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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林龄胡杨活立木枯枝生物量和化学计量特征

史军辉∗，刘茂秀，王新英，马学喜
新疆林科院造林治沙研究所，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４６

摘要：基于不同林龄胡杨天然林样地活立木枯枝（ＤＢＳＴ）生物量调查，探讨不同发育阶段胡杨活立木枯枝化学计量和碳储量的

时空变化规律。 研究结果表明：（１）不同林龄胡杨林活立木枯枝生物量随着林龄增加呈先增加后减小趋势，其中成熟林活立木

枯枝生物量最大（１０．９３ ｔ ／ ｈｍ２），占地上生物量的 １７．７９％。 对于单株胡杨而言，随林龄增加活立木枯枝生物量增大，年平均活立

木枯枝生物量为 ０．２２ ｋｇ ／株。 同时胡杨枝径级越大越易形成枯枝，生物量也随枯枝径级的增加而增加。 （２）胡杨活立木枯枝

Ｃ、Ｎ、Ｐ、Ｋ 平均含量分别为 ４９１．０１、４．１３、２．７５、１．８３ ｇ ／ ｋｇ，均高于活体枝的元素含量，而活体枝 Ｋ 元素含量高于活立木枯枝。 胡

杨群落活立木枯枝平均 Ｃ ∶Ｎ、Ｃ ∶Ｐ、Ｎ ∶Ｐ 比分别为：１２８．５８、２３２．７９、１．９５，其活立木枯枝化学计量比均高于活体枝。 林龄对化学元

素含量和化学计量比影响均差 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说明了胡杨活立木枯枝的元素含量随龄级变化不大，具有稳定的特点。

（３）活立木枯枝碳密度随林龄的增加先增加后降低，其中成熟林碳密度最大；胡杨群落平均碳密度为 ２．６３ ｔ ／ ｈｍ２，占地上活立木

碳密度的 ２０．７４％。 研究认为胡杨群落枯枝生物量和碳密度随林龄增加的变化规律明显，胡杨活立木枯枝在荒漠森林生态系统

中是不可忽略的 Ｃ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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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木质残体是森林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结构性和功能性组成要素，是组成森林生态系统食物网结构、空
间结构的重要单元，也是联系森林生态系统养分循环、碳库贮存、群落更新以及为其它有机体提供生境等主要

功能的载体和纽带［１⁃６］。 木质物残体在保持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功能，影响着系统

内外相关的生物和非生物过程，不仅为微生物、节肢动物、鸟类及哺乳动物提供栖息环境，也是生态系统中重

要的碳库和养分库［７］。 木质物残体包括粗木质残体（ＣＷＤ，Ｃｏａｒｓｅ Ｗｏｏｄｙ Ｄｅｂｒｉｓ，枝径≧１０ ｃｍ）和细木质残体

（ＦＷＤ Ｆｉｎｅ Ｗｏｏｄｙ Ｄｅｂｒｉｓ，１ ｃｍ≤枝径≤１０ ｃｍ） ［８］，其中粗木质残体主要由倒木、枯立木枯桩和枯落大枝组

成，是森林木质物残体的主体；细木质残体主要指小枝，其数量和生态功能相对次要。
随着全球变暖的日趋严重，碳循环研究也越来越向区域尺度发展，准确量化区域森林碳储量及其动态十

分重要［９］。 目前，对森林碳库的估算主要以活立木植被与土壤的碳储量为主，然而，森林枯立木及枯枝的碳

储量的作用也引起学者的重视。 李凌浩等［１０⁃１１］对秦岭巴山冷杉林和武夷山甜槠林、杨礼攀［１２］ 对哀牢山山地

湿性常绿阔叶林、闫恩荣等［８］对常绿阔叶林的 ＣＷＤ 的贮量、动态和功能进行了研究，蔡慧颖等［１３］研究了小兴

安岭谷地云冷杉林粗木质残体碳密度特征，唐旭利等［１４］ 相继开展了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 ＣＷＤ 碳贮量研

究，均表明 ＣＷＤ 碳储量较高，对森林生态系统碳平衡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因此，枯枝碳储量在森林碳库中具

有重要地位。
荒漠森林生物量是荒漠生态系统的基本数量特征，是研究荒漠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及荒漠生态

系统固碳能力的基本要素［１５⁃１６］。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林（Ｐｏｐｕｌｕ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ｉｃａ Ｏｌｉｖｉｅｒ）是世界分布面积最大，
群落类型最多，生境条件复杂的森林生态系统，构成塔里木河流域、和田河流域、叶尔羌河等大河流域绿色屏

障的主体，生态地位十分重要，对其的深入研究既可以评价荒漠生态系统生产潜力，也可为荒漠生态系统经营

管理提供必需的基础数据。 目前，新疆胡杨生物量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胡杨生物量及其变化规律、生物量

