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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苏北潮滩湿地表层沉积物以及不同生态带柱状沉积物与植被中的 TOC、TN、C/ N、δ13 C 和δ15 N 的含量进行分析 ,并

通过不同的指标进行相互验证 ,探讨各测量指标的分布规律 ,分析不同生态带植被和沉积物间的生物地球化学作用 ,定量估

算不同生态带有机物的来源 ,对比不同生态带及其植被在苏北潮滩湿地有机质富集中的作用. 结果表明 : TOC、TN、C/ N 和

δ13C都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地带性分布特征 ;光滩以及光滩和互花米草过渡带内的有机质来源以海源为主 ,互花米草滩以陆

源为主 ,盐蒿滩也以海源为主 ,互花米草对生态系统内的有机质有着重要的贡献 ;研究区互花米草滩、盐蒿滩和芦苇地内 ,每

年新增的 TOC、有机质和 TN 分别达到了 6 451t、16 595t 和 536t ;互花米草滩对 TOC、有机质和 TN 的富集量要远大于其它几

个带 ,在整个潮滩湿地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交换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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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icators including TOC , TN , C/ N , δ13 C and δ15 N of surface sediments , core sediments and plants of tidal salt
marshes in North Jiangsu Province are analysized1Subsequently , distribution regularities of thes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are
discussed , and the biogeochemistry processes between sediments and plants are also analysized. Lastly , the organic matter sources of
different ecologic zones in tidal salt marsh are evaluated , and the organic matter accumulations in different ecologic zones induced by
their plants are also compar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OC , TN , C/ N andδ13 C show obviously zonal distribution. The organic
matter sources are dominated by marine input in silt flat , A rtemisia schrenkiana flat , and the transition zone between silt and
S partina alternif lora flat , and controlled by terrigenous input in S partina alternif lora flat . S partina alternif lor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ccumulation of organic matter in the whole tidal salt marshes ecosystem. In study area , the annually increased
TOC , organic matter and TN in S partina alternif lora flat , A rtemisia schrenkiana flat and reed flat respectively reach 6 451t ,
16 595t and 536t . The amount of TOC , organic matter and TN accumulated in S partina alternif lora flat are more than those in
other ecological zones , which show that the S partina alternif lora flat exert nonreplaceable effect on the material cycle and exchange
in the whole tidal salt marshes ecosystem.
Key words :organic matter ;stable carbon and nitrogen isotopes ;differentiating and analysizing ;evaluating ;North Jiangsu Province

　　潮滩湿地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滨海湿地 ,作为潮

滩湿地生态系统分带性的重要标志 ,盐沼植物由于

具有很高的生产力而在整个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中发

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北美潮滩湿地的研究表

明 ,米草等植被对其生态系统净生产力的贡献率可

高达 74 %～86 %[1 ] ,Bull 等也曾估算[2 ] ,在以互花

米草为主要植被的潮滩湿地 ,保存在沉积物中的有

机质有 37 %～100 %来源于互花米草植被. 有机质

既是潮滩湿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一个关键成分 ,

也是维持整个生态系统高生产力和高生物量的基

础 ,因此许多学者分别针对有机质源、汇及生物地球

化学过程展开了研究[3～6 ] . 研究表明 ,植物和藻类

通常都是潮滩湿地生态系统有机质的重要来源[7 ] ,

在不同地区的潮滩湿地 ,其贡献程度主要由地理位

置 ,纬度位置等因素来决定[3 ] .

　　苏北潮滩湿地是全国、乃至全球连片面积最大、

生态类型最齐全和冲淤演变最复杂的典型淤泥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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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湿地 ,总面积达 5 100km2 ,由于特殊的演化过程

而自陆向海形成了草滩2盐蒿泥滩2泥沙混合滩2粉沙

滩 4 个平行带[8 ] ,这种底质及其上覆植被的平行状

分布规律 ,必然造成潮滩湿地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

环特征的分带性差异. 盐城国家珍禽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的新洋港段潮滩湿地与其他地区的潮滩湿地相

