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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不同覆盖物对城郊农业区葡萄园土壤呼吸及水热环境影响,设置对照CK(露地),种植酢浆草、白三叶

草,覆盖黑膜、白膜5个处理,监测生长—生产期土壤呼吸、水热环境,然后分析了其响应关系。结果表明:(1)4种不

同覆盖处理下相比露地(CK)显著提高了葡萄园土壤呼吸速率(p<0.05),呼吸速率总体表现为:白三叶>黑膜>白

膜>酢浆草。各处理土壤呼吸速率变化峰值均出现在8月份;(2)4种不同覆盖处理下葡萄园土壤水分在不同时期呈

现出较为明显的剖面垂直分异特征,各处理相比露地(CK)表现出明显的土壤水分保持能力,林下覆膜(黑膜、白膜)相
比林下生草(酢浆草、白三叶)表层持水保水能力表现突出,林下覆膜处理(黑膜、白膜)平均温度均高于CK(露地),而

林下生草覆盖处理(酢浆草、白三叶)平均温度均低于CK,林下覆膜处理增温效果整体强于林下生草覆盖处理。黑膜

的增温效果相对较强,在维持土壤温度稳定也要优于其他处理,而露地维持温度稳定相对最差;(3)林下覆膜模式土

壤呼吸与土壤水分呈现显著二次函数关系(p<0.05),而林下生草模式土壤呼吸与土壤水分呈现指数函数关系(p<
0.05),各处理土壤温度(5cm)与土壤呼吸速率呈现指数函数关系,且各处理温度敏感系数表现为:黑膜>CK(露

地)>白膜>白三叶>酢浆草。从节碳减排、涵养水源角度出发,酢浆草与黑膜是较为适宜的覆盖模式;但如果进一步

考虑减少环境污染、提高植物生产碳源,保持城郊农业高效可持续发展,酢浆草与白三叶草覆盖模式,更适宜于新型

城郊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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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exploretheeffectsofdifferentmulchesonthesoilrespirationandhydrothermalenvironmentof
orchardsinurbanvineyards,fivefiledtreatmentsincludingCK(openfield),plantingOxaliscorniculataL.
andTrifoliumrepensL.,coveringwithblackfilmandwhitefilmweredesigned,soilrespirationandhydro-
thermalenvironmentduringgrowth-productionperiod were monitored,andtheresponserelationship
betweenthemwereanalyzed.Theresultsshowedthat:(1)comparedwithbaregroundsurface(CK),the
soilrespirationrateofvineyardsunderfourdifferentmulchessignificantlyincreased(p<0.05),andthe
respirationrateofvineyardswasasfollows:TrifoliumrepensL.>blackfilm>whitefilm>Oxaliscornicu-



lataL.;thepeaksoilrespirationrateineachtreatmentoccurredinAugust;(2)thesoilmoistureofthevine-
yardsunder4differentmulchesandCKshowedobviousverticalcross-sectioncharacteristicsatdifferentperi-
ods;thesoilunder4differentmulcheshadsignificantwaterconservationcapacity,filmmulch(blackfilm,

whitefilm)showedstrongerwaterretentioncapacitythangrassmulch(OxaliscorniculataL.,Trifolium
repensL.);theaveragetemperatureofmulchingtreatment(blackfilm,whitefilm)washigherthanthatof
CK(openfield),whiletheaveragetemperatureofgrassplantingtreatment(OxaliscorniculataL.,Trifolium
repensL.)waslowerthanthatofCK,effectofrasingsoiltemperatureinmulchingtreatmentwasstronger
thangrassplantingtreatment;blackfilmtreatmenthadarelativelystrongeffectofrasingsoiltemperature,