预测方法、模型以及与其他相关环境因子之间关系方面［１７⁃１９］，而有关胡杨木质残体研究较少。 胡杨活立木宿

存的枯枝是胡杨森林群落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对干旱高温等环境胁迫的重要的适应策略。 活立木枯枝广泛分

布于胡杨不同群落，是胡杨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与能量循环的重要组成。 从野外调查分析，胡杨活立木枯枝

径级有不同尺寸，既可以将其划入 ＣＷＤ，也能划入 ＦＷＤ，便于研究，把活立木上宿存的不同径级枯枝统称为

活立木枯枝（ｄｅａ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ｒｅｅ，ＤＢＳＴ），它是木质残体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开展该领域的研究，
对丰富胡杨林木质残体在物质和能量循环中的功能与作用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目前，胡杨群落活立木枯枝

的生物量及碳储量研究报道较少。
本文以塔河流域胡杨群落活立木的枯枝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林龄胡杨活立木枯枝生物量、化学计量的

特征及碳储量的变化，旨在为揭示胡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过程规律提供科学数据，为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胡杨

活立木枯枝形成机制及胡杨群落演替，同时也为制定胡杨林合理经营、永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轮南镇塔里木胡杨林自然保护区（８４°２０′Ｅ，４１°１０′Ｎ，海拔

９１２ ｍ）。 该区东西长 １０９．７ ｋｍ，南北宽 ４７．１ ｋｍ，是全世界原始胡杨林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的地

区。 该区属典型温带荒漠气候，年平均气温 １０．９ ℃，夏季平均气温 ２６．８ ℃；年积温（≥１０℃）３９００℃—３００ ℃，
无霜期 １８０—２２４ ｄ；多年平均降水量仅为 ６５．５ ｍｍ，降水主要集中在 ５—８ 月，占全年降水总量的 ９４．４％；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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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蒸发量 ２０２４ ｍｍ，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３５％—５５％，平均风速 １． ８ ｍ ／ ｓ。 该地区草本植物主要有芦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胀果甘草（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 ｉｎｆｌａｔｅ）、骆驼刺（Ａｌｈａｇｉ ｓＰａｒｓｉｆｏｌｉａ）等，灌木主要以多枝柽柳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ｒａｍｏｓｉｓｓｉｍａ）、铃铛刺（Ｈａｌｉ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ａｌｏｄｅｎｅｒｏｎ）为主，胡杨为该地区乔木层主要建群种，它们共同

构成了塔里木河中游荒漠河岸群落，研究区土壤类型主要为风沙土。

２　 材料和方法

２．１　 样品的采集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初在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林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调查，选取群落特征相近、立地条件基本一致

的不同林龄的天然胡杨林为研究对象。 胡杨龄级的划分参照王世绩等［２０］对胡杨的研究结果，分为幼龄林、中
龄林、近熟林、成熟林和过熟林。 每个龄级设置 ３ 个标准样地，标准样地规格为 １００ ｍ×１００ ｍ 的正方形，四角

以管径为 ３ ｃｍ 的 ＰＶＣ 管定点，四边拉线。 采用每木检尺的方法对胸径＞１．０ ｃｍ 的胡杨进行调查，测定指标

为：胸径、树高、冠幅、群落郁闭度等林分特征（表 １）。 每个样地按龄级，以平均高度与胸径，选择 ３ 株发育完

整的胡杨，采集枯枝和活体枝的鲜样，枝按径级＜１ ｃｍ、１—２ ｃｍ、２—４ ｃｍ 和＞４ ｃｍ 采集适量，每个标准株按不

同枝径级将样品装袋，放置便携式移动冰箱，带回实验室分析化学元素含量。 每个龄级以平均高度与胸径，选
择 ３ 株标准株，将标准株从其根颈处皆伐，皆伐后收集枯枝的生物量，枯枝生物量按径级＜１ ｃｍ、１—２ ｃｍ、２—４
ｃｍ 和 ＞４ ｃｍ 采集。 同时将树干在树高 １．３ ｍ 处分段，其后按 ２ ｍ 长度分段锯断称重并取圆盘，分别测定其

干、枝、叶、皮的新鲜生物量。 将鲜样带回实验室杀青后，后置于 ８０℃烘箱中烘至质量恒定用以计算胡杨地上

生物量。

表 １　 林分基本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 （ｍｅａｎ±Ｓ．Ｄ．）

林龄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年龄
Ａｇｅ ／ ａ

高度
Ｈｅｉｇｈｔ ／ ｍ

胸径
ＤＢＨ ／ ｃｍ

冠幅
Ｃｒｏｗｎ ／ ｍ

郁闭度
Ｓｈａｄ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幼龄林 Ｙｏｕｎｇ １０±２．５ ３．４±０．６５ ７．３±１．５８ １．７±０．３８ ０．６±０．０６

