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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择三江平原湿地分别垦殖为旱田和水田以及人工林 ３ 种利用方式，调查土壤理
化性质及团聚体组成的变化。 结果表明：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理化性质发生了明显变化。
与湿地相比，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水分含量显著降低，而土壤容重显著增加，并且除水田土
壤速效磷含量较湿地土壤有所增加外，其他利用方式下全氮、全磷、碱解氮和速效磷含量均
有不同程度的降低，特别是旱田和人工林利用方式下的降低幅度明显大于水田；不同利用
方式下土壤脲酶、蔗糖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均明显低于湿地，水田利用方式下土壤脲酶、蔗
糖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降低幅度明显小于旱田和人工林；除水田利用方式下土壤酸性磷酸
酶活性较湿地有所降低外，旱田和人工林利用方式下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较湿地无显著变
化；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总有机碳、微生物量碳、水溶性碳和易氧化碳含量均较湿地有不同
程度的降低，除易氧化碳含量外，旱田和人工林利用方式下土壤总有机碳、微生物量碳和水
溶性碳含量的降低幅度均显著大于水田；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机械稳定性团聚体组成也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水田和旱田利用方式下土壤平均重量直径（ＭＷＤ）较湿地均有所降低，特
别是旱田土壤 ＭＷＤ 降低幅度更为明显，但人工林土壤 ＭＷＤ 却较湿地有所增加；不同利用
方式会显著影响土壤理化性质及土壤团聚体组成，其中水田利用方式对土壤理化性质、有
机碳稳定性和土壤团聚体破坏程度明显低于旱田和人工林；而人工林由于受人为扰动较
小，对土壤理化性质及结构的影响程度明显小于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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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０１５）。 由于近几十年来的大规模过度开发，目
前三江平原湿地面积已大量减少，水土流失日趋严

重、生物多样性锐减、环境污染与日俱增（孔博等，
２０１０；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不但会直接影响湿地水文

变化，还会影响湿地植被的分布和生长（李亚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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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等，２０１４；郭鑫炜等，２０１７），而土壤有机碳又会促

进土壤团聚体的形成（Ｓｏｎｎｌｅｉｔｎ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Ｐｕｇｅ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土壤酶活性作为环境变化的“感应

器”，对土壤生物化学及生态过程的影响具有重要

的意义，是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等生态系统过程中

最为活跃的生物活性物质（Ｄａｒ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杨万勤

等，２００４），其活性常与土壤微生物的代谢速率、养
分的生物化学循环联系紧密（王冰冰等，２０１５）。 湿

地的退化及人为利用会极大程度地影响湿地土壤养

分的循环转化、微生物多样性等。 本研究在黑龙江

省三江平原湿地保护区内选择典型湿地以及湿地的

不同利用类型（水田、旱田以及人工林地）为对象，
探讨了不同利用方式对湿地土壤理化性质、活性有

机碳组分、土壤酶活性及机械稳定性团聚体的影响，
以期为湿地保护提供一些基础数据。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 １　 试验区概况及采样方法

试验地选择在黑龙江省三江平原湿地———洪河

保护区（４７°４５′３９″Ｎ，１３３°３７′０４″Ｅ）进行，试验地属

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海拔 ５５～６５ ｍ，年平均降

雨量 ５５０～６００ ｍｍ，并且主要集中在夏秋季，年平均

气温 １．９ ℃，无霜期 １２５ ｄ 左右（Ｓｕ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湿
地采样区域位于洪河保护区的核心湿地区域，湿地

优势植物有小叶章（Ｄｅｙｅｕｘｉ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和漂筏苔

草（Ｃａｒｅｘ ｐｓｅｕｄｏ⁃ｃｕｒａｉｃａ），伴有狭叶甜茅 （Ｇｌｙｃｅｒｉａ
ｓｐｉｃｕｌｏｓａ）、毛果苔草（Ｃａｒｅｘ ｌａｓｉｏｃａｒｐａ）、块根老鹳草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ｄａｈｕｒｉｃｕｍ ）、 芦 苇 （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ｓ）、毛水苏 （ Ｓｔａｃｈｙｓ 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 和小白花地榆

