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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不同林龄杉木林叶⁃根⁃土氮磷化学计量特征

陈安娜１，２，王光军１，２，３，∗，陈　 婵１，２，李淑英１，２，李维佳１，２

１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长沙　 ４１０００４

２ 南方林业生态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长沙　 ４１０００４

３ 湖南会同杉木林国家重点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会同　 ４１８３０７

摘要：以亚热带地区湖南会同 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 年生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人工林的针叶、细根及土壤（０—１５、１５—３０、
３０—４５ ｃｍ）为研究对象，在测定植物叶、细根、土壤中全 Ｎ、全 Ｐ 含量的基础上，探讨杉木人工林全生命过程叶⁃根⁃土 Ｎ、Ｐ 化学

计量特征的变化，为其经营过程提供基础数据。 研究结果表明：（１）林龄对土壤 Ｎ、Ｐ 含量及 Ｎ ∶Ｐ 具有极显著的影响（Ｐ＜０．０１）。
土层对土壤 Ｎ 含量影响显著（Ｐ＜０．０１）。 各层土壤 Ｎ、Ｐ 含量随林龄呈先减后升的趋势，变化显著（Ｐ＜０．０５），土壤 Ｎ、Ｐ 含量的最

大值分别出现在成熟林、幼龄林阶段，最小值出现在中龄林阶段。 土壤 Ｎ ∶Ｐ 随林龄呈增加趋势，但变化不显著。 （２）林龄、器官

均对植物 Ｎ、Ｐ 含量及 Ｎ ∶Ｐ 具有极显著的影响（Ｐ＜０．０１）。 叶和细根的 Ｎ、Ｐ 含量随林龄呈“Ｖ”字型的变化趋势，且变化显著（Ｐ＜
０．０５），叶和细根 Ｎ、Ｐ 含量的最大值均出现在幼龄林、成熟林阶段，最小值出现在中龄林阶段。 杉木叶的 Ｎ ∶Ｐ 随林龄无显著变

化，细根的 Ｎ ∶Ｐ 随林龄显著增加（Ｐ＜０．０５），杉木叶和细根 Ｎ ∶Ｐ 变化范围分别为 １１．７９ —１４．８６，９．００—２２．８９。 （３）５ 个林龄杉木

叶、细根、土的 Ｎ、Ｐ 含量均表现为叶＞细根＞土，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叶与细根的 Ｎ、Ｐ 含量及 Ｎ ∶Ｐ 均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
０—１５ ｃｍ 土壤 Ｎ 与植物叶、细根 Ｎ 无显著相关性，１５—３０、３０—４５ ｃｍ 土壤 Ｎ 与植物叶、细根 Ｎ 在 ５、１０ 年生时存在显著相关性

（Ｐ＜０．０５）。 ５ 个林龄杉木叶、细根、土壤之间的 Ｐ 含量及 Ｎ ∶Ｐ 均存在显著相关性。 这些结果说明：在杉木的生长过程中，植物

叶、细根以及土壤中养分不断变化，叶、细根、土之间的 Ｎ、Ｐ 化学计量特征显示出一定的相关关系。
关键词：叶⁃根⁃土；不同林龄；生态化学计量特征；氮；磷；杉木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 ａｎｄ Ｐ 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ｌｅａｆ⁃ｒｏｏｔ⁃ｓｏｉ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ＥＮ Ａｎｎａ１，２， Ｗ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ｊｕｎ１，２，３，∗， ＣＨＥＮ Ｃｈａｎ１，２， ＬＩ Ｓｈｕｙｉｎｇ１，２， ＬＩ Ｗｅｉｊｉａ１，２

１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００４， Ｃｈｉｎａ

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Ｌａｂ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００４， Ｃｈｉｎａ

