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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鼎湖山南 亚 热 带 常 绿 阔 叶 林 的 生 物 量.发 现 其 中 格 木*CDEFGDHIGJKLMNHDOPP-群 落 的 生 物 量 为 +B$A"()QR

ST).叶面积指数为 )(A$&)+T)RT).均高于大面积分布的厚壳桂*UDEIFHVWDEWVGPXKXYPY-群落/用红外线 14)气体分析

法.分层测定了格木群落主要植物的光合速率和呼吸速率.计算了群落的生产力和光能利用率/结果表明.格木群落的总

生产力为 )Z#(&[\RT)]?.由总生产力计算其光合有效辐射能的吸收利用率为 "(A&+̂ .净生产力的利用率为 ZAZ$)̂ .
都比厚壳桂群落高/测定格木群落的生产力和光能利用率.对研究南亚热带森林群落的生产潜力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鼎湖山’格木群落’总生产力’净生产力’光能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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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木生长速度较慢.木材硬而亮.纹理致密.是我国著名的硬木之一.分布于广东I广西I浙江I福建I台
湾等地.目前保存下来已不多.成片分布更为罕见.我国已把格木列为二级保护植物/研究格木群落的生物

量I生产力和光能利用率.不仅可以了解本区土地的生产潜力.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提高森林群落的光能利

用率.而且对保护珍稀濒危植物都有其现实意义/
J 群落概况

鼎 湖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位 于 广 东 省 中 部.在 广 州 市 西 南 $B[T.)GK&#L)"M,)GK""LG&M9."")KG&LG#M,"")K
GGLZ"M3/保护区面积为 ""++ST).其中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包括格木群落I厚壳桂群落和黄果厚壳桂群落

*UDEIFHVWDEWVHXVPXXW-等为 ")+ST)/本区属南亚热带湿润季风型气候.年平均气温 )"N.平均年降雨量

"#)(TT.年蒸发量 "&#+TT.年平均相对湿度 $&̂ /
格 木 群 落 分 布 于 庆 云 寺 以 北.上 连 黄 果 厚 壳 桂 群 落.下 接 沟 谷 雨 林.所 在 地 海 拔 高 度 约 )&&T.坡 向

8+&K!.坡度 G&K.东面开朗.日照较早.西面有连绵起伏的山坡.日照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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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为发育于砂岩母质的赤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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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土层厚度为 "#$%#&’(群落植物种类丰富!在 )%##’*样地内有维管植物 +)种!分属 ,+科!-.属!其中

蕨类植物 %种!被子植物 ./种(群落结构复杂!成层现象明显!乔木有 "个亚层(上层乔木012高度为 */3)
$"*’!冠层连续4中层乔木052高度为 ))3)$)-’!冠层不连续4下层乔木062高度为 "3)$-’!冠层也

不连续(灌木层072高度为 )$"’()’以下为草本苗木层082(此外层间植物有附生植物小叶萎09:;<=
>=?@=:A@B>2等4木质藤本有白叶瓜馥木0C:DD:DE:FG>FB>HA<DA<ID2J杖枝省藤0K>B>GHD=L>?M@AB>MHD2等(林

下枯枝落叶层平均厚度为 "&’N)!*O(
P 研究方法

P3Q 生物量的测定

生 物量的测定采用收获法!具体是分层分级选主要树种0包括格木和其它主要种2)-种 ",株0其中!
乔木 )*种 *"株!灌木 "种 /株!木质藤本植物 *种 %株2作为样木!逐株测量胸径0灌木则测基径!下同2!
树 高0木 质 藤 本 植 物 则 测 长 度!下 同24每 株 样 木 砍 伐 后!分 别 根J干0乔 木2J茎0灌 木 和 木 质 藤 本 植 物!下

