究中发现 ,随氮沉降速率的增加 ,外生菌

根的数量由 30 减少到 9 ,菌根变化还可能通过反馈

作用降低本地优势灌木种的丰富度 ,使其被大量外

来草种替代。

Treseder (2004) 在实地研究菌根真菌对氮沉降

响应的综合分析中也得出 ,施加氮肥可使菌根真菌

的丰富度平均减少 15 % ,但不同研究间差异极为显

著。单个生态系统的菌根真菌受氮沉降影响很难预

测 ,总体上呈微弱负效应。这一现象的成因存在多

种假说 ,其中一个得到广泛验证的假说是 ,菌根真菌

是植物吸收养分的重要媒介 ,当植物生长受到养分

限制时 ,植物会投资更多的碳以构建菌根真菌 ,反

之 ,土壤氮含量增加后 ,植物根系氮需求得到满足 ,

植物会将碳水化合物投资到别处 ,菌根真菌生长将

受碳限制 ,出现数量和多样性下降的现象 ( Read ,

1991) 。

6 　氮沉降增加对生态系统营养结构的影响

氮沉降还会改变植物组织的化学特性和植物生

长物候 ,因而植物和植食性动物间相互作用的潜在

变化也是氮输入响应的研究热点之一。叶片氮素含

量的增加会增加植物蛋白质含量 ,提高食物品质 ,从

而促进食草动物对其的采食 (Coley et al . , 1985) 。

植物组织品质的变化也可能影响昆虫爆发的频率和

程度 ,后者又会反过来改变植物群落组分 (Bobbink

et al . , 1998) 。昆虫采食消耗了相当一部分的植物

生产力 ,抵消了氮沉降对植物碳蓄积的促进作用 ,若

昆虫取食强度增加 ,生态系统的碳蓄积总量减少 ,并

出现碳蓄积饱和点的氮沉降阈值减小的现象 ,这说

明在草本生态系统中 ,昆虫采食是抵消氮沉降作用

的重要调控因子 (Throop et al . , 2004) 。

同时 ,氮输入增加带来的植物群落变化可能通

过食物链改变陆地生态系统营养结构 ( Haddad et

al . , 2000) 。高的氮输入会降低植物物种丰富度 ,减

少专食性昆虫的可用资源数量 ,从而减少昆虫物种

多样性 ;而高的氮输入也会提高植物生产力、组织氮

含量及可溶氮和氨基酸的浓度 ,为普食性昆虫提供

了更多的食物资源 ,有助于维持其多样性 (Siemann ,

1998 ; Haddad et al . , 2000) 。因而 ,养分输入对食物

链的影响较为复杂 ,且食物链内部存在相互关联 ,难

于预测其变化趋势。短期施肥实验表明 ,氮输入的

增加提高了昆虫的物种丰富度和个体多度 ( Sie2
mann , 1998) 。而 Haddad 等 (2000) 在明尼苏达州的

长期施氮样地上所做的调查研究显示 ,氮输入增加

对不同营养级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长期施氮引起

的植物群落变化减小了植食性昆虫的物种丰富度 ,

同时提高其个体多度 ,植物、植食性昆虫和腐食性昆

虫的多样性变化反过来会降低肉食性昆虫的物种丰

富度和拟寄生物的个体数目。但总体上来看 ,昆虫

的总体物种丰富度与植物物种多样性显著正相关 ,

随着氮输入速率持续提高 ,昆虫物种丰富度降低 ,而

昆虫个体多度多数与寄主植物体的生物量正相关 ,

随氮输入增加而提高 (Haddad et al . , 2000) 。

氮沉降增加带来的植被系统和土壤微生物变化

也必然通过食物链影响到土壤动物的数量和分布状

况 ,徐国良等 (2004) 在中国鼎湖山地区土壤动物对

模拟氮沉降的响应研究中发现 ,氮沉降对土壤动物

的影响存在一个阈值 ,随着处理浓度的加大 ,土壤动

物的个体总数以及不同土层的类群丰富度都表现出

先增加后减少的特征 ,在中等氮素输入水平下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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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土壤动物类群的垂直分布状况也在这一氮输