anditwasbetterthanothertreatmentsinmaintainingsoiltemperaturestability;(3)soilrespirationandsoil
moistureshowedasignificantquadraticfunctionrelationshipinvineyardsunderfilmmulch(p<0.05),while
soilrespirationandsoilmoistureshowedanexponentialfunctionrelationshipinvineyardsundergrassmulch
(p<0.05);thesoiltemperature(5cm)ofalltreatmenthadanexponentialfunctionrelationshipwiththe
soilrespiration,andthetemperaturesensitivitycoefficient(Q10)ofeachtreatmentwasshowedasfollows:

blackfilm>CK(openfield)>whitefilm>TrifoliumrepensL.>OxaliscorniculataL..Fromtheperspec-
tiveofcarbonreductionandwaterconservation,OxaliscorniculataL.mulchandblackfilmmulcharemore
suitablemulch;however,iffurtherconsiderationisgiventoreducingenvironmentalpollutionandmaintai-
n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ofsuburbanagriculture,OxaliscorniculataL.mulchismuchmoresuitablefor
newurbanagriculturalproductionratherthanotherthreetypesofmulchpatterns.
Keywords:urbanagriculture;soilrespiration;moisture;temperature;mulchpattern

  城郊农业是位于城市边缘一定动态范围内的农业

地域类型,被誉为“城市后花园”[1]。城郊农业自工业革

命以来就被纳入城市景观当中。作为一种以生产服务

功能为基础,生态涵养功能为重点,文化休憩功能为发

展方向的新型农业,城郊农业担负着维护城市生态和谐

与保障农产品健康质量的双重功能,因此,城郊农业生

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土壤呼吸被认为是第二大陆地碳通量[2-4],受到

了许多学者的关注[5-7]。农业生态系统作为陆地上最

活跃、人为因素干扰最强的生态系统,对全球碳循环

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作用[8]。近年来国内外就农业管

理措施对土壤呼吸及微环境的影响开展了大量研

究[9-17],但多数集中在农田生态系统中,针对果园尤

其是城郊农业区果园的研究则较少,城郊农业区果园

对区域经济和生态系统碳平衡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因此,探讨城郊农业区果园生态系统土壤呼吸及

环境响应对于提高土壤固碳减排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农田覆盖是一种重要的作物栽培技术,主要包括

秸秆、地膜、地布、草帘覆盖以及林下生草等栽培模

式[18-19]。它具有保持土壤温度[20]、改变土壤理化性

质[21-22]、改善生态环境[23]、增加作物产量和品质的作

用[24-27],是粮食、果蔬高产的有力保障之一。关于秸

秆、地膜等覆盖模式研究多见于大田作物和设施蔬菜

当中[28-32],而果园覆盖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掌握覆

盖模式下果园土壤环境效应的演变规律,可为制定果

园科学合理管理模式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通过对比不同地膜覆盖和林下生草覆盖模

式下城郊农业区葡萄园土壤呼吸以及水热环境特征,探
讨林下地表覆盖模式对城郊农业区葡萄园生态系统碳

循环与水热环境变化过程的影响,以期为探索可操作的

农业增汇减排技术、合理规划城郊农业生态系统生产模

式、提升双重服务功能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本研究于2015年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宏府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园(109°08'07—109°″9'12″E,34°03'
14″—34°06'23″N)进行,该区域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

陆性季风气候区,雨量适中,四季分明,气候温和,秋
短春长。年平均气温15.5℃,降水量约600mm,湿
度69.6%,无霜期216d,平均日照约1377h。最冷

的1月份平均气温-0.9℃,最热的7月份平均气温

26.8℃。雨量主要分布在7—9月。年平均降雪日为

13.8日,初雪日一般在11月下旬,终雪日一般在3月

中旬。受地形影响,该区全年多东北风,年平均风速

为1.3~2.6m/s,试验区土壤为塿土,土壤基本理化

性质状况见表1。

1.2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葡萄林下设置5个覆盖

处理:对照CK(未覆盖,裸露地表)(处理1),分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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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酢浆草(OxaliscorniculataL.)(处理2)、白三叶草

