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采用全国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土壤基础养分数据集，研究了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年平均温度和年平均降水量对土壤

有机碳含量的影响。按照年平均温度约5、5~10、10~15、15~20、跃20 益以及年平均降水量 0~200、200~400、400~600、600~800、800~
1000、1000~1200、1200~1400、1400~1600 mm和跃1600 mm等区间，分别研究了每个降水区间内自第二次土壤普查后近 30年来年平
均温度和年平均降水量对土壤有机碳影响的密切程度，结果表明：年平均温度低于 10 益时，土壤有机碳含量与年平均温度的相关
性比其与年平均降水量的相关性好，高于 20 益时，土壤有机碳含量与年平均降水量和年平均温度的相关性都很差，但是偏相关结
果表明，在 10~20益时，土壤有机碳含量虽然与年平均温度和年平均降水量都有显著的正相关，但其随着年平均温度升高而升高的
事实是被随着年平均降水量增加而增加的事实所掩盖的；在年平均降水量 0~200 mm的区间内，土壤有机碳与年平均降水量有显著
的相关性，而与年平均温度的相关性很差，年平均降水量对土壤有机碳影响的密切程度较大，在 200~400、400~600、600~800 mm的
年平均降水量区间内，土壤有机碳与年平均温度的相关性要好于其与年平均降水量的相关性，年平均温度对土壤有机碳影响的密切

程度较大，尤其在 400~800 mm年降水量区间内的半湿润地区，土壤有机碳与年平均温度呈现极显著的相关关系，在年平均降水量大
于 800 mm后，年平均温度和平均降水量对土壤有机碳累积的影响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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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soil nutrient data set of the national soil testing and formula fertilization project, the effects of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and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on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were studied i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warming. Accord原
ing to the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of <5 益, 5~10 益, 10~15 益, 15~20 益, 跃20益 and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0~200 mm, 200~400
mm, 400~600 mm, 600~800 mm, 800~1000 mm, 1000~1200 mm, 1200~1400 mm, 1400~1600 mm and>1600 mm, the effects of the aver原
age temperature and the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on soil organic carbon in the second soil survey in each precipitation range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was less than 10 益, greater than 20 益, the correlation be原
tween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and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and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was very poor. But partial correlation re原
sults show that in 10~20 益,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although with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and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have signifi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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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碳库作为陆地主要碳库之一，对于气候变化

具有重要的意义。土壤碳库是陆地碳库的重要组成部

分，全球约有 1500 Gt碳以有机质形态储存于地球土
壤中，是陆地植被碳库（500~600 Gt）的 2~3 倍，是全
球大气碳库（750 Gt）的 2倍[1]。但目前宏观尺度上关
于土壤有机碳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控制过程仍

了解很少，这制约着全球大气碳收支的准确评估，是

出现未知碳汇、预测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不确定性的重

要原因。有学者认为，气候在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分布

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土壤有机碳的输入与分

解过程中起作用的气候因子主要是温度和水分[2]。因
此，气候因子与土壤有机碳储量之间相关性的研究

可以辅助评价气候变化后土壤有机碳储量的长期变

化趋势及其区域差异[3]。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土壤
有机碳储量随降水的增加而增大，随温度的降低而增