比 ,受人类开发活动的影响相对较小 ,生态分带性明

显 ,能较好地反映原生状态下潮滩湿地的物质循环

特征. 近年来 ,以稳定同位素作为示踪剂研究生态系

统中营养物质和能量流动成为了解生态系统动态变

化的重要手段之一[9 ] ,因此本文拟通过对保护区核

心区潮滩表层、柱状沉积物以及不同植被中的

TOC、TN、C/ N、δ13C 和δ15N 的含量进行分析 ,并

对不同的指标进行相互验证 ,探讨上述各测量指标

的分布规律 ,分析不同生态带植被和沉积物间的生

物地球化学作用 ,定量估算不同生态带有机物的来

源 ,对比不同生态带及其植被在整个潮滩湿地有机

质富集中的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江苏盐城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 415

×104hm2 ,是一个典型的潮滩湿地生态系统 ,其核

心区在新洋港至斗龙港之间 ,面积约 1174 ×104

hm2 . 2004207 在新洋港潮滩湿地的不同生态带共采

集 9 个表层样和 5 个柱状样 (图 1) . 柱状样的采集

部位分别位于光滩 ( G) 、互花米草滩和光滩的交界

部位 (MQ ,约距米草滩 50m) 、米草滩 ( M) 、盐蒿滩

( Y)和芦苇地 (L W) ,采样深度为 012m. 在互花米

草、盐蒿和芦苇带的典型地段分别随机采集 10 株植

被. 分别测定沉积物以及植物样品的地上部分的茎、

叶和地下根的总有机碳 ( TOC) 、总氮 ( TN) 、δ13C 和

δ15N 的含量 ,柱状沉积物的 TOC 和 TN 的测试间

距为 2cm ,δ13C 和δ15N 的测试间距为 4cm.

沉积物样品的测量方法为 : TOC 用重铬酸钾法

测定 ; TN 用重铬酸钾2硫酸硝化法溶样 ,然后用凯氏

定氮法测定氮含量 ;植物样品中 : TOC :重铬酸钾2硫
酸氧化 ,用硫酸亚铁滴定法 ; TN 用硫酸2双氧水消煮

法溶样 ,然后用凯氏定氮法测定氮含量.

有机 碳、氮 同 位 素 测 定 : 在 美 国 Thermo

Finnigan 公司生产的 Deltaplus advantage 气体同位

素质谱仪上进行测定测定 ,结果以 PDB 标准和大气

氮为参考标准. 利用 2003 年 1∶10 000 航测矢量数

据 ,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支持下 ,建立拓扑关系 ,获

得不同生态带面积数据.

图 1 　研究区和采样点分布

Fig. 1 　Location map of study area and sampling stations

2 　结果与讨论

211 　水平分布特征

光滩、互花米草与光滩之间的过渡带、盐蒿滩和

芦苇地等生态带的表层沉积物中的各项测量指标比

较接近 (图 2) . 从总体上看 , TOC、TN、C/ N、δ13C 和

δ15N 在不同生态带的分布规律分别为 : TOC 和

TN ,互花米草滩 > 芦苇地 > 盐蒿滩 > 互花米草和光

滩过渡带 > 光滩 ;C/ N ,互花米草滩 > 盐蒿滩 > 芦苇

地 > 互花米草和光滩过渡带 > 光滩 ;δ13 C ,芦苇地

< 光滩 < 互花米草和光滩过渡带 < 盐蒿滩 < 互花米

草滩 ;δ15N 没有明显的分布规律 ,除了在光滩和盐

蒿滩中出现了 2 个较小值外 ,其余部位沉积物中

δ15N的含量相差不大.

212 　垂向分布特征

由图 3 可见 , TOC 和 TN 在不同生态带内 0～

20cm 范围内的垂向富集量与表层样的分布类似 ,

即 ,互花米草滩 > 芦苇地 > 盐蒿滩 > 互花米草和光

滩过渡带 > 光滩. 其中 ,芦苇地由于受到腐殖化的影

响 ,其表层到 10cm 范围内有个高含量分布区 ,表层

的 TOC 和 TN 含量分别达到了 9 067 mg·kg - 1和

934 mg·kg - 1 ,甚至大于互花米草滩表层沉积物的

含量.

