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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E

摘 要8研究鼎湖山演替系列中代表性森林 季风常绿阔叶林5简称阔叶林7F针阔叶混交林5简称混交林7和针叶林5或

马尾松林7的凋落物产量F组成特征和季节动态变化及其分解速率3结果表明8其年均凋落物量5GHIJ!7分别为 A2!A5K26K

D>2$!7FA26"5K2A6D>2!#7和 C2C$5!2@6DC2K@7B叶F枝和花果杂物的比例5L7分别为 #$8$K8!!F#K8$#8$K和 KA8@8$AB
凋落物的凋落高峰出现在雨季初期和旱季前期B凋落物的年均分解速率5L7分别为 @>2$#F@"2A6和 C#2>@3差异显著E不

同森林凋落物分解速率差异显著的产生是在凋落物分解前期形成的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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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研究中3森林凋落物历来受到重视9$D6:3它是森林生态系统内物质循环的中心

环节E本文是在前人工作基础上3利用永久样地3对鼎湖山不同演替阶段的森林凋落物进行研究3探讨同一

气候条件下不同森林凋落物产量F组成特征F季节动态变化及其分解速率的差异3尤其是同一植物在不同

森林群落中的作用与贡献3它对林分改造和森林的优化经营有重要参考价值E

; 样地概况

研究样地在鼎湖山国家自然保护区3东距广州 A"3J3居北纬 !C<">=!$=D!C<$$=C";3东经 $$!<C"=C>;

D$$!<CC=@$;3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E年均气温 !$>3年降雨量 $>!>JJ3干湿季明显3@D>月为雨季3$$
月至翌年 $月为旱季9#:E土壤大部分是发育于砂页岩母质上的赤红壤3土层厚度一般为 @"D>")J9K:3试验

地 分别设于保护区内的季风常绿阔叶林5简称阔叶林7F针阔叶混交林5简称混交林7和针叶林5松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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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样地内!季风常绿阔叶林是该地带的顶极森林群落"结构复杂"其中乔木有 #层"灌木一层及草本和苗木

一层"另外林中还有较多的藤本植物$由上到下第 %亚层乔木主要树种有锥栗&’()*(+,-).)/0.+1+).)23荷木

&4/0.5()6-178(2和厚壳桂&’79-*,/(79(2"第 :亚层有厚壳桂3黄果厚壳桂&’;/,+/.++(2和肖蒲桃&</51+(

(/65.+(*.)).5(2等"第 #亚层有云南地银柴&<-,7,)(96++(+1+).)2和厚壳桂等!混交林是演替中间阶段的森

林 群 落"结 构 较 阔 叶 林 简 单"乔 木 层 主 要 树 种 有 马 尾 松&=.+6)5()),+.(+(23荷 木3锥 栗 和 黧 蒴&’()*+,-).)

>.))(2等!针叶林是演替初级阶段的森林"乔木层只有马尾松一种"灌木草本层主要有桃金娘&?0,@,597*6)

*,51+*,)(2和芒萁&A./7(+,-*17.)B.+1(7.)CDE;@./0,*,5(2等!样地概况见表 %!
表 F 试验地概况

GHIJKF LKMKNHJOPQRHQPSMSTOQRUVOPQKO

林型

WXEYZ[[\]Y

样地面积&̂_:2

‘EYDXaZb[YZ

坡向

cdX]Y

土壤类型

cXbd[\]Y

有机质含量&e2

fEgDhbi_D[YE

优势植物

jX_bhDh[

阔叶林 k;W; % l#mno 水化赤红壤 m;pqr%;pqss
锥栗3荷木黄果厚壳桂厚壳桂3
云南银柴3肖蒲桃

混交林 t;W q;: omqnc 厚薄赤红壤 #;#qr%;#p 马尾松3黧蒴荷木3锥栗

针叶林 u;W; % c:qno 薄中赤红壤 %;vqrq;wq 马尾松

sk;W; tXhZXX_YCYEgEYYhxEXDyzdYDCYyaXEYZ[t;W; lYYydYxEXDyzdYDCYy_b{YyaXEYZ[ u;W; uXhbaYEz

X|ZaXEYZ[&[̂YZD_YxYdX}2 ssqr~qi_

! 研究方法

!;F 凋落物收集

在阔叶林3混交林和松林样地内分别按一定的距离间隔随机放置 %qr%p个 %"%"q;:p_#的凋落物

收集器"收集器用孔径为 %__的尼龙网做成"放置于离地面 pqi_高处每月底收集凋落物 %次"将凋落物

分成叶3枝和花果杂物等组分"于 vq#烘干后分别称重!

