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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系统中枯落物分解速率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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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地枯落物分解率是研究森林生态系统养分循环的重要内容之一2传统的尼龙网袋实测法虽然能提供某一具体年

份枯落物分解率的准确数据2但因其费时费力且不能反映整个历史时期的平均水平而难以推广D基于林地枯落物积累平

衡原理2首次提出了利用枯落物平衡模型推算枯落物分解率的方法6简称平衡法92并将之应用于黄土残塬沟壑区剌槐林

地枯落物分解率的计算D这种由平衡法推算所得枯落物分解率能反映林地的历史水平2弥补了尼龙网袋实测法的不足2
建议在森林生态系统研究中推广应用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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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生态系统中2枯落物分解是林地养分归还的主要途径2同时也是实现养分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利

用的重要环节D所以2在森林生态系统研究中2关于林地枯落物分解率的研究一直受到重视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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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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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般是采用特制的尼龙网袋装上样品置于野外定期进行测定!"#$这种方法虽然为目前枯落物分解实测

的唯一较好方法%但其准确性因测定技术&样本数量和环境的易变性而异%且费时费力%很难满足现代森林

生态系统研究发展的需要$为此%作者根据在黄土高原刺槐林地枯落物分解研究的实践提出一种根据枯落

物积累平衡模型推算林地枯落物分解率的方法’简称平衡法(%供讨论$

) 平衡法推算林地枯落物分解率的原理

)*) +,-./模型

+,-./在 "012年提出枯落物分解遵循指数衰减模型!3#%即4

56578 9:;< ’"(
式中%=7为枯叶初始重量’>?(%=为经时间 <后的枯叶残留量’>?(%;为枯叶腐解系数%<为时间’@($

由公式’"(可以得出经时间 <后的枯叶残留量为4

=8 =79:;< ’3(
取 <8"@%则 9:;即为年残留率%年分解率 ;A为4

;A8 ": 9:; ’2(

)BC 枯落物积累平衡模型

令 DE为 E龄时林地枯落物积累量’>?6株(%FE%FE:"%G%F"分别为 E%E:"%G%"龄时林地年凋落物

量’>?6株(%则可根据 +,-./模型’3(!3#得出林地枯落物积累平衡模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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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树木在一生中树叶凋落时的干重损失率 L保持不变%则凋落叶量 MJ’>?6株(与 叶 现 存 量 NJ’>?6
株(存在以下关系4

MJ8 ’": L(NJ ’O(
另假定凋落叶量 MJ与凋落物量’包括凋落叶&枝&果等(FJ存在线性关系4

FJ8 PMJ ’式 中 Q为增大系数( ’1(
则凋落物量与叶现存量的关系可写成4

FJ8 P’": L(NJ ’R(
将’R(式代入’K(式可以得出基于树木叶现存量的林地枯落物积累平衡模型%即4

DE8 P’": L(’NE9:;H NE:"9:3;H NE:39:2;H G H N"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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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S(表明%枯落物积累量可由叶现存量推算而得%其中增大系数 P%干重损失率 L及腐解系数 T为

待定参数$

)BU 叶现存量模型

在森林生物量研究中已有成熟的叶现存量模型!2#%一般形式为4

NJ8 VWJX ’0(
式中%NJ为叶现存量’>?6株(%WJ为林木胸径’YZ(%J为树龄%V&X为系数$
又知%胸径 W与胸径生长率 [’胸径连年生长量占初始胸径的百分率(有如下关系4

WE:"8 "77WE6’[EH "77(’E为树龄( ’"7(
其中%[随树龄 E变化符合模型4

[E8 \’E: "(] ’\&]为系数( ’""(
所以模型’"7(又可写成4

WE:"8 "77WE6!\’E: "(]H "77# ’"3(
也就是说%只要知道目前的林木胸径 WE%便可根据模型 ’"3(推算出以往逐年的林木胸径 WJ%再由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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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得出逐年的林木叶现存量 $%&

’() 枯落物分解系数 *和分解率 *+的计算

将模型!"#代入模型!,#可得出基于树木胸径的林地枯落物积累平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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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2;#表明?在实测获得目前枯落物积累量 ./@林木胸径 6/和试验得出增大系数 1@凋落叶干重损

失率 4和由树木胸径预算叶现存量参数 5@7前提下?即可基于模型!2;#@!2:#采用试算法得出枯落物分解

系数 *和分解率 *+!*+023A3*#&其中 1和 4参数可在树叶凋落前后在林地通过布置试验较容易得到?而

5@7参数可在森林生物量调查中获得&

’(B 应用平衡法研究刺槐林地枯落物分解率

表 ’ 平衡法计算刺槐林地枯落物分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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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g0 3 >a[[>\(/为 林 龄 hi8!d#jX为 密 度

k8lmnop!株 q rs3:#j./ 为 枯 落 物 积 累 量 tnoo8u

dvvwswxdonyl!oqrs3:#j6/为 胸 径 knds8o8u!vs#j*为

zxmyl分解系数 zxmyl{8vdpvy8||nvn8loj*+为分解率 }do8

y|{8vdpj1为增大系数~wxon!xn8uj4为干重损失率 "8uv8lo

y|xymm!c#j5@7@#@$为参数 "duds8o8u

刺 槐 为 黄 土 高 原 南 部 残 塬 沟 壑 区 的 主 要 水 土

保持树种?在研究刺槐林地养分循环状况中?根据前

述 平 衡 原 理 对 枯 落 物 分 解 率 进 行 了 专 门 研 究%]&?结

果表明?黄土残塬沟 壑 区 刺 槐 林 地 枯 落 物 年 分 解 率

的变化范围为 >a22;,’>a\;]>?均值为 >a;\̂]&具

体计算见表 2&

( 结语

基于林地枯落物积累平衡原理求算枯落物分解

率 的 平 衡 法 是 建 立 在 林 地 生 物 量 测 算 模 型 的 基 础

上?关于林地生物量 模 型 的 建 立 本 身 是 一 项 颇 为 繁

杂的工作?但却一劳永逸&目前在我国大多数森林生

态定位站及其它地区都已建立或正在建立针对各种

树种和林分类型的 生 物 量 测 算 模 型?这 就 为 进 行 其

它相关的生态研究 奠 定 了 基 础?而 且 由 平 衡 法 计 算

所得林地枯落物分解率为该立地条件下枯落物分解

率的平均值?它反映了该立地的历史平均水平?较之尼龙网袋实测法所得具体年份的枯落物分解率更具有

代表性和实际意义?所以建议在森林生态系统研究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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