(TrifoliumrepensL.)(处理3),覆盖黑膜(处理4)、
白膜(处理5)(图1)。白三叶草在2014年3月21日

播种,同日移栽酢浆草。葡萄品种为户太8号,栽植

密度为株距1.2m,行距3m,2014年进入葡萄结果

期的第3年。所有处理均在距离树干50cm的操作

行中进行,处理小区面积25.0m×2m,2014年秋季

施用有机肥5kg/株;2014年5月12日,施用钾肥

K2O每株20g、氮肥N每株20g。每一次施肥后,进
行灌溉(滴灌)。在2015年3月10日,进行覆盖黑色

和白色聚乙烯塑料薄膜处理,葡萄园按照当地程序进

行管理,每株葡萄树保留13~15串果穗,每串果实保

留80~90个果粒,此外,在果实结实期、果实膨大期

和品质形成期对各处理分别进行了3次等量补充灌

溉,保证生产需水量。每个处理在操作行中,采用

“S”型随机设置5个土壤呼吸测点,覆膜处理在各测

点设置直径11cm膜孔,压入PVC环,以备测定,呼
吸测定完毕后用地膜封闭膜孔,生草处理在各测点直

接压入PVC环进行测定,环内不做除草处理;温度测

点紧邻呼吸测点布设,每个监测点埋设一个温度测量

探头,布设深度5cm,共计5个温度测点,;土壤水分

监测点布设在呼吸测点之间,共计4个土壤水分监测

点,每个监测点布设一根40cm深TDR管。具体试

验布置见图1。
表1 试验区土壤理化性质概况

容重/

(g·cm-3)
持水力/

(g·kg-1)
有机质/

(g·kg-1)
全氮/

(g·kg-1)
全磷/

(g·kg-1)
有效磷/

(mg·kg-1)
有效钾/

(mg·kg-1)
pH值

1.29 240 9.80 0.96 0.72 26.93 162.37 8.08

图1 试验小区布置示意图

1.3 土壤呼吸及微环境指标测定

(1)土壤呼吸速率测定(2015年5月上旬—10月下

旬)。每小区选取代表性的5个测点,用美国Li-Cor公

司生产Li-6400~09土壤呼吸室测定。测量前24h将内

径为10.5cm、高4.5cm的PVC环压入土壤3cm,压实

外圈土壤以防漏气。之后PVC环长期定位放置。上午

09:00—11:00测定,取5个测点平均值作为小区CO2通

量[μmol/(m2·s)],即土壤呼吸速率。
(2)水分监测。土壤水分使用时域反射仪(TDR,英

国剑桥伯威尔)进行测定,每个测量地块深埋40cm的

TDR管,测量0—40cm土壤含水量(每隔10cm一个测

点),每隔7d,测量1次水分,每个测量点重复3次。
(3)土壤温度监测。土壤温度使用北京百万电

子科技中心生产的多点温度传感器(HB403-04)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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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每小时测定1次,测量深度为5cm。
(4)大气温度、湿度。在每个小区的中间部位(试验

区)上部1.5m 处,采 用 日 本 生 产 的 HOBO(Prov2
Temp/RHDataLogger)温湿度记录仪,设置每两个小时

自动记录一次,试验研究阶段温湿度变化特征见图2A。
(5)太 阳 辐 射、风 速。太 阳 辐 射 采 用 美 国 的

CR10X-2M数据采集装置和LI200X硅晶体辐射传

感器组成的太阳辐射测量仪监测,风速采用LE2151
风速传感器进行监测,在08:00—18:00每两个小时

自动记录,太阳辐射与风速变化特征见图2B。
(6)降雨量。使用 HM-YLJC降雨监测设备逐

日监测降雨量,降雨情况见图3。

图2 2015年葡萄生长期大气温度、湿度、风速和太阳辐射强度变化特征

图3 2015年葡萄生长期降雨量特征

1.4 数据分析

采用Origin2019pro绘图,采用SASV8.0统计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ANOVA)及多重比较、非线性回