同2J枝J叶各部分器官分级分段称鲜重!并选取圆盘和各部分器官带回实验室!用 RST"###面积仪测定各

种植物叶片样品的叶面积(然后将全部样品于 .#U烘至恒重!求出各种植物各部分器官的干J鲜重量比和

叶片鲜重与叶面积之比(根据各层样木0乔木层分 V格木和 W其它树种两类2的胸径0或基径2J树高0或长

度2与各部分器官干重的关系!求出各层样木各部分的相对生长关系式X

Y Z >0[*\2? 0)2
式中!Y 为植物相应部分生物量的干重![为胸高直径!\ 为树高!用相关指数0]*2衡量回归曲线优

劣程度(群落植物的乔J灌木和木质藤本植物都用样木的生长关系式和在 )%##’*样地内每木调查!逐株

计算生物量0̂ 2!以其总和除以样地面积0_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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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苗木层则用直接收获法!收取两个 ,’*样方的植株进行测定和计算生物量(
群 落各层植物的叶面积指数0bcd2!据上述测算各种植株叶片鲜重与叶面积之比求得每层每株叶面

积0c:2的总和!除以样地面积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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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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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P 群落植物光合速率和呼吸速率的测定

应用红外 ef*气体分析法!用 ghiTf-型0北京分析仪器厂2和 jg型0广东佛山分析仪器厂2红外线

气体分析仪及自制的叶室和呼吸装置!在野外连体测定主要植物 )/种 ,*株的光合速率和各部分器官的

呼吸速率0包括叶片夜呼吸2!并按文献N)O的方法计算消光系数0k2!光合速率0CI2和呼吸速率0]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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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为林冠入射的 9c]通量!d为距离林冠之下各层入射的 9c]通量!k为群落或各层植物的

消光系数!<为自然对数的底4oK是叶室或呼吸装置内外气体 ef*的含量0uvaR2之差4p是叶室或呼吸装

置内气体流量0或容量 Raw24c为叶面积0x’*24FYM是呼吸器官0根J茎J枝(叶仍按面积算!下同2的干重

0y24,,是 )’zvef*重 量0y24**3,是 标 准 状 态 下 )’zv气 体 的 体 积0R24t是 叶 室 或 呼 吸 装 置 内 的 温 度

0U249是大气压0{|24CI是净光合速率0’yef*ax’*}w24]是呼吸速率0’yef*ay}w2N)!"!,!-O(
P3~ 群落植物生产力和光能利用效率的计算

根据每季晴J阴J雨天测定的 CIJ]和 9c]!逐层计算光合量J呼吸量和 9c]通量!再按年总和换算

为能量!求得总生产力 9F0!"a’*}|!不包括叶片的日呼吸2!净生产力 9I0!"a’*}|2和群落对 9c]能量

的吸收利用效率 #90$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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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1"2# $%&1)*+,)- .30
1"# $%&1)4 )- .$0
!(# !"5 1"25 1" .670

8’#
各层植物固定的能量.9:;<=)>0? 677

各层植物吸收 !+1能量.9:;<=)>0 .660

8!# !",@AB? 677 .6=0

式中C1"D是叶片的夜呼吸量C1"是其他各部分器官的呼吸量.9:;<=E>0C-为光合或呼吸作用的时

数F4 为呼吸器 官 干 重F$G&为 HIJ=换 算 为 9:的 能 量 转 换 系 数F,@AB为 单 位 土 地 面 积 吸 收 的 !+1能 量C
.9:;<=E>0F8’为各层植物对吸收 !+1能量的利用率K6CLC&MN

表 O 格木群落样木各部分的生长关系式

PQRSTO UVWXYZVTSQY[W\]WV̂ _SQ‘]WVYZTa[]]TVT\YbQVY‘W]
‘Q̂ bSTYVTT‘[\cdefgdhigjklmnhdoppqŴ ^_\[Yr

层次和种类

s>tuv>wx
yzu{|uy

植物各部分

}|~~uvuw!
z>v!y

生长关系式

"v#$!%vu&>!|#w
~#v<’&>y

相关指数

I#vvu&>!|#w
|wxu(
.1=0

乔木)v*#v
)格木 叶su>~ 4+#7G77/=.,=-07G$=7$ 7G$$/.
/G012344枝5v>w{% 4A#7G7766.,=-06G=7$/ 7G$$/7

干7v’w9
木质8##x 4-9#7G76/6.,=-06G7.6. 7G$$/.
皮5>v9 4-A#7G776.,=-06G=7$/ 7G$$/7
根:##! 42#7G77.6.,=-06G7/7L 7G$$L.

