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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羊草草原上当年羊草的枯死体大部分以立枯体的形态存在3立枯量约占枯死量的 =#B9:CA立枯体与凋落物的分

解速率的季节变化趋势基本相同3均呈抛物线型A每月凋落物的分解速率均大于立枯体分解速率3二者最小值均出现在

8"月份A其中立枯体分解速率最大值出现在 =月3凋落物出现在 >月A立枯体和凋落物损失率的季节变化曲线均呈指数

形式3立枯体的年损失量约占凋落物损失量的 ==B88CA立枯体的分解与水热因子均呈指数正相关3随着降雨量和温度的

增加分解速率逐渐加快A
关键词<立枯体@分解@生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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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植物枯死后并不马上倒伏地表3而是以立枯体的形式存在A在羊草草原上3主要优势植物羊草枯

死后3当年只有很少一部分倒伏在地表3大部分以立枯体的形式存在@8AA立枯体的分解是植物枯枝落叶分

解的一个阶段3对其开展研究有助于了解分解的全过程A自 8$$#B8$$C年在东北羊草草原3对羊草立枯体

和倒伏在地表的枯死体进行了比较研究3揭示了立枯体的分解过程及其与主要环境因子的关系A

D 研究地区的自然概况与研究方法

DBD 自然概况

研究地区位于吉林省西部3地理位置为东经 8!9E::FB8!9E:=FA北纬 ::E:"FB::E::FA该地区属于温带

半干旱季风气候区3年平均温度为 :B$G3最暖月平均气温为 !!B!#G3出现在 =月3最冷月平均气温为H

8CBH!!GA年 降 水 量 平 均 为 :="773多 集 中 在 CB>月 份3约 占 全 年 降 水 量 的 ="C以 上A年 蒸 发 量 为

8CC>773约为年降水量的 9B#倍A该地区的地带性植被为草甸草原3群落类型以羊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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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为主%广泛分布在低地平原%羊草群落的产量约占草地生产量的 &’()*’(+,-.

/01 研究方法

枯死体产量的测定 采用直接收集法+2-%在早春植物返青前%清除地表凋落物%放置用铁 丝 网 制 做 的

34534凋落物收集器%分别测定立枯体和凋落物的产量.
立枯体分解的测定 在春季采集羊草的立枯体%用水冲洗掉尘埃和杂物%烘干%逐棵称重%系上塑料标

签%在 36,4,面积上撑起上下两层尼龙网%将立枯体插入网眼内%保持直立状态%从 7月份开始每月取样一

次%每次取 3’棵立枯体%烘干称重.
凋落物分解的测定 将每 3’棵立枯体称重%剪成 ,’84的长段%装入尼龙网袋内%放在地表%每月取样

3次%烘干称重.

1 结果与分析

10/ 立枯体的产量

羊草枯死后%只有一小部分凋落在地面%大部分以立枯体的形式存在.因此%本文采用枯死量的概念%
包括立枯体和凋落量.

羊草从 9月中旬开始返青%到 7月末第一片真叶部分枯死%出现了枯死量.因此%7)3’月对羊草种群

的枯死量的季节变化进行了测定:表 3$%羊草从 7月开始枯死%随着时间的推移%枯死量逐渐增加%到3’月

份出现最大值%植株全部枯死.
表 / 羊草立枯体产量的季节变化

;<=>?/ ;@?A?<ABC<>D@<CE?BFAG<CHICEH?<H>IGG?JK?IE@GBFLMNOPQRNSTUTOVWXTMNM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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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枯量:‘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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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死量:‘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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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枯体占枯死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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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数据为 ,b的平均值 ô ehb]bf\]̂e]bpcebie]̂ebqeib‘eqbcre[l]d[stebif\qe_]f‘b]f[\

凋落量从 m月份开始出现%只有少部分叶片凋落到地面.随着时间推移凋落量逐渐增大%到 3’月末%
仅有少部分枯死体倒伏在地表%凋落物量仅占枯死量的 ,90nn(%大部分枯死体以立枯体的形式存在.

立枯量 7)&月主要是枯死的叶片%到 *月末有部分植株枯死%开始出现立枯体%在 3’月份中大部分植

株枯死%立枯体明显增加%到 3’月末植株全部枯死%立枯量出现最大值.立枯体产量的季节变化是随着时

间呈指数形式递增%其数学模型为u

vw’xm’375"’079m,’mny

zw’x*&m&
式中%v为立枯量:‘64,$%{为月数:7)3’月份$.
从表 3中可以看出%羊草的枯死体大部分以立枯体的形式存在%7)n月份立枯量占枯死量的 3’’(%m

)3’月份占 m7()&,(.部分立枯体可以保持到第 ,年的春季全部倒伏在地面.