归分析。
利用非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不同覆盖处理下土壤

呼吸速率与土壤湿度的关系[公式(1)—(3)],选择最

优模型,并进行显著性检验:

     R=aM2+bM+c (1)

     R=aebM (2)

     R=aMb (3)
式中:R 为土壤呼吸速率;M 为土壤含水率(%);a,

b,c均为拟合参数。
利用指数模型分析不同覆盖处理下土壤呼吸速

率与土壤温度的关系[公式(4)],进行显著性检验,并
计算呼吸速率温度敏感性系数Q10[公式(5)]:

      R=AeBT (4)

      Q10=e10B (5)
式中:R 为土壤呼吸速率;T 为土壤温度(℃);A,B
均为拟合参数。

土壤贮水量计算公式:

Dw=θv·h (6)
式中:Dw 为土壤贮水量(mm);θv 为土壤容积含水量

(%);h 为土壤厚度(mm)。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呼吸特征

对不同生长时期土壤呼吸数据资料分布情况进

行总体分析,小提琴图(图4A)显示,CK土壤呼吸速

率均值较低,白三叶覆盖处理下的葡萄园地土壤呼吸

速率均值较高;CK土壤呼吸速率分布比较集中,其
余处理(酢浆草、白三叶、黑膜、白膜)葡萄园地土壤呼

吸速率分布较为离散,尤其以酢浆草和白三叶覆盖处

理数据分布不够均匀,覆盖处理土壤呼吸速率存在较

为明显的离散值。对不同覆盖处理葡萄园地土壤呼

吸速率进行多重比较(LSR法)显示(图4A),各覆盖

处理(酢浆草、白三叶、黑膜、白膜)相对于CK,土壤

呼吸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说明各覆盖处理均

显著提高了CO2的排放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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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不同时期土壤呼吸变化特征(图4B),在葡萄生

产期(5—10月),各处理土壤呼吸均呈现出一定的峰值

变化特征,总体表现为先增后减再增再减的变化趋势,
各处理的峰值出现在8月,CK、酢浆草、白三叶、黑膜、白
膜覆盖葡萄园地最大值分别为5.11,8.72,12.17,9.99,