5其它种叶su>~ 4+#7G7633.,=-07G37=& 7G$67.
J!%uv枝5v>w{% 4A#7G767&.,=-07G$$$& 7G$=6/
yzu{|uy干 7v’w9 4-#7G7&&7.,=-07G$6.$ 7G$3/L

其中皮5>v94-A#7G=L7.,=-07G/666 7G$&3&
根:##! 42#7G76$/.,=-07G3$.L 7G$$/.

灌木;%v’* 叶su>~ 4+#7G77&L.,=-07G$=7& 7G$.3&
茎;!u< 4B#7G7=&&.,=-07G3LL= 7G$/./
根:##! 42#7G773..,=-07G3L.7 7G$L$=

木质藤本植物 叶su>~ 4+#7G77L..,=-07GLL66 7G$66=
8##xt&|>w>茎;!u< 4B#7G76/=.,=-07G37=3 7G$7.6

根:##! 42#7G76=7.,=-07G&/.= 7G/$&6

< 研究结果

<GO 格木群落的生物量

<GOGO 样木测定的回归分析结果 通过样木测

定和回归分析C求得样木各部分的生长关系式和

相 关指数 1=.表 60N格木为二回羽状复叶C枝叶

量 大C木 材 坚 硬C干;鲜 重 量 比 高C各 部 分 器 官 生

长式的值都比其它树种高N乔木层各部分生长式

1=都 在 7G$$L.以 上F其 它 树 种 虽 然 种 间 的 形 态

和 干;鲜 重 的 比 值 不 尽 相 同C但 1= 值 也 达 到

7G$67.以上C仅次于单一树种的格木N灌木层各

种 植 物 各 部 分 生 长 式 的 1=在 7G$L$=C稍 高 于 乔

木层其它树种N层间植物主要是附生和木质藤本

植 物C因 种 间 形 态 差 异 较 大C故 根 的 1=值 只 有

7G/$&6C其 它 部 分 亦 达 到 7G$7.6以 上N可 见C群

落 各 层 样 木 各 部 分 生 长 式 的 相 关 关 系 都 达 到 了

显著和极显著N
<GOG= 群 落 优 势 种 群 的 重 要 值 在 6.77<=样

地内C乔木层有植物 &3种 &$=株C其中第>层 L6
株C?层 ./株C@层 L$7株FA层有植物 66种FB
层 有 L6种F层间植物有 67种N格木是主要 优 势

种C它 在>层 有 =6株C?层 有 ==株C@层 有 66
株C其重要值为 /=G/F黄果厚壳桂在>层有 =株C

?层 $株C@层 37株C重要值为 L.G/F鼎湖钓樟在?层有 6株C@层 .3株C重要值为 =6G6.见表 =0C可见群

落以耐荫树种占绝对优势C在优势种中尤以格木的重要值最高C反映群落发育已到了成熟期C其林龄与邻

近的厚壳桂群落相近似N
<GOG< 群 落 各 层 植 物 的 生 物 量 群 落 的 生 物 量 为 6.3G6/!;%<=.见 表 L0C乔 木 层 占 群 落 生 物 量 的

$$G/6CC其中第>层占 .=G67CC?层占 L&G.=CC@层占 =G6$CF灌木层.A0占群落生物量的 7G=6CC草
本苗木层.B0占 7G7=.CC层间植物占 7G76&CN第>层是群落的主要层C它不仅生物量大C而且与外界环