大[4]，其分布受气候、植被、地形等环境因素影响[5]，土
壤所在区域的地理环境背景不同，影响土壤有机碳的

主导因素就会不同[6]，但是在宏观尺度上研究土壤有
机碳的分布规律时很多区域性的影响因素可以忽略

不计。微生物是土壤有机质分解和转化的主要驱动

力，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温度越高土壤微生物活性

就越强，土壤有机质分解就越快[9]。在较高的温度下，
土壤中的理化反应速度较快，微生物活性强且代谢旺

盛，作物生长速度也较快；反之，在温度较低时，尽管

作物生长可能较慢，但是由于土壤中的各种理化反应

也较慢，微生物活性也相对较弱且代谢相对较差，有

机质的分解和养分转化等也相对较慢，有机质和养分

的含量则较高[8]。
为了进一步揭示年平均温度和年平均降水量对

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影响，明确土壤有机碳分布的宏观

主导因素，本文利用最新的全国测土配方施肥数据集

中的土壤有机碳数据，结合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

务网的气象数据，深入分析了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

景下，土壤有机碳与年平均温度和年平均降水量的相

关性，以期为制定农田土壤管理政策、促进土壤碳固

定和减少碳损失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全国测土配方施

肥项目《测土配方施肥土壤基础养分数据集（2005—
2014）》[7]，主要包括省、地区、县的有机碳、全氮、有效
磷、速效钾等指标。按照全国每个县（区）的土壤有机

碳平均值作为该县（区）的有机碳含量值，同时将该县

（区）行政中心点的 GPS坐标点作为土壤有机碳含量
的坐标点位。

本研究中所采用的气象数据主要包括年平均温

度和年平均降水量，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

服务网》（http：//cdc.nmic.cn）中国 756个基本、基准地
面气象观测站气候资料年值数据集，气候资料中的年

平均温度和年平均降水量数据主要取 2000—2012年
的平均值，其气象数据以各县所对应的气象观测站的

气象数据为代表。

1.2 数据分析
应用 Excel 2007和 SPSS 15.0等软件对上述县域

内年平均温度、年平均降水量、有机碳含量进行相关

性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数据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年平均温度对有机碳分布的影响
一般而言，在较高的温度下，土壤中的理化反应

较快，微生物活性强且代谢旺盛，土壤动物活跃，作物

生长速度也较快。因此，土壤有机质的分解和养分的

转化也较快，土壤有机碳和养分含量相对较低[8]，反之，
易于土壤有机碳的积累。由表 1可知，5 益以下的样
本中，年平均降水量和年平均温度对土壤有机碳均有

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ut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that was with the increase in average annual precipita原
tion and increase the fact that covered it. In the range of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0~200 mm, soil organic carbon had a significant cor原
relation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but the average annual precipitation was very poor, the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plays a major
role in driving, in the range of 200~400 mm, 400~600 mm and 600~800 mm,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oil organic carbon and annual aver原
age temperature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the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plays a major role in driving, especially
in the semi humid area of 400~800 mm, the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of soil organic carbon was extremely significant, after the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is more than 800 mm,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and mean precipitation on soil organic carbon
was not significant.
Keywords：data set of soil testing and fertilizer recommendation; soil organic carbon;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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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年平均温度下土壤有机碳变化（g·kg-1）
Table 1 Change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under different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g·kg-1）

图 1 年平均温度小于 10益时土壤有机碳含量与
年平均温度的关系（n=581）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and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at an average temperature

of less than 10 益（n=581）

温度范围 5 益以下 5~10 益 10~15 益 15~20 益 20 益以上
样本数/个 157 424 705 858 204

与年平均降水量拟合方程 y=0.03x+7.363 3 y=0.011 6x+5.766 0 y=0.009 7x+4.187 3 y=0.006 1x+8.014 6 y=-0.001 7x+17.441 0
R2=0.173 2 R2=0.181 4 R2=0.265 0 R2=0.214 6 R2=0.033 9

与年平均温度拟合方程 y=-2.943 7x+27.181 y=-1.492 9x+22.175 y=-0.250 1x+13.532 y=0.943 8x+0.709 6 y=-0.063 4x+13.127
R2=0.382 7 R2=0.250 3 R2=0.007 0 R2=0.007 2 R2=0.097 3

有机碳平均值 15.86 10.82 10.33 15.53 14.68
最小值 2.93 2.09 1.95 2.41 1.97
最大值 43.80 38.38 34.27 32.56 25.32
标准差 8.13 5.27 4.71 4.37 3.41

