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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鼎湖山森林主要植物凋落物分解及其对模拟 .沉降的响应D凋落物分解速率随林分C树种和分解阶段不同而异D
分解试验 <个月后3季风常绿阔叶林C混交林和马尾松林分解物残存量占起始量的比例平均分别为 $28$3$2=$和 $2=#3且它们

的差异均达显著水平7qr$2$8:>9个月后3这 <种林分的分解物残存量占起始量的比例平均分别为 $2"?C$2#<和 $2#$D试验 <
个 月 后3所 有 试 验 树 种 中 凋 落 物 分 解 最 快 的 树 种 是 季 风 常 绿 阔 叶 林 的 锥 栗7stuvtwxquyuz{yw|wuyu3残 存 量 占 起 始 量 的 比 例 为

$M<":最慢为马尾松林中的马尾松7}yw~u!tuuxwytwt3残存量占起始量的比例为 $M=#:>经 9个月后3最快的树种是季风常绿阔

叶 林 的 华 润 楠7"tz{y#~uz{yw|wuyu3残 存 量 占 起 始 量 的 比 例 为 $M!8:3最 慢 为 混 交 林 中 的 马 尾 松7残 存 量 占 起 始 量 的 比 例 为

$M#8:D.沉降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也随林分C树种和分解阶段不同而异D在马尾松林中3.沉降仅在试验开始 <个月对马尾松

针叶凋落物分解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7qr$M$8:D在混交林中3经 9个月试验后3低 .处理对马尾松针叶凋落物分解仍无明显

作用3中 .处理则明显促进其分解7qr$M$8:3但在两次取样中 .沉降处理对荷木7$z{y!tu~q|%&t:凋落物的分解均无显著影

响D.沉降增加对季风常绿阔叶林植物凋落物分解的影响呈现负作用大于正作用D总的来说3.沉降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随着

森林演替进展其影响从正作用向负作用效应转移D分析结果表明3土壤 .素可得性可能是决定 .沉降对鼎湖山森林植物凋落

物分解影响效果7促进C无影响或抑制:的关键因素D
关键词;.沉降>凋落物分解>响应>森林>南亚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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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数十年来F由于人类活动诸如矿物燃料燃烧"含氮化肥的生产和使用及畜牧业等向大气中排放的含氮化合物激增的原

因F大气氮沉降成比例增加#S$O%&据估计F全球每年沉降到各类生物群系的活性氮达 VOvVr!=38*#V%F沉降到海洋表面的活性氮

达 Mr!=38*#M%&目前F氮沉降的增加已造成了河口"海口和江湖等水域氮富集和陆地生态系统氮超负荷F并引起和将引起一系

列严重的生态问题&如F土壤酸化进程加快F影响树木生长以及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生物多样性F甚至严重威胁生态系统的结构与

功能以及使森林衰退&因此F氮素沉降增加引起了科学家和公众的广泛关注#S$OFQ%&国外一些生态学家正在或已开展了一些关于

氮沉降对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影响的研究#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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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国也存在高氮沉降问题"据报道!广东鼎湖山保护区的降水氮沉降量也有 #$%$&和 #’%()*+,-./012345(!5$6"
一般认为!当无机 +氮沉降在一定范围内!大部分被保留在生态系统中!0$)*+,-./0123是一个临界点!超过该值时!造成过

饱和"也有实验证明 +沉降在 5780$)*+,-./0123的范围内!被研究的森林生态系统的 +输出将作出强烈的反应4556"以上

谈及的我国森林氮沉降量是临界点的两倍多!如此之高的氮沉降势必会影响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况且!随着我国社

会经济9工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氮沉降量可能还会继续升高406"同时!由于气候和水分供应的极大差异会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均

衡!氮沉降的分布状况9增加的速度及其影响存在巨大的区域性差异406"总体而言!我国已成为全球三大氮沉降集中区之一-分

别为欧洲9美国和中国3!氮沉降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4$!5:6"
在氮沉降全球化的环境背景下!研究和预测我国尤其东部地区氮沉降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其反馈!对于制定合理的经