!;! 凋落物分解速率测定

凋 落物分解速率用网袋法测定!网袋用孔径为 q;p__和 :;q__的尼龙网做成&底面为 q;p__"上

面为 :;q__2"规格为 :qi_"%pi_!每袋装入 %qr%pg测试样品!放样时"先清除地面枯枝落叶"使网袋

平铺"紧贴地表"再于网袋上覆盖薄层枯枝落叶!放置时间是 %$$p年 %:月底"测定时间间隔分别为 #个月3

~个月3%D和 :D"每年测定重复 v次!测定时"取回网袋后放入清水中快速漂洗"以除掉粘附的泥土"凉干后

在 vq#条件下烘至恒重"测失重率!

% 结果与分析

%;F 凋落物量3组成特征和节律

%;F;F 凋落物量 凋落物收集从 %$$m年开始 #个林型同时进行&混交林从 %$$#年开始2"从统计结果来

看"阔叶林3混交林和松林的年凋落物量&[&̂_:2分别介于 w;pwr$;:%3w;vpr$;:~和 :;mpr#;$%之间"年

均调落量分别为 v;:v3v;pq和 #;#%&表 :2!
表 ! 鼎湖山森林年凋落物量&[&̂_:2

GHIJK! ’MMRHJJPQQKN(NSUR)QPSMPM*PM+,RO,HMTSNKOQO

林型

WXEYZ[[\]Y

年份 -YDEZ

%$$# %$$m %$$p %$$~ %$$w

平均

‘CYEDgY

标准差

c;j;

变异系数

u;.;e

阔叶林 k;W; / $;%: w;wp w;pw v;~v v;:v q;~m w;v
混交林 t;W; $;:~ w;vp $;:% w;$# v;:p v;pq q;~: w;:
针叶林 u;W; / :;mp #;%m #;wm #;$q #;#% q;pw %w;#

影响凋落物量的因素主要是气候和林型!kED\等人将森林年凋落物按气候条件分为 m个带0极冷高山

带3凉温带3暖温带和赤道两侧&热带3亚热带2"其年凋落物量分别为 q;$3#;%3m;$3w;$[&D1:2"鼎湖山地处热

$#$~期 张德强等0鼎湖山演替系列中代表性森林凋落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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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亚热带地区!阔叶林和混交林的年调落物量接近于海南热带山地雨林"#$#%&$#’()*+,-!马来西亚热带

