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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湖山区域大气降水特征和物质元素输入对
森林生态系统存在和发育的影响

周国逸，闰俊华’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州 510G50)

摘要 通过对触湖山区域大气降水特证及降水的物质元术输人的观测分析 得到如下 一些主要结果:{本区域年内降水

分配不均，而热星辅人却相对均匀 使移个区域湿季水士流失和下季水分亏R的可能性加大。区域内的对比研究发R.无

论从降水的季节差异.全年的思雨降水星，多年的降水变率等方面 Ek湖山都比鹤山偏小，这对鼎湖山森林嫩观的形成起

到f重要的作用 z该区的年降水量主要是湿季降水量存在着显著的了。周期性振荡现象 ③大气降水中厥的含量偏高

浓度为1. 92mg·L一’，总含N鱿为38. 4 kg·h. 。·a’而钠、镁的含量偏低.浓度分别为。1175 mg·I’和0.0I mg

-L’，总含最分别为2.IUkg-hm '·  a‘和1.况kg-1,m 一 ’。年内降水的集中使得生态系统的养分输人主要在湿

季.与高沮多雨处于同一时期‘有利十森林植被的形成和森林生态系统生产力的提高。从水热角度出发，a,湖山地带性森

林的存在不仅是季风气候的结果.和同1风域的其它地方相比，也是这里的降水季节性井异.降水变率和暴雨降水量较小

的结果;根据区域性水热特性的分析.认为，鼎湖山地带性森林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态系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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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 region near tropic of cancer is dominated by desert or desert. Dinh-han,being at 23'10'

】，located in the region.hnt is covered by regional monsoonevergreen broad -(caved

Tfu,this
is undoubtedly resulted from the large rainfall due to monsoon climate.but other factsn肠上

vegetation

ycornpliczte

explanation. Some regions near Dinghushan.desertiftcation is unavoidable if the degraded eco=ystcm is
nn、restored timely. For those kinds of degraded ecosystems high rainfall will accelerate degradation

,tudv will examine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infall, mineral input and their influences ond,e extsnutctthisand
development of forest ecosystem-and identify the major causesfor formation of us typical vegetation

34 ycars'rainfall data for the periods 1959 to 1965 and 1973 to1999 were checked for auuraclUS吐DR

double cumulative rainfall curveswith data from Gaoyao and Zhaoying meteorological observatories

reference- The regreasiott analysis was used to estimatethe missing rainfall data。[Dinghusha for;:
periods of 1956 to 1958 and 1966 to 1972.

    Two rainfall samples over the canopy of forest were taken monthly between

Concentrations of ammonia and nitrate were measured using Miniatnvi-d Kje(dahl and

Acid methods respectively, content of phosphorus wa, measured using Molvbdem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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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of potassium.sodiunt and magnesmm were measured using atomic absorptimttmode] Zee n,nn 190

8门)

    More than 80成 of ant。]rainfall falls in wet season (April[。September)。uvtr which the air

temperature is high. and that period coincides with active plant growth. The combinanon of water and heat

inputs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and restoration of ecosystems in this way:川 flcavy ram m wet season

often results in soil erosion and nutrient loss. Sufficient hea曰oput in dry season will loose the wa>bed

surface sod ,which makes it easy to be flushed in next wet season, and (2) Because of moderate solar

radiation input in dry season.the plant growth potential still keeps high and demands for moderate water,

but less rainfall in the season can not meet the need which are detrimental to the recovery of vegetation

    The mean rainfall intensity was 8. 3rtun·h’during 1993 to 1997. The medium and heavy rainfall

accounts for over 30' of annual rainfall. Low intensity rainfall is tr,uch more (requunt.but only accounts

for 15. 3药 of the total. As compared with that in Heshan located m the same subtropical zoo，the

Dinghushan rainfall from the heavy ram and its frequency are much less. Yearly rainfall variability in

Dinghushan over many years is 9. 3%.much lower than 20"/n for the regions in the south of Yangtze Ricer

Those results support the assertion that the rainfall and its distribution here have made the vegetation in

Dinghushan to recover more easily than that in other regions of the similar latitudinal zones.