8.08μmol/(m2·s)。而林下覆膜处理(黑膜、白膜)和林

下生草(酢浆草、白三叶)处理表现出一定的时间变化异

质性,林下覆膜分别在6月份(白膜覆盖)和7月份(黑膜

覆盖)表现出短暂的局部下降趋势。各处理土壤呼吸

在5—7月、9—10月变化速率相比7—9月期间较

弱。白三叶覆盖处理相对于其他覆盖处理,在5—10
月期间一直表现出较高的CO2排放速率。

图4 土壤呼吸速率变化特征

2.2 土壤水分垂直变化特征

不同处理下的葡萄园地水分在不同时期呈现出

较为明显的剖面垂直分异特征,且覆盖处理相比CK
均表现出明显的水分保持能力(图5)。在5—10月,
在0—40cm土层内,随着深度的增加,土壤水分整体

表现为增加趋势,下层土壤表现出较为良好的持水能

力;在30—40cm土层上,各处理土壤含水率有不断

接近,趋于稳定变化。5—7月,在0—30cm剖面内,
黑膜和白膜覆盖相比酢浆草、白三叶覆盖处理表现出

较好的持水能力,而在30—40cm土层区域内,酢浆

草和白三叶覆盖处理开始表现出较好的持水能力。

8—9月,在0—40cm土层,酢浆草、白三叶、黑膜覆

盖相比白膜覆盖表现出较强的持水保水能力。在

5—10月,由于5月与7月份相比其他月份月降雨量

较少(图3),因而各处理在0—40cm土壤含水量相

对较低,但下层土壤(20—40cm)相比表层土壤(0—

10cm)表现出较高的含水量。
不同处理下的葡萄园地各土层层之间土壤平

均贮水量显现出不同的变化规律(表2,图6)。不同

覆盖处理下土壤0—10cm土层内平均贮水量介于

(11.79±1.00)~(19.70±0.98)mm,各处理与CK
贮水量存在显著差异,黑膜贮水量显著高于其他覆

盖处理,黑膜与白膜相比其他覆盖模式贮水量波动

较小;10—20cm 土层内平均贮水量介于(14.06±
1.33)~(22.34±0.72)mm,酢浆草、白三叶、白膜覆

盖贮水量差异并不明显,但与黑膜、CK组存在显著

差异,且黑膜与白膜仍表现出较小波动,黑膜在该区

域贮水量最高,且变异程度相对较弱;20—30cm土

层内平均贮水量介于(16.90±0.56)~(23.38±0.51)

mm,该层各处理与CK贮水量存在显著差异,但各

处理之间差异并不显著,波动较为相近,该层的持水

效果较为接近;30—40cm剖面内平均贮水量介于

(18.56±0.54)~(24.75±0.16)mm,该区域内各处

理与CK存在显著差异,CK与白膜覆盖表现出较强

的变异性。
不同覆盖模式下,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各区域

的贮水量增加,地膜覆盖和生草覆盖相对于露地蓄水

能力提升明显,在0—10cm层,生草覆盖贮水量提升

40.9%~42.7%,地膜覆盖提升50.7%~67.1%;在

10—20cm层,生草覆盖贮水量提升36.4%~37.3%,地
膜覆盖提升43.5%~58.8%;在20—30cm层,生草覆盖

贮水量提升33.4%~36.7%,地膜覆盖提升30.3%~
38.3%;在 30—40cm 层,生 草 覆 盖 贮 水 量 提 升

32.3%~33.3%,地膜覆盖提升30.2%~22.1%。

2.3 土壤温度变化特征

不同覆盖处理下的葡萄园地温度(5cm)在不同

时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特征(图7),各处理土壤温度

特征值见表3。林下覆膜处理(黑膜、白膜)平均温度

均高于CK,而林下生草覆盖处理(酢浆草、白三叶)
平均温度均低于CK,林下覆膜处理增温效果整体强

于林下生草覆盖处理。温度的最大值为38.9℃,出现

在黑膜覆盖处理中,而最小值为15.1℃,出现在CK
当中,黑膜的增温效果相对较强,而CK的增温效果

最差。总体分析各处理5—10月土壤温度变化趋势,
温度变化趋势和变化节点表现出较为相似的规律性,
但局部的变化幅度和变异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变化峰

值出现在9—10月份。黑膜覆盖处理的温度变异系

数相比其他处理,表现为最小,而CK变异系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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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黑膜在维持土壤温度稳定(小变异系数)要优

于其他处理,而露地维持温度稳定相对较差,除黑膜

外,其他覆盖处理在维持土壤温度稳定方面为未表现

出明显差异。

图5 土壤水分垂直变化特征

表2 5-10月土壤贮水量垂直变化状况 mm

处理 0—10cm 10—20cm 20—30cm 30—40cm

CK 11.79±1.00Bb 14.06±1.33Bb 16.90±0.56Bb 18.56±0.54Cc
酢浆草 16.62±2.31ABa 19.18±2.10ABa 23.11±0.67Aa 24.75±0.15Aa
白三叶 16.83±2.17ABa 19.31±1.93ABa 22.55±0.67Aa 24.55±0.14Aa
黑膜 19.70±0.98Aa 22.34±0.72Aa 23.38±0.51Aa 24.16±0.20Aa
白膜 17.77±0.79ABa 20.17±0.88ABa 22.02±0.49Aa 22.67±0.55Bb

注:小写字母表示0.05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大写字母表示0.01水平存在极显著差异。