３ Ｈｕｉｔｏ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Ｈｕｉｔｏｎｇ ４１８３０７，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Ｎ ａｎｄ 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ｅａｆ，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０—１５， １５—３０， ３０—４５ ｃｍ） ｉｎ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ａｎｄ ２５⁃ｙｅａｒ⁃ｏｌｄ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ｕｉｔｏｎｇ，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 ａｎｄ Ｐ 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ｌｅａｆ⁃ｒｏｏｔ⁃ｓｏｉ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ｉｆ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ｂａｓｉｃ ｄａｔａ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１）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ｅ ｈａ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ｏｉｌ Ｎ ａｎｄ 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 ∶Ｐ ｒａｔｉｏ （Ｐ ＜ ０．０１）．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ｏｎｌｙ ｈａ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ｏｉｌ 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 ＜ ０．０１）． Ｓｏｉｌ 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ｓｏｉｌ 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 ∶Ｐ ｒａｔｉｏ ｓｈｏｗｅｄ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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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Ｎ ａｎｄ 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ｅ （Ｐ ＜ ０．０５）． Ｓｏｉｌ Ｎ ａｎｄ 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ｉｎ ２５⁃ｙｅａｒ ａｎｄ ５⁃ｙｅａｒ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ｉｎ １０⁃ｙｅａｒ ａｎｄ １５⁃ｙｅａｒ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Ｎ ∶ Ｐ ｒａｔｉ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２）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
ｔｙｐｅ ｈａ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Ｎ ａｎｄ 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 ∶Ｐ ｒａｔｉｏ （Ｐ ＜ ０．０１）．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Ｎ ａｎｄ 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 Ｖ⁃ｓｈａｐｅ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ｅ （ Ｐ ＜ ０． ０５），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Ｐ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ｉｎ ２０⁃ｙｅａｒ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Ｎ ａｎｄ 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ｉｎ １５⁃ｙｅａｒ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ｉｎ ５⁃ｙｅａｒ ａｎｄ ２５⁃ｙｅａｒ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Ｎ ∶Ｐ ｒａｔｉｏ ｄｉｄ ｎｏ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ｅ．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ｅａｆ Ｎ ∶ Ｐ ｒａｔｉｏｓ ｗａｓ １１． ７９ ｔｏ １４． ８６． Ｆｏｒ ａｌｌ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ｅｓ， ｌｅａｆ Ｎ ∶ Ｐ ｒａｔｉｏｓ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１４，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２０⁃ｙｅａｒ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Ｎ ∶Ｐ ｒａｔｉ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ｅ （Ｐ ＜ ０．０５），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Ｎ ∶Ｐ ｒａｔｉｏｓ
ｗａｓ ９．００ ｔｏ ２２．８９． （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ｉｆ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Ｎ ａｎｄ 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ｅａｆ，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ｌｅａｆ ＞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 ｓｏｉｌ （Ｐ ＜ ０．０５）．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Ｎ ａｎｄ Ｐ 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ｙ （Ｐ ＜ ０．０５），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Ｎ ｏｆ ２５⁃ｙｅａｒ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０—１５ ｃｍ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５—３０ ａｎｄ ３０—４５ ｃｍ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Ｎ
ａｎｄ 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５⁃ｙｅａｒ ａｎｄ １０⁃ｙｅａｒ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 ＜ ０． ０５），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Ｎ ａｎｄ 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１５⁃， ２０⁃， ａｎｄ ２５⁃ｙｅａｒ⁃ｏｌｄ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ｉｆ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 ∶Ｐ ｒａｔｉｏ． Ｉｔ ｗａｓ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ｅ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ｅａｆ，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ｌｉｎｋ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ｅａｆ，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Ｎ ａｎｄ Ｐ 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ｅａｆ⁃ｒｏｏｔ⁃ｓｏｉ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ｙ；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在陆地生态系统中，氮（Ｎ）和磷（Ｐ）是限制植物生长最普遍的两种元素［１⁃２］，对植物各种功能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３］，而氮磷比（Ｎ ∶Ｐ）化学计量特征可以为生态系统中营养结构变化、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研究提供基本依据［４］。 叶片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与土壤 Ｎ、Ｐ 元素之间的反馈作用尤为密切，
有研究表明，叶片中养分含量状况能够较好地反映土壤养分供给的能力［５］，植物叶片的 Ｎ ∶Ｐ 可以用来判断土

壤环境对植物生长的养分供应状况［６⁃７］，而土壤是植物生长所需养分的主要来源，对调节植物生长具有重要

作用，植物—土壤反馈机制的提出有助于对植物叶片与土壤间的养分关系进行解释［８］。 目前，国内外对森林

生态系统植物—土壤系统的化学计量学特征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主要探讨不同森林类型、区域和不同演替

阶段的植物叶片—凋落物—土壤的生态化学计量学特征［９⁃１１］，不可否认，凋落物及其分解过程在植物—土壤

养分循环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１２⁃１３］，但 Ｖｏｇｔ［１４］ 等发现，通过细根周转而归还到土壤中的 Ｎ、Ｐ 元素超过了地

上凋落物，与此同时，细根也是植物吸收 Ｎ、Ｐ 等养分元素的主要器官［１５］，它是植物—土壤系统联系的纽带，
因此对细根与叶、土壤养分循环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对三者 Ｎ、Ｐ 化学计量学特征的研究还鲜见报道。
随着植物的生长，森林生态系统的组成、土壤性质及内部环境也会发生改变，进而影响植物⁃土壤系统养分的