互花米草滩的 C/ N 大多介于 12～15 之间 ,芦

苇地垂向变化稳定在 10 左右 ,盐蒿滩则在 10～12

之间变化. 光滩、互花米草和光滩之间的过渡带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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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N 垂向变化较为剧烈 ,光滩的 C/ N 在 6～10 之

间 ,互花米草和光滩过渡带除了在 12～14cm 深处

出现了 1215 的极大值外 ,其余层位均在 8～10 的范

围内波动.δ13C 的垂向分布在整个潮滩湿地也表现

出了明显的地带性 ,其中盐蒿滩和互花米草滩、光滩

与互花米草和光滩之间过渡带内的δ13C 分布比较

接近 , 二者的数值分别介于 - 17 ‰～ - 20 ‰和

- 22 ‰～ - 20 ‰之间 ,芦苇地的δ13C 含量较小 ,整

个潮滩湿地δ13C 含量的垂向分布也呈现两边低中

间高的分布模式.δ15N 的分布模式相对复杂 ,整个

潮滩湿地的表层 (0～8cm)δ15 N 含量较为接近 ,没

有明显的分布规律 ,在 8～20cm 范围内 ,芦苇地和

光滩的分布较为类似 (9 ‰～10 ‰) ,而潮滩湿地的其

他 3 个生态带在数值上则更为接近 (7 ‰～9 ‰) .

图 2 　TOC、TN、C/ N、δ13C和δ15 N在不同生态带内的水平分布

Fig. 2 　Characteristics of TOC , TN , C/ N , δ13C andδ15N

horizontal distributions in different ecologic zones of tidal flat

213 　不同植被茎、叶和根的δ13C 和δ15N 含量

C3 植物的δ13 C 为 - 23 ‰～ - 36 ‰, C4 植物

的δ13C 为 - 10 ‰～ - 18 ‰[10 ] ,因此本文中的芦苇

和盐蒿属于 C3 植物 ,而互花米草则属于 C4 植物.

从各项测量指标在不同植被地上 (茎叶)和地下部分

(根)的含量来看 (表 1) :盐蒿根部的 TOC 和 TN 含

量大于茎叶 ,而芦苇和互花米草则是茎和叶的含量

大于根 ;3 种植被根部的 C/ N 要远大于茎和叶 ;3 种

植被根部和茎叶中δ13 C 的含量相差不达 ,但互花

米草中的δ13C 要远大于盐蒿和芦苇 ;δ15N 在互花

米草和盐蒿体内的含量相差也不大 ,但芦苇根部的

含量要远大于茎和叶 ,芦苇体内的δ15N 含量最大 ,

而互花米草的含量最小.

214 　潮滩湿地不同生态带植被和沉积物间的有机

物循环作用

图 3 　TOC、TN、C/ N、δ13C和δ15 N在不同生态带内的垂向分布

Fig. 3 　Characteristics of TOC , TN , C/ N , δ13C andδ15N vertical

distributions in different ecologic zones of tidal flat

　　C/ N、δ13C 和δ15 N 都可被用来指示有机质的

潜在物源分布 ,但本文图 2 和图 3 的结果显示 ,研究

区各生态带的δ15 N 没有明显的分布规律 ,这可能

是由于 N 的发生硝化、反硝化、同化和异化以及藻

356 期 环 　　境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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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不同植被茎叶和根中 TOC、TN、C/ N、δ13C和δ15 N含量

Table 1 　Contents of TOC , TN , C/ N , δ13C andδ15N in S parti na alternif lora , A rtemisia schrenkiana and reed

项目
互花米草 盐蒿 芦苇

茎叶 根 茎叶 根 茎叶 根

TOC/ mg·kg - 1 406170 373164 349196 408174 448158 435162
TN/ mg·kg - 1 14139 8111 13165 6107 21159 9183
C/ N 28126 46105 25164 67136 20178 44132
δ13C/ ‰ - 13180 - 13185 - 29190 - 28186 - 26188 - 25142
δ15N/ ‰ 6142 6120 8148 8154 11161 27167

类吸收作用都可以造成 N 同位素分馏 ,从而影响到

有机质中 N 同位素的组成[11 ,12 ] . 吴莹等 [13 ]和刘敏

等[6 ]曾对此做过专门的探讨.