林"#$.%/0$1’()*+2-和非洲等地的湿润山地热带林"平均 &’()*和低地热带林"平均 /0’()*+.-而大大高于

温带的山地林",$3’()*+3-4鼎 湖 山 的 针 叶 林 的 年 凋 落 物 量 也 明 显 高 于 长 白 山 温 带 针 叶 林"/$#%1$2’(

)*+&-4可见!鼎湖山阔叶林和混交林的凋落物与热带森林比较相似!而混交林作为演替中间阶段的森林+/0-!
更趋向于阔叶林4

森林凋落物量年变化与气候环境因子"台风5暴雨等*密切相关4如 /&&#年 3月因两次强台风!使阔叶

林当月的凋落枯枝就达 /$,’(671!可见台风对凋落物量影响之大489:;<等人+.-对热带森林作了统计!其

凋落物量的年变幅也很大!在 =%/.’(671之间4看来地处南亚热带的鼎湖山阔叶林和混交林凋落物量年

变化不大">$?$@3A*!相对比较稳定"表 1*4
另 外!根据翁轰等人+//-和本研究的统计资料!鼎湖山阔叶林和混交林凋落物量有B大小年C现象!即森

林 没有连续几年均维持有较高"或较低*的凋落物量!这种波动性变化可能是森林维持稳定生产力的一种

自我调节形式4

D$E$F 凋落物组成 从表 ,的统计资料可看出!叶在凋落物中占有最大的比例!阔叶林5混交林和松林的

凋落 叶 占 凋 落 物 总 量 分 别 是 =0A5=#A和 #3A!而 且 年 变 幅 较 小G凋 落 物 中 枝 的 比 例 最 小!分 别 为 /3A5

/=A和 2A!而年变幅却最大!这主要与台风影响有关G杂物所占比例分别为 11A5/#A和 /3A!因其受花

果5树皮和虫类等复杂成分年变量的影响!年变幅也较大4
鼎湖山阔叶林和混交林凋落物组分与其它森林相比!叶的比例低于马来西亚巴索森林"#1A*和海南

岛山地雨林"#0A*G枝的比例接近于巴索林"/#A*而低于海南山地雨林"1/A*G杂物的比例远高于巴索林

"//A*和海南山地雨林"3A*4可见!不同类型森林凋落物组分比例不同!但叶总是占有最大的比例4
对叶组分作进一步分析可看出!建群植物或优势种占有最大的比例!其中阔叶林优势种凋落叶占总凋

落叶的 ##$3A!混交林的占 3#$#A!松林的占 &/$.A"表 2*!而且年变幅很小4
表 D 鼎湖山森林凋落物组成特征

HIJKLD MNOPNQRSRNTNUSVLKRSSLWXUIKKRTYRTZV[QVITUNWLQSQ

年份

\])̂_

阔叶林 ‘$a$ 混交林 b$a$ 针叶林 >$a$

c])d]_ ef:< g)hh9] c])d]_ ef:< g)hh9] c])d]_ ef:< g)hh9]

/&&, .$#/ 1$01 /$.,
/&&2 .$12 /$3/ 1$0# .$32 0$3. /$/= 1$01 0$/0 0$,,
/&&. 2$.= /$2, /$#= .$3# /$=2 /$#0 1$1= 0$/, 0$#2
/&&= .$1# /$0= /$12 .$#. 0$30 /$,3 1$&3 0$/. 0$=/
/&&# 2$#. /$3/ 1$/1 .$,0 /$./ /$22 ,$0= 0$/& 0$==
平均 id$ 2$&. /$., /$30 .$=& /$,= /$22 1$.3 0$/2 0$.&
占总量A .&$3 /3$. 1/$# =#$0 /=$0 /#$0 #3$0 2$1 /#$3
j$k$ 0$,/ 0$,/ 0$,. 0$1/ 0$2# 0$/3 0$2. 0$0, 0$/.
>$?$A =$1 10$2 /&$2 ,$= ,2$. /1$, /#$2 11$& 1=$2

从马尾松林近几年凋落物统计资料可发现!松针占凋落叶的比例逐年减少!其它阔叶则逐年增加!这

是松林逐步向混交林演变之故4从 /&&/年起对松林样地进行了圈地保护!有效地阻止了人为的干扰!使得

林下层植物种类逐渐丰富!现已有 ,%27高的阔叶树种的幼树4

D$E$D 凋落节律 凋落物的凋落节律与森林类型和气候条件有关4鼎湖山不同的森林其凋落物有不同的

凋落节律4但共同点是!凋落高峰都出现在雨季"图 /*!不同年份稍有不同!大部分在 3月!迟的可在 &月!
甚至 /0月!旱季凋落物均较少4另外!在这一地区!35&月是台风比较集中的季节!对凋落物的凋落量影响

很大4鼎湖山森林凋落物高峰出现在雨季!这时高温多雨对凋落物的分解和营养元素循环十分有利4
从图 /可看出!阔叶林除了 3月份有凋落高峰外!在雨季初的 2月前后还有一凋落高峰!这与阔叶林绝

大部分树种的物候期是相吻合的+//-!这是典型的生理性落叶!枝条和杂物很少"图 /*4另外!旱季后的第一

场大雨"常在 ,月或 2月*对凋落物量也有影响4鼎湖山常绿阔叶林的凋落节律与海南半落叶季雨林+,-和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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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很相似%凋落高峰出现的时间很接近%而与第二凋落高峰不明显的海南山地雨林略

