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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 o种灌木状棕榈植物8香棕p袖珍椰子p棕竹p江边刺葵;与 o种乔木状棕榈植物8假槟榔p董棕p国

王椰子p大王椰子;叶的热值和灰分含量的月变化进行了研究B结果表明<87;>种植物叶的灰分含量存在差

异且具有不同的月变化:从灰分含量的比较看3乔木类的 o种植物叶平均灰分含量分别为<假槟榔 7"q#or

s!q?orp董棕 ?q@ors7q?$r p国王椰子 ?q7!rs7q7>rp大王椰子 >q#?rs"q99r:灌木类的 o种植

物叶平均灰分含量分别为<棕竹 >q@"rs!q9!rp袖 珍 椰 子 >q#@rs7q7?rp香 棕 >q#"rs7q!$rp江 边

刺 葵 @q#$rs$q?>r3乔木类植物8除大王椰子外;叶平均灰分含量高于灌木类的植物:8!;从干重热值的

月变化来看3分 "种类型<江边刺葵与棕竹有相反的变化趋势:假槟榔p董棕p袖珍椰子的月变化趋势相同:
国王椰子p香棕p大王椰子具有各自的变化趋势:在 >种棕榈植物中3除香棕外3灌木类的植物平均干重热

值大于乔木类:灌木类中3茎单生的江边刺葵干重热值高于茎丛生的棕竹p香棕和袖珍椰子:8";假槟榔p袖

珍 椰子p大王椰子的干重热值与灰分含量具有极显著的线性相关8tu$q$7;3棕竹的干重热值与灰分含量

有 显 著 的 线 性 相 关8tu$q$9;:而 香 棕p董 棕p江 边 刺 葵p国 王 椰 子 的 干 重 热 值 与 灰 分 含 量 无 相 关8tv

$q$9;:8o;灌 木 状 种 类 平 均 去 灰 分 热 值 分 别 为<江 边 刺 葵8!!q#9s$q9?w4xl;p袖 珍 椰 子8!!q7?s$qo>

w4xl;p棕 竹8!7q?os$q@#w4xl;p香 棕8!7q"9s$q@9w4xl;:乔 木 状 种 类 分 别 为<国 王 椰 子8!7q@#s$q99

w4xl;p董棕8!7q!$s$q@!w4xl;p假 槟 榔8!7q7!s$q9!w4xl;p大 王 椰 子8!$q?>s$q99w4xl;:灌 木 类8除 香

棕外;平均去灰分热值大于乔木类:去灰分热值与干重热值的月变化趋势不同3灰分含量的不同是导致差

异的原因B
关键词<棕榈植物:灰分含量:干重热值:去灰分热值: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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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KMW IHD?7@4147-5@=87-5>:A&!MTUZWXST]]W IHD?0<>20147-4B57QFGH(#HIFG#IHED(GDÊ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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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j’IHDa/04156-04b484155:YYTKZX\TVMgij’IHD;/7‘7490-47484B71>:YKTZVX\T[Ugij’IHD?/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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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03/041567846719-74A&!Y\TZMX\T]]gij’IHD?0<>20147-4B57D#()#*F%P#$_QFG#(GDÊ _̂()#*%#(

GA!G%’G#DA(GID##*A$HD%*PA$E#FGA&FG#FD##R!"#$$%&’()#*%#(#c*#)FIHD,-41B741B84-5dLG#(#A(H&A$

*GA&’#(%&A(GID##*A$HD%*PA$E#("#D#!%II#D#&FIDHO FGH(#%&’DH((*A$HD%*PA$E#(!E#FHPAD%HE(A(G

*H&F#&F(%&FG#$#AP#(HIFG#MNA$OA#()#*%#(d

klmnopqr+)A$OA#()#*%#(QA(G*H&F#&FQ’DH((*A$HD%*PA$E#QA(GID##*A$HD%*PA$E#QOH&FG$_*GA&’#
文章编号+K\\\R\ZSSJY\\SC\URKKK[R\M 中图分类号+sZVM:sZVZd[ 文献标识码+t

