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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植物根和枯枝落叶的分解作用和土壤Coa的 释放,在国外已研究较多,在
联合国国际生物学规划 (IBP)主持下”美、英、法、芬 兰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挪威、
瑞典等国的IBP定位站都已作了不少工作:发表了有关的技术报告和论文。为了配 合高
寒草甸生态系统分解者亚系统的研究,我们于1980年在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进
行了纤维素分解和土壤Co2释放的试验研究工作。          

··

纤维尔分海作用                     ‘

一、供试材料:选用厚度为35mm的层析滤 纸。将 滤 纸 剪 成 8× 9cm大 小,在
105°C烘于后称重 (为 1.2g左 右),置于36孔 /cmz、 大小为10cm× 12。m的尼隆袋中,用

尼隆线缝曰后,埋放于样地内,埋样深度为10cm d

二、试验小区的设置:试验小区包括放牧、未放牧、灌水、施肥等 在种试验处理。未
放牧和灌水处理在草库仑外的相邻地块内,.施肥处理设置在草库仑内另一地块内。灌水
处理每小区面积为20m z,每处理 3个重复,每个小区在 4、 5、 6月 各灌水 1·次,每次
加水240公斤。施肥试验包括施用氮肥(尿素)、磷肥 (过磷酸钙)、钾肥(氯化钾),每小区各
300g,每个处理设 3· 个重复,每小区面积为20m2。 放牧、未放牧、灌 水 处理的埋样时
间为 5月 15日 ,各处理分别埋放样袋36个。施肥处理的理样时间为 5月 19日 ,每小区埋
放样袋 硅个,每处理共埋放样袋16个。每隔一定时期,从未放牧、放牧、灌水处理各回
收样袋 6个 ,从各施肥处理分别回收样袋 4个 ,用称重法测纤维素分解百分率。

三、纤维素分解百分率的测定:回 收的尼隆样品袋,在 105°C烘 干 后 ,将残留滤纸
取出,连同粘附的土粒一起剪碎,置于坩埚内,称重后在马福炉中600°C灼 烧 6小时。
冷至室温后 ,取出,再行称重。用同样方法,测埋放样袋处土壤灼烧后的灰分重,换算
出于土与土壤灰分的比值。由于滤纸灼烧后的灰分重量很微 (仅为滤纸原重的万分之一
左右),可以忽略不计,由下面的公式即可算出纤维素分解百分率 :