分配格局，研究叶⁃细根⁃土的 Ｎ、Ｐ 化学计量特征随林龄的变异情况，有助于全面、系统地揭示森林生态系统在

不同生长阶段的植物—土壤养分分配特征，也能为生态化学计量学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是我国南方林区的主要经营的人工林树种，在我国森林资源中占有十分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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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地位。 本实验选取幼龄林（５ ａ）、中幼龄林（１０ ａ）、中龄林（１５ ａ）、近熟林（２０ ａ）及成熟林（２５ ａ）５ 个生

长阶段的杉木人工林，分析其全生命过程中叶片、细根与土壤的 Ｎ、Ｐ 含量及其生态化学计量动态特征，探讨

土壤以及植物叶片和细根 Ｎ、Ｐ 含量及其比值的影响来源，分析了各生长阶段杉木叶片、细根、土壤之间 Ｎ、Ｐ
含量及 Ｎ ∶Ｐ 的相关性，旨在揭示杉木林全生命过程的叶⁃根⁃土 Ｎ、Ｐ 养分反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杉木不同生

长阶段中养分分配格局和生物化学循环特征，为杉木林的经营管理提供基础数据。

１　 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实验地设在我国杉木中心产区———湖南省会同县广坪镇生态站杉木基地。 地理位置为 ２６°５０′Ｎ，
１０９°４５′Ｅ，属典型的亚热带湿润性气候，地貌为低山丘陵，海拔 ２５０—５００ ｍ。 年均气温 １６．８℃，年空气相对湿

度在 ８０％以上，无霜期为 ２７０—３００ ｄ，日照时数年均 １６７７．１ ｈ；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 １４２２ ｍｍ。 土壤为震

旦纪板溪系灰绿色板岩发育的山地黄壤，质地细，介于中壤与中粘壤之间，ｐＨ 值为 ４．８６。 气候和土壤条件都

利于杉木生长。 样地内植被主要为杉木，样地内还有少量的白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ｆａｂｒｉ）、油桐（Ｖｅｒｎｉｃｉａ ｆｏｒｄｉｉ）以及千

年桐（Ａｌｅｕｒｉｔｅｓ ｍｏｎｔａｎａ），林下灌木主要有冬青（ Ｉｌｅ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ｉｍｓ）、杜茎山（Ｍａｅｓ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和菝葜（Ｓｍｉｌａｘ
ｃｈｉｎａ）和，草本有铁芒萁 （Ｄｉｃｒａｎｏｐｔｅｒｉｓ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狗脊蕨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和华南毛蕨 （ Ｃｙｃｌｏｓｏｒｕｓ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ｕｓ）等。 室内实验研究基地为南方林业生态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样地基本概况和土壤的理化性质详见表 １ 和表 ２。

表 １　 样地基本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ｓ

林龄 ／ ａ
Ａｇｅ

平均树高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 ｍ

平均胸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ＢＨ ／ ｃｍ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 ｍ

经度 ／ （ °）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纬度 ／ （ °）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

坡度 ／ （ °）
Ｓｌｏｐｅ

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

（株 ／ ｈｍ２）

５ ５．８ ９．０ ２６８ １０９°３５′６．７２″ ２６°４７′３４．０８″ ＳＥ ／ ＳＷ ２１ １８１５

１０ １１．３ １２．８ ２６０ １０９°３５′３８．７６″ ２６°４７′３０．８４″ ＳＥ ／ ＮＷ １７ １７８２

１５ １１．８ １６．２ ３１６ １０９°３５′２９．７６″ ２６°４７′４．５６″ ＳＷ ／ ＳＥ ２６ １６８８

２０ １２．４ １７．５ ２９３ １０９°３５′３０．１２″ ２６°４７′７．８０″ ＳＥ ／ ＮＥ ２６ １６０６

２５ １３．１ ２１．３ ３１８ １０９°３５′２８．３２″ ２６°４７′７．４４″ ＮＷ ／ ＮＥ ３０ １５２０

　 　 ＳＥ：东南，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ＳＷ：西南，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ＮＷ：西北，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ＮＥ：东北，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表 ２　 不同林龄杉木林样地的土壤理化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ｓ ｓｏｉｌ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ｄ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林龄
Ａｇｅ ／ ａ ｐＨ

容重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ｇ ／ ｃｍ３）
含水率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 ％
土壤温度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

５ ４．５４±０．０６ １．２７±０．０３ １９．９０±０．５９ ２０．２±０．６

１０ ４．７７±０．０５ １．１８±０．０２ １６．５８±０．３０ ２０．４±０．９

１５ ４．３１±０．０４ １．３２±０．０３ ２２．７５±０．２９ １９．７±０．６

２０ ４．４４±０．０７ １．３１±０．０２ ２２．６４±０．３３ １９．３±０．７

２５ ４．１１±０．０５ １．２６±０．０１ ２３．６１±０．３４ ２０．１±０．７

　 　 表中各指标均为不同季节及不同土层土壤的平均值±标准误，ｎ＝ ４８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样地设置