中龄林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 １５±４．３ ６．４±１．７７ １４．６±３．６５ ６．７±０．７１ ０．７±０．０８

近熟林 Ｎｅａｒ⁃ｍａｔｕｒｅ ２５±６．５ １１．２±２．６４ ２３．４±５．８３ １５．６±１．５４ ０．６±０．０５

成熟林 Ｍａｔｕｒｅ ４０±７．２ １５．２±３．８８ ３４．１±８．３１ ３１．２±２．２０ ０．５±０．０７

过熟林 Ｏｖｅｒ⁃ｍａｔｕｒｅ ７０±１２．７ １５．２±４．１４ ７８．３±１７．７３ ４９．７±３．１１ ０．４±０．０４

２．２　 样品的处理及测定

采集的样品带回实验室，鲜样杀青后，与枯枝置于 ８０℃烘箱中烘至质量恒定，磨碎、过筛后装瓶待用。 有

机碳和全氮测定分别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外加热法（ＧＢ ９８３４⁃８８）和半微量开氏法（ＧＢ ７１７３⁃８７），全磷采用

酸溶法（ＧＢ ９８３７⁃８８），全钾采用火焰光度法。
２．３　 数据分析

运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将数据进行处理，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 新

复极差法在显著性水平为 α＝ ０．０５ 下比较各指标不同林龄的差异性。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单株胡杨活立木枯枝生物量变化

３．１．１　 不同枝径枯枝生物量特征

不同枝径枯枝生物量均随林龄的增加而增加（图 １）。 就枯枝径级而言，不同林龄＜１ ｃｍ 的枯枝差异不显

著，其中成熟林枯枝的生物量最大（７．１５ ｋｇ），幼龄林枯枝最小（０．３５ ｋｇ），差值达 ６．８０ ｋｇ。 １—２ ｃｍ 径级枯枝

中，过熟林枯枝生物量为 １２．８０ ｋｇ，是幼龄林的 ２８．４４ 倍。 方差分析，过熟林枯枝生物量与幼龄林、中熟林、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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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林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不同林龄的 ２—４ ｃｍ 枯枝生物量差异显著，过熟林生物量高达 ２０．６０ ｋｇ，是幼龄林

枯枝生物量的 ４１．２０ 倍。 方差分析，幼龄林、成熟林和过熟林枯枝生物量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在幼龄林和中

熟林中，没有＞４ ｃｍ 的枯枝；近熟林到过熟林出现＞４ ｃｍ 的枯枝，不同林龄的枯枝生物量差异不显著，依然是

过熟林枯枝生物量最大，是近熟林枯枝生物量的 ２．４５ 倍。
相同林龄单株胡杨，枯枝生物量随径级的增加而增加。 幼龄林枯枝变化不明显，最大的径级（２—４ ｃｍ）

生物量为 ０．５０ ｋｇ，与最小径级（ ＜１ ｃｍ）生物量相差 ０．１５ ｋｇ。 中龄林枯枝变化也不明显，最大的径级（２—４
ｃｍ）生物量为 １．３０ ｋｇ，与最小径级（＜１ ｃｍ）生物量差值较小（０．５０ ｋｇ）。 近熟林和过熟林＞４ ｃｍ 枯枝生物量分

别是＜１ ｃｍ 枯枝生物量的 ５．１７ 倍和 ４．３６ 倍。 成熟林不同径级枯枝生物量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４ ｃｍ、２—
４ ｃｍ、＜１ ｃｍ、１—２ ｃｍ。 结果表明近熟林、成熟林和过熟林容易形成＞４ ｃｍ 径级的枯枝，而幼龄林和中龄林容

易形成 ２—４ｃｍ 径级的枯枝。

图 １　 不同径级枯枝生物量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ｅａ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 （ｍｅａｎ±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 ＜ ０．０５）

３．１．２　 不同林龄枯枝生物量特征

枯枝生物量和地上生物量均随林龄的增加而增加（表 ２），林龄对单株枯枝生物量影响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 统计分析，幼龄林和中龄林单株枯枝生物量差异不显著，差值为 １．６５ ｋｇ，但均与其他林龄枯枝生物量

差异显著；其中过熟林与幼龄林枯枝生物量差异较大（６８．００ ｋｇ）。 过熟林枯枝生物量是中龄林、近熟林、成熟

林枯枝生物量的 ２３．４９、３．４２、１．４６ 倍。 不同林龄地上生物量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过熟林地上生物量分别是幼

龄林、中龄林、近熟林、成熟林生物量的 ６２．７０、２１．７０、５．５４、１．５１ 倍。 分析发现枯枝生物量占地上生物量的比

例在 １３．７２％—２１．７９％之间，平均为 １７．１０％，其中近熟林的枯枝比例最大（２１．７９％），中龄林比例最小（１３．
７２％）。 因此，胡杨活立木枯枝占据了地上生物量较大的比例，其生物量是胡杨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碳库组成。