从物源上讲 ,整个潮滩湿地有机质主要有 2 种

来源 ,一是本地植物的输入 (陆源) ,二是浮游和底栖

生物等 (海源) . 通常陆源和海源有机质的 C/ N 比值

分别是 > 12 和 6～9[14 ] . 从潮滩湿地几个带表层和

柱状沉积物中 C/ N 的变化来看 ,其分布格局基本可

以反映出海源和陆源物质由海向陆物源沿程分配的

变化 ,即互花米草滩有机质以陆源为主 ,光滩与互花

米草和光滩过渡带以海源为主 ,而盐蒿滩的 C/ N 介

于陆源和海源的域值之间 ,似乎来源于陆源和海源

的有机质相对均衡. 从δ13C 的分布来看 ,光滩以及

光滩和互花米草过渡带内表层沉积物的δ13 C 值约

为 - 20 ‰左右 ,和海水中的浮游植物以及藻类的

δ13C值 ( - 23 ‰～ - 18 ‰) 比较接近[7 ] ,说明其物源

以海源为主 ,与 C/ N 的分析结果一致. 但对于有植

被覆盖的互花米草、盐蒿和芦苇 3 个带 ,很难单凭其

沉积物中的δ13C值对其物源作出判断. 由于本地植

物是整个生态系统有机物的一个重要来源 ,因此本

文将沉积物和其上覆植被的δ13 C 含量进行对比 ,

结果表明 :芦苇地 0～20cm 深度沉积物中δ13 C 的

平均含量为 - 23134 ‰,与地上茎叶 ( - 26188 ‰) 和

地下根 ( - 25142 ‰)的含量相比变化不大 ;互花米草

和盐蒿滩沉积物中的 δ 13 C 值虽然比较接近

( - 20 ‰～ - 19 ‰) ,但 2 种植物同底部沉积物中的

δ13C 相比相差较大 ,其中互花米草的地上茎叶和地

下根的 δ 13 C 分别比柱状沉积物的平均含量高

514 % ,而盐蒿则分别低 1014 %和 913 %. 芦苇地由

于水动力条件以及生境与潮滩湿地的其它部位有着

明显的差异[15 ] ,其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相对独立于整

个潮滩湿地生态系统的其它部位 ,因此其 C/ N 分布

较其它几个带相对稳定 ,δ13C 特征明显不同于互花

米草和盐蒿滩.

虽然互花米草和盐蒿滩沉积物中的δ13 C 值较

为接近 ,但二者沉积物中δ13 C 相对于上覆植被的

变化却有着明显的差异. 本文拟主要从物源物理混

合过程以及地表植被和沉积物间的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过程差异 2 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本地植物的输入

一部分来源于植物死亡的地下根茎 ,另一部分来源

于植物地上部分的枯落生物量. 虽然潮滩植物生长

季节所产生的地上生物量大部分都被分解或被潮水

带到外海 ,只有少量残留在沉积物中[16 ] . 但保存在

湿地中的枯落植物体 ,由于受到挺立植株 (特别是互

花米草)的阻挡作用 ,大多散落在盐蒿和互花米草滩

的沉积物中. 这些残留的植物体 ,经过潮水动力混合

作用后 ,发生分解和矿化作用 ,使相当一部分物质淋

滤散失到水体和沉积物中. 因此 ,在互花米草和盐蒿

滩中的 C/ N 和δ13 C 值并非只受各自植被的影响 ,

而更多的是反映了受到潮水混合作用后的互花米草

和盐蒿两种植被双重的影响.

从地表植被和沉积物间的物质循环过程来看 ,

相对于底部沉积物 C/ N 的 10～15 ,其植株体内有

着更高的 C/ N (茎和叶 20～28 ,根 44～68) ,这既是

由于不同物源的混合作用 ,也是由于植物体内 C、N

分解速度和释放数量的差异造成的[5 ] . 以互花米草

为例 ,在其分解的最初阶段 ,首先失去的是一些可溶

性物质 ,随后在微生物的作用下 ,其体内有机物的分

解释放则要持续几个月 ,剩下的一些难溶的物质 ,例

如纤维素和木质素的分解通常需要花费数年的时

间[17 ] .研究表明[18 ,19 ] ,潮滩沉积物上覆水中的溶解

有机碳的浓度在最初的 2d 中急剧升高 ,但随后的增

长速度不断变慢. White 和 Howes 的研究也发

现[17 ] ,大量的 N 可通过从地上转移到地下以及死

亡的地下生物量矿化作用而保存下来 ,其数量可占

到整个潮滩湿地沉积物 N 循环总量的 70 %～80 %.