入水平处 ,由趋向表层分布转变为趋向土壤深层分

布。

7 　氮沉降增加与 CO2 浓度升高和 O3 浓度变

化的协同效应

氮施入可以促进植物叶片生长 , Takemoto 等

(2001)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所做的研究证实 ,大气

中 O3 浓度增加会造成树木叶片的提前脱落 ,氮沉降

可以抵消 O3 增加对植物地上部分和叶片生长的负

效应。但是 ,O3 浓度升高可能改变生态系统碳蓄积

格局 ,高 O3 浓度和氮沉降速率会造成森林细根生物

量和地下碳水化合物分配量的急剧减少 ,这二者的

净效应表现为较大的叶生物量生产和较快的周转速

率 ,使得森林地被物层的凋落物累积增加和地上部

分木质生物量中的碳蓄积提高 ( Grulker et al . ,

1998) 。

大量研究指出 ,大气氮沉降的增加不仅可以促

进光合作用 ,刺激植物生长 ,特别是在氮限制的生态

系统中 ,提高其初级生产力 (Neff et al . , 2002 ; Melil2
lo & Gosz , 1983 ; Field et al . , 1992) ;而且 ,在一定范

围内施入氮肥有可能解除高 CO2 地区的养分限制 ,

使 CO2 的施肥效应更加明显 ( Fan et al . , 1998) ,提

高生态系统对碳的固持能力。但近期的森林清查数

据表明 ,过去几十年的森林实际固碳数量增加要小

于预测数值 (Casperson et al . , 2000) ,这可能是由一

些其它的胁迫因子变化如 O3 含量增加所引起的。

Ollinger 等 (2002) 利用 PnETΟCN 模型模拟了 1700～

2000 年大气氮沉降、CO2 和 O3 浓度变化对北方硬叶

林碳动态的综合作用。他们指出 ,假定 O3 含量不

变 ,大气 CO2 浓度和氮沉降增加将使生态系统净初

级生产力 ( N PP)和净碳交换 ( NCE)较工业化前的水

平分别提高 28 %和 76 % ,若考虑上述三者的协同作

用 , N PP 和 NCE 提高的幅度将分别降至 19 %和

53 % ,与只有 CO2 浓度增加带来的生态系统碳吸收

程度相似。他们认为 CO2 浓度和氮沉降增加显著促

进了森林生长和碳吸收 ,但 O3 增加造成的碳汇减小

也将成为普遍现象。

8 　我国氮沉降研究现状

在中国 ,人为活动引起的含氮污染物排放量在

近十几年中显著增加 ,NOx 排放从 1990 年的 8. 4 Tg·

a - 1升高到 2000 年的 11. 3 Tg·a - 1 ,与此同时 ,总的

NH3 排放量也由 10. 8 Tg·a - 1上升到 13. 6 Tg·a - 1

(Streets et al . 2003 , 王文兴 , 1996 , 孙庆瑞和王美

蓉 , 1997) 。大气化学传输模型的结果也表明 ,包括

中国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已成为继北美、欧洲之后的

另一氮沉降集中区 (Holland et al . , 1997 , 1999) 。大

气氮沉降的不断增加使得中国的氮状况在区域乃至

全球尺度的研究中变得尤为重要 (Larssen et al . ,

1999) 。

基于站点观测估算的中国氮沉降时空格局对于

验证大气化学传输模型 ,定量评价氮输入带来的生

态效应 ,推行调控措施以改善环境状况等都有重要

意义。中国的氮沉降监测缺乏长期网络观测信息 ,

国家酸沉降监测网创立于 1992 年 ,但其工作主要集

中在降水的 pH 值和电导率的测定上 ,仅有上甸子

(1984 年～) 、临安 (1985 年～) 、龙凤山 (1991 年～)

和瓦里关 (1994 年～) 这 4 个本底观测站有连续的

降水化学观测 ,1992～1993 年丁国安等在中国气象

局酸雨站网的 81 个台站进行了降水化学样品采集

和实验室分析 ,是迄今为止获取的唯一一组背景条

件下全国范围的降雨化学资料 (丁国安等 , 2004) ;