能量是生态学功能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之一:植物热值是植物含能产品能量水平的一种度量:可反映植

物对太阳辐射能的利用状况:也是评价植物营养成分的标志之一u孙国夫等对水稻叶片热值的研究表明:
植物热值研究最重要意义在于热值能反映组织各种生理活动的变化和植物生长状况的差异Q各种环境因

子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可以从热值的变化上反映出来:热值可作为植物生长状况的一个有效指标vKwu
棕榈科JNA$OA#C是单子叶植物纲中少有的具有乔木性状x宽阔的大型叶和发达的维管系统的一个科:

主要分布于热带vYwu棕榈科植物种类繁多:习性多样:为我国南方城市绿化的主要树种之一u本文对 M种棕

榈植物叶的灰分含量x热值的大小及其月变化进行研究:从能量角度探讨 M种植物的生态适应性:为引种x
保护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u

y 材料和方法

ydy 样品采集

样品采自厦门园林植物园内棕榈植物区的栽培棕榈植物:采集时间为 Y\\\年 [月至 Y\\K年 U月:每

月采集 K次u据厦门气象台资料:该地年平均气温 YKTKz:最低月均温 KYTSz:年较差 KUT\z:年降雨量

K\SUOOu气候为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u土壤为砂质壤土:表层腐殖质较少u采集的 M种

棕 榈植物分两类:乔木类+假槟榔J,-./01203/041567846719-74Cx董棕J;7-<027=-41>Cx国 王 椰 子J?7@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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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王 椰 子*+,-’.,/0&!01"&(2种3灌 木 类4香 棕*5!0/1&0/1%0!"()袖 珍 椰 子*67&8&09,!0&

0%01&/’()棕竹*+7&:"’0;<0%’&()江边刺葵*=7,0/";!,0>0%0/""(2种?@种植物叶片均采自林冠外侧A按东西

南北方向混合采样?

BCD 测定方法

所有样品采集后经 @EF烘干A磨粉处理后过筛贮存备用3另取小样 GEHF烘干至恒重A求含水量?而后

用热量计法测定其热值含量A仪器采用长沙仪器厂生产的IJKLHEE型微电脑氧弹式热量计?样品热值以干

重热值*每克干物质在完全燃烧条件下所释放的总热量A简称 IMN(和去灰分热值*OPMN(来表示?测定环

境是空调控温 QEF左右3每份样品多次重复A重复间误差控制在RECQSTUVA每次实验前用苯甲酸标定?
灰分含量的测定用干灰化法A即样品在马福炉 HHEF下灰化 HW后测定其灰分含量?之后用以计算样

品的去灰分热值A计算方法为4去灰分热值X干重热值U*GY灰分含量(?去灰分热值能比较正确反映单位

有机物中所含的热量A免受灰分含量不同的干扰?因而A以两种热值求算进行比较?

D 结果与讨论

DCB @种植物叶的灰分含量及月变化

灰分是指植物体矿物元素氧化物的总和A不同植物以及不同生长发育时期其含量不同ZL[?

@种植物叶的灰分含量存在差异且月变化趋势各不相同*图 G(?从灰分含量的月变化来看A假槟榔的

图 G @种棕榈植物叶灰分含量的月变化

P\V]G ^_‘aWbcdWe‘Vfg\‘aWfegWd_‘af‘ag_haWfbfeifg_h@jebkefglfd\fg
假槟榔 5!<7,/.,:7,0/";&%0;&/9!&03董棕6&!-,.&$!0/’3大王椰子+,-’.,/0&!01"&3香棕5!0/1&0/1%0!"3国王椰子

+&#0/0&!"#$%&!"’3棕竹 +7&:"’0;<0%’&3江边刺葵 =7,0/";!,0>0%0/""3袖珍椰子467&8&09,!0&0%01&/’

