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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溶在秋茄落叶碎属形成中的化学和能量效应 

CHEMICAL AND CAL0RIFIC EFFECTS OF LEACHING ON THE 

FORMATION 0F DETRITUS DERIVED FROM 

每觎滔 ， Kaadelia candel LEAF LITTER 
汉 匾d√ 7， 

在海岸{5j!地生态系统，淋溶作用是引起海草 】、盐沼植物 和红树植物【 北体分解时化孛和能量变 

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已有的报道多流于泛，苦。本文从数量上报道了淋溶作用在红树植物敢 茄 ( d西t口 

cande1)落叶分解 ，即碎屑的形成 过程 中潜在的化学和能 量效应。 

一

、 材鞲和方法 

从1986年冬至1917年秋， 在裙建省九龙江『=f红树林区分季节收集秋茄落叶及落叶分解形成的碎屑。所 

得样品求干重后研磨过60号筛雠本文安验用。 

落叶的淋溶实验采用测定脂类的小纸包法 1。淋溶水体含12‰的NaCI(相 当于林地河 口水 体的平均盐 

度)。淋溶水温2 ℃，淋溶时间60h。被淋溶的物质为溶解物，剩余物为碎屑。 I 

灰分含量在510℃马福炉4h测得。丹宁和可溶性糖用化学方法检定 】。有机C，N含量用意大利 1106 

型元素分析仪测定。热值分析应用GR3500型氧弹式微电脑热量仪进行 ⋯ 溶解物中各项浓度由计算得到。 

文 中数据都为 4个季节的均值，DW 为干重，AFDW为去燕分干重。 

二，结槊与讨论 

1．化学效应 

有机C N 淋溶中有机C、N硬C／"NLL的变化由 

衷 1给出。 与蒋叶相比 ，碎居 中的c N浓度分别提 

高了10 和17 ，而 C／N比则由落叶的 83．4降为 

78．2。溶解物中的C、N浓度均小于落叶和瘁屑， 

C／N 比高选117．6。可见，有机物较难被琳溶，且 

淋溶 出的有机物 含N量较低。 

丹宁和可溶性糖 丹宁和可溶性化台物，在分 

解中主要因淋溶损 。秋茄落叶在林地分解中两者 

含量变化宴『j图 1所示。丹宁和可溶性糖分别占落叶 

干重的 6．33 和 3．28％，在分解 56d后的碎屑中 

丹宁降为0．63 ，可溶性糖陴为0．50 ，大致相当 

J—l初始浓度的1／10和1／6。 

灰分 淋溶引起的灰分 台量变化由发 2示出。 

占 

蘩 

图 I 蔷叶韩搏斗舞越 程中丹宁和可溶 

性糖l音量 的变化 

F ．I Changes in ~．onf：en~of tannin and 

soluble sugar during in situ decom- 

position of the freshly fallen leaves 

灰分台量是溶解物>落叶>陴屑，这说 无机盐出有机物更封被淋溶。 

2．麓量效应 

淋溶中的热值变化见表 2。碎屑热值显著地高于落叶热值，而溶解物热值则低于落叶热值。 这表明， 

相列低能有机物的淋溶会在一定程度 I-．／~接地提高碎屑的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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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 1 不 同季节藩叶淋溶后有机C、N含量( ，DW )夏C／N比的变化 
Table 1 Changes in content of organic C’ N ( ， DW ) and in C／'IN ratio after 

leaching of the stasonally fallen leaves 

季 均值 Season m ean 

相 对于 革叶 Relatively } 】00 100 100 

f~len leaves ( ) } 

统计 量 s【 jstics 【 

差异显昔度 Difference l 

measurability P l 

裹 2 不同季节落叶淋溶后灰分 和能量的变化 
Table 2 Changes in content of ash and energy after leaching of the seasonally ／allen leaves 

落叶 Fallen leaves 碎 屑 Piece 榕 帑物 Solute 

⋯ccm 蕊 蕊Ash' k石J I—kJ麓Ash k-nwJ 
季 均值 Se~ on mean 

辐对于 落 叶 Relatived 

faIlen leaves ( ) 

统 计量 Statlstics t 

差异显著度 Diffe-tan ce 

m easurability P 

t s．36 10．1 T s1．5s 22．O9 3．5s 22．91 

l 4．95 21．28 5．1 5 

0．001 0．00l 0．02 

2．04 27．8B l 8．74 

1 9．0 7 I 4．64 

0．oo1 

6．46 

0．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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