采用空间代替时间的方法，在相似土壤类型、立地条件下（表 １），选取在 ２ｋｍ２范围内的 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 年

生的杉木人工林，各林龄林分均为皆伐后种植且近五年未进行施肥管理。 每个林龄的林分分别设置 ４ 块 ２０
ｍ×２０ ｍ 样地，即 ４ 次重复（同一林龄的 ４ 块样地之间距离大约为 １０ ｍ），共 ２０ 块样地。 分别在 ２０１５ 年 ４、７、

３　 １１ 期 　 　 　 陈安娜　 等：亚热带不同林龄杉木林叶⁃根⁃土氮磷化学计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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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月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采集样品，进行为期一年的实验。
２．２　 土壤及植物样品采集

样品按季节采集，在每块样地内随机选取一株长势较好的杉木，距树木基部 １ ｍ 处，刮去地表凋落物，用
环刀法按 ０—１５、１５—３０、３０—４５ ｃｍ（４５ ｃｍ 以下土壤石头较多，故未采集）取样，用天平称取土壤鲜重，统一编

号带回实验室处理，共 ６０ 份土壤样品。 同时用 ＰｒｏＣｈｅｃｋ 手持式多功能读表测定土壤温度和湿度。 用高枝剪

法采集叶片，在选取的杉木树冠中部的东、西、南、北方向各取 ２ 枝生长健康、无病虫害的杉木整枝，摘取枝条

上的所有叶片混合成一个样品，共 ２０ 份针叶样品；杉木细根（直径＜ ２ ｍｍ）采集在采土样时同时进行，在 ０—
４５ ｃｍ 土壤内采集细根 １００ ｇ 左右，共 ２０ 份细根样品。
２．３　 样品处理与测定

土壤样品带回实验室自然风干后称重，测定含水率并计算土壤容重，风干后去除根、石头等杂物，研磨，过
０．２５ ｍｍ 筛，保存好用于测定全氮、全磷含量。 叶片和细根样品带回实验室于烘箱内 ６５℃条件下烘干至恒重，
用万能粉碎机粉碎并过 １ ｍｍ 筛后用于测定全氮、全磷含量。 采用凯氏定氮仪法测定全氮含量；采用钼锑抗

比色法测定全磷含量；采用数字酸度计（ＰＨＳ⁃２５Ａ）测定土壤 ｐＨ 值；采用围尺测量胸径；采用 ＬＤ６１７２ 测高仪

测定树高。
２．４　 数据分析

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软件进行数据预处理；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中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对不同林龄杉木林叶、细根、土的

Ｎ、Ｐ 含量及 Ｎ ∶Ｐ 进行差异性检验；用单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法进行影响因子的方差分析；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分析不

同林龄叶、细根、土之间的 Ｎ、Ｐ 含量及 Ｎ ∶Ｐ 的相关性；用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 ｌ２．５ 绘图。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不同林龄杉木林土壤 Ｎ、Ｐ 化学计量特征

林龄对土壤 Ｎ、Ｐ 含量及 Ｎ ∶Ｐ 具有极显著的影响（Ｐ＜０．０１），而土层仅对土壤 Ｎ 含量影响显著（Ｐ＜０．０１，
表 ３），杉木各林龄土壤 Ｎ 含量随土壤深度增加而降低，土壤 Ｐ 含量、Ｎ ∶Ｐ 随土层变化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图 １）。 林龄和土层的交互作用对土壤 Ｎ、Ｐ 含量及 Ｎ ∶Ｐ 均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土壤 Ｎ 含量的主要影响来

源是土层，而土壤 Ｐ 含量和 Ｎ ∶Ｐ 的主要影响来源均为林龄（表 ３）。

表 ３　 杉木林龄、土层及其相互作用对土壤 Ｎ、Ｐ 含量及 Ｎ ∶Ｐ 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ｅ，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ｂｏｔｈ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Ｐ ａｎｄ Ｎ ∶Ｐ ｒａｔｉｏｓ ｉｎ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因子 Ｆａｃｔｏｒｓ 自由度 ｄｆ
氮含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磷含量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氮磷比

Ｎ ∶Ｐ ｒａｔｉｏ

ＳＳ ＭＳ Ｐ ＳＳ ＭＳ Ｐ ＳＳ ＭＳ Ｐ

林龄 Ａｇｅ ４ ３．９３２ ０．９８３ ０．０００ １．０６６ ０．２６７ ０．０００ １３９．５１１ ３４．８７８ ０．００２

土层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２ ５．６７９ ２．８３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５ ０．０３７ ０．３２４ ４１．４２３ ２０．７１１ ０．０７４