灰分含量在 m月份最高A@月份最低A在 QEEE年 mnGQ月份波动较大A在 QEEG年 Gno月份波动较 缓3董棕

的灰分含量在 p月份最高A@月份最低3国王椰子在 GQ月份最高AL月份最低3大王椰子在 H月份最高AL月

份最低3香棕的灰分含量在 o月份最高AGE月份最低A一年中秋季最低3袖珍椰子在 H月份最高AGG月份最

低3江边刺葵在 p月份最高A@月份最低3棕竹在 @月份最高Ap月份最低A除 @月份外A其余月份变化平缓?
说明灰分含量的月变化趋势因种而异?

pGGGo期 林益明等4四种灌木状与四种乔木状棕榈植物热值的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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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灰 分 含 量 的 比 较 看!乔 木 类 的 "种 植 物 叶 平 均 灰 分 含 量 分 别 为#假 槟 榔 $%&’"()*&+"(,董 棕

+&-"()$&+.( ,国王椰子 +&$*()$&$/(,大王椰子 /&’+()%&00(1灌木类的 "种植物叶平均灰分含

量 分 别 为#棕 竹 /&-%()*&0*(,袖 珍 椰 子 /&’-()$&$+(,香 棕 /&’%()$&*.(,江 边 刺 葵 -&’.()

.&+/(1可以看出!乔木类植物2除大王椰子外3叶平均灰分含量高于灌木类的植物4与热带亚热带地区其

它植物叶的灰分含量相比!海南东寨港 -种红树植物叶的灰分含量在 -&$$(5+&/.(之间6"71广东鼎湖

山 季 风 常 绿 阔 叶 林 植 物 叶 的 灰 分 含 量 在 *&’(50&*(之 间!针 阔 混 交 林 植 物 叶 的 灰 分 含 量 在 $&0(5

%&/(之间!针叶林植物叶的灰分含量在 $&+(5%&/(之间6074由此可见!/种棕榈植物叶与红树植物叶

一样具有较高的灰分含量4灰分含量的高低与植物吸收的元素量有关4灰分含量高低可指示植物富集元素

的 作 用!如 红 树 植 物 白 骨 壤289:;<==:>?>@:=>3的 叶 被 广 西 沿 海 群 众 用 作 绿 肥 就 是 因 为 其 灰 分 含 量 高

2$*&*-(3!特别是 A,B含量高的缘故6’74植物各组分对土壤元素的富集量本质上与植物各组分对元素的

需求量和土壤中元素的含量及存在形态等有关!而元素的存在形态因不同因素而不同!因此灰分含量与生

长 的 土 壤 条 件 有 关!不 是 固 定 不 变 的!灰 分 含 量 的 高 低 可 反 映 不 同 植 物 对 矿 质 元 素 选 择 吸 收 与 积 累 的

特点4

C&C /种植物叶的干重热值及月变化

从 干重热值的月变化来看2图 *3!分 %种类型#2$3江边刺葵与棕竹有相反的变化趋势1江边刺葵的干

重热值在 /,$*,"月份 %个高峰!其中 $*月份的最高1而棕竹在 /,$*月份正好相反!干重热值 处 于 低 值4

2*3假槟榔,董棕,袖珍椰子的月变化趋势相同1干重热值均在 $.月份最高!而最低值的月份却不同!假槟

榔在 $*月份!董棕在 +月份!袖珍椰子在 -月份最低42%3国王椰子,香棕,大王椰子具有各自的变化趋势1
国王椰子在春,夏季节干重热值呈波动变化!秋季至冬季2*...年 +月至 *..$年 $月3干重热值逐渐升高!
在 $月份最高1香棕在 *...年 $.月份的干重热值最高!而后逐渐减低!在第 *年的 %月份降至最低1大王