表 ２　 不同林龄枯枝生物量变化及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ｇｅ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ｉｃａ （ｍｅａｎ±Ｓ．Ｅ．）

项目
Ｐｒｏｇｒａｍ

幼龄林
Ｙｏｕｎｇ

中龄林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近熟林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成熟林
Ｍａｔｕｒｅ

过熟林
Ｏｖｅｒ⁃ｍａｔｕｒｅ

枯枝生物量 ／ （ｋｇ ／ 株）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ｄｅａ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１．３０±０．２０ｄ ２．９５±１．７５ｄ ２０．２５±４．０５ｃ ４７．４５±１５．３５ｂ ６９．３０ ±１０．４０ａ

地上生物量 ／ （ｋｇ ／ 株）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ｏｖｅｒ ｇｒｏｕｎｄ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ｒｅｅ ６．４２±１．７９ｅ １８．５５±３．９３ｄ ７２．７０±２．７７ｃ ２６７．４１±６３．７４ｂ ４０２．５６±３１．７２ａ

枯枝生物量所占比例 Ｒａｔｉｏ ／ ％ ２０．２５ １３．７２ ２１．７９ １５．０７ １４．６９

　 　 不同小写字母代表不同林龄间的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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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枯枝生物量与林龄的关系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ａ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ｇｅ

通过对解析木的年轮进行推算，得出枯枝生物量年

累计率随着林龄增加（图 ２）。 枯枝生物量与林龄呈正

相关（ｙ＝ ０．５１５９ｘ－１４．９４６，Ｒ２ ＝ ０．９４）。 通过计算得知单

株胡杨年累计枯枝生物量为 ０．２２ ｋｇ ／株。
３．２　 胡杨群落活立木枯枝生物量特征

不同林龄胡杨群落枯枝生物量和地上生物量变化

规律相同（表 ３）。 随着胡杨群落林龄的增加，林分的密

度逐渐减小，而枯枝和地上活体群落生物量均随林龄的

增加先增加后减小，在成熟林达到了最大值（１０．９３ ｔ ／
ｈｍ２和 ６１．６１ ｔ ／ ｈｍ２）。 成熟林群落枯枝生物量分别是幼

龄林、中龄林、近熟林和过熟林群落枯枝生物量的 １１．０４、８．６７、２．０２、１．３３ 倍。 过熟林群落枯枝生物量次之

（８．２０ ｔ ／ ｈｍ２），是近熟林的 １．５１ 倍。 从群落枯枝生物量占地上活体生物量的比例来看，近熟林枯枝生物量比

例最大（２７．８５％），最小的是中龄林（１５．９０％），差值较大（１１．９５％），过熟林和成熟林枯枝生物量比例趋于稳

定。 因此，胡杨群落枯枝生物量占地上活体生物量较高（平均 １９．７９％），是胡杨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碳库与养

分库。

表 ３　 不同林龄胡杨群落枯枝生物量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ｇｅ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ｉ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项目
Ｐｒｏｇｒａｍ

幼龄林
Ｙｏｕｎｇ

中龄林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近熟林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成熟林
Ｍａｔｕｒｅ

过熟林
Ｏｖｅｒ⁃ｍａｔｕｒｅ

枯枝生物量 ／ （ ｔ ／ ｈｍ２）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ｄｅａ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０．９９±０．１５ １．２６±０．７５ ５．４２±０．８８ １０．９３±３．５４ ８．２０±１．２３

地上生物量 ／ （ ｔ ／ ｈｍ２）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ｏｖｅｒ ｇｒｏｕｎｄ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ｒｅｅ ／ （ ｔ ／ ｈｍ２）

４．８８±１．３５ ７．９２±１．６８ １９．４４±０．７４ ６１．６１±２１．６０ ４７．６１±３．７５

枯枝生物量所占比例 Ｒａｔｉｏ ／ ％ ２０．２５ １５．９０ ２７．８５ １７．７４ １７．２１

３．３　 不同林龄活立木枯枝元素含量及化学计量变化

３．３．１　 不同林龄枯枝元素含量变化

枯枝有机碳的含量在 ４７６．４２—４９７．９０ ｇ ／ ｋｇ（表 ４），统计分析，各龄级间差异不显著，其中：中龄林枯枝 Ｃ
含量最高，成熟林最低，差值为 ２１．４８ ｇ ／ ｋｇ。 枯枝 Ｎ 含量在 ３．６４—５．００ ｇ ／ ｋｇ，总体而言，各龄级间差异不显著，
仅中龄林和近熟林 Ｎ 含量差异显著；近熟林 Ｎ 含量最大，中龄林 Ｎ 含量最小，差值为 １．３６ ｇ ／ ｋｇ。 枯枝 Ｐ 含量