因此 ,正是由于有机碳的分解和释放远大于 N ,造成

了沉积物的 C/ N 值远小于植物体. 同理 ,潮滩湿地

中 ,一些相对较重的不稳定的组分更容易被分解 ,而

一些相对稳定的、较轻的物质更容易得到保存 ,另

外 ,相对不稳定的多糖组分的δ13C含量较重 ,而相

对稳定的木质素的δ13C 含量较轻[20 ] . 在植物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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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过程中 ,由于木质素等组分不断被保存和富集在

沉积物中 ,其δ13C 含量值更加偏负值 ,即含量不断

变轻. 因此 ,经过潮水混合作用后 ,散落在沉积物中

的两种植物经过矿化分解作用 ,必然造成互花米草

滩沉积物的δ13 C 较上覆植被偏低 ,而盐蒿滩沉积

物的δ13C 较上覆植被偏高的现象.

215 　潮滩湿地不同生态带有机物来源的定量估算

碳同位素较氮同位素和 C/ N 比更不易受生物

活动的影响 ,因此可利用碳同位素分布来估算不同

物源的贡献 ,本文用稳定碳同位素质量平衡混合模

型来估算互花米草带和盐蒿带沉积物中来源于这 2

种植被的有机质比率[6 ,13 ,21 ] :

δ13Cs = x 1δ
13Cw + x 2δ

13Cm + x 3δ
13Cy (1)

式中 ,δ13 Cs 为沉积物中δ13 C 含量 ,δ13 Cw 、δ
13 Cm

和δ 13 Cy 分别为外源有机质、互花米草和盐蒿体

δ13C含量 , x 1 、x 2 和 x 3 分别为来源于上述 3 种来

源有机质的百分含量 ( x 1 + x 2 + x 3 = 1) . 沉积物的

组分对δ13C 含量影响较大[22 ] ,但由于互花米草与

光滩过渡带内的沉积物特性以及沉积环境与互花米

草和盐蒿滩比较接近[23 ] ,同时受地上枯落植物和地

下根茎的影响相对较小 ,故其沉积物中的有机质主

要来自于外源输入 ,因此可以假设互花米草滩、盐蒿

滩与互花米草和光滩之间过渡带有着相同数量的外

源有机质 ,即外源有机质分别占互花米草和盐蒿滩

中总有机质含量的 36 %和 62 %(互花米草和光滩之

间过渡带的表层沉积物与互花米草、盐蒿滩 TOC 含

量的比值) ,其δ13 C 取值为 - 2015 ‰[7 ] . 计算结果

表明互花米草滩中 53 %有机质来源于互花米草 ,

11 %来源于盐蒿 ,而盐蒿滩中来源于互花米草和盐

蒿的有机质分别占 26 %和 12 %.

但由于本文忽略了地上枯落植物对互花米草与

光滩过渡带内有机物的贡献 ,加上潮滩湿地中的浮

游植物和一些小型底栖生物来源的有机质相对于潮

滩植物更加不稳定 ,且分解更加迅速[17 ] ,因此可以

推断植被对互花米草和盐蒿滩有机质的实际贡献量

要大于本文的计算值 ,这也可从前述盐蒿滩沉积物

的 C/ N 值的分布特点得到证实.

216 　不同生态带在苏北潮滩湿地 TOC、有机质和

TN 富集中的作用

为对比分析不同生态带在整个潮滩湿地生态系

统有机质富集中的作用 ,用下式计算由于滩面淤涨

各生态带每年单位面积上有机物的增加量 :

Mo = ρs ·w s ·(1 - θ) ·Cs ·F (2)

Mog = Mo ·S (3)

式中 , Mo 为单位面积上每年有机物的增加量

[ kg·(m2·a) - 1 ] ,ρs 为沉积物的密度 ( kg·m - 3) ,数

值为2 650 kg·m - 3 , w s 为沉积速率 ( m·a - 1) ,研究

区光滩、互花米草滩、盐蒿滩和芦苇地的多年平均沉

积速率分别约为 1、3、1 和 015cm·a - 1 [24 ] ,θ为沉积物

的孔隙度 ,由于研究区沉积物以粉砂为主[23 ] ,孔隙度

介于 0174～0185 之间[25 ] ,因此孔隙度取值为 018 ,Cs

为沉积物中有机碳的含量 ( %) , F 为有机碳和有机质

间的转换系数 ,本文取值为 215 [4 ] , Mog为年增加总量

(kg·a - 1) , S 为不同生态带的面积 (m2) .