椰子的干重热值在全年呈现波动变化!说明了植物叶干重热值的月变化趋势因不同种类而不同或相似4

图 * /种棕榈植物叶干重热值的月变化2DEFG3

HIGJ* KLMNOPQROSMGTUIMNOTGVLUURSPLVIRWSPXTULYNOTPTSWTULY/BSPZSTU[TRITU
假 槟 榔 8@;\]=̂]_\]<=:‘>a<‘>=b@><1董 棕 c>@d]̂>e@<=f1袖 珍 椰 子 c\>?><b]@<><a<g>=f1国 王 椰 子 h>9<=<>

@:9ea>@:f1香棕 8@<=g><=ga<@:1大王椰子 h]df̂]=<>@<g:>1江边刺葵 i\]<=:‘@]<j<a<=::1棕竹 h\>_:f<‘;<af>

同一植物在生长季节内的不同时期!其热值含量是不同的4日本学者福山正隆等研究发现!在日本的

放牧草地上!大多数的优势牧草表现出春季干重热值含量高!夏季干重热值急剧下降!而秋季又维持在一

个较高水平的特点6-74林益明和林鹏对绿竹叶的研究结果是干重热值在春季最高!冬季最低6/71ESZTUSMk

lZINO6+7和mXGTU6$.7研究都发现叶在生长季节的春季干重热值最高4他根据KLVVIULM的观点认为粗蛋白含

量 在绿叶中降低!粗纤维和无氮浸出液增加!而醚类2部分为脂肪3在生长季节保持恒定!因而叶子的干重

热值春季比秋季高4nITPGLPSUDISMkopTPWID研究认为!干重热值随季节变化与植物的物候节律及对环境因

子变化的反应有关6$$74/种棕榈植物叶的干重热值有 "种2假槟榔,董棕,袖珍椰子,香棕3在秋季的 $.月份

最 高1*个种在冬季最高2江边刺葵在 $*月份!国王椰子在 $月份31*个种在夏季最高2棕竹在 ’月份!大

王椰子在 /月份31而最高值均不出现在生长季节的春季4
在 /种棕榈植物中!除香棕外!灌木类的植物平均干重热值大于乔木类4灌木类中!茎单生的江边刺葵

干 重热值2*.&*"5*$&+%DEFG!平均为 *.&+%).&0%DEFG3高于茎丛生的棕竹2$/&."5*$&**DEFG!平均为

.*$$ 生 态 学 报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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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检 验/达 显 著 水 平012"#"3,45香 棕067#378!"#’$()*+/平 均 为 69#36%"#7&

()*+,-经 .检验/达极显著水平012"#"""3,4和袖珍椰子06&#&&8!"#9!()*+/平均为 !"#!7%"#’"()*+,

-经 .检验/达极显著水平012"#""3,4:而茎丛生的袖珍椰子5棕竹5香棕的干重热值接近/经 .检验/无显

著 差异01;"#"3,:林益明等对福建华安竹园竹类植物的研究表明/茎单轴散生的竹种干重热值高于茎丛

生的竹种/单轴散生的竹种较抗寒/丛生的竹种较喜热/具有一定的规律性-6!4<植物的小型化或灌木化比乔

木化对不良生境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如红树植物秋茄0=>?@ABC>D>?@AB,在纬度较低的地带到纬度较高地