在 １．７４—３．７４ ｇ ／ ｋｇ，统计分析，各龄级间差异不显著，但枯枝 Ｐ 含量随着林龄的增加而持续降低。 枯枝 Ｋ 含

量在 ０．８７—２．５９ ｇ ／ ｋｇ，方差分析，林龄对活立木枯枝元素含量影响均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但枯枝 Ｋ 含量具

有随着林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表 ４　 不同林龄枯枝 Ｃ、Ｎ、Ｐ、Ｋ 含量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 Ｎ， Ｐ， Ｋ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ｄｅａ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ｇｅ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ｉｃａ

龄组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有机碳
ＯＣ ／ （ｇ ／ ｋｇ）

全氮
ＴＮ ／ （ｇ ／ ｋｇ）

全磷
ＴＰ ／ （ｇ ／ ｋｇ）

全钾
ＴＫ ／ （ｇ ／ ｋｇ）

幼龄林 Ｙｏｕｎｇ ４９２．６６±３．３６ａ ４．３２±０．２６ａｂ ３．７４±１．１４ａ ０．８７±０．２４ｂ

中龄林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４９７．９０±７．７１ａ ３．６４±０．６３ｂ ３．３４±０．５８ａ １．７１±０．５４ａｂ

近熟林 Ｎｅａｒ⁃ｍａｔｕｒｅ ４７６．４２±９．４４ａ ５．００±０．３６ａ ２．７４±０．６８ａ １．７８±０．２７ａｂ

成熟林 Ｍａｔｕｒｅ ４９２．４８±５．６６ａ ３．８２±０．２４ａｂ ２．１８±０．６０ａ ２．２０±０．４７ａｂ

过熟林 Ｏｖｅｒ⁃ｍａｔｕｒｅ ４９５．６０±２．０２ａ ３．８８±０．２９ａｂ １．７４±０．８５ａ ２．５９±１．０８ａ

Ｆ １．５１３ ２．２２１ ０．７９５ １．２８７

Ｐ ０．２２８ ０．０９４ ０．５３９ ０．３０１

５　 ３ 期 　 　 　 史军辉　 等：不同林龄胡杨活立木枯枝生物量和化学计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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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杨群落活立木枯枝 Ｃ、Ｎ、Ｐ、Ｋ 平均含量分别为：４９１．０１、４．１３、２．７５、１．８３ ｇ ／ ｋｇ。 不同林龄枯枝 Ｋ 含量变

异系数最大（０．３５），枯枝 Ｐ 含量变异系数次之（０．３０），而枯枝 Ｃ 含量变异系数最小（０．０２），表明不同林龄活

立木枯枝 Ｃ 含量比较稳定，Ｐ 和 Ｋ 含量波动性变化。 枯枝与活体枝相比，枯枝的有机质、全氮、全磷含量都明

显高于活枝的含量（表 ５），但差值不大，枯枝的有机质、全氮、全磷含量是活枝的 １．０６、１．０３、１．１８ 倍；而全钾则

表现为活体枝高于枯枝。

表 ５　 枯枝和活枝的 Ｃ、Ｎ、Ｐ、Ｋ 含量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 Ｎ， Ｐ， Ｋ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ａ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ｖ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项目
Ｐｒｏｇｒａｍ

有机碳
ＯＣ ／ （ ｇ ／ ｋｇ）

全氮
ＴＮ ／ （ｇ ／ ｋｇ）

全磷
ＴＰ ／ （ｇ ／ ｋｇ）

全钾
ＴＫ ／ （ｇ ／ ｋｇ）

枯枝 Ｄｅａ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４９１．０１±３．７８ ４．１３±０．２４ ２．７５±０．３７ １．８３±０．２３

活体枝 Ｌｉｖ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４６４．７０±５．７３ ４．００±０．１７ ２．３４±０．３５ ２．５０±０．１９

３．３．２　 不同林龄枯枝化学计量的变化

从表 ６ 可以看出，不同林龄枯枝 Ｃ ∶Ｎ 比在 ９９．１９—１７０．３４，平均 Ｃ ∶Ｎ 比为 １２８．５８（表 ６），变异系数为 ０．
２０；枯枝 Ｃ ∶Ｎ 比随林龄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其中近熟林 Ｃ ∶Ｎ 比最小，中龄林最大。 不同林龄枯枝 Ｃ ∶Ｐ 比在

１６４．７３—３０４．１２，平均 Ｃ ∶Ｐ 比为 ２３２．７９，变异系数为 ０．２６；Ｃ ∶Ｐ 比随林龄增加呈先减小后增加又降低的趋势，
其中中龄林 Ｃ ∶Ｐ 比最小，成熟林最大，中龄林和成熟林 Ｃ ∶Ｐ 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不同林龄枯枝 Ｎ ∶Ｐ 比在