    Over the period of 1956 to 1999.there were 228 storm seems with a mean of 0. 3 times per year in

Dinghushan. About 86. 4浅of storm rainfall occurred in the wet season,and only 13. 6% ,n the击y season

(October to March). There were occasional ,tonnes in November,lecember and January since 80's.which

may relate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and is worth further study.

    Over the period of 1956 to 1999.there were 132 typhoons. Typhoon usually occurred between May and

November. Using the decadal statistics, we found that the highest number of hurricanes occurred in

September in 1950's.August in the 1960'8 and 1970's.July m 1980'8 and August and September in 1990'8

Following formulae is for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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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peak inthe auto

Global

co-nance function was7a and the secondone 、、as ila for the rainfall trine

Irl- In Dinghushan climate oscillation also has a peak period of7a.and IIa to 1ia.wh11h 卜

consistent with rainfall periodical behavior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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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which

was 1. 92-g· to rainfalt.and the annual total N input through rainfallwas 38. 4kg

originates mainly from decomposition of organic matter and lightning

The P content was 0 031 mg. much 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rains， and the annual total

P input through rainfall was0. 62 kg·hwithho,
I he仁 oncentratimt of K was 0. 173 mg·I and annual total K input from rainfall was 3.46kg·I'm

.蒸
close to the annual K input of 3. 6kg.hot

rainfall in other parts of China.

. 月 胜n Hesha-and lower than the reported K

input

I he content of Cawas 0. 672_ mg·L ’and annual total input from rainfallwas 13. 42 kg.h. .

The Va content was〔).105 mg- and annual total input from rainfall 2. 10 kg·h- ‘·a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in He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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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nncemration of Mg w:�’!.ORI rng·[ .xnd annual .ur,d inp.n frhant rainGdi wets 1. azk,z·hm

      wh山was lower than山,.t in Hong Kong and Ileshau.

    The convent, of N.P and k. in the dry .,"son were hi沙r, than几 i,.,e I. III, -t丸勺 川.wlll(卜                             w-,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Na and Mg. There was no nmch monthly change for Ca rntn, ,, ,a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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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丫en卜·distribution。(the monthly rnm[all within a year. Under the condir,on of ee, ill distn6u.ed and

nhonth扮nch solar radianon.if an ecosvst.nh can reduce the water demand in dh, so-a.nn .,n6 in,-- n,

water storel it wcr sea.uu.it, producrn-uy potential will be fugh.- b as山e nion,non e,crg-n broad

feared forest.tln山e contr盯  y.degraded erosystems u,山is region do not lhat-e the ab,li,v of .djuertneni

tend to go on degradation nod ;,rc hard .o be ....ores.

    Compared wirh the --surrouudfng area.. rainfall in Umgliushan is usual卜higher r.nd the ,<.,-anal

dist,ibuton tend to he unifoau.丁he,, characteristics ran all-.- the emblem of dnIught.flooehng and

soil -osion.which is very beneficial to the d- loprneut of vegetation :,nd hiodiventty of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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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回归线附近由丁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人多高温少雨、七要分布着热荒漠杭被 灿湖山居于北纬

23 I0'东经112̀34'.也属于北回归线附近地区，却生长着针阔叶说交林以及地带性森林季风常绿阔If林

这无疑土要归功于本仄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南缘.并受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海洋上式;的潮IV气流易]

在本区上空集聚而带来大量降水 但问题可能井不如此简单.事实上.‘J灿湖山一样同属卜南亚热带季风

气候的邻近地区很多退化土地如果本进行人1_恢复，则荒漠化现象是不叮避兔的」 :刘于这些退化卜地、

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所带来的降水季节差异 不但对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无益，反血可能加剧水土流失和牛

境的严酷‘ 本胡究对鼎湖山大气降水特征及物质儿素输人与该区森林植被存在和发r0i的关系进礼初步

探讨，以期阐明该区森林植被景观形成的缘由.