（Ｓａｎｇｕｉｓｏｒｂａ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 ｖａｒ． ａｌｂａ）等。 为使湿地土壤

采样具有代表性，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分别对典型的沼

泽化湿地和草甸化湿地各设 ２ 个 １００ ｍ×１００ ｍ 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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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即共 ４ 个采样区，各样区随机设置，在每个样方

内按“Ｓ 型”各取 ５ 个点进行混合，草甸化湿地采样

深度 ０ ～ ２０ ｃｍ，沼泽化湿地采取水下 ０ ～ ２０ ｃｍ 土

样。 为保证土壤团聚体在采集和运输中不被破坏，
采样时尽量保证土壤的原状态，取样后将原状土放

入硬质塑料保鲜盒中带回实验室。 湿地的不同利用

类型样地均在湿地核心区域的边缘，其中水田和旱

田开垦年限在 ５０ 年以上，旱田的主要作物为玉米

（Ｚｅａ ｍａｙｓ）和大豆（Ｇｌｙｃｉｎｅ ｍａｘ），人工林地位于水

田和 旱 田 的 边 缘， 种 植 的 树 种 为 白 桦 （ Ｂｅｔｕｌａ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树龄在 ３０ 年以上。 水田和旱田规耕作

方式和施肥量与当地常规农艺措施相同。 每个不同

利用类型处理随机设置 ４ 个采样区，其采样区和采

样点的设置及采样方法与湿地相同。
１ ２　 测定项目与测定方法

土壤容重采用环刀法，土壤含水率含量的测定

采用烘干法，土壤 ｐＨ 值的测定采用 ｐＨ 计法。 土壤

全氮含量测定采用浓 Ｈ２ＳＯ４消煮⁃凯氏定氮法，碱解

氮含量测定采用碱解扩散法，全磷含量测定采用

ＨＣｌＯ４和 Ｈ２ＳＯ４消煮⁃钼锑抗比色法，速效磷含量测

定采用 ０． ５ ｍｏｌ·Ｌ－１ ＮａＨＣＯ３ 浸提⁃钼锑抗比色法

（鲍士旦，２００５）。 土壤蔗糖酶活性采用 ３，５⁃二硝基

水杨酸比色法测定，以 ３７ ℃恒温培养 ２４ ｈ 后每克

土生成的葡萄糖的质量 （ ｍｇ） 数表示 （关松荫，
１９８６），过氧化氢酶的活性采用高锰酸钾滴定法测

定，以每克土消耗 ０． １ ｍｏｌ·Ｌ－１ 高锰酸钾的毫升

（ｍＬ）数表示。 脲酶活性用苯酚⁃次氯酸钠比色法

（严昶升，１９８８），以经 ３７ ℃恒温培养 ２４ ｈ 后每克土

中产生的 ＮＨ３⁃Ｎ 的毫克数（ｍｇ）表示，磷酸酶活性

测定参照经过赵兰坡等（１９８６）改进的磷酸苯二钠

法，以在 ３７ ℃恒温条件下培养 ２４ ｈ 后 １ ｇ 土中酚的

质量（ｍｇ）表示。
土壤总有机碳含量的测定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

法（鲍士旦，２００５）。 水溶性碳含量的测定：取 １０ ｇ
过 ０．２５ ｍｍ 筛放入 ５０ ｍＬ 离心管中，加入 ２５ ｍＬ 去

离子水，１８０ ｒ·ｍｉｎ－１振荡 ３０ ｍｉｎ 后，４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