林龄×土层
Ａｇｅ×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８ ０．６５０ ０．０８１ ０．７０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０８ ０．９７９ ２２．５５３ ２．８１９ ０．９４１

　 　 ＳＳ：离差平方和，ｓｕｍ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ＭＳ：均方，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ｓ

０—１５、１５—３０ ｃｍ 和 ３０—４５ ｃｍ 土壤 Ｎ 含量变化范围分别为 １．５０—１．７６、１．２２ —１．５９、０．９４—１．３９ ｇ ／ ｋｇ。
各土层 Ｎ 含量随林龄的变化趋势不一致：０—１５ ｃｍ 土层 Ｎ 随林龄不断增加，但变化不显著（Ｐ＞０．０５），１５—３０
ｃｍ 和 ３０—４５ ｃｍ 土层的 Ｎ 含量随林龄变化显著，呈先降低后增加的趋势（Ｐ＜０．０５），各土层 Ｎ 均在 ２５ ａ 达到

最大值（图 １）。 各土层 Ｐ 含量随林龄的变化趋势完全一致，呈先显著降低后显著增加的趋势（Ｐ＜０．０５），在 ２５
ａ 时略有降低，但变化不显著（Ｐ＞０．０５），各层土壤 Ｐ 均在 ５ａ 达到最大值，分别为（０．４２±０．０６）、（０．４６±０．０５）、
（０．３８±０．０４） ｇ ／ ｋｇ（图 １）。 １５—３０ ｃｍ 土壤 Ｎ ∶Ｐ 在 ５ ａ 时显著低于其他各林龄（Ｐ＜０．０５），另外两个土层 Ｎ ∶Ｐ
随林龄均无显著变化（Ｐ＞０．０５），各土层 Ｎ ∶Ｐ 的变化范围分别为 ４．９６—６．７１、３．４６—６．６４、４．００—５．９１ （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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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杉木人工林土壤 Ｎ、Ｐ 含量及 Ｎ ∶Ｐ 随土层及林龄的变化（平均值±标准误， ｎ ＝ １６）

Ｆｉｇ．１　 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Ｎ ， Ｐ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ｍｅａｎ±

ＳＥ ，ｎ ＝ １６）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不同林龄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林龄不同土层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３．２　 不同林龄杉木林叶片、细根 Ｎ、Ｐ 化学计量特征

林龄、器官对植物 Ｎ、Ｐ 含量及 Ｎ ∶Ｐ 均具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林龄和器官的交互作用对植物 Ｎ 含量和

Ｎ ∶Ｐ 的影响显著（Ｐ＜０．０５），植物 Ｎ、Ｐ 含量主要受器官的影响，而 Ｎ ∶Ｐ 主要受林龄的影响（表 ４）。

表 ４　 杉木林龄、器官及其相互作用对植物 Ｎ、Ｐ 含量及 Ｎ ∶Ｐ 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ｅ， ｏｒｇａｎｓ ａｎｄ ｂｏｔｈ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Ｎ， Ｐ ａｎｄ Ｎ ∶Ｐ ｒａｔｉｏｓ ｉｎ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因子 Ｆａｃｔｏｒｓ 自由度 ｄｆ
氮含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磷含量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氮磷比

Ｎ ∶Ｐ ｒａｔｉｏ

ＳＳ ＭＳ Ｐ ＳＳ ＭＳ Ｐ ＳＳ ＭＳ Ｐ

林龄 Ａｇｅ ４ ５８０．２７７ １４５．０６９ ０．０００ ２．５４７ ０．６３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８５．８６２ ２７１．４６６ ０．００５

器官 Ｏｒｇａｎｓ １ １４２０．７９２ １４２０．７９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１５９ １０．１５９ ０．０００ ３３８．４２２ ３３８．４２２ ０．０２９