境 相 连 接 而 形 成 群 落 内 部 生 境F群 落 以 格 木 的 生 物 量 最 高C占 群 落 总 生 物 量 的 /&G$.CC其 他 树 种 只 占

=&G/6CC充分反映了格木在群落中的作用最大C地位最高N林下植物C生物量虽少C但它能充分利用弱光C
并与死地被物一起C阻止了土肥随雨水而流失C在物质循环中也有其作用N林地土层薄C乔木主根难以于深

扎C只有向宽度伸展C因而主D侧根不明显N根占群落生物量的 6&G&6CC干占 &6G..CC茎和枝占 L$G&6CC
叶占 &G6=CC叶面积指数.*+,0为=/G37=6<=;<=N乔木的*+,占群落的$3G.6CC其中格木占.7G.&CC其

$$LL期 蚁伟民等E鼎湖山格木群落的生物量和光能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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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树种占 !"#$%&’由于以格木为主的 ()*占据了第+层,形成群落的冠层比较平坦,这是有别于其他群

落的特殊外貌-%,!,.,/0

表 1 格木群落乔木层的种类组成2

345671 3879:7;<=<;;>?:>9<@<>A>=4B5>B64C7B<A@87DEFGHEIJKLMNOIEPQQ;>??RA<@C

种名

STUVWUX

每层株数

YZ[W\W[]̂_XWZ
XU\U‘̂__̂aU‘X

+ b c 合计

相对多度

dU_̂eW\U
f̂]Z[̂ZVU
g&h

相对频度

dU_̂eW\U
i‘Uj]UZVa
g&h

相对显著度

dU_̂eW\U
[klWẐZVU
g&h

重要值

YlTk‘êZe
\̂_]U

格木m n% nn %% .o %%#$ %%#o .$#. pn#q
黄果厚壳桂r n q "$ q% %"#/ %n#p .#o !/#p

鼎湖钓樟s % /" /q %o#% q#" %#n n.#%
锥栗t ! . n %$ n#$ n#. %.#q n$#o

光叶山黄皮u o! o! "#" p#/ $#" %p#n
小盘木v !% !% /#! /#$ %#$ %!#!

云南银柴w no no o#q .#o $#" %%#%
厚壳桂x o %$ %o n#q n#. !#n "#/
水石梓y % %o %. !#% !#" %#% "#$

荷树z{ o n / %#n %#/ o#. p#!
白颜树z| o " %n n#o n#q %#q p#n

白车z} n q %% n#n n#q $#. .#/
肖蒲桃z~ % %$ %% n#n n#. $#/ .#!

橄榄z! % n ! / %#n %#/ n#! .#%
假苹婆z" % o . %#$ %#! n#/ o#q
华润楠z# % n % o $#" %#! n#/ o#p

岭南山竹子z$ % p " %#/ n#n $#. o#!
土沉香z% % o . %#$ %#/ $#q !#.

谷木z& " " %#/ %#/ $#% !#!
翅子树’{ / / %#n %#/ $#n !#$
降真香’| n n o $#" %#! $#! n#o

红车’} n % ! $#/ %#$ $#. n#%
笔罗子’~ o o $#" %#$ $#% %#q

黄杞’! % n ! $#/ $#/ $#/ %#"
小叶胭脂’" ! ! $#/ %#$ $#n %#"

其他 n!种’# n ! !. o$ "#. %n#! %#p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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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群落的能量分布动态

J#1#K 光合有效辐射的季节变化和垂直分布 投射在群落的光合有效辐射gF)<h通量,在晴天 表 现 为

夏L秋L春L冬M由于春季比冬季阴N雨天多,分别晴N阴N雨天计算 F)<入射量的总和则 是 夏L秋L冬

L春g见表 oN表 .h’本群落比厚壳桂群落的林木高,盖度大,F)<入射的能量 OPQlnR 为̂ %.no".oOPQln

R M̂反射量为 .o%n!OPQlnR ,̂反射率是 !#..&M林下透射量为 .%".OPQlnR ,̂透射率是 $#!o&M植物吸

收 量 为 %o/..!/OPQlnR ,̂吸 收 率 是 q/#%%&,比 厚 壳 桂 群 落 和 黄 果 厚 壳 桂 群 落 的 反 射 率 高 而 透 射 率 稍