带/形态由乔木状转变为低矮的灌丛状-6$4<
许多研究表明/干重热值的高低与植物的抗寒性有一定的关系/抗寒的种类比喜热的种类干重热值相

对 较高-E/6!4<本研究中/灌木状的种类比乔木状的种类有更 高 的 干 重 热 值/对 生 境 有 更 强 的 生 态 适 应 性<

E种 乔木状种类/国王椰子的干重热值069#6’8!"#73()*+/平均为 69#7&%"#E3()*+,高于假槟榔067#66

869#9’()*+/平均为 6&#!E%"#&$()*+,-经 .检验/达极显著水平012"#"""3,45董棕06&#""8!"#$7()*

+/平 均 为 69#6E%"#7&()*+,-经 .检 验/达 显 著 水 平012"#"3,45大 王 椰 子067#&68!"#!’()*+/平 均 为

69#63%"#7&()*+,-经 .检验/达显著水平012"#"3,4/这与它们的特性相符<国王椰子较耐阴和更强的低

温适应性/假槟榔5董棕5大王椰子均为喜热的种类/对光和热量有很大的需求<

&种 棕 榈 植 物 中/江 边 刺 葵 具 有 高 的 干 重 热 值/各 月 的 干 重 热 值 都 在 !"#"()*+以 上<FGHIJKL

MNOONIPQ-6E45RJIS(TS-634在研究亚马逊地区的热带雨林时发现有些植物叶的高热值现象<FGHIJKLMNOONIPQ
指出/亚马逊地区植物叶的高热值现象是与亚马逊地区非常贫瘠的土壤条件下/植物适应环境的结果/在

植物叶子中进行了高能化合物的积累<由于土壤贫瘠/养份的有效性较低限制了植物的生长/导致光合作

用进入另一渠道生产高能的化合物如蜡5树脂和脂肪/这些化合物保护叶子免受食草动物的啃食/避免了

植物体的能量损失<这种植物对环境的特殊适应也反映植物主动适应环境的能力/是植物自身的高能量对

物质的一种补偿作用<
与热带亚热带地区不同植被类型叶片的平均干重热值相比0表 6,/南亚热带福建厦门 &种棕榈植物叶

片的平均干重热值 69#’$()*+/低于广东鼎湖山针阔混交林 !6#$E()*+/广东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 !"#’$

()*+/福建南靖和溪南亚热带雨林 !"#97()*+/高于福建华安竹类植物叶 67#’7()*+/而与海南东寨港红树

林 69#36()*+相近<
表 U 不同植被类型叶片的平均干重热值

VWXYZU [\Z]ŴẐ ]_‘‘aWY_]ba\WYcZ‘bdYZW\Z‘_e\W]b_c‘\ẐZfWfb_dfghZ‘

植被类型

iT+TjIjNGSjklT
取样地区

mIPlONS+QNjT
种数

noPpGqQlTrNTQ

叶片平均干重热值

stTJI+T+JGQQrIOGJNrtIOoTQ
NSOTItTQ0()*+,

资料来源

uNjTKqJGP

热带湿润森林

vJGlNrIOPGNQjqGJTQj
巴拿马

wISIPI
E 63p’6 -74

热带草原

vJGlNrIO+JIQQOISK
美国明尼苏达州

xNSSTQGjI/yms
复合

uGPlGoSK
!"p!& -74

红树林

xIS+JGtTQ
中国海南东寨港

zGS+{|INFIJ}GJ/FINSIS
7 69p36 -E4

季风常绿阔叶林

xGSQGGSTtTJ+JTTS
}JGIKOTItTKqGJTQj

中国广东鼎湖山

zNS+|oQ|IS/~oIS+KGS+
& !"p’$ -34

针阔混交林

uGSNqTJGoQ}JGIKOTItTK
PN!TKqGJTQj

中国广东鼎湖山

zNS+|oQ|IS/~oIS+KGS+
& !6p$E -34

南亚热带雨林

mGoj|Qo}jJGlNrIOJINSqGJTQj
中国福建南靖和溪

FT!N/nIS"NS+uGoSjk/Ro"NIS
3 !"p97 #

竹类植物

$IP}GG
中国福建华安

FoIISuGoSjk/Ro"NIS
E’ 67p’7 -6!4

棕榈植物

wIOPITQlTrNTQ
中国福建厦门

%NIPTS/Ro"NIS
& 69p’$

本文

v|NQlIl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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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植物叶的干重热值与灰分含量的相关