离心 １０ ｍｉｎ，上清液过 ０．４５ μｍ 滤膜后采用重铬酸

钾外加热法测定滤液中的有机碳含量即为水溶性碳

含量易氧化碳含量的测定采用 ３３３ ｍｍｏｌ·Ｌ－１高锰

酸钾氧化法，称取约含 １５ ｍｇ 碳的土壤样品于 １００
ｍＬ 的离心管中，加入 ３３３ ｍｍｏｌ·Ｌ－１高猛酸钾溶液

２５ ｍＬ，振荡 １ ｈ，然后以 ４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离心 ５ ｍｉｎ，取
上清液用去离子水按 １ ∶ ２５０ 稀释，将稀释液在 ５６５

ｎｍ 波长处进行比色，根据高猛酸钾的消耗量，可计

算出土壤易氧化有机碳含量（Ｗ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微

生物生物量碳含量的测定采用氯仿熏蒸⁃Ｋ２ ＳＯ４ 浸

提，利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测定浸提液碳浓度，计算

微生物生物量碳 ＭＢＣ，ＭＢＣ ＝ ＥＣ ／ ０．３８，式中 ＥＣ 熏

蒸和未熏蒸样品浸提液测定的有机碳差值（林先

贵，２０１０）。
土壤机械稳定性团聚体的测定采用干筛法，将

不同处理的原状土用手轻轻掰小块，于 ４ ℃下风干

至土壤含水量约 ２０％左右，然后将土壤过 ８ ｍｍ 筛，
同时去除植物的根系等杂质，然后放入孔径自上而

下分别为 ５、２、１ 和 ０．２５ ｍｍ 的套筛中进行筛分。 每

次筛分 ２００ ｇ 左右的土样，每次筛分 ５ ｍｉｎ，将获得

粒级为＞５、５～２、２～１、１～０．２５ 和＜０．２５ ｍｍ 的团聚体

分别称重，并按 ｖａｎ Ｂａｖｅｌ 等（１９４９）的方法计算团聚

体平均重量直径 ＭＷＤ： ＭＷＤ ＝∑
ｎ

ｉ ＝ １
Ｘ ｉＷｉ ，式中 Ｘ ｉ为

任一粒级范围内团聚体平均直径，Ｗｉ为该级别团聚

体的百分含量。
１ ３　 数据处理

运用 Ｅｘｃｅｌ 和 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测定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
ＶＡ）和最小显著差异法（ＬＳＤ）比较不同数据组间的

差异，分别以 Ｐ＜０．０５ 和 Ｐ＜０．０１ 表示处理间差异显

著和极显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三江平原湿地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含水率、容
重及 ｐＨ 值变化

由图 １ 可以看出，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含水率

较湿地均极显著降低，但水田土壤含水率降低幅度

显著低于旱田和人工林，旱田和人工林间差异不显

著。 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容重较湿地倍增，但 ３ 种

利用方式间土壤容重差异不显著。 湿地土壤 ｐＨ 值

表现为明显的酸性，水田利用方式土壤 ｐＨ 值较湿

地稍有降低，而旱田和人工林 ２ 种利用方式土壤 ｐＨ
值则较湿地土壤明显增加，但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

ｐＨ 值与湿地土壤之间均未达显著差异水平。
２ ２　 三江平原湿地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氮磷含量

变化

由图 ２ 可以看出，不同利用方式明显改变了湿

地土壤的养分含量，３ 种利用方式土壤全氮、全磷、
碱解氮含量均表现为显著降低，水田利用方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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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三江平原湿地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含水率、容重及 ｐＨ 值变化
Ｆｉｇ．１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Ｈ ｖａｌｕ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ｉ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ｏｆ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 下同。

图 ２　 三江平原湿地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氮磷含量变化
Ｆｉｇ．２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ｉ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ｏｆ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２ ３　 三江湿地不同利用方式土壤酶活性变化