济发展战略9引导有效的经济活动和制订我国森林资源和环境管理计划以及提高我国在全球变化研究中的地位均具有重要的

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为此!0770年 57月在广东鼎湖山生物圈保护区选择南亚热带代表性的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了永久性的试

验样地!通过人工模拟方法系统地研究氮沉降对南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影响及其机理"本文为其中一部分初步报道

鼎湖山森林主要植物凋落物分解及其对 +沉降响应"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植物体的营养主要通过凋落物形式回归到土壤!然

后!在微生物分解的作用下再成为植物可吸收的营养!这是森林生态系统营养循环的重要环节"凋落物分解的快慢程度决定

着土壤养分供应力和生态系统养分循环的规模"因此!研究氮沉降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及其反馈对于了解氮沉降对森林生态系

统结构和功能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 材料与方法

;%; 样地概况

本研究在广东鼎湖山生物圈保护区分布的 #种主要森林类型进行"这 #种林型为马尾松-<=>?@AB@@C>=B>B3林9马尾松针

叶阔叶混交林-简称混交林3和季风常绿阔叶林-简称阔叶林3"保护区位于广东省中部!东经 550D##E!北纬 0#D57E!属亚热带季

风 性气候型"年平均降雨量为 5F0&//!其中 &$G分布在 #8’月份!而 508翌年 0月份仅占 :G"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7G"
年平均温度为 05%(H!最冷月-5月份3和最热月-&月份3的平均温度分别为 50%:H和 0’%7H45&6"

保护区面积约 5577./0!其中分布在海拔 0$78#77/的季风常绿阔叶林约占 07G!分布在海拔 077/左右的混交林约占

$7G!在 $78077/的马尾松林约占 07G45’!5F6"季风常绿阔叶林分布在保护区的核心区!保存较完好!已有 (77多年的保护历

史!是南亚热带代表性的森林类型45’!5F6"混交林为人工种植的马尾松因一些阔叶树种入侵而自然形成的过渡类型的针叶9阔叶

混交林!林龄约为 &72"马尾松林为人工种植于 5F#7年左右!种植后常受人为活动干扰-主要为收割凋落物和林下层3!林龄与

混交林的基本一致45’!5F6"
季 风常绿阔叶林为锥栗-IB@JB>CK@=@LM=>N>@=@39荷木-OLM=AB@?KNPQB39厚壳桂-IPRKJCLBPRBLM=>N>@=@3群落"林冠重叠9稠

密!种类丰富!结构复杂!垂直结构可分为 :层!即乔木 #个亚层!幼树灌木层9草本苗木层!层间植物层"层间植物主要是木质藤

本植物和少量的附生植物"乔木层主要由锥栗9荷木9厚壳桂9黄果厚壳桂-IPRKJCLBPRBLC>L=>>B39华润楠-SBLM=T?@LM=>N>@=@3和

红 车 -ORURV=?A PNMWNP=B>?A3等 树 种 组 成!其 它 层 树 种 主 要 有X杖 枝 省 藤 -IBTBA?@PMBQWCLTBW?@39罗 伞 树 -YPW=@=B

Z?=>Z?NVC>B3和沙皮蕨-[NA=VPBAABWNL?PPN>@3等45’!5F6"
混 交 林 群 落 结 构 较 简 单!仅 可 分 成 (层"乔 木 分 0个 亚 层!主 要 树 种 有 马 尾 松9荷 木9锥 栗9黄 果 厚 壳 桂9红 皮 紫 陵

-IPB=Q=CWN>WPC>\]B>VJ?>VN>@N39山钓樟-̂ =>WNPBANJLBT_=B>B3和天料木-[CABT=?ALCLM=>LM=>N>@N3等"灌木 5层!以阳性灌木

桃 金 娘-‘MCWCARPJ?@JCAN>JC@B3占 优 势"草 本 及 苗 木 5层!以 芒 萁-a=LPB>CKJNP=@T=>NBP=@b2c%W=LMCJCAB3和 黑 莎 草-dBM>=B