林龄×器官 Ａｇｅ×Ｏｒｇａｎｓ ４ ９８．６４９ ２４．６６２ ０．００１ ０．３１９ ０．０８０ ０．５５６ ９０６．４５６ ２２６．６１４ ０．０１３

５ 个林龄杉木叶的 Ｎ、Ｐ 含量均显著高于细根（Ｐ＜０．０５，图 ２）。 杉木叶和细根的 Ｎ、Ｐ 含量随林龄的变化

趋势基本一致：Ｎ 含量随林龄表现为先降低在 １５ ａ 达到最小值后显著增加，其区别是叶 Ｎ 在 ５—１５ ａ 显著降

低（Ｐ＜０．０５），而细根 Ｎ 在此阶段变化不显著（Ｐ＞０．０５），叶和细根的 Ｎ 含量分别在 ５ ａ（（１４．４５±０．６１） ｇ ／ ｋｇ）和

５　 １１ 期 　 　 　 陈安娜　 等：亚热带不同林龄杉木林叶⁃根⁃土氮磷化学计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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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ａ（（９．３０±０．７０） ｇ ／ ｋｇ）达到最大值（图 ２）。 杉木叶和细根的 Ｐ 含量随林龄表现为“Ｖ”字型的变化趋势，但
细根 Ｐ 在 ２０ ａ 后略有降低，叶和细根 Ｐ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在 ５ ａ 和 １５ ａ 出现，其变化范围分别为 ０．８７—
１．２２，０．３２—０．７５ ｇ ／ ｋｇ （图 ２）。 杉木叶的 Ｎ ∶Ｐ 随林龄无显著变化（Ｐ＞０．０５），细根的 Ｎ ∶Ｐ 随林龄显著增加（Ｐ＜
０．０５），杉木叶和细根的 Ｎ ∶Ｐ 变化范围分别为 １１．７９—１４．８６，９．００—２２．８９（图 ２）。

图 ２　 杉木人工林叶片、细根的氮、磷含量及 Ｎ ∶Ｐ 随林龄的变化（平均值±标准误， ｎ ＝ １６）

Ｆｉｇ．２　 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Ｎ ， Ｐ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ｍｅａｎ±

ＳＥ， ｎ ＝ １６）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不同林龄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林龄叶片、细根之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３．３　 不同林龄杉木林叶、根、土之间 Ｎ、Ｐ 含量以及 Ｎ ∶Ｐ 的相关性

不同林龄杉木叶、根、土之间的 Ｎ、Ｐ 含量及 Ｎ ∶Ｐ 的相关性存在差异性（表 ５）。 ５ ａ 杉木林叶 Ｎ 与 １５—
３０、３０—４５ ｃｍ 土壤 Ｎ 显著负相关，相关性系数分别为－０．６１７、－０．５３５，１０ ａ 杉木林叶 Ｎ 与 ３０—４５ ｃｍ 土壤 Ｎ
显著正相关（０．５７７， Ｐ＜０．０５），其他各林龄杉木叶 Ｎ 与土壤 Ｎ 均无显著相关性。 细根 Ｎ 仅在 １０ ａ 时与 ３０—４５
ｃｍ 土壤 Ｎ 显著正相关（０．６２３ ， Ｐ＜０．０５）。 除 ２５ ａ 时杉木林叶与细根 Ｎ 无显著相关性外，其他各生长阶段的

杉木叶与细根 Ｎ 含量均显著相关（Ｐ＜０．０５）。
除 １０ ａ 时杉木叶、细根 Ｐ 与 ０—１５、３０—４５ ｃｍ 土壤 Ｐ 无显著相关性外，其他 ４ 个林龄杉木叶、细根与各

层土壤之间的 Ｐ 含量均表现为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 ５ 个林龄杉木叶与细根 Ｐ 均为极显著正相关关系（Ｐ＜
０．０１）。

５ ａ 时杉木叶 Ｎ ∶Ｐ 仅与 ０—１５ ｃｍ 土壤 Ｎ ∶Ｐ 显著正相关，其他 ４ 个林龄杉木叶与各层土壤 Ｎ ∶Ｐ 均为显著

正相关关系（Ｐ＜０．０５）。 细根 Ｎ ∶Ｐ 在 ５ ａ 和 １５ ａ 时与 ０—１５、３０—４５ ｃｍ 土壤 Ｎ ∶Ｐ 显著正相关，在 １０ ａ 时与

１５—３０、３０—４５ ｃｍ 土壤 Ｎ ∶Ｐ 显著正相关，在 ２０ ａ、２５ ａ 时与各层土壤 Ｎ ∶Ｐ 均显著正相关。 ５ 个林龄杉木叶与

细根 Ｎ ∶Ｐ 均表现为极显著正相关关系（Ｐ＜０．０１）。

４　 讨论

４．１　 不同林龄杉木林叶片—细根—土壤 Ｎ、Ｐ 含量的变化

５ 个林龄杉木林下土壤平均全 Ｎ、全 Ｐ 含量分别为（１．４０±０．０３）、（０．３３±０．０１） ｇ ／ ｋｇ，相比于中国土壤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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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 １．０６、０．６５ ｇ ／ ｋｇ ［１６］及同纬度江西千烟洲亚热带人工林土壤的 ０．８６、０．１１ ｇ ／ ｋｇ ［１７］，研究区土壤 Ｎ、Ｐ 含