由图 ３ 可以看出，水田、旱田和人工林 ３ 种利用

方式均极显著地降低了湿地土壤的脲酶、蔗糖酶和

过氧化氢酶的活性，其中 ３ 种利用方式间脲酶活性

差异较小，旱田和人工林 ２ 种利用方式下土壤的蔗

糖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的降低幅度明显大于水田利

用方式，特别是旱田利用方式下土壤蔗糖酶和过氧

化氢酶活性降低幅度更大。 与湿地土壤相比，水田

利用方式下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极显著降低，但旱

田和人工林 ２ 种利用方式下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与

湿地土壤间均无显著差异。
２ ４　 三江平原湿地不同利用方式土壤总有机碳和

活性有机碳含量变化

由图 ４ 可以看出，湿地 ３ 种利用方式下土壤总

有机碳及水溶性有机碳、微生物生物量碳和易氧化

碳等各活性有机碳组分的含量均明显降低。 与湿地

土壤相比，水田利用方式下土壤总有机碳和微生物

生物量碳含量降低幅度明显小于旱田和人工林 ２ 种

利用方式，并且旱田和人要林 ２ 种利用方式下土壤

总有机碳和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均无显著差异。 不

同利用方式下土壤水溶性碳和易氧化碳含量变化相

似，其含量较湿地土壤均极显著降低，但水田、旱田

和人工林 ３ 种利用方式下土壤水溶性碳和易氧化碳

含量差异均不显著。
２ ５　 三江平原湿地不同利用方式下机械稳定性土

壤团聚体组成

由图 ５ 可以看出，３ 种利用方式均明显改变了

湿地土壤机械稳定性团聚体组成，水田利用方式下

土壤＜０．２５ ｍｍ 的小团聚体明显增加，而其他粒级团

聚体的比例则变化较小；旱田利用方式下土壤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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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三江湿地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酶活性变化
Ｆｉｇ．３　 Ｓｏｉｌ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ｉ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ｏｆ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图 ４　 三江湿地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总有机碳及活性有机碳变化
Ｆｉｇ．４　 Ｓｏｉｌ ｔｏ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ｉ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ｏｆ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较大的团聚体较湿地土壤明显降低，其中＞５ ｍｍ 和

５～ ２ ｍｍ 的团聚体分别较湿地降低了 ３． ２８％ 和

３．０６％，而＜２ ｍｍ 的各级团聚体则较湿地均有不同

程度的增加；人工林利用方式下土壤＞５ ｍｍ 和 ５ ～ ２
ｍｍ 的团聚体较湿地土壤明显增加，并且其比例也

明显高于水田和旱田，但其 １～０．２５ ｍｍ 粒级的团聚

体则较湿地降低。 不同利用方式对湿地土壤的平均

重量直径（ＭＷＤ）影响不同，其中水田和旱田土壤

ＭＷＤ 有所降低，特别是旱田土壤 ＭＷＤ 较湿地土壤

降低了 ６．５９％，但人工林土壤的 ＭＷＤ 则较湿地稍

有增加。

３　 讨　 论

湿地人为利用后，在土壤含水率降低的同时，不
同利用方式均明显改变了土壤的理化性质，主要表

现为土壤容重的增加，以及土壤养分含量的下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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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三江平原湿地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团聚体组成及平均重量直径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Ｗ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ｉ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ｏｆ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水分、容重等物理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到土壤微生物

的活性及养分的循环转化过程，湿地由于含大量的

有机质，其养分主要以有机形态存在，因此，易受到

土壤水分及通气因素的影响。 本试验中，除水田土

壤速效磷含量较湿地土壤增加外，其他利用方式下

土壤全氮、碱解氮、全磷等含量均显著降低，其原因

可能与湿地土壤排水后好氧型微生物数量增加、活
性增加，对有机质的分解利用能力增强有关。 而水

田土壤速效磷含量增加与常凤来等（２００５）的研究

结果一致，秦胜金（２００７）等对三江平原不同土地利

用方式下土壤磷形态的变化的研究中也发现，水田

土壤磷含量较湿地有所增加，其原因可能与水田耕

作过程中的干湿交替过程可能对土壤有机磷的矿化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关。 土壤养分含量的变化还与