图6 土壤水分垂直剖面变异系数

2.4 土壤呼吸速率对水热环境的响应

为了进一步探明不同覆盖处理下葡萄园地林下

土壤呼吸对水分和温度的响应趋势,分别对不同覆盖

处理的土壤呼吸和土壤水分、温度进行非线性回归

[水分与呼吸速率回归模型见公式(1)—(3)选择较优

模型,温度与呼吸速率回归模型见公式(5)]。
由表4可知,CK、黑膜、白膜覆盖处理土壤水分

与土壤呼吸均呈现二次函数关系,其中CK处理在

0—10cm,10—20cm,30—40cm土层呈现极显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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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p<0.01),在20—30cm剖面呈现显著关系(p<
0.05);黑膜和白膜覆盖处理在0—10cm土层呈现显

著关系(p<0.05),在10—20cm,20—30cm,30—40
cm土层呈现极显著关系(p<0.01)。酢浆草和白三

叶覆盖处理呈现显著指数函数变化关系,其中酢浆草

覆盖处理在0—10cm,10—20cm,20—30cm 呈现

极显著关系(p<0.01),在30—40cm土层呈现显著

关系(p<0.05);白三叶覆盖处理在0—10cm,10—

20cm,20—30cm呈现显著关系(p<0.05),在30—

40cm土层呈现极显著关系(p<0.01)(表3)。酢浆

草、白三叶覆盖处理土壤呼吸对各剖面水分呈现较

为单一的响应变化趋势,而黑膜与白膜覆盖处理土

壤呼吸对各剖面水分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响应变化趋

势,水分存在一定阈值变化响应关系。这些现象可能

归因于不同覆盖处理下表层土壤与下层土壤生化环

境的异质性。

图7 2015年土壤温度变化特征

表3 不同处理土壤温度特征值

处理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变异系数

CK 25.31 0.15 37.9 15.1 0.15
酢浆草 24.30 0.12 33.8 16.3 0.12
白三叶 24.55 0.12 33.7 16.6 0.12
黑膜 26.43 0.11 38.9 19.1 0.11
白膜 25.62 0.14 35.0 16.5 0.13

  由表5可知,各处理土壤温度(5cm)与土壤呼吸

速率呈现指数函数关系,其中黑膜与白膜覆盖处理表

现出极显著(p<0.01)指数关系,而其他处理表现为

显著(p<0.05)指数关系。这表明随着温度的增长,
各处理土壤呼吸速率均表现为增长趋势。进一步分

析各处理呼吸速率温度敏感系数(Q10),各处理温度

敏感系数表现为:黑膜>CK>白膜>白三叶>酢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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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在发生同样的温度变化扰动时,黑膜覆盖园地将

