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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转为菜地初始阶段温室气体排放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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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膳食结构的改善，越来越多

的稻田被转为蔬菜种植，影响了土壤碳氮转化过程及其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有必要探究稻田转为蔬菜种植，

特别是该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初始阶段的温室气体（CH4和 N2O）排放特征及其关键影响因素。【方法】试验选取了长

期种植水稻的双季稻田，将其中一部分转为蔬菜种植，另一部分继续种植水稻，每个处理设置了 3 个重复，按照

当地常规模式进行管理。采用静态暗箱—气相色谱法连续 3 年进行田间原位观测，比较分析稻田和由稻田转变的

菜地 CH4和 N2O 排放特征及其年际变化差异，明确稻田转为菜地初始阶段 CH4和 N2O 排放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

稻田是重要的 CH4排放源，其第一年的排放强度（183.91 kg CH4-C·hm-2·a-1
）明显低于后续两年（241.56—371.50 kg 

CH4-C·hm-2·a-1
），这主要归功于后两年降雨量的增加引起了土壤水分含量的升高。稻田转为菜地显著减少了 CH4排放，

减少量相当于稻田 CH4年累积排放量的 83%—100%。菜地第一年的 CH4累积排放量（31.22 kg CH4-C·hm-2
）显著高于

第二年（0.45 kg CH4-C·hm-2
）和第三年（0.89 kg CH4-C·hm-2

），表明稻田转菜地对 CH4排放的影响具有时间滞后效

应。稻田是弱的 N2O 排放源（1.35—3.49 kg N2O-N·hm-2·a-1
），其转为菜地显著增强了 N2O 排放。菜地第一年的 N2O

累积排放量（95.12 kg N2O-N·hm-2
）显著高于第二年（38.28 kg N2O-N·hm-2

）和第三年（40.07 kg N2O-N·hm-2
）。菜

地土壤异养呼吸对 N2O 排放的影响在第一年明显高于第二、三年，表明稻田转为蔬菜种植的第一年，有机质矿化

对 N2O 排放有重要贡献。在 100 年尺度 CO2当量下，稻田转为蔬菜种植第一和第二年的综合增温潜势（GWP）相对

于稻田分别显著增加了 390%和 98%，主要是由于增加的 N2O 增温潜势超过了减少的 CH4增温潜势。但是，稻田转为

菜地的第三年，菜地的 GWP（(16.72±3.25) Mg CO2-eq·hm-2
）与稻田（(14.84±1.39) Mg CO2-eq·hm-2

）相比无显

著差异，主要是由于减少的 CH4 增温潜势完全抵消了增加的 N2O 增温潜势。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稻田转菜地对 GWP

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该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第一年。【结论】稻田转为菜地显著减少了 CH4排放，增加了 N2O 排放，

增强了菜地第一和第二年的综合增温潜势。有机质矿化过程对新转菜地第一年较高的 N2O 排放有重要贡献。这些

研究结果表明了评价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初始阶段温室气体排放特征的重要性，便于及时采取有效管理措施缓解温

室气体排放，实现环境友好型农业可持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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