量均高于千烟洲人工林，表明会同作为中国杉木的中心产区，其独特的生态环境有利于杉木土壤肥力的保

存［１８］，研究区及千烟洲人工林属低纬度地区，其土壤 Ｐ 含量均低于中国土壤 Ｐ 的平均水平，这与低纬度地区

土壤中 Ｐ 缺乏的现象符合［１９－２１］。 ５ 个林龄杉木叶片平均全 Ｎ、全 Ｐ 含量分别为（１２．４２±０．３６）、（１．０７±０．０４ ）
ｇ ／ ｋｇ，低于 Ｈａｎ［２２］等研究的中国 ７５３ 种陆生植物叶片（２０．２、１．４６ ｇ ／ ｋｇ）的结果，高于王晶苑［１７］ 等研究的千烟

洲亚热带杉木林叶片（１０．８８、０．７５ ｇ ／ ｋｇ）的结果。 细根平均全 Ｎ、全 Ｐ 含量分别为（６．４６±０．３１）、（０．５７±０．０４）
ｇ ／ ｋｇ，低于中国陆地植物细根平均水平的 ９．２、１．０ ｇ ／ ｋｇ ［２３］。

表 ５　 五个林龄杉木林叶片、细根、土壤全氮、全磷含量及氮磷比的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５　 Ｌｅａｆ，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ｔｏｔａｌ Ｎ， ｔｏｔａｌ 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Ｎ ∶Ｐ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ａｇｅｄ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林龄
Ａｇｅ ／ ａ

组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全 Ｎ 含量 Ｔｏｔａｌ 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全 Ｐ 含量 Ｔｏｔａｌ 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
土层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０—１５ ｃｍ １５—３０ ｃｍ ３０—４５ ｃｍ
叶 Ｌｅａｆ

土层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０—１５ ｃｍ １５—３０ ｃｍ ３０—４５ ｃｍ

叶 Ｌｅａｆ

５ 叶 －０．２９５ －０．６１７∗ －０．５３５∗ １ ０．８６９∗∗ ０．６２２∗ ０．５７４∗ １　 　

细根 ０．０４８ －０．１０８ ０．０２１ ０．５３５∗ ０．８８１∗∗ ０．８６０∗∗ ０．７８３∗∗ ０．８２３∗∗

１０ 叶 －０．３１ －０．０４７ ０．５７７∗ １ ０．４７４ ０．６４０∗∗ ０．４５ １

细根 －０．０５２ ０ ０．６２３∗∗ ０．７５３∗∗ ０．４４７ ０．５２４∗ ０．４３ ０．８２２∗∗

１５ 叶 ０．１２２ －０．２３ －０．０７５ １ ０．７２４∗∗ ０．６７０∗∗ ０．６４３∗∗ １

细根 ０．１７５ －０．２３１ ０．０９８ ０．７２７∗∗ ０．８０１∗∗ ０．５８５∗ ０．５３１∗ ０．７７０∗∗

２０ 叶 ０．２７６ ０．３８７ ０．３３ １ ０．５９４∗ ０．６７４∗∗ ０．７９４∗∗ １

细根 －０．０５４ ０．２７１ ０．０２４ ０．６１９∗ ０．７５０∗∗ ０．８２７∗∗ ０．６７７∗∗ ０．６３０∗∗

２５ 叶 ０．１４５ －０．１８９ ０．３６４ １ ０．５５０∗ ０．５７１∗ ０．５６５∗ １

细根 ０．１５３ ０．１７５ ０．４６７ ０．４２１ ０．６５３∗∗ ０．６６６∗∗ ０．７３８∗∗ ０．７７２∗∗

林龄
Ａｇｅ ／ ａ

组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氮磷比 Ｎ ∶Ｐ ｒａｔｉｏ
土层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０—１５ ｃｍ １５—３０ ｃｍ ３０—４５ ｃｍ
叶 Ｌｅａｆ

５ 叶 ０．５７５∗ ０．２１７ ０．３６２ １

细根 ０．７４７∗∗ ０．４６ ０．６２７∗∗ ０．８５７∗∗

１０ 叶 ０．５０２∗ ０．７２５∗∗ ０．６１８∗ １

细根 ０．２８６ ０．５７８∗ ０．７１７∗∗ ０．６５２∗∗

１５ 叶 ０．５７７∗ ０．５１６∗ ０．５３５∗ １

细根 ０．５２５∗ ０．４８２ ０．６２２∗ ０．７８０∗∗

２０ 叶 ０．６１４∗ ０．６６０∗∗ ０．８８１∗∗ １

细根 ０．６５２∗∗ ０．６８２∗∗ ０．５８２∗ ０．７６６∗∗

２５ 叶 ０．５６５∗ ０．５７３∗ ０．５２８∗ １

细根 ０．６０７∗ ０．７２８∗∗ ０．７５０∗∗ ０．６３５∗∗

　 　 ∗表示显著相关（Ｐ＜０．０５），∗∗表示极显著相关（Ｐ＜０．０１）

林龄对土壤 Ｎ、Ｐ 含量均具有极显著的影响，土层对土壤 Ｎ 具有显著影响，说明土壤作为植物生长的基

质，其养分特征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异质性［２４］。 土层仅对土壤 Ｎ 含量具有显著影响，表现为表层土壤 Ｎ 含