JP=@J=@3为主!极少发现有马尾松幼苗45’!5F6"
马 尾松林主要以马尾松树种为主!整个林地仅有 #棵桉树 -e?LBTRKJ?@PCQ?@JB3!林龄约为 &72"因长期受人为干扰-收割凋

落物和林下层!每年 08#次3!该马尾松林退化较严重!林分结构简单!乔木仅 5层且林冠稀疏!但林下层植物-乔木层林冠以下

除 马 尾 松 和 桉 树 外 的 灌 木9草 本 以 及 蕨 类 植 物3较 稠 密"林 下 层 树 种 主 要 以 桃 金 娘 -‘MCWCARPJ?@JCAN>JC@B39芒 萁

-a=LPB>CKJNP=@T=>NBP=@39毛稔 -SNTB@JCAB@B>V?=>N?A39岗松 -fBNL\NB_P?JN@LN>@3等为主45’!5F6"
季风常绿阔叶林样地的母岩为沙页岩"土壤为赤红壤!土层较深-:78F7g/3"混交林样地的母岩为沙岩45’!5F6"土壤为砖红

壤性红壤!土层厚薄不均!一般在 #78:7g/之间"马尾松林样地的母岩也为沙岩"土壤也为砖红壤性红壤!土层较浅!一般不超

过 #7g/"各样地的土壤理化性质见表 545’!5F6"

;%h 实验设计

0770年 57月 0$日!建立试验样地"在季风常绿阔叶林样地建立 50个 57/i07/样方j混交林与马尾松林各建立 F个 57/

i07/样方"样方之间留有足够宽的地带-约 57/宽3!以防止相互之间造成干扰"各样方内又分为 ’个 $/i$/的小样方"为

了增加研究结果的可比性!根据本地区的氮沉降情况!氮处理的强度和频度参考国际上同类研究的处理方法4576!即实验分 (个

$5(5&期 莫江明 等X鼎湖山主要森林植物凋落物分解及其对 +沉降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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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理组!分别为 "#对照$%&低氮处理#’()*#+,-.$$%/ 中氮处理#01()*#+,-.$$%2高氮处理#0’()*#+,-.$$!每个处

理组分成 3个重复#即同一林分同一处理由随机选择的 3个样方组成$!但高氮处理仅在季风常绿阔叶林内进行4从 ,113年 5
月开始!每月月底喷施 )26)734其中季风常绿阔叶林设置 6个处理即 "%&%/%2!混交林和马尾松林则分别设置 3个处理即

"%&%/4除了施氮处理外!其它处理措施均保持一致4

89: 样品采集和处理

根据样地调查结果!在季风常绿阔叶林选定锥栗%红车%华润楠%厚壳桂 6个优势树种!在混交林选定了马尾松%荷木两个优

势树种和在马尾松林选定马尾松进行凋落物分解实验!每种树种 ’个重复4每袋装入约 01(风干的叶片4在试验开始时!准备

,;;1个孔径为 1<’++#底面$和 ,<1++#上面$的尼龙网袋4网袋大小约为 ,’=+>,’=+4分别用于季风常绿阔叶林 0;11个!其

中 3?1个用于混合凋落物#选定树种的凋落物均匀混合$分解实验@混交林 ;01个!其中 ,51个用于混合凋落物分解实验@马尾

松 林 ,51个4在 ,113年 ’月!把尼龙网袋均匀地安置在每个样方的 ’号或 ?号小样方中4试验开始后!在第 3%?%A%0,%0?%,6月

分批取出凋落物袋!每次在每个样方内按每个种取 ’个网袋!用手小心的去掉泥土4到目前为止!共采集样品两次4
所有材料在收集后!一部分用于测定土壤动物的响应!另一部分用于测定失重率%养分释放及微生物的响应4除了土壤动物

和微生物样品!其余样品立即在 61B下恒温箱烘至恒重4未能及时处理的样品则放入 6B冰箱内保存4用于测失重率及养分释

放的样品分开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在 01’B烘至恒重!用来计算重量换算率#61B*01’B$@另一部分磨碎%过 1<0’++孔径的网

