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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农业系统碳封存的原理

土壤有机质累积

1. 再生农业实践通过减少土壤扰动、增加作物覆盖和实行覆耕

种植，提高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

2. 有机质分解缓慢，被微生物转化为稳定的腐殖质，增加土壤

碳库。

3. 高有机质土壤具有更好的水渗透性、保水性和养分持有能力，

有利于植物生长和碳封存。

作物多样性

1. 多样化的种植系统包括多种作物、轮作和间作，增加土壤生

物多样性。

2. 不同作物具有不同的根系深度和营养需求，共同利用土壤资

源，提高光合作用效率和碳输入。

3. 作物多样性可抑制杂草和病害，减少化学投入，促进土壤健

康和碳封存。



 再生农业系统碳封存的原理

1. 免耕或减少土壤扰动可减少土壤有机质矿化释放二氧化碳。

2. 无扰动土壤结构稳定，提高土壤水分和有机质含量，促进微生物活动和碳封存。

3. 免耕系统有利于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恢复和多样化，提升土壤健康和固碳能力。

§ 牲畜整合

1. 合理放牧或养禽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输入，动物粪便和排泄物富含碳和养分。

2. 牲畜踩踏有助于打破土壤结块，改善土壤通气性，促进植物根系生长和碳吸收。

3. 牲畜整合系统通过建立碳循环，提高碳封存和土壤肥力。

§ 免耕与减少土壤扰动



 再生农业系统碳封存的原理

§ 生物固氮

1. 豆科作物和其他固氮植物可以将大气中的氮转化为土壤中的

氮元素。

2. 氮元素是植物生长必需的营养素，提高土壤氮含量可促进植

物生长和碳吸收。

3. 生物固氮过程有助于减少对化肥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和提高土壤碳封存能力。

§ 覆盖作物

1. 覆盖作物在休耕期种植，覆盖土壤表面，抑制杂草生长，减

少土壤侵蚀。

2. 覆盖作物残留物分解后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和肥

力。



 土壤有机质的增加与碳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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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有机质的增加与碳储存

微生物活性增强

1. 再生农业实践促进土壤中微生物群的多样性和活性，创造一个有利于有机质积累的环境。

2. 活跃的微生物分解有机物质，将其转化为稳定的腐殖质，提高土壤有机质的质量和储碳能力。

3. 增强的微生物活动提高土壤结构，促进水和养分的循环，从而进一步支持植物生长和有机质输入。

植物固碳

1. 再生农业系统利用多样化植被覆盖，增加植物固碳量。

2. 多物种混合种植和轮作系统促进植物多样性，延长生长季节，最大化光合作用和碳积累。

3. 深根系植物帮助将碳固定到土壤深处，长期储存碳并改善土壤健康。



 土壤有机质的增加与碳储存

生根系统扩大

1. 再生农业实践，例如免耕和减少土壤扰动，促进根系发展和地下生物量的增加。

2. 广泛的根系吸收更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其转化为植物生物量。

3. 根系分泌物改善土壤结构，为土壤微生物提供养分，促进有机质的形成。

养分循环优化

1. 再生农业系统通过覆盖作物、绿肥和动物放牧等方法改善养分循环。

2. 优化的养分供应促进植物生长，增加植物生物量和有机质输入。

3. 减少化学肥料的使用减少化肥生产和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



 土壤有机质的增加与碳储存

§ 土壤侵蚀控制

1. 植被覆盖和免耕实践减少土壤侵蚀，从而保留土壤有机质。

2. 侵蚀的减少防止土壤碳的流失，有助于维持碳储存。

3. 保留的土壤有机质提高土壤质量和肥力，促进植物生长和碳

积累。

§ 长期碳储存

1. 再生农业系统中积累的有机质具有稳定的结构，可长期储存

碳。

2. 深层土壤中的碳受到土壤扰动和降解的影响较小，确保了碳

的长期封存。

3. 通过持续实施再生农业实践，可以逐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实现持续的碳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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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性耕作和免耕实践的作用

保护性耕作

1. 保护性耕作通过在田间留茬或覆盖作物，防止土壤侵蚀，保

持土壤结构，促进生物多样性。

2. 地面覆盖可调节地温，减少水分蒸发，抑制杂草生长，改善

土壤健康和肥力。

3. 保护性耕作减少了对化肥和农药的需求，降低了农业生产成

本，同时增强了土壤的碳封存能力。

免耕实践

1. 免耕实践完全避免耕作，保护土壤表层结构，最大限度地减

少土壤扰动和碳释放。

2. 免耕系统依赖于作物残茬或覆盖作物，促进土壤有机质积累，

提高土壤持水能力和养分供应。

3. 与传统耕作相比，免耕实践可显着增加土壤碳含量，提高土

壤肥力和农田生产力。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587143201125006122

https://d.book118.com/587143201125006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