有不同%但与云南热带湿润季雨林只有 &’(月份的一个凋落高峰相比!"&$%差别较大)
表 * 鼎湖山森林优势种植物凋落叶量

+,-./* 0/,1/2.344/565789:437;7<87=3;,;426/:3/23;>3;?@92@,;<75/242

林型

ABCDEF
FEGDHI

种类

JCDKLDH
"MM& "MM( "MMN "MMO "MMP

平均

QRS

占总叶

TUV
WXYD
ZCEF
IEIX[
[DXRDH

占总量

TUV
WXYD
ZCEF
IEIX[
[LIIDG

标准差

\S]S

阔叶林 锥栗 _̂S‘S #SaP #S"# #S&" "SNa #Saa (aS& #(S" aS&a
bGEXcd 荷木 \‘SeS aSOf aSN" aSNP aSO( aSOa "#S" P# aSaP
[DXRDc 厚壳桂 ĝS aS"( aSaO aS"" aS"# aS"" #S# "S& aSa&
FEGDHI 黄果厚壳桂 Ŝ‘S aSPa aSN" aSN& aSOO aSOa "#S" PS# aSaf

云南银柴 hSiS aS&# aS&a aS&" aS#f aS&a OSa &SO aSa"
肖蒲桃 hS_S aS#f aS#O aS#P aS"P aS#N NSa &Sa aSa(
总和 AEIX[ (S"M &SPO (S"a &S&P &SfO PPSf (OSO aS&#

混交林 马尾松 jSkS "SP# "Sf" "SP# "Sf& "SNO "SP& &aS( #aS( aSaM
WLlDc 黧蒴 _̂SmS "SMf "SM# "Sff "SON "SNP "Sfa &"SO #"S# aS"O
FEGDHI 荷木 \‘SeS aSNN aS(a aS(a aSP" aSPO aSNO MSf OSO aS"N

锥栗 _̂S‘S aSf& "Saa aSMP aSM# aSf# aSM" "OSa "aSP aSaP
总和 AEIX[ NSaf NS"& (SM" NS"" (SP" (SMM fPSP NfSP aS"O

针叶林 nSoS马尾松 jSkS "SMP #S"O #SP" #SO# #S&O M"SN P"S& aS&"

图 " 鼎湖山森林凋落物凋落节律

oLpS" JDXHEqX[GrBIrs EF[LIIDGdFX[[LqtLqprZHrXq

FEGDHIH

鼎湖山混交林的凋落物节律比较特别%全年没有

明 显 的 凋 落 高 峰%但 在 整 个 雨 季 均 具 有 较 高 的 凋 落

量%这 与 它 的 林 分 结 构 有 关%同 时 也 说 明 混 交 林 作 为

演替中间阶段的森林群落所具有的不稳定性)整个雨

季 维 持 较 高 的 凋 落 物 量%这 对 养 分 归 还%林 下 土 壤 理

化性状的改善和林木生长极为有利)
马 尾 松 林 的 凋 落 节 律 与 其 林 分 结 构 较 单 一 的 特

性相符%亦与马尾松的物候期相符)
从 图 "还 可 看 出%叶 的 凋 落 节 律 与 总 量 完 全 一

致)枝的情况亦大致相似%只是花果等杂物稍有不同%
体现了不同的森林群落其林分结构’物候期及花果期

的差异)

uSv 凋落物的分解

uSvSw 凋落物分解速率 测定凋落物在不同分解时

间的残余重量%可以得到凋落物在不同分解时间的残

留 率 用 xyxaz{|}~模 型!"($进 行 回 归 分 析 可 得 到 不 同

凋落物残留率TxyxaV与时间 ~TXV关系的指数方程)但

在分析中发现%如果将原来的模型修改成 xyxaz_{|}~

的 形 式%那 么 得 到 的 指 数 方 程 将 具 有 更 准 确 的 预 测

性)表 N所列是不同凋落物分解残留率 iTUV与时间

~TXV的指数回归方程)