纤维素分解 (%)=」竺王二~~1】IZ|饬
;1丝工二兰 2-× 100

· 程双宁同志参加了此项工作

162



上式中″‘为治纸埋放前的干重,〃它为回收的注纸连同沽跗在上面的土拉的于重·

冫·/s为 回收漉纸连同枯附的土粒灼烧后的灰分重,K为将土壤灰分重换算为土壤于重的

因数。

土0CO2释 放

在回收尼隆样品袋的当天测定2在小时内Co2释放量。用 NaOH吸 收 土 壤 释 放 的

Co2,用 HCl滴 定 剩 余 的NaOH以 计算释放C02量的方法 (Parkinson,1971〉 测 定

Co2。 我们所用的Co2收集器为长25cm、 内径为10.13cm、一端封闭的塑料园筒。所用 的

酸和碱的当量浓度均为0.2N左右。先在靠近埋放样品袋旁边.将地面能进行光合 作用的

牧草剪去,放上一个小的支架 ,在支架上放 1只 250m1塑 料杯,准确吸取浓度经过标 定

的NaOH15m1加 入杯内,同 时加入 2 N BaC12· 2Hz0 8m1,立 即将Co2收集筒 插入土

内,深度为10cm,并罩上涂有白漆的遮荫板,以免烈日曝晒提高 筒 内温度影响实 验结

果。在设置试验处理的同时,在地面放置对照塑料筒。对照塑料筒长度等于试验处理所

用塑料筒露在地面部分的长度 (15cm),将其封闭的一端平放 地 面,同 样 放 入 盛 有

NaOH和BaCh· 2H20的塑料烧杯后,将开口的一端封闭,同样罩上遮荫板。经2么小时,

取出烧杯,将NaOH液转入三角瓶,加入酚酞指示剂 (酚从 1g,溶于 95%酒 精 60ml,

加水释到100ml)2-3滴 ,用浓度经过标定的HC1滴定至淡红色恰好消失为 终点。按

下面的公式可以计算出土壤C02的释放量:      =

fl(D·

(g/m2· 24hr) ==-T|I厂。
=二

2-foliT∶

:·扌号
一
芰
一
÷:};:2·

且兰一12222~

= (/c-J'b) ×】VIIC1× 22.005*0:12d2

上式中,/口为对照处理耗用的HC1毫升数,/b为试验处理耗用的HC1毫升数,Ⅳ为

滴定用盐酸的当量数,22.005为 相当于 1m1HC1的 Co2的毫克 当量数。80.5‘ 1为 按国

面积公式计算得出的Co2收集筒底面积的平方厘*数 ,10000和 1000系 将Co,释放量由

mg/cmz换 算为g/皿 z的
换算因数。              i

土0沮度和土坡水分

在测定土壤Coa释放的同时,测定土壤温度和土壤水分。土壤温度的测量方法系将

10cm地温计插入土中,在 8时 (c)、 14时 (b)、 20时 (c)记录10cm深土壤温度、按

(2c+b+c)△ 近的公式计算日平均地温。为了对不同时期内的 纤 维素分解百分率和

土壤温度进行回归分析 ,从埋样之日起逐日测量10cm处土壤温度,并 计 算不同时期内

的平均土壤温度。土壤水分的测定方法系采 0-10cm处 土壤,置已知 重量的小铝盒中

称重,在 105°C烘箱中烘至恒重后再行称重,即可算出土壤水分百分率。

结果和讨论
)

所有试验处理埋放的尼隆样品袋,均分别在 7月 19日 、 9月 21日 和10月 23日 回收。

在不同回收样品日期测得的累计纤维素分解百分率结果列于表 1,不同时期内的纤维素

分解百分率和平均土壤温度的数据列于表 2。

不同处理土壤Co2释放的测定结果列入表 39不同采样日期曰得的土壤温度和土壤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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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备试驻处理在不同日如曰曰的】计纤缕卡分饵 (%)

Tablo 1 △ccutnlative total dooomposition of col|uloso〈 %± s.【9,)

doterminod at different sarnPIo dato for each treatnient

处 理

Trcatment 埋放63天

正9uried 63 days

埋放127天

E}】tried 127 days

纤维素分解 (%± s.D,)

Dcco血.position of ce11】 1ose(%± SD.〉

未 放 牧

t丿 :lgrazed
23.6犭 ±5.31 59.09±|29,00 63.】 8± 16.67

放   牧

Clrazed
】1.13± 7.89 87.87∶±24.25 62.70:L15.39

江   水

Irrigated
26.1o∶±2o.】 7 71.64± 84.00 68.16± 5.78

加 尿 紊

+U rea 8,73± 0.89 62.Os∶±30.45 60.61±·28,55

加过磷酸钙

+superphosphate 11,54± 7,32 48.63± 1【 ,40 69.48± 23.65

加抵化钾

+Patassium.ch1oride 9,88± 1.21 89,23∶
=15.65

50.37∶±28.75

不 施 肥

No fertilizer added
7.45± 5.14 ‘6.39± 11.84 51.36± 3,03

的结果列于表 d。

-、 年年△分△作用的季节性变化

从表 1、表 2所列不同处理纤维素分解和土坡温度浼定结果可以看出,分解作用的高

堆均发生在 7月 下旬到 9月 中旬,分解百分率达24,25%-53.22%,这 一段时间的土壤

温度也是最高的,9月 中旬到10月 中旬,土壤温度下降,纤维素分解率也随之下降。表
1中灌水和施氮肥两个处理纤维素埋放159天 的分解百分率小于埋放127天的分解百分率

以及由此而来的表 2中灌水和施尿素处理在 9月 22日 到10月 23日 的纤维素净分解百分率

中出现的负值,表 明这段时间内纤维素不但未分解,反而增了重,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国外进行的同类试验也曾出现过这种情况。Lengkeek(1072),May(1978〉 分 别 在