低,吸收率则比较接近’林下灌木层的 F)<相对强度已到了维管植物生存的低限g通常 %&(n&视为低

限h,故灌木层和草本苗木层的植物比厚壳桂群落的稀疏-%,!,p,"0’
J#1#1 群落的消光系数与叶面积指数 消光系数反映在给定的 ()*下,F)<在各层的削减程度’由于

格木枝叶伸展的水平交角小,枝叶量大,()*高,F)<的人射量大部分为乔木层所截获,到达林下地面的

透 射量已很低’群落的消光系数gSh为 $#n$ooM乔木层为 $#%/.%,灌木层为 $#%q..M厚壳桂群落为 $#nq%!M
乔 木层为 $#npo",灌木层为 $#np.%’可见群落各层 S值都比厚壳桂群落的低’本群落比厚壳桂群落 的

()*高,反映了他们的林龄和结构不尽相同M但群落的 S值相差不大,反映了他们的种类成分相似,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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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格木群落的生物量

"#$%&! ’()*#++(,-./01.231456782.9::;)**<,(=>

层次和种类

?@ABC@DEFGBHIBF

生物量 JIKL@FFMNOPLQR

根

SKKN

干 TCUDV
木质

WKKE
皮

J@CV

茎

XNBL

枝

JC@DHP

叶

?B@Y

合计

TKN@Z

叶面积

指数

[\]
MLQOLQR

乔木 Ĉ_KC
‘^ abcdeee feQcdeee gcdeee fQgchQde gchibd QiicifQd fecgiej
J ffcifQd aecafQd QcfQde fbchibd jcabde hhcafQd jcjeaa
k^ ficfQde jgchQde dcQdee dbchibd dcfQde fadcifQd dciege
J ffcfibd QbcdhQd Qcdeee fdcehQd jcdhQd hecibde jcdgQe
l^ ecfibd ecdeee ecfQde ecabde ecehQd fcQdee ecebei
J Qchibd dcdeee fcfibd Qcdeee fcdhQd facjabd fcdbQh
合计 TKN@Z ifcdeee Qfhceeee Qechibd QQQcgabd Qdcabde dhhcdeee QbcjQif

灌木mXPCU_ ecafQd ecibde ecQdee fcjabd ecQdfh
草本和苗木no ecedbd ecedde ecejee ecfdQd ecejea
木质藤本植物p ecefie ecefge ecejde eceiQe eceiQd
总计 TKN@Z ifciiie Qahchibd ecgjge Qdcbfee dhicfbQe QbcieQd
oqBC_@DEFBBEZIDrspWKKEAZI@D@

表 t 格木群落光合有效辐射能量 MVuOLQv@R的垂直分布

"#$%&t w&x=(;#%y(+=x($<=(),)z&,&x{>)z|})=)+>,=}&=(;#%%>#;=(~&x#y(#=(),(,-./01.231456782.9::;)**<,(=>

层次

?@ABC

测定高度

qBIrPN
MLR

春季

Ma!d月R
XGCIDr

夏季

Mh!i月R
XULLBC

秋季

Mg!ff月R
ÛNULD

冬季

MfQ!Q月R
WIDNBC

年辐射

能量

S@EI@NIKD

各层植物吸收

_̂FKCGNIKDKY
GZ@DNZ@ABC

合计

TKN@Z
占百分比

M"R

林冠反射

SBYZBHNIKD
aj ffagi fdbjQ fjije fQfda djfaa

乔木 Ĉ_KC aQ aQfehe jjajae jfieae ajQaaj fdQjidj fjdjQda gdcab
灌木 XPCU_ a ajhb jbig jdfd ahgb fhjhi gbdg echj
草本及苗木o ech fjfa fgdf fiag fdeh hbeg fdQj ecfe
林下地面p fegQ fdei fjQf ffhj dfid
植物吸收# aeidbe jQhfie jefbhg aQgefb fjhddah fjhddah ghcff
oqBC_@DEFBBEIDrsp$CKUDEFUCY@HBs# _̂FKCGNIKDKYGZ@DN