比CK(露地)土壤将表现出更强的土壤CO2排放速

率,而其他处理相对CK(露地)土壤将表现出较弱的

CO2排放速率,其中白三叶覆盖与酢浆草覆盖园地呼

吸速率温度敏感性相差较小。
表4 不同处理下水分(M)与土壤呼吸速率(R)拟合模型

土层/cm 处理 拟合模型 R2

CK R=-0.06M2+1.24M-1.88 0.53**

酢浆草 R=3.89e0.03M 0.57**

0—10 白三叶 R=11.17e-0.02M 0.32*

黑膜 R=-0.14M2+4.93M-36.77 0.38*

白膜 R=0.21M2-7.98M+81.37 0.40*

CK R=-0.07M2+1.79M-6.76 0.52**

酢浆草 R=3.18e0.03M 0.56**

10—20 白三叶 R=12.37e-0.02M 0.33*

黑膜 R=-0.06M2+1.81M-2.89 0.68**

白膜 R=-0.09M2+3.77M-33.90 0.43**

CK R=0.05M2-1.84M+20.48 0.33*

酢浆草 R=0.47e0.11M 0.63**

20—30 白三叶 R=23.68e-0.04M 0.31*

黑膜 R=-0.68M2+30.24M-327.56 0.51**

白膜 R=-0.27M2+12.57M-139.81 0.44**

CK R=-0.01M2-0.26M+13.12 0.75**

酢浆草 R=0.62e0.08M 0.32*

30—40 白三叶 R=0.02e0.25M 0.52**

黑膜 R=-1.55M2+73.27M-855.54 0.35**

白膜 R=-0.41M2+19.23M-220.46 0.73**

注:*表示在5%水平上差异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差异显著,下

表同。

表5 不同处理下温度(T)与土壤呼吸速率(R)拟合模型

处理 拟合模型 Q10 R2

CK R=0.67e0.07T 1.95 0.16*

酢浆草 R=1.72e0.03T 1.40 0.14*

白三叶 R=3.53e0.04T 1.47 0.21*

黑膜 R=0.87e0.09T 2.44 0.43**

白膜 R=1.67e0.06T 1.74 0.49**

3 讨 论

3.1 不同覆盖模式下土壤呼吸变化特征分析

Tang[33],Pingintha[34]等认为土壤呼吸的季节性

波动可能要归因于土壤温度、水分,通常具有温度和

水分驱动的季节性模式。本研究中5种不同覆盖模

式下葡萄园地土壤呼吸值在5—10月均表现出一定

的峰值变化趋势,变化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各处理土

壤呼吸峰值均出现在8月份,这种季节性变化应该归

因于研究区域温度和水分综合作用。Li等[29]学者研

究认为塑料薄膜覆盖相比未覆盖可以显著提高细菌、
真菌和放线菌的丰度,增加了土壤呼吸。Mu等[30]对

设施蔬菜黄瓜进行秸秆、薄膜以及混合覆盖处理,结
果发现覆盖处理土壤呼吸速率显著高于未覆盖处理。
也有学者认为,秸秆和塑料薄膜的覆盖可以提升农田

对CO2的有效固定量,增加作物产量,与未覆盖相比

更有利于农田生态系统的碳汇,并且在未来的气候情

景下可能减轻土壤呼吸的变化[32,35]。本研究中,无
论是林下生草还是林下覆膜覆盖方式相比未覆盖处

理均增强了土壤呼吸速率。而林下生草作为一种覆

盖模式,除了改变土壤理化环境,对作物生长的生物

环境也有复杂的影响过程,本研究中,林下种植白三

叶和酢浆草的葡萄园地表现出相差较大的土壤CO2
排放速率。因此林下生草相比林下覆膜碳源汇强度

表现更为复杂,在实际种植过程中要根据培植植物的

种类和生物学特性进行剖析。
3.2 不同覆盖模式下土壤水分与温度变化规律

土壤水分影响土壤形成的各个过程,直接制约植

株生理生化及营养生长过程。土壤温度也是影响果

树的生长和发育另一个重要因素。而地表覆盖可以

有效地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保持土壤湿度[36-37],同样

可以通过改变地表光照度和热量向深层土壤传递,影
响果园土壤热量的收支平衡[38]。李晓龙等[39]研究

发现与清耕相比,农用地毯和碎木屑覆盖、行间生草

可明显降低深度土壤温度,提高土壤含水量。黄金辉

等[40]则认为各覆盖处理的蓄水量与其土壤温度并不

都呈负相关,而是由不同覆盖物的保水效果和保温性

质共同决定。本研究中,在同样的生产管理程序下,
薄膜覆盖处理和生草覆盖葡萄园地在(0—40cm)土