显著的相关性，R2分别为 0.173 2和 0.382 7，而且与
年平均温度的相关性要高于与年平均降水量的相关

性，说明温度对这一区域土壤有机碳的累积影响密切

程度较大；5~10 益区间内，年平均降水量和年平均温
度也对土壤有机碳有显著的影响，仍然是与年平均温

度的相关性要高于与年平均降水量的相关性，说明仍

然是温度对土壤有机碳的累积影响密切程度较大；但

是在 10~15益和 15~20 益区间内，土壤有机碳与年平
均降水量的相关性要好于其与年平均温度的相关性，

与年平均降水量显著相关，而与年平均温度不相关。

在这一区域内，已经不是温度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密

切程度较大，取而代之的是降水量对其影响密切程度

较大；在 20 益以上，土壤有机碳含量与年平均降水量
和年平均温度的相关性都很差，说明他们对土壤有机

碳的累积影响并不明显。随着温度的升高，各温度区

域内土壤有机碳含量的标准差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

这可能是土壤有机碳对年平均温度较为敏感，随着年

平均温度的升高，土壤有机碳对年平均温度的敏感性

降低，因此导致标准差减小。

图 1显示的是土壤有机碳含量与年平均温度的相
关关系。在年平均温度小于 10益时，与土壤有机碳含
量相关方程为 y=1.640 5x+23.757，R2=0.399 8，显著相
关，土壤有机碳含量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升高。土壤有

机碳含量与年平均降水量的相关方程为 y=0.011 2x+
9.265 7，R2=0.049 42，低度相关。这说明在年平均温度
小于 10 益时，年平均温度对土壤有机碳的累积影响
密切程度较大。

由图 2可知，在年平温度为 10耀20 益时，土壤有
机碳含量与年平均温度和年平均降水量均呈现显著

相关，与年平均降水量的相关方程为 y=0.007 9x+
5.549 1，R2=.0.435 0，与年平均温度的相关方程为 y=

1.091 6x-3.759 4，R2=0.267 8。由此可见，在年平均温
度为 10~20益时年平均降水量和年平均温度对土壤有
机碳的累积起基本相似的重要作用。但是究竟哪个因

素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密切程度较大，需要进一步

研究。

当年平均温度大于 20 益时，与年平均降水量的
相关方程为 y=0.001 7x+17.441，R2=0.033 89，与年平均
温度的相关方程为 y=-0.507 9x+19.801，R2=0.097 28，
相关性都很差。由此可见，在年平均温度大于 20 益
时，年平均温度和平均降水量对土壤有机碳的累积影

响并不明显。

2.2 年平均降水量对有机碳分布的影响
降雨与土壤水分状况密切相关，因此在很大程度

上直接影响土壤湿度和通气性、土壤氧化还原等，土

壤水还参与土壤中矿物质风化、有机物的合成和分解

等过程[8]，所以降水量对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影响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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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年平均降水量下土壤有机碳变化（g·kg-1）
Table 2 Change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under different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g·kg-1）

图 2 年平均温度 10~20 益时土壤有机碳含量与年平均降水量（n=1442）和年平均温度（n=1563）的关系
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and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n=1442）and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n=1563）at an average temperature of 10~20益

接的。

按照年平均降水量 0~200、200~400、400~600、
600 ~800、800 ~1000、1000 ~1200、1200 ~1400、1400 ~
1600 mm和跃1600 mm将土壤有机碳分为 9 个区间，
进一步研究在不同的区间内土壤有机碳与年平均降

水量和年平均温度的关系，见表 2。在 0~200 mm的地
区，土壤有机碳与年平均温度呈现低度相关，但是与

年平均降水量呈现显著相关（R2=0.329 0），在此地区，
年平均降水量对有机碳的累积影响密切程度较大。在

200~400、400~600、600~800 mm区间内土壤有机碳与
温度呈正相关，而与年平均降水量不相关，在这三个

区间内，温度对土壤有机碳的累积影响密切程度较

大，而且在400~600 mm区间内，土壤有机碳含量与年
平均温度的相关性 R2=0.523 7，呈极显著关系，年平
均温度对土壤有机碳累积的贡献大。在 800~1000、
1000~1200、1200~1400、1400~1600 mm和跃1600 mm的