美国两个不同定位站所作的分解试验中,也发现埋放的潜纸和根均有增重的现象。他们

认为是由于真菌菌丝和植物的根穿入尼隆样品袋内的结果。我们的分解试验中出现的潜

纸增重,除上述原囚外,也可能包括野外条件下产生的试验误差在内。

16‘

埋放159天

B11ried 】59 days



表2 各试验处理在不同时期内的纤牵素净分钾 (%)及平均土垠温皮
table 2 Net deoomposition of cellulose(%· )and Inean soII temperaturo

of eaoh oxperimental trea.tolent in difforent period

处 理

Treatlnent

5月 15日 -7月 19日

R.压 ay 15-J‘‘ly 19

7月 20日 一 9月 21日    9月 22日一】0月 23日

July 20-sepillbcr 21 septe1【 lber 22-October23

平均土壤
温  度

Meail soil
teinpera-
ture(℃ )

纤维素分解
Ce11ulosc
decoj]lpos-
ition (。'6) ‰eff瑕镢黥r器 lc∶ill扣

s:ˉ

ure(℃ 〉  °··1vu`/0`   (℃ )      (%〉

未 放 牧

tJngrazcd

放   牧

Grazed

灌   水

Irrigated

加 尿 素

+Urea

加过磷酸钙

+· superphosphate

加氯化钾

+Potassiu● .chloˉ  9.54
ride

9.5在     23.6厶 11.24 35.45 4.83

9.54     11.13 11.2遮 26.7厶 4.83

9.51     26.1o 11.2犭 犭5,54 犭.83

9.54      8.73 11.24 53.32 4.83

9,54     11.54 11.20 87.09 4,88

9.88 11.24 29,35 4,88

4,0双

2d.83

-3,48

-1,44

2o.85

1】 ,14

不 施  肥

No fertilizer
added

9.5逛       `,从 5 11.2还 38.91 4.83 1.97

未放牧处理的纤维素分解百分率在 5月 中旬到 9月 中旬这一段时间内明显地高于放

牧处理。埋放157天后总的分解百分率也较高。由于小区面积不大,加水量不多,加之水

分的迅速渗漏等原因,灌水处理与相邻的未灌水的未放牧处理相比较 ,土壤水分并没有

什么增加。但是 ,由 于在雨季来临以前的 逐一 6月 灌水,使埋放的干滤纸吸收了更多的水

分,也增加了纤维素分解微生物对纤维素的侵染率,囚而促进了纤维素的分解。灌水处理

中埋放157天的纤维素分解百分率比放牧和未放牧处理都较高。Berg(1972)在瑞典 进

行的滤纸分解试验结果表明,湿的滤纸的分解百分率比干的滤纸的分解百分率较高,和我

们的试验结果相符。从不同施肥小区的试验数据可以看出,与不施肥的对照相比较 ,施钾

肥对促进纤维素分解没有什么效果,施氮肥虽使纤维素分解百分率略有提 高,但 不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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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处理土曰中的CO2释放 (g/m2· 24hr± s,D)

Table吕  Carbon dioxido evoluton(g/m2.24hr± s,0.)

in soils for each treatment

处 理

Treatinent

测  定   日  期

Date of detcr:ninatio11

7月 19日

July 19

10月 23日

octobcr 23

未 放 牧

t9ngrazcd

放   牧

Crazed

灌   水

Irrigatcd

2.6717± o.9622      4,6355± 1,8964 2.Od6o=∶∶o,0381

2.1136∶LO.6885      4,533犭 ±.2.1587 1.9849±.0.295o

2.近 677± 1.2876      4.o69o± 2.38在在 1.9姒 3± o.1192

著 ,施磷肥则效果较好,埋放157天后的纤维素分解百分率比不施肥小区高θ.89%。

t =、 纤维素分解作用和土壤温度,土块水分和土壤中纤维素分解微生物数Ⅱ的关系
为了探讨土壤温度对纤维素分解百分率的影响,Coleman(1973)曾 用美国Pawnee定

位站1971年 在月初到 7月 末测得的纤维素失重百分率对逐渐升高的土壤温度进行了简单
的直线回归的计算。按我们1980年在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 5月 中旬到10中 旬所测的
结果,不论是纤维素分解百分率还是土攮温度和纤维素分解微生物数量 (见本文集朱桂
如等: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土壤微生物学的研究 I。 微生物各主要类群的 组 成
及其数量变动),都是从低到高又逐渐下降,按数据分布的这种趋势,我们选用了二次
多项式进行回归计算。因为纤维素分解作用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某 日测得的纤维素
分解百分率是从埋样日期或以后的某一日期到回收样品日期的一段时间内,随土壤温度
的变化逐渐分解积累的结果。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如 以某一段时间内的纤维素分解
百分率作为因变数,则应以这一段时期的平均土壤温度作为自变数,正如 以2座 小 时 内
Co2的 释放量作为因变数,同样则应以2在小时的平均土壤温度作为自变数一样。