１．２５—２．３５，不同林龄平均 Ｎ ∶Ｐ 比为 １．９５，变异系数为 ０．２５，Ｎ ∶Ｐ 比随林龄呈波动趋势。 方差分析，林龄对活

立木枯枝化学计量比影响均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表 ６　 不同林龄枯枝化学计量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ｄｅａ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ｇｅ

项目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 ∶Ｎ Ｃ ∶Ｐ Ｎ ∶Ｐ

幼龄林 Ｙｏｕｎｇ １１５．８２±６．９６ａｂ １９３．１３±５７．０１ａｂ １．６５±０．４３ａ

中龄林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１７０．３４±３９．７９ａ １６４．７３±２５．９０ｂ １．２５±０．２５ａ

近熟林 Ｎｅａｒ⁃ｍａｔｕｒｅ ９９．１９±８．１２ｂ ２１５．５５±４７．６５ａｂ ２．２４±０．３０ａ

成熟林 Ｍａｔｕｒｅ １２９．４３±８．５０ａｂ ３０４．１２±１５．８０ａ ２．３５±０．３９ａ

过熟林 Ｏｖｅｒ⁃ｍａｔｕｒｅ １２８．１４±８．１９ａｂ ２８６．４０±１８．９２ａｂ ２．２７±０．２９ａ

Ｆ ２．０８７ ２．３９５ １．７８６

Ｐ ０．１１１ ０．０７６ ０．１６２

由表 ７ 可知，不同林龄枯枝平均 Ｃ ∶Ｎ、Ｃ ∶Ｐ、Ｎ ∶Ｐ 分别为：１２８．５８、２３２．７９、１．９５，化学计量比变异系数基本

接近，分别为：０．２０、０．２６、０．２５。 枯枝 Ｃ ∶Ｎ、Ｃ ∶Ｐ、Ｎ ∶Ｐ 比均高于活枝的计量比，但差异不明显。

表 ７　 枯枝与活枝化学计量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ａ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ｖ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项目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 ∶Ｎ Ｃ ∶Ｐ Ｎ ∶Ｐ

枯枝 Ｄｅａ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１２８．５８±１１．７７ ２３２．７９±２６．８９ １．９５±０．４８

活体枝 Ｌｉｖ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１１７．８６±６．１８ ２２７．１４±４０．７８ １．９０±０．２９

３．４　 不同林龄枯枝碳密度特征

将不同林龄的胡杨枯枝及地上活体生物量与其碳素含量的相乘，求出不同年龄阶段胡杨群落枯枝和地上

活体的碳密度。 从表 ８ 看出，胡杨群落枯枝碳密度随林龄增加先增加后降低，在成熟林达到了最大值（５．３８ ｔ ／
ｈｍ２），是过熟林枯枝碳密度的 １．３３ 倍，而幼龄林最小（０．４９ ｔ ／ ｈｍ２），分别是成熟林和过熟林碳密度的 ０．０９ 和

０．１２ 倍。 胡杨群落枯枝碳密度平均值为 ２．６３ ｔ ／ ｈｍ２。 地上活体碳密度与枯枝碳密度具有相同规律，成熟林碳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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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最大（３０．２６ ｔ ／ ｈｍ２）。 从枯枝碳密度占地上活体碳密度比例来看，近熟林最大（２７．９０％），不同林龄其所占

的比例依次为：近熟林＞ 幼龄林＞ 过熟林＞ 成熟林＞ 中龄林，其平均比例为 ２０．７４％。 通过对新疆南部平原区

胡杨不同林龄面积进行统计，计算出不同林龄活立木枯枝碳储量（表 ８），成熟林碳储量最大（１５５５２０．０５ ｔ），幼
龄林最小（２９０２３．６３ ｔ），近熟林碳储量是幼龄林的 ５．３６ 倍，胡杨林活立木枯枝碳储量总计为 ４３５１２５．８３ ｔ，并且

年累计碳储量为 ３１３７０．６３ ｔ。 表明胡杨活立木枯枝贮碳量在胡杨森林生态系统碳素流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表 ８　 不同林龄胡杨群落枯枝碳储量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８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ｄｅａ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ｇｅ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ｉ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项目
Ｐｒｏｇｒａｍ

幼龄林
Ｙｏｕｎｇ

中龄林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近熟林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成熟林
Ｍａｔｕｒｅ

过熟林
Ｏｖｅｒ⁃ｍａｔｕｒｅ

枯枝碳密度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ａ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 （ ｔ ／ ｈｍ２） ０．４９ ０．６３ ２．５８ ５．３８ ４．０６

地上活体碳密度 ／ （ ｔ ／ ｈｍ２）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ｖｅｒ ｇｒｏｕｎｄ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ｒｅｅ