年降水量的区间内，土壤有机碳含量与年平均降水量

和年平均温度均无相关性，可见，年平均降水量在

800 mm以上，年平均温度和平均降水量对土壤有机
碳累积的影响并不明显。

按照年平均降水量（干旱区 0~200 mm、半干旱区
200~400 mm、半湿润区 400~800 mm 和湿润区大于
800 mm的划分标准[25]），来讨论干旱区、半干旱区、半
湿润区和湿润区土壤有机碳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分

别见图 3、图 4、图 5。在年平均降水量 0~200 mm的干
旱地区，土壤有机碳含量与年平均降水量的方程为

y=0.022 3x+5.885 3，R2=0.329 0，呈现显著相关，与年
平均温度的相关方程为 y =-0.027 0x +11.387，R2 =
0.076 6，干旱区内土壤有机碳的累积随着年平均降水
量的增加而增加，而与年平均温度不相关，年平均降

水量对土壤有机碳累积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年平均

温度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程度。在年平均降水量 200~

降水量/mm 0~200 200~400 400~600 600~800 800~1000 1000~1200 1200~1400 1400~1600 >1600
样本数/个 89 203 579 315 263 248 209 211 233
与降水量

拟合方程

y=0.022 3x+
5.885 3

y=0.001 6x+
9.210 5

y=-0.004x+
13.035

y=0.006 3x+
8.201 5

y=-0.007 2x+
20.028

y=0.001 3x+
13.45

y=0.011 3x+
2.025 7

y=0.011 8x-
0.522 5

y=0.005 5x+
9.081 8

R2=0.329 0 R2=0.000 7 R2=0.001 6 R2=0.003 7 R2=0.006 6 R2=0.020 0 R2=0.018 9 R2=0.025 5 R2=0.031 6
与年平均温

度拟合方程

y=-0.027 0x+
11.387

y=-1.173 4x+
17.982

y=0.108 5x2-
2.656 9x+

25.104
y=0.091 9x2-

2.687 6x+
30.283

y=-0.385 6x+
19.493

y=-0.336 5x+
23.537

y=-0.384 3x+
21.607

y=-0.344 4x+
23.543

y=0.109 9x+
12.930

R2=0.076 6 R2=0.279 6 R2=0.523 7 R2=0.314 4 R2=0.042 4 R2=0.024 0 R2=0.033 1 R2=0.024 5 R2=0.002 8
有机碳平均值 8.68 10.10 10.98 12.57 13.6 14.91 16.78 17.12 16.12
最小值 5.32 3.15 1.95 2.09 3.36 3.67 4.61 2.41 1.97
最大值 17.77 43.80 41.26 38.38 33.31 32.56 30.24 28.86 28.60
标准差 2.41 5.59 5.25 6.33 5.19 4.82 4.14 3.44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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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年平均降水量在 400~800 mm时土壤有机碳含量与
年平均温度的关系（n=894）

Figure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and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at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400~800 mm（n=894）

图 4 年平均降水量在 200~400 mm时土壤有机碳含量与
年平均温度的关系（n=203）

Figure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and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at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200~400 mm（n=203）

400 mm的半干旱地区，土壤有机碳含量与年平均温度
的方程为 y=-1.173 4x+17.982，R2=0.279 6，与平均降水
量的相关方程为 y=0.001 6x+9.210 5，R2=0.000 7，与
年平均温度呈显著相关，与年平均降水量不相关，年

平均温度开始对土壤有机碳的累积影响程度提高。在

年平均降水量 400~800 mm的半湿润地区，土壤有机
碳含量与年平均降水量的方程为 y=0.006 6x+7.667 6，
R2=0.016 0，年平均降水量仍然不是土壤有机碳累积
的主要影响因素，而与年平均温度的相关方程为 y=
0.125 8x2-3.225 9x+29.82，R2=0.552 0，呈现极显著关
系，半湿润地区年平均温度对土壤有机碳累积的影响