筛和装瓶!以供化学分析4所有结果以 01’B恒重为基准4

8<C 统计分析

利用 DEDD0,<1软件进行 F)7GF统计分析!然后以 &DH多重检验法检验凋落物分解速率在不同林分间和处理间的差异

显著性4

I 结果与分析

I<8 凋落物分解特征

因为对照样地无进行任何 )沉降处理!而是完全模拟自然状态!所以其凋落物的分解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研究森

林凋落物的分解特征4从图 0可见!凋落物分解速率随林分%树种和分解阶段不同而异4
不同林分比较!在分解 3个月后!凋落物分解速率均以季风常绿阔叶林的最快#残存量占起始量的比例为 1<36J1<?;!平

均 1<’1$!其 次 为 混 交 林#残 存 量 占 起 始 量 的 比 例 为 1<5AJ1<;0!平 均 1<;1$!最 慢 为 马 尾 松 纯 林#残 存 量 占 起 始 量 的 比 例 为

1<;5$!且它们的差异均达显著水平#KL1<1’$@即使同为马尾松针叶凋落物!在混交林的分解速率#残存量占起始量的比例为

1<;0!图 0$也显著较马尾松纯林的快#残存量占起始量的比例为 1<;5!KL1<1’!图 0$@在分解 ?个月后!凋落物的分解速率也是

以 季 风 常 绿 阔 叶 林 的 最 快#残 存 量 占 起 始 量 的 比 例 为 1<,’J1<?1!平 均 1<60$!但 混 交 林#残 存 量 占 起 始 量 的 比 例 为 1<5,J

1<5’!平均 1<53$与马尾松纯林#残存量占起始量的比例为 1<51$之间差异不明显4
季风常绿阔叶林各树种凋落物分解速率经 3个月后的快慢顺序为M锥栗N红车N华润楠N混合样N厚壳桂#图 0$@经 ?个

月后的快慢顺序为M华润楠N混合样N锥栗N红车N厚壳桂#图 0$4在混交林!在第 0次取样中混合样和荷木叶片凋落物的分

解速率相类似!且均比马尾松针叶凋落物的分解速率快@第 ,次取样中以荷木叶片凋落物的分解速率最快!其次是混合样!最慢

也是马尾松针叶凋落物4所有试验树种比较!经 3个月后凋落物分解速率最快的树种是季风常绿阔叶林的锥栗!其凋落物残存

量 占起始量的比例为 1<36!较同为季风常绿阔叶林的厚壳桂凋落物的分解速率#残存量占起始量的比例为 1<?;$快 0倍!以及

较马尾松林中马尾松针叶分解速率#残存量占起始量的比例为 1<;5$快 6倍#图 0$@经 ?个月后!最快的树种为季风常绿阔叶林

的华润楠!其凋落物残存量占起始量的比例为 1<,’!较同为季风常绿阔叶林的厚壳桂凋落物的分解速率#残存量占起始量的比

例为 1<?1$快约 1<;;倍!以及较混交林中的马尾松针叶分解速率#残存量占起始量的比例为 1<5’$快 ,倍#图 0$4可见!分解速

率在树种间的差异第 0次取样大于第 ,次4
不同采样时间比较!第 ,次采样的分解速率基本上与第 0次采样的分解速率变化相类似!但也有例外4例如!在第 0次采样

中同为马尾松针叶!其分解速率在马尾松纯林的较混交林的慢!但在第 ,次采样时的分解速率却相反!表现为马尾松纯林较混

交林快#图 0$@同在季风常绿阔叶林!第 0次采样时红车的分解速率较华润楠的快!但在第 ,次采样时则相反#图 0$4以上现象

反映了凋落物分解速率随时间变化的波动性特征4

I<I )沉降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

在马尾松纯林!)沉降处理 3个月后!马尾松针叶凋落物的分解速率较对照的分解速率明显提高#对照%低 )和中 )沉降

处理样地凋落物残存量占起始量的比例分别为 1<;5%1<;0和 1<;1!KL1<1’!图 0$!且随着施)强度加大分解速率也依次加快4
然而!经 ?个月施 )后!处理样地针叶凋落物的分解速率较对照样地的反而低!但差异不明显#图 0$4以上现象表明!在马尾松