    鼎湖山所在区域属南亚热带季K湿润塑气似，大IL降水的特征保受季风的支配 由于影响降水因r的

复杂性和随机性.造成降水的异常变化 101降水的异常则是导致旱涝灾害的主要原因‘ 因此 对多年的大

’、降水特征进行分析，找出其变化规律.有利于防旱防涝以及提高水分利川效率.同时，水分和其中的养分

彼此或二者结合在一起，对系统的稳定性、连续性以及牛物的生产力影响极大 .

1 降水资料及处理

    山十点样数据常常x Jill地面降水的极端局部变化和微量变化的影响AN;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囚此.

来自标准‘、象观测站的降水凉始数据首先要经过标准的验证.取自19”一工96.5年和19-13- 1999咔共洲

的鼎湖山大气降水资料，并对其进行准确性检验"检验的手段是719过a w!积曲线 .双累积曲线检验方法

巾的参照资料来自鼎湖山附近的高要气象站和乍庆’〔象站 一般情况下，邻近各站的月总降水fft和年泣降

水量之间存存明显的正相关、这种扣关程度随两站间水平和垂直距离的减小11u增加 山十高v'C象站的水

平距离和海拔高度与鼎湖站都比较接近‘利用两站19”一1963年和1973一11)99年月总降水址数据进f,网

归 相关系数均较高，达极显著相关的检脸水平(11 G(). 001 ) ,闪此，在分折人气降水特征时.本义用高姿站

的大气降水资料推求了鼎湖山1956--1958年和1966 -- 1972年缺少的月降水数据 19"6- 1939年和 966

一”理年的妹雨和台风雨''A'料未「}f肇庆市气象r,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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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降水养分分析方法

    对鼎湖山1998一  1999年2.间各月的大气降水采样2次(其中1998年 12月只有 1次降水.1995年2

月无降水〕‘保存于聚乙烯瓶内、采集点设在季风常绿阔叶林永久样地中的铁塔 卜，位J一林冠的卜方 氨态

氮和硝态氮分别用半微量直接蒸馏法和酚二磺酸比色法测定.磷用钥蓝比色法测定.钾、钠、钙、镁用乙、

man180-80型原子吸收光度计测定:养分含量是将测定的养分浓度和雨量换算成统一单位相乘而得

3 结果与分析

3. 1 大气降水分配

    大气降水是陆地卜水分的主要来源，其特征不仅决定了白然界物种和植被的形成与分布 同时对人类

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鼎湖山地区多年平均降水肇为1997. 1 mm，年降水最最大为2504. 0-

(191-2年).最小为1374. 2-m( 1963年)。年内6月份的降水量最大 达313. 6mn,; 2月份最小，仅为32-

4-9月份的降水占年降水量的80鱿以上 这一时期的气温较高(见图1)，正是植物的生长季节，充沛的雨

水资源有利于生物量的积累 年内各月降水量的差异很大.月降水最大值为1989年5月.达753. 7mm.最

小值为零。从各月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百分比可以看出.鼎湖山地区年内降水分配不均，但年内的热量愉

入相对平均，年内相对标准差分别为5.81和3.51(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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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鼎湖山降水量与气溢的月变化