程度明显高于年平均降水量对土壤有机碳累积的影

响程度。在年平均降水量大于 800 mm的湿润地区，
年平均温度和年平均降水量对土壤有机碳累积的影

响均不及其他因素。土壤有机碳含量与年平均降水量

的方程为 y=0.002 5x+12.291，R2=0.036 8，与年平均温
度的相关方程为 y=-0.084 5x+17.038，R2=0.003 0。

在不同年降水量的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和年平均

温度发挥着不同的主导作用。当年平均温度为限制因

子时，年平均温度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起主导作用，

当年平均降水量为限制因子时，年平均降水量对土壤

有机碳的影响起主导作用；当年平均温度和年平均降

水量都不是限制因子时，它们共同影响土壤有机碳的

分布，但是究竟哪个因素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密切程

度较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 讨论

3.1 年平均温度与年平均降水量的相关性分析
在年平均温度小于 10 益时，土壤有机碳与年平

均温度的相关系数 R2=0.399 8，与年平均降水量的
R2=0.049 4，在年平温度为 10~20 益时，与年平均温度
的 R2=0.267 8，与年平均降水量的 R2=0.434 9；年平均
温度大于 20益时，与年平均降水量的 R2=0.033 9，与
年平均温度的 R2=0.097 3。由此可见，土壤有机碳含
量在一定的范围内是随着年平均温度和年平均降水

量变化的，尤其是在 10~20 益时年平均降水量对土壤
有机碳的影响密切程度较大。

很多研究结果表明，土壤有机碳含量随着温度的

变化而变化，在温度较低时，尽管作物生长可能较慢，

但是由于土壤中的各种理化反应也较慢，微生物活性

也相对较弱且代谢相对较差，有机质的分解和养分转

化等也相应较慢，有机质和养分的含量也较高[8]。气候
因子在土壤有机碳的蓄积和输出过程中，起着重要的

图 3 年平均降水量在 0~200 mm时土壤有机碳含量与
年平均降水量的关系（n=89）

Figure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and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at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0~200 mm（n=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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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土壤有机碳含量与年平均温度和年平均降水量
的偏相关系数

Table 4 The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soil organic
carbon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and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表 3 年平均降水量与年平均温度相关性分析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and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注：**表示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下同。

作用。一方面，气候条件制约植被类型、影响植被的生

产力；另一方面，微生物是其周转和分解的主要驱动

力，气候通过土壤水分和温度等条件的变化直接影响

微生物对有机碳的分解和转化速度[10-11]。
本研究则认为，在温度低于 10 益时，土壤有机碳

含量与年平均温度呈负相关，即随着年平均温度的降

低而升高，而在年平均温度为 10~20 益时，土壤有机
碳含量却与年平均温度正相关，即随着年平均温度的

升高而升高，且年平均温度大于 20 益时，土壤有机碳
含量又随着年平均温度的升高呈现降低趋势。由于在

年平均温度 10~20 益时，土壤有机碳含量与年平均温
度正相关，明显违背了一些前人研究土壤有机碳含量

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升高的常理[12-14]，本文作者对年平
均温度和年平均降水量做了相关性分析。

由表 3可知，在我国，年平均温度与年平均降水
量呈显著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 R=0.741 0。这说明在
年均温度为 10~20 益时，土壤有机碳含量与年平均温
度表现出的正相关关系可能受到第三个变量即降水

量的影响[5]，因此我们运用偏相关关系进行分析。
3.2 偏相关性分析

降水量和降水时间等作为一个重要的气候因素，

也是影响土壤水分等情况的重要因素，也在很大程度

上直接影响土壤湿度、通气性、土壤氧化还原状况等，

并且在土壤的形成、肥力状况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甚

至是决定性的作用[8]。土壤温度影响微生物对有机质
的降解，一般来说在 0~35 益的范围内，微生物分解有
机物的速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升高，温度每升高 10
益，土壤有机质最大分解速率提高 2~3倍[20]。有研究
结果表明，随着温度的升高，土壤有机碳的矿化速率