林中!)沉降对马尾松针叶凋落物分解仅初期存在正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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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鼎湖山马尾松"#$%&混交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凋落物分解过程中失重率的变化

$*+,! -./0+12345/226322*071835932*0+6*::1;*0:.19*01"#$%<5*=17"’$%/075/:>;1"’()$%43;12:234?*0+.>2./0

- 对照 -30:;36@A 低 BA3CB@’ 中 B’371;/:1B@D 高 BD*+.B

在混交林<B沉降处理 E个月后<低 B和中 B处理样地的马尾松针叶凋落物的分解速率与对照样地的分解速率几乎相当

"图 !%<经 F个月后<低 B处理样地与对照样地的分解速率仍无明显的差异<但中 B处理样地的马尾松针叶凋落物的分解速率

则明显高于对照样地"对照和中 B沉降处理样地凋落物残存量占起始量的比例分别为 GHIJ和 GHFK<LMGHGJ<图 !%<说明了 B
沉降处理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才对混交林中的马尾松针叶凋落物分解产生积极影响NB沉降处理 E个月后<混合样品对 B沉降

的反响与同时期马尾松针叶凋落物的相类似<在 F个月后<也是仅中 B处理明显提高了其分解速率"对照&低 B和中 B沉降处

理样地凋落物残存量占起始量的比例分别为 GHIE&GHIE和 GHFK<LMGHGJ<图 !%N然而<在两次取样中<B沉降处理对荷木叶片

凋落物的分解速率均无显著的影响"图 !%N
在季风常绿阔叶林<B沉降对红车叶片凋落物除了在 F个月后中 B处理有利于分解外<其余 B处理"尤其是低 B处理%在

两次取样中均表现明显的抑制作用"LMGHGJ<图 !%NB沉降同样对华润楠叶片凋落物的分解在两次取样中均产生明显抑制作

用"LMGHGJ<图 !%<且在试验 F个月后<其抑制作用随施 B强度加大而增强N与对以上红车和华润楠叶片凋落物的分解速率的

影响相类似<B沉降在两次取样中均抑制混合样品的分解"LMGHGJ%N对于厚壳桂叶片凋落物<除了低 B和中 B沉降处理在分

解第 O次取样时表现明显有利于分解"LMGHGJ%外其余也均表现不利于分解"图 !%N与对厚壳桂凋落物分解的影响略有不同<B
沉降对锥栗凋落物分解的影响正作用较负作用强<在B处理 E个月后<低B处理表现抑制其分解<中B沉降处理表现有利于分

解的趋向<高 B沉降则表现明显促进凋落物的分解"LMGHGJ%@在 F个月后<低 B处理也明显提高凋落物分解速率"LMGHGJ%<
中 B沉降较低B沉降更有利于分解<然而<高B沉降则相反<表现为抑制凋落物分解"图 !%N可见<B沉降增加对季风常绿阔叶

林凋落物分解的影响随树种不同而异<但总的来说负作用较正作用大N
由上可见<B沉降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随林分&树种和分解阶段不同而异<总的来说<B沉降对本研究森林植物凋落物分解

的影响随着森林演替进展其影响从正作用向负作用效应转向N

P 讨论

PHQ 鼎湖山森林凋落物分解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一般认为<凋落物的分解速率主要决定于凋落物所处土壤的水热状况&凋落物质量和分解阶段ROG<O!SN由于凋落物分解是一

个微生物参与的过程<有利于提高微生物生长和活动的条件将会促进凋落物分解速率ROOS<因此不难理解<土壤的水热条件通

过影响微生物活动来控制凋落物的分解速率ROETOJSN近期<U/0+等在大尺度的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了气候条件对凋落物分解的

影响很大<降水量增多<年均温增高<凋落物分解速率相应加快ROESN鼎湖山森林土壤微生物的生物量的大小顺序"阔叶林V针叶

林V混交林%ROFS基本上可以解释本研究的结果"凋落物分解速率以季风常绿阔叶林的最快<其次为混交林<最慢为马尾松纯林

I!W!I期 莫江明 等X鼎湖山主要森林植物凋落物分解及其对 B沉降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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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第 "次取样中#混交林与马尾松林凋落物的分解速率差异不显著$%