表 % 格木群落的净光合速率MLr&’QOELQvPR
"#$%&% (&=)|})=)+>,=}&+(+x#=&+(,-./01.231456782.9::;)**<,(=>

层次和种类

?@ABCF@DEFGBHIBF

晴天 XUDDA
春季Ma!d月R
XGCIDr

夏季Mh!i月R
XULLBC

秋季Mg!ff月R
ÛNULD

冬季MfQ!Q月R
WIDNBC

阴*雨天

&ZKUEA@DE
C@IDA

乔木 Ĉ_KC
‘ ^ dcaj jcij jcah acbf fcfj

J bcih hcah hced dcfe fchi
k ^ acbj acag aced Qche ecie

J dcbj dcej jchi acid ecgd
l ^ Qcbi QcdQ QcQb fcga ecdg

J acdd acfg Qcia QcfQ ecdj
灌木m XPCU_ Qcgj Qcie Qchb Qcfa ecgg
草本及苗木no QcfQ fcig fcih fcjj echQ
木质藤本植物p fcdj fcQb fcQa ecba ecad
光照时数# fhe jhb dfi afg
阴*雨天时数+ gieci bjhcg daecd hdbci
oqBC_@DEFBBEIDrspWKKEAZI@D@s#qKUCFKYFUDDAs+qKUCFKYHZKUEA@DEC@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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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属同一森林类型!群落的消光系数和叶面积指数的关系与 "#$%&’()&&*的消光定律是一致的+,-!根据

./0和 1/2的垂直分布3用非线性回归方程分析3以 ./0456为自变量31/2476为因变量3结果3本群落

表 现 为 89:7;<=>?@A=BC>CDEF89:530F;A>GGCE3厚 壳 桂 群 落 为 89:7;<C>C@C=B@>EAG,89:530F;

A>G,EE3两个群落因地形起伏3./0入射量和 1/2的垂直分布不同3故 7值不同3但 0F都是显著的3说明

./0与 1/2的相关关系密切!用 H>H9I’J等修正的消光方程式算得本群落 1/2的季节性变化波动不

大3比厚壳桂群落平缓+C3@3,-!
K>K 群落的生产力和光能利用效率

K>K>L 群落各层植物的光合速率和总生产力 森林植物的净光合速率4MN6多属双峰型3在晴天MN的日变化3早
上是随./0的上升而上升3约在CAOAA出现第C个高峰3当./0继续上升时MN反而下降3约在CFOAA时出现

低谷3CDOAA时左右又有回升3出现第F个峰3但后者比前者低3此后又随./0的下降而下降3成双峰形!这种现

象3从群落各层植物看3上层乔木比较明显3曲线波动较大3下层植物比较平缓P根据各季节观测3夏Q秋季./0入

射量较大3曲线波动也大3冬Q春季比较平缓!说明每种植物虽有其一定的光合能力3但在群落中都受到能量环境的

制约3本群落各层植物MN日4晴天6平均值4见表=6的季节变化是春R夏R秋R冬!群落植物的MN和1/2构成

了群落的总生产力4见表?63分别晴Q阴和雨天计算各季光合产量之和则是夏R秋R春R冬!光合有效辐射Q光合

速率Q叶面积指数和光合产量的垂直分布3都是从上而下逐层递降3强光对整个群落植物的光合产量总是有利的3光
合产量是光照的函数!群落的总生产力4.N不包括叶片白天的呼吸量6为FDGG,ASTU$FV#3其中春季为=AA@=3夏