土壤酶活性显著相关（曹瑞等，２０１６），土壤酶活性

可以反映土壤中各种生物化学过程的强度和方向

（陆梅等，２０１０），土壤酶活性主要与微生物数量、活
性及植物根系有关（黄华乾等，２０１３）。 本试验中，
湿地土壤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脲酶、蔗糖酶和过氧

化氢酶的活性均明显降低，这主要是由于湿地小叶

章等植物丰富，根系发达，根系分泌物和地表凋落物

为微生物提供了大量的能源，使土壤酶活性较高，而
利用方式改变后，水田土壤脲酶、蔗糖酶和过氧化氢

酶活性降低幅度明显小于旱田和人工林，这可能与

水田季节性淹水条件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有

关。 王树起等（２００７）的研究中发现，三江平原湿地

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转化酶、脲酶、和过氧化氢酶均

较湿地土壤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与本试验结果相似。
人工林土壤中上述 ４ 种土壤酶活性均稍高于旱田土

壤，但人工林土壤中土壤全氮、全磷以及碱解氮和速

效磷含量却与旱田基本相等，这可能与旱田土壤施

肥等农艺措施有关，另外，还可能与人工林土壤中有

机碳含量高于旱田有关（图 ４）。 虽然水田土壤速效

磷含量较湿地土壤显著增加，并且也明显高于旱田

和人工林，但水田土壤酸性磷酸酶的活性也表现为

最低，土壤酸性磷酸酶是促进土壤有机磷水解转化

为无机磷的主要动力，而造成本试验结果的原因可

能是与当地水田的磷肥施用量较大有关，但这有待

进一步研究。
土壤有机碳含量及其质量是反应土壤质量的重

要指标，不仅影响土壤肥力和土壤生产力，而且会影

响全球碳平衡（Ｄａｗｉ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土壤有机碳作为

土壤团聚体的胶结剂，其含量还会影响团聚体的形

成和稳定（Ｍｒａｂｅ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Ｅｙ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本试验中，湿地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总有机碳含量

均显著降低，其原因可能与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通

气量增加，好氧型微生物活动频繁，加剧了对土壤中

有机碳的利用强度有关。 特别是旱田和人工林 ２ 种

利用方式下土壤总有机碳含量降低幅度明显大于水

田，其原因除了与水田长期淹水条件下好氧型微生

物活性较弱，对有机碳的利用能力较低外，还可能与

水田土壤本身活性机碳的稳定性更强有关（张耀方

等，２０１５）。 土壤中活性有机碳主要包括 ＤＯＣ、ＭＢＣ
和 ＲＯＣ 等，活性有机碳由于具有转化周期短、易被

分解利用等特征，因此活性有机碳可以作为土壤碳

库动态变化的重要指标（Ｒｏ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土壤

ＤＯＣ 溶解性较强，可以作为土壤微生物利用的有机

碳源（Ｇｕｇｇ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也是主要来源于微

生物的代谢产物（Ｋａｌｂｉ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Ｓｍｏｌａｎｄ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ＤＯＣ 含量的高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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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的活性，因此 ＤＯＣ 与 ＭＢＣ 常表现正相关