２．１６ ３．６５ ９．２５ ３０．２６ ２２．２５

枯枝碳储量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ａ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 ｔ ２９０２３．６３ １１８４５５．８７ ９６１７７．５４ １５５５２０．０５ ３５９４８．７９

枯枝碳密度比例 Ｒａｔｉｏ ／ ％ ２２．５５ １７．２１ ２７．９０ １７．７９ １８．２５

４　 讨论

４．１　 胡杨活立木枯枝特征

生物量累积是森林有机碳累积的主要方式［２１⁃２２］，以枯立木、倒木、枯落大枝和死根等形式存在的木质物

残体是森林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碳库和养分库。 胡杨林是新疆干旱荒漠区域自然成林的乔木森林类型，乔木层

仅为胡杨或灰胡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ｐｒｕｉｎｏｓａ），其广泛分布于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流域和和田河流域。 胡杨森林

群落除了具有枯立木、地上枯枝等粗质残体类型外，活立木上还存在相当数量的枯枝，这一特殊现象使胡杨生

态系统在物质循环过程丰富了木质物残体类型。
生态系统不同组分生物量大小可以表征其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据估计森林生态系统中 ＣＷＤ 约占地

上生物量的 ２％—１０％［２３］。 据估计，世界上天然针叶林中粗木质残体的储量可达 ３０—２００ ｔ ／ ｈｍ２，美国西北部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黄杉（ Ｐｓｅｕｄｏｔｓｕｇ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铁杉（ Ｔｓｕｇ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林中粗木质残体最高可达 ５３７ ｔ ／
ｈｍ２，阔叶林（含针阔混交林） 为 ８—５０ ｔ ／ ｈｍ２ ［２４］。 研究表明，我国不同森林类型中也含有大量的粗木质残体，
西南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的粗木质残体为 ９８． ４６ ｔ ／ ｈｍ２ ［１２］，暖温带与亚热带过渡带的秦岭巴山冷杉（
Ａｂｉｅ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 林中粗木质残体储量为 １５． ８５ ｔ ／ ｈｍ２ ［１０］，南亚热带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 ＣＷＤ 的生物量为

４２．０９ ｔ ／ ｈｍ２ ［２５］。 本文研究表明，胡杨成熟林群落活立木枯枝生物量为 １０．９３ ｔ ／ ｈｍ２，与其他森林粗木质残体生

物量比较，低于秦岭巴山冷杉林、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和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与大兴安岭森林 ＣＷＤ
储量 １１．６３ ｔ ／ ｈｍ２相近［２６］；但与其枝木质残体生物量比，远高于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６．００ ｔ ／ ｈｍ２ ［１２］，鼎
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 ４．６５ ｔ ／ ｈｍ２ ［１４］。 胡杨群落枯枝生物量平均值为 ３．５６ ｔ ／ ｈｍ２，其枯枝生物量占地上活体生

物量的 １９．７９％。 因此，胡杨活立木枯枝生物量在极端干旱环境森林生态系统中物质与能量循环过程具有重

要的意义。
从寒温带到热带森林，森林中 ＣＷＤ 的来源主要有 ３ 个方面，１）森林中林木生长竞争排斥和老龄林自然

死亡；２）自然干扰（主要是风、雨、雪、火灾及病虫害等）导致的林木倒伏；３）人为干扰（伐木、拾樵等） ［２７⁃２８］，因
此，竞争与干扰是寒温带森林到热带森林产生 ＣＷＤ 普遍原因。 而对于生存在极端干旱环境下的荒漠河岸林

胡杨群落，由于周期性旱湿交替过程及地下水位季节性动态变化，在其生长季面临高温干燥的大气与干旱的

土壤条件，水分亏缺迫使胡杨活立木形成枯枝以减少个体水分蒸腾和水分需求，是胡杨群落在极端环境条件

下的一种生存策略，因此，胡杨活立木枯枝形成机制及成因具有主动性和特殊性，其应有复杂的生理生化过程

的响应。 从林分发育阶段分析，从寒温带到热带森林，由于密度效应，森林中较小的树木受到竞争、压抑，其直

径、高度都生长缓慢，容易形成 ＣＷＤ，其储量较高；过熟林树木的中空和自然死亡是大径级林木形成 ＣＷ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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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途径；成熟林中 ＣＷＤ 的数量最低。 因此，有学者推论出林分在整个生长发育过程 ＣＷＤ 数量累计呈“Ｕ”
形［２９］。 作为 ＣＷＤ 一种特殊类型，本研究表明，随林龄增加，胡杨活力木枯枝碳密度呈现增加趋势，幼龄林最