"(MO期 张德强等!鼎湖山演替系列中代表性森林凋落物研究

万方数据



表 ! 凋落物随时间的分解残留率"#$及其指数回归方程

%&’()! *+,,)-.)/01203+,+04-)1&+43+4.+55)-)4,,+1)3&4.+,63)78&,+043

林型

9:;<=>

>=?<@A

凋落物种类

BCAA<?A:;<

回归方程

DEFGAC=H

相关系

数 IJ

残留率"#$K<LGCH@

MJ"N$ OPQ"N$ RST"N$ QRU"N$
实测V估计 W<G@F?<NV<@ACLGA<N

阔叶林 锥栗 XYZ[Z \]OOTZRR<^OZUPO_ UZMMS‘‘ MRZJVPQZP SJZMVSSZR RPZJVRMZO OQZTVORZR
a?=GNb 荷木 c[ZdZ \]OUeZTQ<^UZPPRe_ UZMPP‘‘ MOZSVPRZQ SUZTVSQZT eJZTVeRZJ OPZRVOQZM
f<Gg<N 厚壳桂 XhZ \]OOOZMU<^UZQQeQ_ UZMPS‘‘ MQZeVMJZP QQZRVQSZe ePZUVTRZO JSZRVJTZJ
>=?<@A 黄果厚壳桂 XZ[Z \]OJeZQM̂ OZOMTS_ UZMMe‘‘ PMZTVMJZR STZTVSQZQ eJZUVRQZP OOZUVOOZe

云南银柴 iZ\Z \]UTZRU<^UZJPPJ_ UZMSJ‘‘ MRZOVPPZS PUZRVPJZJ SPZPVQOZe TTZeVTRZS
肖蒲桃 iZYZ \]OUeZJP<^OZJMOM_ UZMPJ‘‘ PTZTVQTZR TJZTVTRZP JRZPVJPZQ PZSVQZM
混合 WZfCAA<? \]OUeZSe<^UZQJOQ_ UZMPS‘‘ MRZTVPQZJ QUZRVQJZR eSZMVTUZP JTZQVJeZQ
枝 9jCk \]OUPZQQ<^UZTRQe_ UZMPP‘‘ MPZSVMTZU PJZPVPJZS TMZeVSRZT RPZJVRQZO
花果杂物 KGZ \]PMZRO<^UZQQTU_ UZPSM MUZMVQRZP TQZTVTUZO RUZJVeOZO JOZPVJUZU

混交林 锥栗 XYZ[Z \]OOeZMS<^UZMOTM_ UZMMM‘‘ MRZMVMOZR SMZMVQOZM eTZSVeSZU OPZSVOPZe
WCl<N 荷木 c[ZdZ \]OJUZee<^OZRMPU_ UZMMP‘‘ PPZOVPeZQ TTZJVTPZM RUZSVJMZP QZRVQZe
>=?<@A 黧蒴 XYZmZ \]OUMZPe<^UZPJeQ_ UZMMS‘‘ MRZUVPTZS QUZPVSOZS eTZMVeQZO JOZSVJOZO

马尾松 nZoZ \]OUeZSM<^UZQMMU_ UZMSJ‘ MSZUVPMZS SPZMVSMZT RMZMVeQZO JJZPVJOZJ
混合 WZfCAA<? \]OURZUQ<^UZTTTJ_ UZMPJ‘‘ MMZJVOUR QJZQVQQZS TQZPVTMZJ ReZSVReZU
枝 9jCk \]OOTZUe<^UZeOOR_ UZMQU‘ MeZRVPMZM MRZOVMRZJ PJZTVQSZR ePZMVTUZT
花果杂物 KGZ \]OOJZRP<^UZPPTS_ UZMMS‘‘ MUZTVPSZQ SPZPVQOZe eTZOVeSZR OMZTVOMZO

针叶林 马尾松 nZoZ \]MQZSO<^UZeSPT_ UZMMU‘‘ MUZTVPSZQ QRZOVQSZP SOZUVSOZO RPZSVRPZJ
p=HC>b 桃金娘 IqZ_Z \]MMZSJ<^UZRPUO_ UZMeQ‘ MPZUVMUZT QPZRVPJZU SRZSVSPZO ePZRVeSZQ
<?=F@ 混合 WZfCAA<? \]OOPZRT<^UZSJMS_ UZMMM‘‘ MSZJVMSZO PJZJVPOZS TMZUVSUZU RJZOVRJZU
>=?<@A 枝 9jCk \]OUTZOJ<^UZRSMR_ UZMUP‘‘ MMZOVMTZP MOZTVPQZO SRZMVQJZQ TJZMVTUZR