Fig. I   Fhe momhly changes of rainfall and

        c mperatore at Dingh-han

图2 鼎湖山降水晕与净辐射的月分配

Fig. 2  The mnnthlp disrribwion.汀r.unOJl :md

ne; radi:mon at Dhigh-h;-

    这样的水热组合对仄域生态系统的保育和恢复的影响表现在3个方面:(1)降水的过分集中所产生较

大的地表径流易冲刷地表，同时，T季足够的热量输人，对地表起着疏松作用，减少了土壤的蓄墒保墒能

力.有助于加大湿季的水土流失。(2)湿季的降水经常造成洪水泛滥 使生态系统中的营养物质大量输出，

干季的足够热量输入和水分晓缺给牛态系统的植被恢复造成严酩的生境 (3)对于植物生长来说，由于干

季的热量输人适度 植物生长具有旺盛的生长潜力，需要较多的水分供应，从而使千季的水分供应更加紧

张，由此看出.季风气候给木区只是带来了降水总量，也就是水分供应的潜力，而各个月份分配是极不均匀

的 如果生态系统能很好地调节这此水分 使其在系统内部的季节性差异上趋于均匀，则系统的生产力潜

力将会很高，发育很好的生态系统.川.’4湖山的季风常绿阔叶林;与此相比，退化生态系统则不具备.如上3

个方面的影响是存在的

3.2 降水强度与降水变率

    鼎湖山1993--1999年7a问的每次降雨强度平均为8.3 mm·h’各级雨强所占降水量和降雨次数的

百分比由表I列出。鼎湖山由中雨和大雨带来的降水量偏大，其降水量均占30%以上。小雨的降雨次数最

多。占39. I石，但所带来的降水量很少，只有15.3万。与同属于南亚热带的鹤山相比 ，鼎湖山暴雨所占降

水舅和降雨次数的百分比都远远小于鹤山，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鹤山临近海洋 受海陆位w,影响较大的缘

故 这个结果从区域降水特性的角度支持了鼎湖山较同纬度的其它地区有利J一植被恢复和地带性森林存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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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结论

          表I 各级雨强所占降雨f和降雨次数的百分比〔Y)(1993-1999)

Table 1  Percentages of all levels precipitation intensity to annual rain翻II and rain limns

小雨 大雨

雨强级 别

    中雨

M -linen ..n�

    暴雨

T- - i.1 -m

Rainfall inr" s,rv

    Heavy

R. 0 mm ·
1. < 2 smm ·卜一1

mm.h-'< I

.’录‘1- 16. 0 mm 。h
Onlrn.卜

  32. 4

  28 2

< 16. 0 .,m

占年降水量的百分比氏IC-age,

to annual rainfall(Y)
占年降雨次致的百分比氏"',,ages

t, annual ram �me,( % )

I三 3 3G 7 21. fi

23 2

贾I,nesny

    降水变率用以表征某 一地区降水的变化程度 降水变率小，说明降水稳定且趋于平均，水资源利用价

值高。也利于植被生态系统的发育和生存 降水变率大，表明降水不稳定且分配不均 反映了该I)<的旱涝程

度较高，水土流失的潜在危险大，长江以南的降水变率在20%左右(m_，而鼎湖山地区多年的平均降水变率

为9. 3 ，较长江以南的降水变率小得多，这个结果意味着，在鼎湖山地区，山于地形的影响和森林植被的

存在‘一方面引起降水量的增加，年降雨量比临近高要站高出309. 8mm (1975.1986年)和217. 6mm (1993

- 1995年户，」;另一方面使年际之间的降水趋于平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r该地区的旱涝灾害和水土流

失，更利于植被的发育与生物多样性的维持

    鼎湖山被森林植被覆盖，与世界同纬度地区的热荒漠景观有所差异，季风和台风所带来充沛的雨水是

该区形成森林景观的土要原因之一，但是，各级雨强的分配及其降水变率的特征对鼎湖山森林格局的形成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雨强与地表径流系数有显著的相关性[’]，结果导致鼎湖山地区地表径流系数