101 立枯体的分解

对立枯体分解的季节动态与凋落物的分解进行比较分析%采用分解速率和损失率来表达在分解过程

中有机质的重量变化动态.二者从不同的角度反应分解过程%分解速率是单位时间内%单位有机质重量变

化速度.损失率是经过一定时间后%有机质的损失量占初始量的百分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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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速率!"#$%&’()%&’*+,$-()-*+
式 中.’(为在 -(时的重量/’*为在 -*时的重量/"为分解速率$0,012+.表示在单位时间内每克有机

质的损失量3
损失率!4#$5()5*+,5(

图 ( 立枯体和凋落物分解速率的季节变化

6708( 9:;<;=<>&=%?:=&0;<>@2;?>AB><7C7>&D=C;>@

<C=&27&02;=2%7CC;D=&2%7CC;D

从立枯体和凋落物的分解 速 率 的 季 节 动 态 来 看.
二者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均呈抛物线型.最小值都出

现在 (E月份.立枯体最大值 出 现 在 F月 份.凋 落 物 出

现 在 G月份$图 (+3凋落物各月份的分解速率均大于

立枯体.G月份的差值最大.立枯体的分解速率仅占凋

落物的 HIGHJ3
立枯体和凋落物的损失率的季节变化曲线均为指

数型.立枯体损失率随着时间变化的方程为!

K#(,$E8ELFGFMGNE8MMGMEFOP)Q+

R#E8OOSS
式中.K为损失率$J+.Q为月数$ST(E月份+3
凋落物的损失率则随时间变化方程为!

K#HG8GF,$(N(L8FFMFFP)E8MOGHM(Q+

R#EIOMMO
式中.K为损失率$J+.Q为月数$ST(E月份+3

图 * 立枯体和凋落物损失率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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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两条曲线的变化可以看出.STF月份立枯体和凋落

物 的 损 失 率 差 异 变 化 不 大.从 G月 份 起 二 者 的 差 异 越 来 越 大.
其原因是由于立枯体和凋落物分解速率的高峰期不同所致3立

枯体年损失量约占凋落物损失量的 FFI((J.总之.凋落物的分

解快于立枯体3

UIV 立枯体的分解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环境因素是影响立枯体分解的一个主要方面.因为它们影

响微生物的生长发育及其分解能力.从而间接地作用于立枯体

的分解WS.MX3本文对水Y热两个主要生态因子与立枯体分解速率

的关系进行了探讨3
水分是影响分解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研究工作证明水分

对分解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水分与微生物的生长发育及其分布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WF.GX.另 外 水 分 的 多 少 影 响 着 立 枯 体 的 软 化 程

度3该地区水分状况受降雨量及其分布的影响.全年降雨量大

约 LSETSEEAA左右.但分配不均3一般情况.春季少雨干旱.M
月中旬进入雨季.FTG月份是降雨较集中时期.到了秋季雨 量

逐渐减少3因此.立枯体的含水量主要受降雨的影响.将各月份

的分解速率与降雨量的变化值进行分析.确定降雨量对分解效应的数学模型!

K#H8*FGSHZ(E)LN(8EELG**Z(E)FQ*

R#E8OMHL
式中.K为分解速率$0,012+.Q为降雨量$*EILT(LHILAA+3
降 雨 量 在 *ETSEAA之 间.对 分 解 的 效 应 不 大.当 月 降 雨 量 超 过 (EEAA时.分 解 速 率 明 显 加 快$图

H=+3干旱时期分解慢.湿润状态分解快.降雨量与立枯体的分解有密切的关系3
温度是影响立枯体分解的另一个主要生态因子.该地区的气温从 L月份开始出现零上温度.随着时间

MGF 生 态 学 报 *E卷

万方数据



图 ! 分解速率与降雨量和温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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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立枯体分解速率与降雨量的关系 &’()(*+,#-./’#01(,2((.3(4-50-/#,#-.-6/,+.3#.$

3(+3*#,,()+.3)+#.6+** 18立枯体分解速率与温度的关系 &’()(*+,#-./’#01(,2((.3(9

4-50-/#,#-.-6/,+.3#.$3(+3*#,,()+.3,(50()+,7)(
逐渐升高:;月份达到月最高平均温度:约为 <=>左右:然后逐渐下降:到 ?@月月平均温度约为 ABC>D在

=B?@月份这一段主要分解时间内:对分解速率与气温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建立了温度对分解效应的数学

模型E

FG<%?;HCCIJ?@KHL!%IC<@=J?@
K!M<

NG@%I=;H
式中:F为分解速率O$P$Q3R:M为温度OC8CB<H%H>RD
从图 !1的曲线变化可以看出:温度在 CB?=>范围内:对分解的作用不明显:分解速率随着温度的升

高增加幅度不大D当温度达到 <@>时:其效应明显加强:分解速率随着温度上升迅速加快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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