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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植物往往产生对特定的原生营养生境的生态适应（ecological adaptation）。
森林树种对氮营养生境的生态适应可表现为对土壤肥力或氮养分需求的数量差异，对N03-N
和NH4+-N两种不同形态矿质氮源的偏向选择，对有机氮源的吸收利用能力，以及获取氮素的某些特
殊行为（如共生固氮和菌根对有机氮的吸收）等诸多方面。
晚期演替树种对其长期所处的原始土壤生境的深刻改造与适应是树种在复杂群落中保持优势的重要机
制，同时它也构成了顶极生态系统长期稳定的基础。
然而，随着原始群落的次生演替，土壤原始氮营养生境的数量和质量特征必然会改变。
这种改变往往更适于先锋植物而不利于有固定适应模式的原优势树种，其结果必将会对原优势树种的
生态恢复造成压力。
在我国东北的温带林区，以红松（Pinus koraiensis）为优势种和建群种的针阔叶混交林（红松林）曾是
自然历史上长期稳定的顶极群落，近半个世纪来的大规模开发已使原始红松林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
是温带阔叶次生林。
从原始红松针阔混交林顶极群落向低价阔叶次生林群落的演变意味着人为干扰下的退化演替，系统研
究红松林原始氮营养生境特征、次生演变规律及其对红松更新的影响机制，对温带红松林生态系统恢
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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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概括论述了生境与营养生境的概念，原始森林土壤NH4+-N／NO3--N生境特征与某些晚期演替树
种的适应特点，以及植物对有机氮源的利用及其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用土壤NH4+-N
／NO3--N的动态特征，野外原位培养和室内培养过程中土壤净氨化和净硝化速率，来表征温带森林
土壤的矿质氮营养生境特征；用水提取的土壤游离氨基酸氮库的大小、组成及其季节动态，来表征温
带森林土壤的有机氮营养生境特征；用在初始无菌培养条件、间期抑菌培养条件下，红松幼苗对加入
到蛭石基质中的NH4+-N／NO3--N和氨基酸态氮的吸收量和生长反应，来表征红松幼期对不同氮营养
生境的适应性。
研究成果可为温带红松林生态系统恢复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本书可作为高等农林院校土壤、森林培育、生态学等专业师生以及科研院所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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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1 土壤氮矿化的研究背景　　世界范围内土壤普遍缺氮严重地限制着作物生产，1945年氮肥没
有大量使用以前，作物的产量水平主要依赖于土壤氮素的供应，土壤的供氮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人们注意培肥地力，通过施入农家肥丰富土壤氮素。
1945年以后，氮肥的生产量猛增，价格降低，使用方便，给农业生产带来了许多方便和效益，于是，
世界范围内大量使用氮肥，我国氮肥消费量增加更快。
这虽然促进了作物产量的大幅度提高，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由于不考虑土壤的供
氮能力，盲目大量使用氮肥，也带来了许多弊端：一方面氮素利用率低，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氮素损失
，也是经济上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铵态氮和一些氮氧化物的挥发损失、硝态氮的淋失导致了严重的
环境污染，生态条件恶化，过量的使用氮肥也常常引起作物品质下降，给人们生活及健康造成了很大
的危害，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而又棘手的环境问题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来，氮素的环境污染问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世界各地的农学家和土壤学家开始考虑结合土壤的供氮能力合理施用氮肥的问题。
于是，开始了对土壤氮素的形态、性质、含量、分布等进行了许多研究，Bremner对前面的工作进行了
综述。
1964年Bremner将土壤有机氮素分为酸解氮和非酸解氮，酸解氮又分为氨基酸态氮、氨基糖态氮、氨态
氮和酸解未知态氮，并建立了测定土壤有机态氮素的方法。
所有土壤有机氮素在作物生长期内，不能完全分解供作物利用，土壤的供氮能力不仅取决于土壤氮素
的总量（有机质、全氮），而且取决于其生物有效性，有机氮的分解矿化特性取决于土壤氮素的有效
性。
于是，土壤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测定土壤氮素有效性的短期生物培养法和化学测定法，测定土壤可矿化
氮和易矿化氮，并提出了一些衡量土壤氮素有效性的指标。
　　氮矿化是指土壤有机质碎屑中的氮素，在土壤动物和微生物的作用下，由难以被植物吸收利用的
有机态转化为可被植物直接吸收利用的无机态（主要为铵态氮）的过程。
铵态氮可经硝化作用生成另一种无机氮——硝态氮。
氮矿化速率决定了土壤中用于植物生长的氮素的可利用性，是森林生态系统氮素循环最重要的过程之
一，氮矿化研究对于揭示生态系统功能、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的本质有着重要意义。
表现在：①氮可利用性限制了植物对土壤氮素的养分利用效率，直接影响到陆地生态系统的生产力；
②氮可利用性与群落演替间存在反馈关系；③矿化过程还影响到森林生态系统土壤氮素的渗漏流失和
气态损失，关系到环境污染和氮素经济利用；④氮氧化物向大气中的排放是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的重
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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