花果杂物 KGZ \]OUeZQU<^UZeSeM_ UZMMS‘‘ MTZeVMRZO PUZMVPJZT SeZMVSTZP eOZQVeOZR

‘ r]UZUT ‘‘r]UZUO

从表中的方程可推算出鼎湖山凋落物分解 MT#所需的时间绝大部分是 JsPGt只有云南银柴凋落叶

需 OUG多的时间t其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u我国暖温带常见树种凋落叶 MT#被分解所需的 时 间 为 PsOQ

GvOTtOSwt水热环境等因素的差异是导致凋落物分解速率不同的主要原因u鼎湖山地处南亚热带季风区t高温

高湿t非常适合土壤微生物的生长t对凋落物的分解极为有利t使得这一地区的森林凋落物分解速率远远

高于温带的森林u

xZyZy 不同森林凋落物分解速率的比较 pZaZ佐恩等人认为t凋落物灰分元素可能归还土壤的根本差

异决定于生物地理群落的类型vOQwu因为森林群落在结构z盖度等方面的差异t可能导致林下小气候的根本

不同t影响土壤动物和微生物的生长发育t从而影响凋落物的分解u
为 了 比 较 不 同 森 林 群 落 凋 落 物 分 解 速 率 的 差

异t以时间 QJUN为期限tMUN为步长对混合凋落物

的分解残留率作方差分析vOPwt这样可得到一个 R{P
的数据表t分析结果见表 Su

从表 S可知t样品的总体差异是极其显著的t时

间 对 凋 落 物 分 解 影 响 显 著 是 无 疑 的t而 森 林 群 落 类

型 对 凋 落 物 分 解 的 影 响 同 样 极 其 显 著t阔 叶 林 分 解

最 快"eMZST#$t混交林次之"eUZRM#$t针叶林最慢

"RSZeU#$t表明不同森林群落间林下小气候等环境

因 子 确 实 存 在 较 大 差 异t表 Q的 数 据 也 证 实 了 这 一

点u

表 | 森林凋落物分解速率方差分析

%&’()| }&-+&4/)&4&(~3+305.)/01203+,+04-&,)05(+,,)-!

5&((+4"+4#$83$&450-)3,3

方差来源

%=F?&<

自由度

’(

平方和

cZcZ

均方差

)ZcZ

(
nh*(

总体 W=N<f M MSRSZeUOUQUZQO JPUZSU UZUUUO
林型 9:;< J eQJZOS JRSZUP SOZPQ UZUUUO
时间 9CL< Q MOSeZJeORUMZOP ReRZUM UZUUUO
误差 D??=? Oe TRZeJ
总和 9=AGf JR MSPMZPJ

%Z%Z]@FL=>@EFG?<+WZ%Z]L<GH=>@E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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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度不同森林群落的林下小气候

%&’()! %*)+(,-&.)/01)21,33)2)0.342)5.,0"##$

林型

6789:;

;:<9=>

月份?