小，雨滴对土壤的冲击力弱，有利于水土保持，增加系统的有效水分，避免系统养分的流失，促进森林的发

育和成长。降水变率小，说明系统有较为稳定的水资源供应，有利于保持系统的中生化环境.防止大旱大涝

导致的森林生态系统的退化和消亡

3.3 暴雨与台风雨

    鼎湖山 1956 1999年44a中，发生暴雨共228次，平均每年5. 3次，年变化幅度较大，最多年份 ]12次

(1965年)，最少I次(1968年，1990年)湿季((4-9月份)发生的暴雨次数占总数的x6.4%，干季(10-3月

份)仅占13.6绒.x。年代以后，11,12和1月份也出现过暴雨，这可能与全球的气候变化有关，但需要进一

步的探讨

    鼎湖山是受台风影响的地区，当台风人侵，由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常常造成该地区的风灾和涝害，从

气候角度看，台风又是鼎湖山地区夏、秋的主要降水人气系统。1956--1999年44a中，人侵鼎湖山的台风雨

共 132次，平均每年3. 1次，最多年份7次(1964年)。台风雨人侵集中在每年的5-11月从 如果分年代进

行统计分析，得出盛行月份随年代变化而变更，20世纪50年代是9月份，60-70年代是8月从，80年代是

了月从，9。年代的8、9月从都比较盛行。

    从暴雨量、台风雨量与年降水量的相关关系可以看出(见图3,4)暴雨量和台风雨量的大小并没有对

年降水量产生很大影响。暴雨量与年降水量二者之间的直线回归方程为Y- 1. 0886X十1501.相关系数仅

为0. 65:台风雨量与年降水量之间相关点分布异常散乱，看不出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它们有

各自的变化规律和周期，或者说，它们的变化规律不同步

3.4 大气降水周期

    大气降水的周期可采用自相关nzl、功率谱[,37和最大墒谱一u7等方法进行分析。本文应用的是自相关分

析方法，按下式计算:

C� 乙(二一二，(r.,v一，’ 
 
一刀 

 
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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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C。为降水序列自协方差 11为降水时间序列;N为降水时间序列长度;n取0.1,2.0 ,.(m<

丫} 为降水序列了的平均数。则自相关系数凡，就等于已，与c 的比值。根据鼎湖山所在区域的气候特

征.把降水量分成5个方面进行分析.计算结果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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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鼎湖山暴FM量与年降雨量的关系

Fig. 3  The relations between yearly rainfall and

rmmtn*m at f)ingh-han

    图呀 鼎湖山台风雨里与年降雨量的关系

F,g. 4  The relations between yearly rainfall and

        typhoon rainfall at Uinghushan

    针对44.的时间序列统计资料，如果去分析较长周期的变化规律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分析出来的周期

缺乏检验的可能性。从表2可以看出，年降水量的后延为la,2a,3a,4a,5a,6。的白相关系数绝对值都很小.

说明年降水量与其白身前期变化的线性相关关系非常差。当后延为7a时，自相关系数较大，值为0. 362同

时，后延为14.,21.,28.,36.,42.的白相关系数分别为0.392,0. 459,0. 526,0. 943,0. 230.说明该区的年降

水量存在着以7a为周期的规律性变化，反映了该区大涝(早)7。后将很可能冉次出现大涝(旱)年。对大于

7a的周期进行分析，发现年降水量还存在着以11。为周期的变化规律，但不及以7。为周期的明显 因此，

可以认为，鼎湖山地区年降水量的第一显著周期是7a其次是I In。而7a, II一13n的周期也是全球气候振

动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它们在H木、欧洲、前苏联和世界许多地区气温、降水和一些大气环流指标中都有

明显的表现一门，可见，鼎湖山年降水量的周期变化与全球气候振动的规律相一致

    用类似的方法对湿季降水量、干季降水量、暴雨量和台风雨量进行分析，仅发现湿季降水量与年降水

量相似.存在着7a的周期性振荡，但Ila的周期不存在 而千季降水量、攀雨量和台风雨量看不出明显的周

期性变化规律，这就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得出的暴雨量、台风雨最与年降水量的变化规律不同步的结论