增大[23-24]，在 5~35益的范围内，随培养温度升高水稻土

有机碳矿化速率和累积矿化量均升高，15、25 益和 35
益时土壤有机碳累积矿化量分别是 5 益时的 1.94、
3.55、6.01倍[19]。

由表 4可知，偏向分析结果显示，在年平均温度
10~20 益的范围内，土壤有机碳含量与年平均温度和
年平均降水量的相关性与上文单一变量相关性分析

结果较为一致，但是偏相关分析表明，土壤有机碳含

量与年平均温度的偏相关系数为 0.119 0，而与平均
降水量的偏相关系数为 0.430 0，显著相关，故 10~20
益范围内的土壤有机碳含量与年平均温度的相关性
是错误的，被年平均降水量的因素掩盖了，之所以出

现正相关关系是因为年平均温度与年降水量具有显

著的相关性[9]，偏相关系数为 0.741，导致土壤有机碳
含量与年平均温度呈现正相关。

我国东部自东北到华南，平均降水量与年平均温

度不断变化，大兴安岭地区土壤有机碳密度最高，黄

土高原地区土壤有机碳密度最低，其次是华北地区，

而这是由年平均降水量与年平均温度共同作用的结

果[21]。在我国的中纬度地区，土壤有机碳含量随着纬
度增加，降水量和有机碳含量间相关系数明显增加，

而在高纬度地区和低纬度地区，年平均降雨量与土壤

有机碳含量有着截然相反的相关性，即降水量可能是

影响土壤有机碳含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年平均气温

13~23 益地区，主要包括福建、江西、安徽和江苏的一
部分，年平均温度对有机碳含量的影响甚微[22]。这与
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因此，年平均温度在 10~20 益范围内，土壤有机
碳含量受到降水量因素的影响大于受年均温度的影

响[15]。这就是年平均温度在 10~20 益范围内，土壤有
机碳含量不是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升高，而是随着温度

的升高而升高的原因，即年平均降水量起主导作用。

项目 降水量 温度

降水量 Pearson 相关性 1 0.741**
显著性（双尾） 0.000
协方差 241 031.706 1 873.828
样本数 n 2343 2343

温度 Pearson 相关性 0.741** 1
显著性（双尾） 0.000
协方差 1 873.828 26.563
样本数 n 2343 2351

项目 样本数

偏相关系数

年平均温度（控制变
量为年平均降水量）

年平均降水量（控制
变量为年平均温度）

所有样本 2337 -0.332 0** 0.407 0**
约10 益 571 -0.567 0** 0.398 0**

10耀20 益 1562 0.119 0** 0.430 0**
跃20 益 204 -0.122 0 -0.09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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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年平均温度大于 20 益的区域，因为年平均温度和
年平均降水量充足，植被生物量大，同时土壤微生物

活动剧烈，但是土壤有机碳的输入量小于输出量，年

平均温度和年平均降水量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密切

程度较小。总之，不能简单地用年平均温度和年平均

降水量来考虑有机碳的分布情况，还应考虑可能受到

其他因素的影响，如 pH、CEC、土壤质地、成土母质、
耕作制度等因素的影响[16-18]。

4 结论

（1）宏观尺度上，年平均气温和年平均降水量对
中国年平均温度小于 20 益的区域的土壤有机碳分布
有明显影响。

（2）在年平均温度小于 10 益时，土壤有机碳含量
与年平均温度的相关性较好，土壤有机碳随年平均温

度的降低而升高；10~20 益时，土壤有机碳含量虽然
与年平均温度和年平均降水量都有显著的正相关，但

年平均降水量对土壤有机碳分布的影响程度明显高

于年平均温度；大于 20 益时，年降水量及年平均温度
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不如其他因子的影响程度大。

（3）在年平均降水量 0~200 mm 的区间内，土壤
有机碳与年平均降水量有显著的相关性；在 200~800
mm的年降水量区间内，土壤有机碳与年平均温度的
相关性好于其与年平均降水量的相关性，年平均温度

的影响程度高于年平均降水量；大于 800 mm 的区
域，年降雨量及年平均温度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不如

其他因子的影响程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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