@:A>B

气温CDE

69F89<G>H<9

地表温度CDE

IG<>BJ==H<;GK9>9F8L

平均

MN9<GO9

最高P最低

FGQLPFRAL

平均

MN9<GO9

最高P最低

FGQLPFRAL

相对湿度CSE

T9UG>RN9BHFRVR>7

针叶林 WXY WWLZ[ W\LYP]L̂ W_L‘a Y‘LYPWWL̂ ]YL[Y

b:AR;9<:H= _X\ ẐLZW YWL\PW\L] [̂L[W ẐL[P̂‘L_ ]_La[

;:<9=> W‘XŴ ‘̂LZ‘ âLYPWZL̂ ^̂L_Z _[LYPW_LY a]La‘

混交林 WXY WWLa W_LZP]L̂ ŴL\\ WZL[P]L̂ \‘L]W

@RQ9V _X\ _̂L\Z \̂L_P̂WL_ ŶLZ[ Y_L]PW\L\ ]aL‘a

;:<9=> W‘XŴ W\L\Y âL̂PWZL̂ W\L‘\ _̂L̂PW_L̂ aaL]W

阔叶林 WXY ŴLZ\ WZL‘PW‘La ŴLZ_ WYL\P\L\ ]aL]Z

c<:GVdU9GN9V _X\ ŶL_Z âL̂P̂‘L] ^̂L]Y _̂L‘PW\L\ \̂L‘̂

;:<9=> W‘XŴ W]L][ ŴL̂PWaL[ W[LZ[ W]L]PWZL[ [WLYY

?WXY月份是旱季e_X\月份eW‘XŴ 月份为雨季f

图 ^ 凋落物分解残留率曲线

gROL̂ T9FGRA=KH<N9=:;V9K:F8:=R>R:A:;UR>>9<d;GUURA

hRAOBH=BGA;:<9=>=

表 [所 列 是 W\\a年 的 森 林 小 气 候 资 料ieWXY
月 份 和 W‘XŴ 月 份 低 温 干 燥e土 壤 微 生 物 活 性 低e
有机物分解慢j_X\月份高温多雨e土壤微生物活性

强e促进了有机物的分解e凋落物在这时期的分解也

是最快的f从表 [还 可 看 出e在 _X\月 份 的 整 个 雨

季e阔叶林下的小气候环境最适合微生物的活动k湿

度 适 中e气 温 和 地 表 温 度 差 异 小e变 化 也 不 大e气 温

和地表温度最高和最低 仅 相 差 ZL_D和 _LWDe在 针

叶林却相差 ŴLWD和 ŶLYDe这 样 大 的 温 差 变 化 对

土壤微生物的活性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f可见e森林

结构的不同e导致林下小气候的差异e进而影响凋落

物的分解f
从凋落物分解残留率曲线C图 Ê来看e分解速率

快慢的差异是在分解前期产生的f不同森林凋落物

在分解前期e残留率曲线的斜率是有差别的e在中后

期已趋于一致甚至达到平行状态C图 Êf

lLmLl 同种植物凋落叶在不同森林中的分解速率

相同植物在不同的生境中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生态习性e如形态结构n物候等e其凋落物的分解也可能不同f

Y_\a期 张德强等k鼎湖山演替系列中代表性森林凋落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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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同一凋落叶在不同森林的分解残留率曲线

"#$%! &’()#*+,-./’+0123’+)(’4’)/’+4#22’.#*5#11’.6

’*210.’+2+

同样以时间 7895为期限:;95为步长:对生长在阔

叶林和混交林的锥 栗<荷 木 以 及 生 长 在 混 交 林 和 松

林的马尾松的凋落叶分解残留率=>理论值?作方差

分析:可得到与表 @相同的结果A同种植物凋落叶在

不同森林群落中的 分 解 速 率 的 差 异 是 极 其 显 著 的:
差 异的产生是在分解前期形成的=图 !?A从图 !还

可看出:荷木凋落叶 的 分 解 前 期 在 混 交 林 比 在 阔 叶

林 分 解 更 快:前 者 年 分 解 速 率 为 79%8>:后 者 只 有

B@%C>A从养分循环角度看:荷木在混交林的环境中

生长:其作用似乎更大A

D 结论与讨论

鼎湖山地带性森林群落 季风常绿阔叶林和

演替中间阶段的针阔混交林年凋落物量=2%3(E8?分

别 为 C%8C和 C%B9:与 热 带 林 相 似F针 叶 林 为 !%!G:
高于暖温带同类型的森林A

鼎湖 山 不 同 演 替 阶 段 的 森 林:其 凋 落 物 的 凋 落

节律也不同:但其同地:凋落高峰均出现在高温高湿

的雨季:有利于凋落物的分解和养分归还A
鼎湖 山 不 同 演 替 阶 段 的 森 林:其 凋 落 物 的 分 解

速率差异 显 著:表 现 为H越 高 级 的 森 林 群 落:其 分 解

速率越快:而其分解 速 率 显 著 差 异 的 产 生 是 在 分 解

前期A在分解后期:凋落物分解速率趋于一致A
荷木凋落叶在针阔叶混交林中有很高的分解速

率=年分解速率为 79%8>?:在进行针叶林的林分改

造时:把它作为建群种是合适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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