植 物组分或器官干重热值的差异主要是受自身组成%所含的营养物质&’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其次)还

受光照强度’日照长短及土壤类型和植物年龄影响*+,)+-.+$/0此外)灰分含量的高低对植物的干重热值也有

一定的影响0
假槟榔’袖珍椰子’大王椰子在 1,,,年 2月至 1,,+年 -月一年中干重热值与灰分含量具有极显著的

线性相关)棕竹的干重热值与灰分含量有显著的线性相关(而香棕’董棕’江边刺葵’国王椰子的干重热值

与灰分含量无相关%表 1&0把 $个种综合一起进行干重热值与灰分含量的相关分析)得到 345,"12678

11"+91%:4,"2++;;)<49-&)干重热值与灰分含量具有极显著的线性相关%图 =&0林益明等%1,,+&对福建

华安竹园竹类植物叶的研究也有相似的结果*+1/0
表 ! >种棕榈植物叶的干重热值与灰分含量的关系

?@ABC! DCB@EFGHIJFKACELCCHMNGIIO@BGNFOP@BQCI@HR@IJOGHECHEIGS>T@BU@CIKCOFCI

种类 VWXYZX[
方程

\X]̂X[[X_‘abZcd

相关系数

\XeabZcd
YcXffZYZXdb%:&

样本数

VagWeXd‘ghX̂
%<&

假槟榔 i:jkl<mlnklo<p7qro7q<s:qo 345,t16,-781+tu1 ,t$u,;; +1
香棕 i:o<vqo<vro:p 345,t=1297811t=66 ,tu,$ +1
董棕 wq:3lmqx:o<y 345,t1162781+t=12 ,tu6- +1
袖珍椰子 wkqzqosl:oqorovq<y 345,t=$-781=t-+- ,t2-2;; +1
江边刺葵 {klo<p7:lo|oro<pp 345,t,2,6781+t6- ,t+=+ +1
棕竹 }kqnpyo7joryq 345,t1,=9781+t$,6 ,tu96; +1
国王椰子 }q~o<oq:p~xrq:py 345,t,1=$78+9t991 ,t,- +1
大王椰子 }l3yml<oq:ovpq 345,t+2,2781,t-=2 ,t22=;; +1

; 3为干重热值 ]̂c[[YaeĉZY!ae‘X%"#$]&)7为灰分含量 a[%YcdbXdb%&&(:,t,u%+,&4,tu2-):,t,+%+,&4,t2,$

图 = $种棕榈植物叶干重热值与灰分含量的相关

’Z]t= \XeabZcd[%ZWhXb(XXd]̂c[[YaeĉZY!ae‘X[ad)

a[%YcdbXdb[cf$*aegaX[WXYZX[

!t+ $种植物叶的去灰分热值及月变化

从去灰分热值的月变化来看)$种植物叶的月变化

趋势各不相同%图 6&0杨福囤和何海菊探讨了植物去灰

分热值随着植物生长发育节律而变化的规律0他们将

我 国 高 寒 草 甸 地 区 常 见 的 6种 优 势 植 物,珍 珠 蓼’垂

穗披碱草’矮嵩草’金露梅在不同时期的去灰分热值变

化曲 线 归 纳 成-./型%珍 珠 蓼 和 金 露 梅&’-0/型%垂 穗

披碱草&和无明显变化%矮嵩草&=种类型*+9/0$种棕榈

植 物 的 去 灰 分 热 值 的 变 化 曲 线 有 较 大 差 异)与 杨 福 囤

和何海菊对高寒草甸地区常见的 6种优势植物的研究

结果有很大不同0
从去灰分热值的月变化看)假槟榔’袖珍椰子在 +,月份最高(棕竹在 -月份)香棕’大王椰子在 $月份)