3.5 全年大气降水物质元素

    大气降水是陆地生态系统化学物质主要来源之一 也是森林生态系统养分循环及平衡的基础。由于鼎

湖山地区大面积被森林覆盖，地面裸蜷不多 空气污染较少，靠干沉降输人的养分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该

地区生态系统养分愉人主要来源湿沉降，大气降水携带大量养分为该地区植物生长提供必要的条件

    我国各地区大气降水中的养分含量列于表护‘一2j

    在大气降水的养分含量中，N占有很大的比例，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由十大气中N化合物含量受到

雷电、土壤反硝化作用、有机物分解、大气尘埃及工业污染等因素影响，因此，世界各地降水中N素含量变

幅很大，最高可达45 kg " hm-' " a‘以上(苏门答腊〕，而娜威的降水仅含。75 kg " hm- " a-' 2'。我国各
地大气降水中N含量的差异也很大(见表3)鼎湖山地区大气降水的N浓度为I. 92.g " L’.总含N量较

高，为38. 4 kg " hm“一 ‘。其原因还难于作出确切的估计 但结合鼎湖山地区的具体情况看 尽管工业并

不太多，由于该地区大面积被森林覆盖，有机物分解增加了大气中N素的含量，同时该地区夏、秋季节雷电

频繁.由雷电作用产生的N也是导致该地区降水含N量偏高的原因之一。

    降水中Y元素的含量少.不同地区降水中的P含量的变幅也相对较小。鼎湖山降水中N浓度为。.031

mg "I一’总含量为。.62 kg " h.,- - a-'，处丁国内报道资料的中间水平.P元素含量虽少.但是它可以促

进森林对N素的吸收.对林下土壤中微牛物的活动也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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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2 自相关系傲计算结果

Table 2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self-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湿季降水量 卜季降水量 撼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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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我国各地区大气阵水中营荞元奋的含.

Table ]  The nutrient element .. .tent in rainfal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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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湖山地区降水中K元素浓度为。.173 mg " 1’总含星为3. 16 kg " hm-2 " a’接近于同处于南亚

热带的鹤山地区(3. 6 kg " h.-2 " .-').但小于其它各地，r由于K是溶解度高的元素，在植物体内转移速

度快.植物中的K基本上以水溶态存在.雨水可以把大量的K元素淋人上壤，因此.大气降水对于补充林

下土壤K元素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林下土壤中K兀素含量远多于空旷地的主要原因之一

    降水中的Ca主要来源于大气中的尘埃及有机物，供应有限.释放缓慢，因此不因雨量增加而呈显著递

增。鼎湖山降水中Ca的浓度为。.672 mg " I一‘，总含量为13. 42 kg " hm-; " a’植物休内的Ca以果胶酸

钙的形态存在于细胞的胞间壁内，溶解度低 转移速度缓慢 且多累积在树干里，其生物循环不如K,Na强

烈，。山于大气降水中的钙素以水溶态存在，易为植物吸收，因此，降水中的钙素对鼎湖山森林植被的牛长

发育有一定的意义。

    Na素可以通过调节植物体内的渗透压来彭响植物对其它元素的吸收，指不了特有的来源。如香港被

海洋包围.海盐溶解于大气水汽中.导致降水Na素的含量高达19. 1 kg " hm-1 " a-'鼎湖山降水中N。的

浓度为。一105 mg " L’，总含量为2. 10 kg " h._; " a-',较同处于南亚热带的鹤山地区低‘可能也是因为

鹤山离海洋近一些 受海风中的钠元素影响较大:

    鼎湖山降水中Mg的浓度为。一(161 mg "L-',总含量为I. 22 kg " hm- " a’，与香港、鹤山相比，处于

较低水平。Mg的来源和Na相似.大多是来自海风的盐粒

3.6 降水养分季节变化

    鼎湖山地区的早手，空气中的尘埃较多，加之此期群众开荒备耕、大量烧山对低空大气层的污染程度

较深，增加了低空大气层的养分浓度，故旱季降水中N,P,K养分元素的浓度高于雨季(见图5~图7) 由

于大气层中的Na, Mg元素有其特殊的来源，该地区夏秋季节常吹海风带来犷大量的盐粒 导致了夏秋季

节Na,Mg兀素的浓度偏高(见图9图10)_Ca素在水中的溶解度较低，其浓度的月变化似乎没有什么规律

(见图8)。由于干湿季节降水量相差悬殊，无论养分元素浓度月变化如何.湿季大气降水中的养分量均明显

多于干季。也就是说，由大气降水给该地区生态系统带来的养分集，卜在湿季，这一时期正是植物生长季{} .

大量的养分输人促进植物的发育和植被的形成.有利于提高系统生产力

    由大气降水所输入系统的养分，受到养分浓度和水量双重因素的影响，尽管各种养分元素浓度的月变

化很复杂.但含量基本上随月降水量的增大而增大，故月养分元素含量与月降水量之间存在较显著的I-归

关系。马雪华帅一报道了江西省大冈山地区雨水的养分量与降雨量存在着半对数关系本文同时用直线回归

和半对数回归去拟合鼎湖山地区大气降水养分与降水量的关系，回归方程与相关系数见表4.N,P,Ca,Nz

的相关系数均达08以上，直线回归和平对数回归所得的相关系数相差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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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S N术含旦与浓度的月变化

Fig. 5  The monthly changes of content and

        concentration ofnitrogen

图6 P素含量与浓度的月变化

Fig. 6  The monthly change, of content and

        tontemration of phos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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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期 周国逸等:鼎湖山区域大气降水特征和物质元素输人对森林生态系统存在和发育的影响2011

4 讨论

    lad湖山地带性森林的存在得益于受季风气候的控制，在这种气候控制卜，夏季湿润气团所带来的大量

降水加上本区充足的热量为森林的生存创造了基本条件。但季风气候控制下的年内大气降水分配极不均

匀 水分供应的不均匀性与干季热量的充足实际上对植物的生长和牛态环境的中生化是不利的「n :鼎湖山

森林生态系统要维持其高的生产力，则系统内部必然有调节以水分为主导的环烧因r的机制 这种机制保

证了系统即使是在干旱季节也有充足的水分供应以维持高生产力，这也是鼎湖山地带性森林能够长期存

在的另一个重要原囚 同时受到季风气候控制的本区域退化生态系统，有的也儿乎接近荒膜化景观‘5」这

说明两个问题，第一 鼎湖山这种区域性降水及气候背景下，发育良好的生态系统可以拥有很高的生产力

而退化生态系统内可能形成严酷的环境;第二，鼎湖山地带性森林生态系统是非常脆弱的

                          表4 .湖山大气阵水中各养分月含.和月降水a的回归关系

          Table 4  Regcession relations between monthly precipitation and nutrient in rainfall at Dinghushan

线性回归Linear regression 半对数回归Half logarithm regression

Elis 9Elemem       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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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纬度相近的鹤山比较，鼎湖山大气降水的季节分配要均匀一些，并且由暴雨所带来的降水量较小，而多

年平均的年降水量要大，这此特性也有可能是在fln'湖山得以保存地带性森林的一个原因

    鼎湖山大气降水存在7a左右的周期性变化规律这与刘黎明等!〕周国逸等(0s〕的研究结果相 致，井

丘还可能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叫

    鼎湖山地区由于降水量丰富.由降水带人森林的总N量为38. 4 kg " hm-r " a’，居于全国的高水平

可能主要与森林丰富有关，大量的森林腐殖质分解在大气中形成高浓度的含N化合物·同时·闪电和雷击

也是这里降水含N高的 个原因。这对森林生长也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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