计算结果显示 (表 2) ,在研究区互花米草滩、盐

蒿滩和芦苇地内 ,每年新增 TOC、有机质和 TN 分

别达到了 6 451t、16 595 t 和 536 t . 通过对比几个生

态带可发现 ,互花米草滩每年 TOC、有机质和 TN

富集增加量要远大于其它几个地带 ,其单位面积上

每年有机物和 TOC 的增加量分别是光滩、盐蒿滩和

芦苇地的 15、512 和 817 倍 ,年增加总量则分别是盐

蒿滩和芦苇地的 218 和 612 倍. 互花米草滩每年对

TN 的富集量也明显大于其它几个带 ,其单位面积

上每年 TN 的增加量分别是光滩和芦苇地的 8 倍 ,

盐蒿滩的 4 倍 ,年增加总量分别是盐蒿滩和芦苇地

的 211 和 517 倍. 这是由于互花米草作为研究区潮

滩湿地的先锋植物 ,其生长和发育过程对潮滩淤涨

起着控制作用 ,滩面的沉积速率较高 ,有利于有机质

的埋藏和保存[26 ,27 ] . 另外 ,互花米草属于多年生地

下根茎植物 ,具有很大的地下生物量 ,这部分生物量

在整个生态系统的营养循环和能量转化中相当重

要[28 ] ,因此互花米草滩对 TOC、有机质和 TN 的富

集量要远大于其它几个带 ,在整个潮滩湿地生态系

统物质循环和交换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表 2 　不同生态带内每年 TOC、有机质和 TN单位面积增加量和增加总量

Table 2 　Annually increased amount of unit area and gross increased amount of TOC , organic matter and TN in different ecologic zones of tidal flat

植被类型 面积/ hm2
TOC 有机质 TN

Mo/ kg·(m2·a) - 1 Mog/ t·a - 1 Mo/ kg·(m2·a) - 1 Mog/ t·a - 1 Mo/ kg·(m2·a) - 1 Mog/ t·a - 1

光滩 01007 01018 01001
互花米草 4 0801600 01104 4 2431824 01261 11 076138 01008 3261462
盐蒿 7 6161600 01020 1 5231320 01050 3 808130 01002 1521332
芦苇 5 7021700 01012 6841324 01030 1 710181 01001 5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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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 从不同生态带内的表层和柱状沉积物中

TOC、TN、C/ N、δ13 C 和δ15 N 分布看 , TOC、TN、

C/ N、δ13C 都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地带性分布特

征 ,不同的测量指标有不同的分布特征 ,但δ15N没

有明显的分布规律. 芦苇地由于水文、水动力条件以

及生境与潮滩湿地的其它部位有着明显的差异 ,

C/ N和δ13C 特征明显不同于互花米草和盐蒿滩.

(2) C/ N 和δ13C 的物源分析结果显示 ,光滩以

及光滩和互花米草过渡带内的有机质来源以海源为

主 ,互花米草滩以陆源为主 ,盐蒿滩也以海源为主 ,

外源有机质分别占互花米草和盐蒿滩中总有机质含

量的 36 %和 62 % ,其余的陆源有机质中 ,互花米草

滩中 53 %有机质来源于互花米草 , 11 %来源于盐

蒿 ,而盐蒿滩来源于互花米草和盐蒿的有机质分别

占 26 %和 12 %.

(3)研究区互花米草滩、盐蒿滩和芦苇地内 ,每

年新增的 TOC、有机质和 TN 分别达到了6 451t、

16 595t和 536t . 互花米草滩对 TOC、有机质和 TN

的富集量要远大于其它几个带 ,在整个潮滩湿地生

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交换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 其单位面积上每年有机物和 TOC 的增加量分别

是光滩 ,盐蒿滩和芦苇地的 15、512 和 817 倍 ,年增

加总量则分别是盐蒿滩和芦苇地的 218 和 612 倍.

互花米草滩每年对 TN 的富集量也明显大于其它几

个带 ,其单位面积上每年 TN 的增加量分别是光滩

和芦苇地的 8 倍 ,盐蒿滩的 4 倍 ,年增加总量分别是

盐蒿滩和芦苇地的 211 和 51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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