此外 ,中挪合作的“中国酸沉降综合影响观测研究

( IMPACTS)”项目在 1999～2004 年对中国南部亚热

带地区 5 个站点的湿沉降状况做了连续观测 ;东亚

酸沉降监测网 ( EANET) 在中国的观测工作开始于

2000 年 ,在包括重庆、西安、厦门、珠海 4 个城市在

内的 9 个测点进行湿沉降和污染物状况的长期监

测。全国范围内的大气含氮污染物长期观测记录也

仅限于以 NOx 或 NO2 浓度为指标的城市大气质量

状况监控。显然 ,比起北美的国家大气沉降项目及

动态网络 (National atmospheric deposition program/ Na2
tional trends network ,NADP/ NTN) ,国家干沉降网 (Na2
tional dry deposition network ,NDDN) 和清洁大气状况

动态网 (Clean air status and trends network ,CASTNet) ,

以及欧洲监测评价项目 ( European monitoring and e2
valuation programme ,EMEP) ,在氮沉降集中区之一的

中国 ,当前的氮沉降监测工作无疑非常欠缺 ,获取气

态 HNO3、NH3 和含氮气溶胶的浓度数据 ,计算国家

尺度上的完整氮沉降通量显得极为困难和重要。另

外 ,现有的观测数据显示 ,中国大气氮沉降的数量从

湖南会同的 4. 9 kg·hm - 2·a - 1 (田大伦等 , 1994) 到

广东鼎湖山的 35. 29 kg·hm - 2 ·a - 1 (黄忠良等 ,

2000) ,再到江西分宜的 60. 65 kg·hm - 2·a - 1 (马雪

华 , 1989) ,表现出极大的空间变异性。因而 ,建立

一个完善的大范围监测网络来认识中国的氮沉降现

状是非常必要的。首先 ,随着中国酸雨研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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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由硫化物转向含氮化合物 ,酸沉降监测工作应该

包含更多的含氮物种 ,特别是那些对氮收支有关键

作用的化合物 ,例如气态 NH3 和有机氮 ,需要测定

各个物种的干、湿沉降速率 ;其次 ,为保证观测数据

的可比性 ,要制定和执行一系列统一的观测方法体

系 ;再次 ,观测站点的布设要尽量依循均匀分布和城

乡平衡的原则 ,增加西部观测点和本底观测点的比

例。另外 ,森林和土壤表层发生的含氮化合物的吸

收、转化和释放也是大气、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关键

过程 ,尽管现存的通量观测网络覆盖范围很广 ,但它

们主要关注能量、CO2 和水分的交换 ,缺乏大范围的

氮通量观测信息 ,应该把这一内容加入到当前的观

测网络中 ,为认识大气2陆地活性氮交换提供数据支

持 ,并可以据此来探究氮循环与水、碳循环的交互作

用。

通过长期实验认识氮代谢过程和生态系统对持

续氮输入的响应 ,是清楚把握氮饱和过程和碳氮耦

合的生物地球化学途径的关键 ,也是制定科学合理

的管理措施的基础 (Magill et al . , 2004) 。中国的氮

沉降影响过程研究主要集中在亚热带森林生态系

统 ,首个永久实验样地于 2002 年在鼎湖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南亚热带代表性森林 (马尾松林、混交林和

季风常绿阔叶林)建立 ,在林地用人工施氮来模拟大

气氮沉降增加 ,系统地研究了氮沉降对南亚热带森

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及其机理。在此基础

上做了一系列相关报道 ,其中包括模拟氮沉降对亚

热带森林优势树种幼苗生长、光合作用、生物量分配

和元素含量等的影响 (李德军等 , 2004 , 2005a ,

2005b) ,以及鼎湖山主要森林类型中的植物胸径生

长、凋落物分解和土壤有效氮、硝态氮含量 ,土壤渗

透水酸度和无机氮含量 ,以及土壤 CO2 排放 ,CH4 吸

收特征对氮沉降的响应 (方运霆等 , 2004 , 2005a ,

2005b , 2005c ; 徐国良等 , 2005 ; 莫江明等 , 2006) 。

这是我国首次通过模拟实验手段系统地探究氮沉降

对森林生态系统影响的一项研究 ,对认识中国的氮

循环和氮控制状况有重要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 ,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仍然非常欠缺 ,为了更深入地