&’()认为#凋落物的分解至少经历两个过程的变化#即营养控制阶段和纤维素控制阶段*"+,%第 +阶段#凋落物分解速率较

快#而第 "阶段则较慢%第 +阶段持续的时间根据凋落物的质量而变化%例如#在他们的研究中#初始氮含量为 +-+./以下的

松 针凋落物#第 +阶段持续的时间少于 "0#而初始氮含量为 +-""/的凋落物则长达 .0%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新鲜地被物的分解较

旧的地被物的分解快#在 分 解 初 期 真 菌 生 物 量 与 凋 落 物 失 重 率 具 有 显 著 的 直 线 关 系#其 后#真 菌 生 物 量 则 下 降 直 至 稳 定 的 水

平*"1,%凋落物分解速率这种由快到慢的变化模型与作者近期的研究结果一致*"2,%可能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本研究第 +和第 "次

取样的凋落物分解速率表现不同变化格局%
凋落物分解速率还往往取决于凋落物的碳氮比或氮含量%一般认为#分解物碳氮比高其分解速率低%304)等在其研究中观

察到#初始 5浓度与凋落物分解过程中的失重率显著相关*"6,%在本研究中#凋落物分解速率最快的树种是季风常绿阔叶林的锥

栗#较该林分厚壳桂树种的快 +倍#为马尾松纯林中的马尾松针叶凋落物的 7倍%然而过去的研究结果显示#锥栗叶片和马尾松

针叶氮含量均为 +-68/#厚壳桂叶片则为 "-"/*"8#69,%显然#用凋落物氮素含量没法解释鼎湖山森林凋落物分解速率的特征%
可见#鼎湖山凋落物分解速率受诸多因素影响#其变化特征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氮沉降对鼎湖山森林凋落物分解的影响及其机理

一般认为#5沉降增加将会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凋落物分解的速率%然而#至目前为止无论是野外还是室内试验#都没有一

致表现出外加氮会增加叶片凋落物分解的速度%据统计#约有一半的研究表明#氮处理并没有在统计学上明显改变凋落物分解

速 度#当 然 有 些 研 究 发 现 增 加 了 凋 落 物 分 解 失 重 率 或 <="呼 吸 速 度#也 有 些 研 究 发 现 外 加 氮 反 而 使 分 解 速 度 减 慢*6+,%

>?@’(A04认为#氮沉降是否增加森林凋落物分解的速度往往取决于试验所用的树种B试验方法!微生境培养法或野外凋落物

袋分解法$B氮处理类型B试验进行的时间长度等因素*6+,%从本研究结果看#5沉降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随林分B树种和分解阶

段不同而异#总的来说#5沉降对鼎湖山森林植物凋落物分解的影响随着森林演替进展其影响从正作用向负作用效应转移%
鼎湖山森林凋落物分解的速度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凋落物所处的土壤的水热状况B凋落物质量

!如种类B碳氮比或氮含量$和分解阶段等多种因素%也许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其中一个因素占主导地位%然而#另外一种因素往

往常被人们忽视#这种因素就是试验样地土壤 5素的可得性%本研究结果显示#在马尾松林中氮沉降增加有利于针叶凋落物初

始阶段的分解!图 +$#其原因可能与林地土壤氮素可得性有关#因为马尾松针叶凋落物的氮含量较低!+-68/$*"8,%作者曾对鼎

湖山马尾松林凋落物分解进行过研究#结果发现鼎湖山马尾松林针叶B林下层凋落物以及混合凋落物的分解速率均较低#分解

系数仅为 9-6+C9-77#明显低于其它一些热带和亚热带阔叶林和松林的分解系数!+-99C+-1.$*"2#6",%而且#研究还发现 6种凋

落物在分解初期 5素残存量均逐渐上升%这种现象暗示了马尾松林地因长期以来受人为活动干扰#其林地退化和土壤肥力低#
凋落物初始 5含量不能满足参与分解的微生物生长和维持需要%因此#外加氮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凋落物可利用的氮素#从而促