季为,EFDF3秋季为,@A=F3冬季为DE?DC3比厚壳桂群落的CEA@,C高+C3@3E3G-!
表 W 格木群落的生产力和光能利用效率 STU$FV#6

XYZ[\W ]̂_‘Ŷab̂cdefg_h_gaYid\i\̂ja4ek\\ll_f_\ifaclbmcgckaigm\g_fY[[aYfg_h\ Ŷd_Yg_ci_inopqrostruvwxysoz{{
fc‘‘ei_ga

层次

"#|&*

总生产力 .} 呼吸量 ~&’!J*#(J9I 净生产力 .N

固定能量

"J#&$
&I&*:|

各层植

物利用

效率4%6
&M9’
!8#I(
8#|&*

森林的

利用率

&.9’
’9*&’(4%6

叶4夜间6
"&#’4#(IJ:((6

根

~99(

干

)**IS

茎

+(&$

枝

)*#I,(

合计

)9(#8

0 0} 0 0} 0 0} 0 0} 0 0}

固定

能量

"J#&$
&I&*:|

森林的

利用率

&.9’
’9*&’(
4%6

乔木

-*%9*

合计

. - CACGE? ?>G? A>=DFA@DDC>CFCDDCAA>CG,@AC A>,?@@EAA,=E== F?C@C C>,E@
) =,DEC @>GF A>GAC@=G,C>G,,GEDA>=A==?= C>@,E@CD @=D?A FFAFC C>=A@

/ - @,EA? F>=E A>D=EG?GC>CF?GEDA>FA@,?? A>,?C=ADF@D,DF @A?D A>FAG
) DCED, F>E? A>,ECFFGEC>EE,FC?A>DFD@@F C>F??=CF @A@DG CCDGE A>,ED

0 - @DF A>AF A>@@ EA C>C= ,D A>FA D@ A>,, GG FG? D? A>AA@
) E=@? A>=E A>DEF=GAC>GAC,=FA>DF G?D C>F?CAEC ?@E, FCDG A>CD,

)9(#8 FD,GGE C,>A= C?>GF =,E?G @EDAC FCG,C ?DEDECE@AEG ?DGAG D>DFG
灌木1+(**% C=GC C?>@A A>CC A>D@ @,C C>G= FAG C>@A @GA G,A ?FC A>ADF
草本及苗木23 C?G CC>AG A>AC A>@D D, C>FA FD C>FE FD G= ,D A>AA=
木质藤植物4 FCF A>AC A>@= GG C>,F CC C>@@ G CCG G@ A>AA?
合计 )9(#8 FDGG,A C,>A= =E@E? @E?D= FCG,C DF@ ?DEDECEDF,@ ?=?G, D>DEF

5呼吸速率 ~&’!J*#(9*|*#(&’4:67FU$FV$9*:67FUS:8$V$6P39&*%#I$’&&$JI:34899$|8J#I#

K>K>: 群落植物的呼吸速率和净生产力 群落植物的呼吸速率406的日变化是随气温的降低和林内空

气 67F浓度增高而下降3林内上层比下层平均气温4除冬季外6高 C;F<3空气 67F含量低 FA;@A=8U"3
故叶片的夜呼吸是从上而下逐层递降3但其它各部分器官又因与其自身的粗细有关3一般粗>细3形成相

反 方向3故表现不如叶片明显!植物各部分的0与生物量4?6构成了呼吸量40}或0}@6!群落植物的总呼

吸 量 为 CEDF,@STV$FU#3其 中 根 占 FA>G,%3干 占 CC>GF%3茎 占 A>F@%3枝 占 @=>CG%3叶 片 夜 呼 吸 占

@C>?G%!呼吸量占 .}的 ,@>,F%3比厚壳桂群落低!群落的净生产力4.N6为 ?=?G,STU$FV#3占 .}的

F?>FE%3其垂直分布是逐层递降!群落的凋落量为 E,E@STU$FV#4即 ?>F?(U$FV#63增长量为 =?GCD3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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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比厚壳桂群落的增长量和增长比率)$*%+,’-高.+/(++01
2%2%2 群落的光能利用效率1以光能利用效率来评价森林群落的结构3功能比用生产力更为确切和合理1
群 落 !4对 !56能量的吸收利用效率)7!-为 +,%/*’(其季节变化是8春季 +$%99’(夏季 +#%&$’(秋季