江边刺葵在 +1月份)国王椰子在 +月份)董棕在 1月份(同样)去灰分热值的最高值也不出现在生长季节的

春季0结合干重热值月变化趋势看)去灰分热值与干重热值的月变化趋势不同)灰分含量的不同是导致差

异的原因0
从 灌 木 状 种 类 去 灰 分 热 值 比 较 来 看)江 边 刺 葵 的 去 灰 分 热 值%1+"-,.16"+,"#$])平 均 为 11"-u1

,"u9"#$]&高 于 袖 珍 椰 子%1+",+.11"9+"#$])平 均 为 11"+91,"6$"#$]&)经 m检 验)达 显 著 水 平%{2

,",u&(袖珍椰子与棕竹的去灰分热值%1,"22.1="16"#$])平均为 1+"961,"2-"#$]&接近)经 m检验)无显

著 差 异%{3,"1,&(袖 珍 椰 子 与 棕 竹 的 去 灰 分 热 值 高 于 香 棕%+9"6,.11"1,"#$])平 均 为 1+"=u1,"2u"#$

]&)经 m检验)分别达极显著水平%{2,",,u&与显著水平%{2,",u&(从乔木状种类的去灰分热值比较看)
国 王 椰 子%1+",-.11"91"#$])平 均 为 1+"2-1,"uu"#$]&高 于 董 棕%1,"1$.11"=6"#$])平 均 为 1+"1,1

,"21"#$]&)经m检验)达显著水平%{2,",u&(而董棕’假槟榔%1,"=u.1+"9,"#$])平均为1+"+11,"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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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种棕榈植物叶的去灰分热值月变化#$%&’(

)*’+! ,-./012304.’56*./054607855341-8*3941:56-7/05154956-7";41<456=53*56
假槟榔 >?@ABCDBEABFCGHIJFHICK?IFL董棕MI?NBDIO?FCPL大王椰子QBNPDBCFI?FRGIL香棕>?FCRIFCRJF?GL国王椰子

QISFCFI?GSOJI?GPL棕竹 QAIEGPFH@FJPIL江边刺葵 TABFCGH?BFUFJFCGGL袖珍椰子 MAIVIFKB?FIFJFRICP
大 王椰子#WXY"Z[\WYX!$%&’]平均为 \ZYX"̂ ZY__$%&’(的去灰分热值接近]经 D检验]无显著差异#T‘

ZYWZ(a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灌木状种类#除香棕外(比乔木状种类有更高的去灰分热值]这与干重热值的结果

一致L乔木状种类中]仍以国王椰子的去灰分热值最高a
与邻近地区不同植被类型叶片的平均去灰分热值相比]"种 棕 榈 植 物 叶 的 平 均 去 灰 分 热 值 为 \WYb_

$%&’]低于南亚热带广东鼎湖山针阔混交林乔木层的 \\Y!c$%&’#"种植物叶平均(]高于福建华安竹类植物

叶 的 \ZY"_$%&’#!b种平均(]而与广东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乔木层的 \WYbc$%&’#"种植物叶平均(相

近a

d 结论

#W("种棕榈植物叶的灰分含量存在差异且月变化趋势各不相同]乔木类植物#除大王椰子外(叶平均

灰 分含量高于灌木类的植物L#\(在 "种棕榈植物中]除香棕外]灌木类植物的平均干重热值大于乔木类L
灌木类中]茎单生的江边刺葵干重热值高于茎丛生的棕竹e香棕和袖珍椰子L植物叶干重热值的月变化趋

势因不同种类而不同或相似L#c(假槟榔e袖珍椰子e大王椰子的干重热值与灰分含量具有极显著的线性相

关#TfZYZW(]棕竹的干重热值与灰分含量有显著的线性相关#TfZYZ_(L而香棕e董棕e江边刺葵e国王椰

子的干重热值与灰分含量无相关#T‘ZYZ_(L#!(灌木类#除香棕外(平均去灰分热值大于乔木类L去灰分热

值与干重热值的月变化趋势不同]灰分含量的不同是导致差异的原因a

ghihjhklhmn

oWp q:.r)]s05.’s,]t4.’su+v2.4<*36-7341-8*7*3941:56-78*35+MAGCFPFwBO?CIJBxy@BJBRN]WXXc]z{#W(n