层内土壤含水率、贮水量均高于CK,表现出较强的

土壤水分保持能力,而且不同时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

剖面垂直分异特征。随着深度的增加,土壤水分整体

表现为增加趋势,下层土壤相比表层土壤表现出较为

良好的持水能力,这是由于覆盖处理相比裸露地表增

加了土壤下层的土壤含水量,同时覆盖可以通过限制

土壤表层蒸发来增强水分的向下渗透[41]。8—9月,
酢浆草、白三叶林下生草处理相比黑膜、白膜覆盖处

理表现出较强的持水保水能力,且土壤表层以下表现

出较为稳定的水分含量,这可能与草皮根系的水源涵

养能力有关。在改善地表温度方面,林下覆膜处理增

温效果整体强于CK,而林下生草覆盖处理弱于CK。
黑膜的增温效果相对较强,而露地的保温效果最差。
同样,黑膜在维持土壤温度稳定方面要优于其他处

理,而露地维持温度稳定相对较差,这正好印证了黄

金辉关于覆盖的保温效果的研究结果,土壤温度的保

温效果跟覆盖物的性质有很大关系,黑膜的增加、保
持地温的效果与膜材质本身有很大的关联[40]。
3.3 不同覆盖模式下水热环境对土壤呼吸响应特征

土壤水分和温度是影响土壤呼吸的两个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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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土壤水分对呼吸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不同剖面

深度土壤水分的波动会引发生土壤呼吸响应特征的

差异。部分学者[42-45]认为土壤水分与土壤CO2排放

之间或存在二次函数,或存在指数函数,或存在幂函

数关系,土壤呼吸速率在一定范围内随土壤含水量的

增加而增加,当含水量超过此范围时,土壤呼吸速率

随土壤含水量增加而降低或者保持平稳,不同生态系

统中均存在土壤呼吸的水分阈值。本研究中,黑膜和

白膜覆盖以及裸露地表的葡萄园地中,各剖面的土壤

水分与土壤呼吸速率呈现显著的二次函数关系,而林

下种植白三叶和酢浆草的葡萄园地中,各剖面土壤水

分与土壤呼吸则呈现指数函数关系,造成这种现象的

原因可能来自于两方面:其一,在生长—生产期,与地

膜覆盖和裸露地表园地相比,在原有土壤呼吸的基础

上增加了林下草根系和根系微生物的呼吸作用;其
二,虽然林下生草园地剖面下层土壤水分高于薄膜覆

盖和裸露地表园地,但林下生草园地总体生物量较

大,生产过程需水量较高,较高的土壤含水量并不能

对总体土壤呼吸造成限制。关于土壤温度与土壤呼

吸响应特征研究多以指数函数形式拟合,且土壤表层

温度与呼吸拟合效果较好[8,46-48]。本研究中,在温度

响应方面,各覆盖处理土壤温度(5cm)与土壤呼吸

速率呈现指数函数关系,这表明,随着温度的增长,各
处理土壤呼吸速率均表现为增长趋势。土壤升高相

同温度时,黑膜覆盖将表现出更强的土壤CO2排放

速率,而其他处理表现出相对较弱的CO2排放速率,
这表明黑膜覆盖与其他覆盖模式相比,更容易引发土

壤CO2的排放。

4 结 论

(1)4种不同覆盖处理相比CK显著提高了葡萄

园地土壤呼吸速率(p<0.05),各处理土壤呼吸速率

表现出一定的季节变化特征,峰值出现在8月份;林
下生草模式相比林下覆膜模式较为复杂,总体表现

为:白三叶>黑膜>白膜>酢浆草。
(2)各处理葡萄园地随着深度的增加,土壤水分

整体表现为增加趋势,下层土壤表现出较为良好的持

水能力,且覆盖处理相比CK均表现出明显的水分保

持能力。林下覆膜(黑膜、白膜)相比林下生草(酢浆

草、白三叶)持水保水能力表现突出。林下覆膜处理

(黑膜、白膜)平均温度均高于CK,而林下生草覆盖

处理(酢浆草、白三叶)平均温度均低于CK,林下覆

膜处理增温效果整体强于林下生草覆盖处理。黑膜

的增温效果相对较强,且维持土壤温度稳定要优于其

他处理,而露地维持温度稳定相对最差。
(3)林下覆膜模式土壤呼吸与土壤水分呈现显

著二次函数关系(p<0.05),而林下生草模式土壤呼

吸与土壤水分呈现指数函数关系(p<0.05);各处理

土壤温度与土壤呼吸速率呈现指数函数关系,且各

处理温度敏感系数表现为:黑膜>CK>白膜>白三

叶>酢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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