进其凋落物的分解速度*+2,%
利用 5素可得性理论还可以解释#在混交林中马尾松针叶凋落物分解速率在 5处理 D个月后才表现出增加而在马尾松林

中5处理 6个月后就表现出增加的理由!图 +$%这是因为混交林土壤5含量较马尾松林的高!表 +$#即混交林土壤5素供应力

较马尾松林的高*+2,%这说明 5沉降增加对凋落物分解影响开始显效的时间决定于林地土壤 5可得性%

表 E 鼎湖山马尾松林B混交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土壤理化性质!平均值#标准差$*+2,

FGHIJE KLMINOLNJOPMJQMRNMRJ#SMTJUGRUSLRQLLRJVJOWOJJRHOLGUXIJGVJUYLOJQPQLYZMRW[\Q[GRMRQ\HPOLNM]GI [̂MRG!A’04#_‘a4

@0(’4bc’dad$*+2,

森林类型

ef(’dbbg@’

土层深

_fahi’@bc
!jA$

有机质

=()04ajA0bb’(!/$
全 5
kfb0h5
!/$

碳氮比

<l5 @m
容重

&?hni’4dabg
!)ljA6$

含水量

ofadb?(’jf4b’4b
!/$

马尾松p 9C"9 "-16!9-+1$ 9-98!9-9+$ +D-18!9-87$ 7-96!9-9"$ +-7+!9-97$ "7-89!+-+9$
混交林q 9C"9 6-7.!9-6.$ 9-+9!9-9+$ +2-89!9-81$ 6-2D!9-9"$ +-69!9-97$ ".-81!9-8+$
阔叶林r 9C"9 .-6.!9-.2$ 9-+8!9-9+$ +.-8+!9-2D$ 6-18!9-9D$ +-"+!9-96$ 62-.1!+-+8$

p sa4’tq sa4’uv(f0ih’0wAax’itr季风常绿阔叶林 of4dff4’y’()(’’4v(f0iuh’0y’iwf(’db

5素可得性理论同样可以解释本研究中季风常绿阔叶林凋落物分解的表现%在季风常绿阔叶林中#氮沉降对凋落物分解的

影响根据树种不同而异#但总的来说其影响主要表现抑制作用!图 +$%这是由于季风常绿阔叶林土壤 5含量较高!表 +$#约分

别相当于马尾松林和混交林土壤 5素含量的两倍#因此氮的可得性也许不是凋落物分解速度的主要限制因子*+2,%作者也曾对

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植物养分元素含量分配格局进行过分析和研究#认为 s和 o)而非 5元素是限制季风常绿阔叶林植物

生产力的最重要营养元素*69,%然而#土壤5可得性过高即5沉降增加必然会改变系统中的营养元素原有平衡#使得s和o)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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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元素的可得性降低!从而抑制参与凋落物分解的微生物的活动"

#素 可 得 性 理 论 同 时 还 可 以 解 释 本 研 究 马 尾 松 林 中!针 叶 凋 落 物 分 解 速 率 在 施 #后 $个 月 和 %个 月 之 间 差 异 的 原 因

&图 ’("经过 %个月施#!马尾松林土壤#素已累积达到一定的浓度!使#素不再成为主要限制因素!有可能其它因素上升为限

制因素"这也说明了!#沉降增加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其对凋落物分解的作用可能向相反效应转移"这其中还有一个例子!#沉

降对季风常绿阔叶林锥栗凋落物分解的影响&图 ’(!在 #处理 $个月后!低 #处理表现抑制其分解!中 #沉降表现有利于分解

的趋向!高 #沉降则表现明显促进凋落物的分解&)*+,+-(.在 %个月后!低 #处理也明显提高凋落物分解速率&)*+,+-(!中

#沉降较低 #沉降更有利于分解&)*+,+-(!然而高 #沉降则相反!表现为抑制凋落物分解"
综上所述!土壤 #素可得性可能是决定 #沉降对鼎湖山森林植物凋落物分解影响效果&促进/无影响或抑制(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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