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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16：关键带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与物质迁移

高钙石灰土土壤有机质特性及其对

喀斯特石漠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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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广泛发生石漠化，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以往对此

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喀斯特地区特殊的地质地貌环境对石漠化的影响以及人为活动对石漠化

的加剧作用。但石漠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类土地退化过程，土壤本身性质对石漠化应有较大影

响。石灰土是喀斯特区域发育的典型土壤，已有研究表明石灰土分布区域石漠化程度更重，

分布更广。我们认为 SOM可能是解释喀斯特区域易发生石漠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对石灰

土 SOM 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有机质的含量，而往往忽略了有机质的质量。本研究利用元素分

析，紫外扫描光谱，红外光谱，核磁共振等分析技术探讨了喀斯特区域三种常见土壤(黄壤、

黄棕壤和石灰土)的 SOM(整土有机质及其腐殖质组分)的含量和质量，并探讨了石灰土性质

与该区域环境脆弱性的关系。总体上说，石灰土中 SOM的质量与其他土壤相比有显着差异。

尽管 TOC(土壤总有机碳含量)和 HAC(胡敏酸碳含量)与 FAC(富里酸碳含量)的绝对含量较

高，但石灰土中 HAC 对 TOC的贡献低于黄壤和黄棕壤，这表明，石灰土中对土壤物理质

量更为有利的胡敏酸并不占优势。各种表征手段显示，石灰土腐殖质的 C/H比值低于其它

土壤，O-alkyl-C/alkyl-C比值(碳水化合物碳与烷基碳的比值)高于其它土壤，表明石灰土 SOM
的分解程度低于其它土壤；通过核磁共振分析表明石灰土有机质组分(整土及腐殖质组分)疏
水性低于其他土壤，这意味着石灰土与 SOM相关团聚体结构不如其它土壤稳定。因此，我

们推断 SOM 的含量可能是天然石灰土物理结构良好的原因，SOM 的质量可能会导致扰动

石灰土物理质量的快速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