我们将不同时期内纤维素分解百分率对平均土攮温度 (表 2),土壤水分 (表 姓)

和土壤中纤维素分解微生物数量等参数分别进行了二次多项式回归分析,表明纤维素分
解百分率与土壤温度、土壤中纤维素分解微生物数量都明显相关。兹将部分处理 (未放
牧、放牧、灌水)中纤维素分解百分率对土壤温度、纤维素分解微生物总数的回归数据
列于表 5。

为了了解影响纤维素分解作用的主要因素,我们以土壤温度,纤维素分解微生物数
量作为自变数,纤维素分解百分率作为因变数进行了多重回归分析。回归分 析 数 据 列

16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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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处理的±】△水分 (%)和土¤温度 (日 平均温度℃)

Table 0 soil water(%)and soil tomperture(daily mean

tOmperature.℃ )fOr each treatinent

测 定   日   期

Date of deter!llinati。 il处 理

Treatment

灌   水

Irrigated

加 尿 素

+Urea

加过磷酸钙

+· superphosphato

加氯化钾

+Potassit1m|
ch1oride

不  施 肥

No ferilizer

added

5月 17日

May 17

7月 19日

July 19

9月 21日

scpteirlber 21

10月 23t:I

october 23

~Pl te器lat~_f。 il te摺lat~soil tc忍 ra-龉 te括 li∶
W ater tlre       V̌ater ure       Water ture    Water at11re

2厶 .51    6,73     27.26    14.73    28.08    10.25   26.20  0.00

22.30    6.73     27.在8    12.25    27.68     9,75   29.68  0,00|

23.82    6.73     28.14    1‘ .73    28.13    10.25   26.28  0.00

25.76    14.‘ 5    30.14     8.95   27.39  2.38

26.53    14.45    30.08.     8.95   24.75  2.38

26.14    14.在 5    27.38     8.95   25.65  2.3o

23,58    14,45    29.90     8.95   27.05  2.38

表于 ⒍。

从上表看出,未放牧、放牧、灌水处理中纤维素分解百分率对土壤温度(参数 1λ

纤维素分解菌总数 (参数 2)的复相关系数 (刀 〉等于或很接近于 1,表明二者对纤 维

素分解百分率均有良好相关,但各处理参数 1的偏回归平方和P:均大于参数 2的偏回归

平方和P2,表 明土壤温度是影响纤维素分解百分率的最主要因素〈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统计组,1979)。 Coleman(1973)比 较了美国几个IBP定位站的分解作用数据,指 出

在干燥少雨的定位站 (如 Pawnee定 位站),添加水分对促进分解作用有显著的影 响 ,

而在比较潮湿的定位站 (如 0sage定位站),温度对分解作用有较大的影响。我们的 工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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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81 b:

处 理

Treatment

未 放 牧

Ungrazed

放   牧

Grazed

灌   水

lrrigated

未 放 牧

tJilgrazed

放   牧

Crazed

灌   水

1rrigated

o,9998 7.厶 2 -3,22 o.51

o.9991 122.54 -29.00 1.82

o.9999 2,81 -5,09 o.70

o,9996 56.95 -18.25 1.59

o,9999 59.22 -18.57 1,77

o,9997 129.do -26.53 ∶1.32

作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海北定位站土壤比较潮湿。在 5-10月 试验期间的变化幅度很

小,囚而土壤温度成了影响纤维素分解的首要因素。

三、土壤Co2释放的季节性变化

表 8的数据表明,土壤Co2释放也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未放牧,放牧和灌水处理

样地在 5月 17日 测得的C02释放量 (g/m2、 2姐r)分 别 为2,6717、 2.1136和 2.在 677,

7月 19日 为COa释放的高峰,分别为⒋6355、 4.5539和⒋6900,I0月 23日 明显下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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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不同时期内纤缓案分钾 (%)对平均土曰温度和

纤维素分解微生物致Ⅱ的二次多网式田归致据

Tabe s  second degree polynomial regfesslon data of nOt

decomposition of ceIIuloso(%.)vs,mean soII

ternporaturo and total numbor of cellulose

deconnposing nlicroorganisn,s(R.28 oorrlation index)