+#%+#’(冬季 +:%,#’1本群落 !4的 7!比厚壳桂群落高(但其季节变化都是夏;秋;春;冬季1群落各

层植物吸收 !56的利用率)7<-(乔木层为 +,%/*’(灌木层为 +$%/&’(草本苗木层为 ++%/=’(虽表现出

从上而下逐层递降(但数值比较接近(反映下层植物仍能充分利用弱光1各层植物的 !4对群落 !56的

7!从>?@层分别为 +/%##(*%::(/%$/(/%++和 /%/+(表现逐层下降(也可以反映各层植物在群落中的作

用1群落的 !"对 !56的吸收利用率为 :%:#9’(其中>层为 &%9#$(A层为 /%==&(B层为 /%+*(C层为

/%/:9(@层为 /%//*(木质藤本植物为 /%//$1本群落植物的总生产力和净生产力(对吸收光合有效辐射能

量的利用效率比厚壳桂群落和黄果厚壳桂群落都高(而且从>?@层对群落吸收光合有效辐射的利用率

都是从上而下逐层递降(这与厚壳桂群落的趋向是一致的(可见他们的结构和林龄都比较接近1格木群落

是鼎湖山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诸多群落研究中(生产力3增长量和光能利用率最高的群落(其数值可与热

带常绿林相媲美(也反映了本区土地生产潜力的幅度.+?&(+9(+&01
D 讨论

格木分布于我国广东3广西3浙江3福建3台湾等地1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的面积虽不大(但地形起伏复

杂(森林群落在水平结构上出现某些不同植物组合和生物量较高的小群落亦不足为奇(而且鼎湖山格木群

落的种类成分和厚壳桂群落基本相同(仅在乔木优势种的优势度上有差异而已1厚壳桂群落保存得较好(
组成种类3结构特征以及生物量(生产力和光能利用率都能代表本区的森林类型(被认为是南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的代表性群落1然而(格木群落的生物量3生产力和光能利用率却比厚壳桂群落高得多(而且可与热

带常绿林相媲美(这不能不令人注目.+?&(+9(+&01

E%FGHIJK指出8L一个茂盛的热带森林最适阶段的资料表明(总植物量每公顷 &*/?:*/I(叶面积指数

+9?+*(年粗生产量每公顷 +9/?+*/I1这相当于每公顷 &/?&*I的第一性生产量(其中每公顷有 +/?+9I
为 枯 枝 落 叶 层.+901格 木 群 落 的 叶 面 积 指 数 为 9,%#(总 生 产 力)换 算 为 IMNO9PG-为 +,#%+,(呼 吸 消 耗 为

+&+%&:(净生产力为 :$%#&(其数值显然比热带雨林为高1然而(格木群落的数值只是小生境的特殊反应1
在表观上(格木的生长速度比锥栗3荷木等慢(但其木材坚硬Q测定格木的光合速率比其它树种低(但

其呼吸速率也比其它树种低1格木的病虫害和枯木都比较少(寿命长(可以结合保护珍稀3濒危植物工作(
作为优良的用材树种发展林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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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ŶYX\K\bŶ33v从光合作用是光照函数的研究来估计生产力 %植物生态学译丛(+=,#(28&,?:#%

.+/0 张祝平(彭少麟(孙谷畴 %鼎湖山森林群落植物量和第一性生产力的初步研究 %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
+=#=(z8$&?,&%

.++0 翁 轰(李志安(等 %鼎湖山森林凋落物及营养元素含量研究 %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学报(+//&(R4):-89==?
&/:%

.+90 FGHIJKEv世界植被 %北京8科学出版社(+=#:%,&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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