了解人类活动带来的氮输入增加对陆地生态系统结

构、功能的影响 ,预测由此引发的气候系统响应和环

境状况变化 ,需要开展不同气候带多生态系统类型

的实地研究 ,并引入15N 同位素示踪法追踪氮输入植

物和土壤后的分配、转化和固持等过程 ,减小碳、氮

耦合过程研究的不确定性。定量估测林冠表层的氮

吸收能力 ,分析不同同化途径的氮吸收引起的碳产

额差异。增加氮输入与其它环境因子 (例如 CO2 浓

度增加、O3 增加、温度升高等) 协同作用的实验研

究。利用这些控制实验来检验模型算法 ,发展模型

的参数化。结合不同植被、土壤类型对氮输入的敏

感性差异 ,总结持续氮输入对氮代谢过程和生态系

统功能的影响 ,认识生态系统氮饱和过程和氮素富

集效应。

为揭示区域氮沉降增加引起的生态系统生产力

变化 ,及其对区域大气质量和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 ,

需要利用模型将观测站点上的氮代谢和碳氮耦合过

程的研究外推到大尺度上 ,但中国现有的模拟研究

即使考虑大气氮沉降的时空变异引起的碳吸收和存

储格局的变化 ,也只是将氮沉降作为一个简单的输

入变量 ,没有强调冠层吸收、氮素分配等过程 ,没有

一个充分考虑 C、N、水传输转化过程及其相互作用

的机理模型。因而 ,在围封观测和控制实验的数据

基础上 ,发展完善包括 C、N、水循环的过程模型 ,耦

合大气模型预测植物生理驱动的氮素吸收和排放 ,

模拟大气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双向反馈 ,是当前模型

发展的重点之一。模拟土壤Ο植物系统的氮素运移

过程及其对植物光合、呼吸作用的影响对生态系统

机理模型的建立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黄耀等 ,

2005) 。

9 　展 　望

在氮沉降及其生态效应的研究中 ,还存在很大

的不确定性 ,深入探讨大气氮沉降增加对陆地生态

系统的影响及后者的响应和反馈 ,对于尽可能准确

地预测全球变化趋势 ,合理制定政策措施以保证陆

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意义。今后的研

究工作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更具体的考虑 :

1)受限于数据的获取 ,中国氮沉降研究仍存在

很大不确定性 ,亟需在全国范围建立一个完善的长

期氮沉降监测网络 ,为认识中国的氮沉降时空格局 ,

研究生态系统对氮沉降变化的响应和反馈提供必要

的数据支持。

2)增加陆地碳蓄积量的因素 ,或影响陆地生态

系统“碳失汇”的主要因子中得到普遍认可的机制包

括大气氮沉降增加、CO2 的施肥效应和森林再生 ,但

这三方面相辅相成 ,很难确定各个因子的作用到底

有多大 (Townsend et al . , 1996) 。因而考虑氮沉降的

生态效应也不能将其与另外二者的效应相割裂 ,要

充分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才能准确评估

氮循环在全球变化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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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Land use and cover

change , LUCC)和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 CC) 是生

态系统、气候系统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与反馈的重

要表征 (Tian et al . , 2003) ,它们对氮沉降时空格局

及其潜在效应有明显的调控作用 ,但有关 LUCC 和

CC 如何影响氮沉降速率和陆地生态系统对氮输入

响应的研究较少 ,需要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力度

(Asner et al . , 1997) 。

4)现有的研究中对氮运输相关的营养元素地球

化学及水文学动态涉及较少 ,同时也缺乏很多重要

过程的实验验证信息 ,比如土壤对多种营养元素吸

收吸附过程中的元素相互作用和竞争 ,在氮固持过

程中的微生物和菌根作用 ,植物和微生物对不同沉

降形式氮的优先获取性等等 (Asner et al . , 1997) 。

5)目前尚没有一个广泛适用的模型来评估氮沉

降增加引起的阳离子通量及其潜在限制 (Asner et

al . , 2001) 。发展一个区域模型来模拟氮沉降对陆

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后者的响应和反馈是现在亟待

解决的重要问题。

6)目前 ,大部分的碳循环模型都假定生态系统

各储库的 C/ N 不变 ,或随植被类型变化 ,没有考虑

氮沉降增加造成的氮饱和对生态系统碳固定的抑制

作用 ,而且没有全面考虑自然和人为扰动、植被演替

以及能量、水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之间的相互作用

(Tian et al . , 1998) 。因此 ,目前对氮输入增加带来

的陆地生态系统碳固持和碳蓄积的响应的模拟结果

还不够准确 ,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的陆地生物圈动态

模式模型 (Tian et al . ,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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