C

土壤温度一纤维素分解 (%)

soi1 te!llperature vs. decoinposition of ce11o1osc(%〉

纤维素分解微生物总数一纤维素分解 (%〉

Total nttiilber of cellulose-deco!:lposing in.icrooganisnns

vs, decomposition of cell位 1ose(%· )



表6 纤孕寨分解对土t温皮、纤维素分解傲生物总数的多元回归自据

1·ab1o 6 multiple regrossion data of cellulose decomposit:On vs.

soil tennpefatufe and tOtal nunlber of ceIIuloseˉ

decornposing inicrooganisnn.s

处   理

Treatillent

未 放 牧

tJ】】grazcd

放   牧

Grazed

灌   水

1rrigated

1,0000

o.0996

】.0000

Pl

430

】厶4

912

o.4755

】犭o

26

R一复相关泰数

R.‘ Coefficie!lt of a.ultiple corre1atio:1                                     .

P1一 土壤温度的碍回归平方和

P】 , sul〖 l of sq。 ares of partial regression of soil teI!lperat。 re

P2一纤维素分解做生物总数的偏回
=9平

方和

I)2t suIIl of squarco of partial regression.of the total lluI【 lbers of ce11ulost deco!:lpositlgˉ im.iCroor

ganIs1:ls

别为2.0在 60、 1,98攻 9,和 1.g狃 3。 美国0sage定位站未放牧、放牧点Co2释放量(g/m`

2‘hr)的高峰分别为 5和 8,而在ALE定位站未放牧和放牧点的差异则不大,通 常为1.5

-2.0,少有超过 4的 (Colem an,1973)我 们所测得的数据,介于它们两者之间。从表

8还可以看出,不同时期未放牧小区的土壤Coz释放量都比放牧处理高一些。

本文集另文1078年 在定位站测得的土壤C02释放量明显的高于我们1980年 所得的土

壤Co2释放量。这可能是由于测定年份和试验设计方法不同所致。我们参考美国和挪威

一些IBP定位站的方法,在测定土壤Co2释放时,为 了避免阳光照射增高收集器内温度 造

成实验误差,在Co2收集上加了遮荫装置。美国IBP定位站使用铝箔或马口 铁 薄 板 遮 荫

(Lengkeek,et a1.,1073,wildung,et a1,,1972),挪 威IBP定位站使用泡膜塑料罩

遮荫 (Flanagan,et,a1.,197姓 )。 他们认为加遮荫装置可以防止CO2收集器温度 升

高,产生所谓的温室效应 (greenhotilse effect)。 试验表明,即使加了遮荫罩,收 集

器内的温度仍然比收集器外的温度高1°C(Flanagatl,et a1.,1974),如 不加遮萌装

置 ,收集器内的温度必然比收集器外增高更多,这样得到的COz释放量必然增高,再将

20分钟内的C02释放量折算为2姓小时内的Co2释放量,必然会使数据更加增大。

四、土饿CO2释放与土坡温度、土坡水分以及土壤微生物致盘的关系

May(1973)曾用二次多项式回归分析Co2释放与土壤温 度 利 水 分 的 关 系,而

r‘9

R Pa



表7 土壤温皮、土坡水分与好气性细茵、其茵、放线茵总效与Con

释放的指数回归数据
·
reble 7  IExponential regression data of carbon dioxide evolution Vs.

soil water.soil temperature and total nunnbef of aerobic

soil bacteria, fungi and actinonlycetes

试 骏 处 理

Treatment
r 0

未 放 牧

tJngrazed

放   牧

Grazed

灌   水

Irrigated

未 放 牧

tJngrazed

放   牧

Grazed

未 放 牧

Ungrazed

放   牧

Grazed

土壤温度一 Co2释 放

soil te‘ilperatttrc vs. Carbo:l dioxide evo1tltion

o,9890 o.68 o,06

o,9198 o,57 o.06

o.9884 o.63 o.05

土壤微生物总数一Co2释放

Tota1 :lu:rlber of soi1 1● .icoogailisnls vs.

carbon diox|ide evolutiotl

o.918】 o,75 8.5× 10ˉ B

o.7976 o.do 2,9× lOˉ●

土壤水分一Co2释放

soil water vs. carbon dioxide evo1】 1tioil

o,5564 -3,27 o.17

-0.0722 】,16 -6.厶 x10ˉ ’

四70



表8 土坡Co2释放对土坡温度、土姣好气性细菡、△t、

放线菌总致的多重回归数据

Table 8 multiple rogression data of carbon dioxide evolutiOm

Vs. soll temperauro, total number of aerobic

bacteria, fungi and actinomycetes.