（Ｇｕｎａｐａｌ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湿地由于植被丰富，土壤

有机质来源充足，地上生物量和枯落物的输入以及

根系分泌物的积累可以有效作为 ＤＯＣ 的来源，湿地

土壤利用方式改变后土壤 ＤＯＣ 和 ＭＢＣ 均明显降

低，但水田的降低幅度明显小于旱田和人工林，这主

要是由于水田季节性淹水，更有利于 ＤＯＣ 的溶解析

出有关（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 由于人工林枯落物等

有机物输入较多，导致人工林土壤中水溶性有机碳

的来源较多（何冬梅等，２０１６），从而表现为人工林

土壤 ＤＯＣ 和 ＭＢＣ 均稍高于旱田，农田由于农民在

秋季收获后会移除秸秆，并且目前有机肥的施用量

也较少，导致其人工林土壤中的 ＤＯＣ 和 ＭＢＣ 含量

明显高于旱田。 不同利用方式下虽然土壤 ＲＯＣ 间

差异不显著，但人工林土壤 ＲＯＣ 却稍高于水田和旱

田，其原因可能是水田和旱田由于长期耕作对土壤

扰动较大，并且水田和旱田由于作物秸秆收获，而人

工林由于树木根系较农作物根系发达并地表凋落物

较丰富， 有机碳的输入量较大， 这与 Ｃｏｎｔｅｈ 等

（１９９７）的研究结果相似。
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对土壤养分循环、水分运

输、微生物群落等具有重要影响，土壤团聚体稳定性

下降是土壤退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不同土地利用方

式会明显影响土壤团聚体的形成及稳定性（Ｐｉｎｈｅｉｒ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庄正等，２０１７）。 本试验中，水田除了小

于＜０．２５ ｍｍ 微团聚体较湿地增加外，其他粒级团聚

体与湿地无明显变化，其原因可能是水田所处的环

境与湿地较为相似，对土壤大团聚体的影响较小，但
其微团聚体比例的明显增加可能与水田由于长期的

耕作以及晒田等农艺措施对土壤机械振动频繁有

关。 旱田和人工林＞５ ｍｍ 和 ５ ～ ２ ｍｍ 的团聚体比

例较湿地明显增加，特别是人工林大团聚体的比例

增加更为明显，这与旱田和人工林由于长期干旱条

件下更有利于团聚体的形成有关。 土壤团聚体平均

重量直径 ＭＷＤ 作为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重要指

标，其值的大小与团聚体的稳定性呈正相关关系（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Ｐｉｒｍｏｒａｄ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本试验中，水
田和旱田土壤 ＭＷＤ 较湿地有所降低，特别是旱田

土壤 ＭＷＤ 降低幅度更为明显，其原因可能是湿地

改变为耕地由于人为耕作、施肥等原因导致其土壤

团聚体稳定性降低，并且水田相比旱田由于长期淹

水更有利于有机质的积累，而旱田土壤通气较好，微
生物活动频繁，土壤团聚体中的有机碳更易氧化，从

而使其土壤团聚体破坏（赵京考等，２００３）。 张耀方

等（２０１５）研究发现，水田相比旱田更有利于土壤稳

定性有机碳官能力的积累，有机碳的化学稳定性更

高，这也可能是导致水田相比旱田土壤团聚体更为

稳定的原因之一。 有机物输入的提高，是土壤大团

聚体形成的重要原因（高会议等，２０１０），植物的根

系可以作为暂时的土壤团聚体粘结介质，可以增加

团聚体的形成，提高团聚体的稳定性（Ｔｉｓｄａｌｌ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２）。 不同利用方式下人工林土壤 ＭＷＤ 最高，其
原因可能是人工林土壤中根系较多，有机质输入量

较大，并且人工林土壤人为扰动较少，所以相比旱田

更有利于大团聚体的形成，这与韩新生等（２０１８）的
研究结果一致。

４　 结　 论

湿地不同利用方式会显著地影响土壤的理化性

质及土壤的团聚体组成，其中水田利用方式对土壤

理化性质、有机碳稳定性和土壤团聚体破坏程度等

明显低于旱田和人工林。 而人工林受人为扰动较

小，其土壤酶活性及土壤酶活性性明显高于旱田，特
别是人工林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较旱田显著增加。
相比较而言，旱田利用方式是对湿地土壤理化性质

及结构影响最严重的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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