W[!+

o\p ,4t |]5}+~GRAF?EJICDPICKKGSF?PGDGFP+!5*"*.’n#*’058$}:34/*-.;8566]WX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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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13456789:14;4118<7412=2>8=61?@A>B7@8=3>82/C%*DE&FC%*DE&G&%HEIJ%KL

MIEJJ)NOOP/

!Q# $%&M)$%&R S/TKUVLW&KXEY*ZWI%YH*ZUE*&V*JXYW&KE&KW[JWDED*&+IWHEJ\EY%EJ%&]X%&*/ 5̂=3

_6A=7157‘7;>531=a17b7=38>53c>8>53)PddP)efgNhFPPQiPNO/

!j# kE&S)ME&+T$)$%USC)1=3‘/lXEY*ZWI%YH*ZUEW[D*%&\Z*&KJ\EY%EJ*Km%&+XUJX*&)RU*&+VW&+)]X%&*/

5̂=3_6A=7157‘7;>53c>8>53)Pddd)nogNhFPQpiPjQ/

!q# $%&M/B38;47:1:1;1=3=>78/rE%s%&+F]X%&*tYE*&MIEJJ)PdpQ/"piQp/

!u# ,U’R/v8=47w@5=>78=71814;A157‘7;A/]X*&+YXU&F.%Z%&TY%E&YE*&VlEYX&WZW+LMIEJJ)PddO/

!p# $%&’()$%&M/x&EI+LW[y18w4753‘3z7{2>27‘w63z>[WIEJK%&SU*|*&]WU&KL/}7@483‘7~!>3z18"8>:142>=A

g#3=@41c5>1851h)Pddp)o$gqhFdOpidPQ/

!d# .*DEJl m - *&VTD%KXm -/TE*JW&*ZYX*&+EJ%&KXEY*ZWI%YH*ZUEJW[KXEZE*HEJ*&VK%%+JW[_7{@‘@2

=41z@‘7>w12/&38/}/’7=/)Pdup)f(FPpOQiPpOj/

!PO# SU+XEJ( )/TE*JW&*ZY*ZWI%[%YH*ZUEJ[IWD*VEY%VUWUJ%WWVZ*&V%&x&+Z*&V/957‘7;A)PduP)fnFdN"idNq/

!PP# -%EZ+WZ*J*%+x*&V)sEZH%*T/x&EI+LYW&KE&K*&VUJEW[JWZ*II*V%*K%W&W[+E&&WJE*&V%*&lU&VI*\Z*&KJ/,&F

-%EZ+WZ*J*%+xEV/<18872138w>38-@8w439572A2=1z)_34=vF_‘38=238wB>54774;38>2z2/rEIZ%&FT\I%&+EI.

/EIZ*+)Pduj/NOPiNOu/

!PN# $%&’()$%,r)]XE&’’)1=3‘/]*ZWI%YH*ZUEJ%&ZE*HEJW[JWDE0*D0WWJ\EY%EJ%&KXEr*D0WWR*IVE&W[SU*1

*&YWU&KL/&6>8121’@‘‘1=>87~’7=38A)NOOP)e2g"hF"jqi"qN/

!P"# $%&M)+U3/98:>478z18=3‘957‘7;A38w95787z>5"=>‘>43=>787~B38;47:1>8&6>83/rE%s%&+FS%+XEIxVUY*K%W&

MIEJJ)Pddj/N"iNu/

!PQ# SW%*IVJ.-%ZZ%*DJ]/5UKI%E&K6U*Z%KL*&VY*ZWI%YH*ZUEW[7D*8W&%*&[WIEJKZ%KKEI/ ẑ3478>2383)PduQ)eFq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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