处    理

Treatment
夕 Pl P:

未   放

t9Ⅱ gr azed

牧   放

Grazed

o.9986

o.9970

o,3近 67

1,犭 048

o,2092

1.04返 8

R 复相关系数

R:Co(fficicnt of iluItiple correlation                 ˉ

PI 土壤温度的僚回归平方和

F.l: sunl of squares of partial rrgression of soil tenlpeature

P2 土壤好气性细菌、真菌、放线茵总数的慷回归平方和

P2: su:ll of squar。 s of partial rcgrcssion of total lLuInber of acrobic

soil bacteria,fungi nn.d actinolllycetes

svensson(1975)则 认为与温度有关的生物学过程遵循指数方程,并对挪威Hardangerˉ

vidda定位站测得的Co2释放和土壤温度、水分等参数进行了指数回归分析。我们用1980

年在本定位站测得的有关参数进行了指数回归。回归分析表明,土壤CO⒉释放与土攮温

度和土壤中好气 性 微 生 物 (包括细菌、真菌和放线菌)总数 〈见本文集朱桂如等:海

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土壤微生物学的研究 I、 微生物各主要类群的组成及其数量

变动)有 良好的相关,并遵循指数回归方程 (表 7),但和土壤水分则不相关或不甚相

关。为了弄清影响C02释放的主导因素,用多重回归分析了土壤Co2释放与土壤温度 ,

土壤微生物总数的关系。回归分析数据 〈表 8)表明,未放牧和放牧处理土壤温度的偏

回归平方和Pl均大于微生物总数的偏回归平方和P2,说明土攘温度对Co2释放 的 影 响

大于土壤微生物数量的影响。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土壤微生物虽然是土壤Co2释

放的主要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来源,土壤动物和植物根系也能释放部分COa,而其代谢

又都与温度有关。

施肥和灌水处理土壤Co2释放和纤雏素分解试验,系 分别在乐炎舟,周兴民
=同志布置的试拉小丞内运行,符 比

舐建。                  .,        -     i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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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摘要  (Abstracl)

sTUDIES OF CARBON DIOXIDE EVOLUTION
,AND CELLULOSE DECOMPOSITION IN SOILS
AT THE HAIBEI REsEARCH sTATION OF

ALPINE lMEADoⅥ厂ECOSYTEM

C;.e11111ose deconlposition a11d carbon dioxide evo1utioil were studied at the

IˉIaibei Research statio鱼 of.A.1p111e Meado、氵Ecosyste:ll in 1980.The experim.eBˉ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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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1 data show that the decomposition of ce11△ 1ose and carbon dioxide evo1△ -

tio11 are higher iil the ungrazed site than those in the grazed site, irrigatioil

in earlier season nlay irlprove the decompositio红  of ce111】 1ose.

C)bvious seasona1 changes havo been observcd i!l cellulose d.ecomposition

and carb° il dioxide evo1ution.T11e in.ax..va1△ e of cc11△ 1ose deco‘lpositioll  apˉ

peared i且  Inid July.

The seagona1 cllailξ es of carbon dioxide evo111tion are correlated、 vith soil

temperatttre and total ilt1mder of aerobic bacteria, f11ngi arld actinon】 ycetes

and.fo11ow an expoilent regression equatio11. T11e seasonal dynainics of ce11ulose

d.econ1position are correlated witb~soil tern.perature and tota1 1111111ber of ce11uˉ

1ose-deco1∶〖lposing工n.icroorganisnls, and fo11ow a seco延 d degree polyno!!∶ lial reˉ

gression equatio!∶ 1.

The result of nl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 ith soil tenlperature, tota1

△△mber of soil ce11△ 1ose-deconlposi∶【lg inicroorganisn1s and soil aerobic mi-

croorganisms as iildenpeitdent variables and ce11】 1ose decot|nposio11 and carbon

dioxide evolutioil as d.epeildeilt varibles i11dicatc that soil ten1perature is the

n1ost ilIlportall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deconlpositio!1 of ce11△ 1ose and the a!∶ 【lˉ

o】‘nt of 。arbon dioxid.e evolution.in.so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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