小（０．４９ ｔ ／ ｈｍ２），在成熟林达到了最大值（５．３８ ｔ ／ ｈｍ２），过熟林有所降低（４．０６ ｔ ／ ｈｍ２），从林分发育过程分析，
胡杨活立木枯枝形成机制与前人研究有所不同。 因此，胡杨活立木枯枝作为一种特殊的木质残体类型，其形

成机制及成因的研究工作需要进一步深入开展。
４．２　 胡杨活立木枯枝碳汇的潜力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部分存储于大气（导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升高），部分进入海洋，但还有

一部分不知去向，即所谓的“迷失碳汇”。 森林是陆地最大的贮碳库，全球陆地总碳库为 １８００ Ｐｇ，其中森林的

碳储量约占陆地生物圈地上碳储量的 ８０％和地下碳储量的 ４０％［３０］。 我国森林年均吸收的二氧化碳占生物固

碳总量的 ８０％，在维护全球气候系统、调节全球碳平衡、减缓大气温室气体上升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３１⁃３２］。 李彦等［３３］推测荒漠区很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碳汇，初步估计地下碳库总量（全球）高达 １０００ 亿 ｔ，是陆

地上植物、土壤之外的第三个活动碳库，为寻找“迷失碳汇”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粗木质残体作为森林生

态系统中非常重要的营养库和碳库，占地上有机物质储量的 １％—４５％［３４］。 胡杨生活在极端干旱区，活枝形

成枯枝时，枯枝固定了部分碳形成树上碳库。 由于胡杨处于特殊的生存环境和胡杨木质的特殊性，其枯枝不

易腐烂分解，从而形成不活动碳库，这与胡杨林中凋落的枯枝形成的土壤碳库在分解速率等方面存在明显的

差异，值得探讨。 据估算，胡杨林枯枝碳储量高达 ４３５１２５．８３ ｔ，具有较大储碳能力，是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的评价中不可缺失的指标［３５］。 胡杨活立木枯枝碳储量比较高，但在干旱区碳汇计量中往往被忽略，枯枝可能

占据了部分“迷失碳汇”。
４．３　 胡杨枯枝化学计量特征

生态化学计量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中能量与化学元素间平衡的科学，主要强调的是有机体的主要组成元素

（特别是 Ｃ、Ｎ 和 Ｐ）的关系，化学计量值可以反映生物进化的结果，主要包括影响生物生长速率、健康状况、新
陈代谢、组织结构和生态演替等的因素［３６］。 因此，化学计量主要研究活体叶片，有关枯死的生物化学计量未

见报道。 在本研究中，通过研究枯枝化学元素含量和化学计量，与活体枝进行了比较。 研究表明，除钾元素活

体枝高于枯枝外，其他元素含量和化学计量均高于活体枝的，但两者差值不大。 枯枝和活体枝 Ｃ、Ｎ、Ｐ 和 Ｋ 差

值为 ２６．３１、０．１３、０．２１ ｇ ／ ｋｇ 和 ０．７６ ｇ ／ ｋｇ，枯枝和活体枝 Ｃ ∶Ｎ、Ｃ ∶Ｐ、Ｎ ∶Ｐ 差值分别为：１０．７２、５．６４、０．０５。 枯枝的

元素含量和化学计量变化与植物活体表现出一致的规律，这与枯枝秉承了植物活体枝的特性密切相关［３７］。
胡杨龄级对活立木枯枝元素含量和化学计量影响不显著，这说明胡杨枯枝的 Ｃ、Ｎ、Ｐ、Ｋ 含量具有稳定的

特点。

５　 结论

胡杨单株枯枝生物量随林龄增加而增大，年平均枯枝累计生物量为 ０．２２ ｋｇ ／株。 随着枯枝径级的增加，
生物量也随之增加。 不同林龄群落枯枝生物量随着林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在成熟林枯枝生物量最大，枯枝

生物量占地上生物量 １７．７９％。 除钾元素外，其他元素活立木枯枝均高于活体枝，活立木枯枝的化学计量均高

于活体枝。 林龄对化学元素含量及化学计量比影响不显著，说明活立木枯枝化学元素含量具有稳定性特点。
胡杨群落枯枝碳密度平均值为 ２．６３ ｔ ／ ｈｍ２。 枯枝碳密度随林龄增大先增加后降低，成熟林碳密度最大（３０．２６
ｔ ／ ｈｍ２）。 枯枝碳储量占地上活体碳储量平均比例为 ２０．７４％。

总体来说，胡杨群落枯枝生物量和碳储量随林龄增加具有明显变化规律，碳汇潜力巨大。 因此，活立木枯

枝是胡杨森林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结构性和功能性组成要素，是联系森林生态系统养分循环、碳库储存及为其

他有机体提供生境等主要功能的载体，对森林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以及在维护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胡杨活立木上的枯枝碳储量研究对未来我国荒漠区森林的可持续发展和碳汇潜力的增

加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活立木枯枝形成机制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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