量显著高于另外两个土层，但 Ｐ 含量在各土层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土壤 Ｎ 主要受枯落物对养分归还和

大气氮沉降等共同影响，从而易造成土壤不同层次 Ｎ 含量的分化［２５］，因此土层对土壤 Ｎ 影响显著；土壤 Ｐ 主

要受土壤母质风化的影响，而岩石风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土壤 Ｐ 在各土层间差异不大［２６］。 土壤 Ｐ 含量

主要受林龄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研究地土壤 Ｐ 较为贫瘠，使得植物在不同生长过程对土壤 Ｐ 吸收和归还的

差异容易引起土壤 Ｐ 含量的变化。 各土层 Ｎ 含量随林龄的变化不一致［２７］，本研究 ０—１５ ｃｍ 土壤 Ｎ 含量随林

龄无显著变化，与植物叶和细根的 Ｎ 含量也无显著相关性（表 ５），而杨振安［２８］ 和张雷［２９］ 等的研究表明杉木

的细根主要分布在 ０—１５ ｃｍ 土层，这说明在杉木的生长过程中，植物对 Ｎ 的吸收与土层 Ｎ 含量及细根量的

多少无直接关联。 １５—３０ ｃｍ 和 ３０—４５ ｃｍ 土层 Ｎ、各层土壤 Ｐ 含量在不同生长阶段差异显著，均表现为随林

７　 １１ 期 　 　 　 陈安娜　 等：亚热带不同林龄杉木林叶⁃根⁃土氮磷化学计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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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的增加先降低后升高，这与刘万德［３０］等对云南普洱常绿阔叶林的不同演替阶段以及曹小玉［３１］ 等对湖南福

寿林场不同林龄杉木林的研究结果一致。 研究发现土壤 Ｎ、Ｐ 含量的最小值均出现在中龄林（１０—１５ ａ）阶
段，这可能是因为杉木在该阶段分别属于速生和杆材阶段［１８］，植物对土壤养分的需求大，而该阶段土壤微生

物数量和活性较低使得凋落物对 Ｎ、Ｐ 元素的归还较少导致的［３２⁃３３］。 而成熟阶段的杉木林生长相对缓慢，对
Ｎ、Ｐ 的需求降低［３４］，Ｎ、Ｐ 元素的归还量也随着林龄增大而增加［１８］，因此研究区土壤 Ｎ、Ｐ 含量在杉木生长后

期（２０—２５ ａ）显著升高，表明杉木林到了成熟阶段土壤肥力有所增加。
Ｎ 和 Ｐ 是各种蛋白质和遗传物质的重要组成元素［３５］，植物 Ｎ、Ｐ 元素含量往往随植物的生长而发生变

化［３６］。 本研究中林龄对杉木叶、细根的 Ｎ、Ｐ 含量具有极显著的影响说明了这一规律，因此在今后的 Ｎ、Ｐ 化

学计量学特征的研究中，要充分考虑到树种林龄的影响，采样时应包含不同的发育阶段以减少林龄对研究结

果的影响。 植物 Ｎ、Ｐ 含量的主要影响来源是器官，表明杉木器官的分化过程使植物叶和细根对元素的吸收

利用具有特异性，这与刘万德［３７］等和陈婵［３８］等的研究一致。 随林龄的增加，叶和细根 Ｎ、Ｐ 含量的变化趋势

一致，且各生长阶段杉木叶和细根之间的 Ｎ、Ｐ 含量均显著正相关，说明了叶片的 Ｎ、Ｐ 养分承自细根，这杨振

安［２８］等的研究结果一致。
植物体中化学元素主要来源于土壤，其含量的高低与土壤密切相关。 本研究植物叶、细根与土壤的 Ｎ、Ｐ

含量随林龄的增加表现出一致性，刘万德［３０］等对云南普洱季风常绿阔叶林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果。 在杉

木的各生长阶段，各组分的 Ｎ、Ｐ 含量均表现为叶＞细根＞土，这是因为叶片是植物体营养元素利用的最主要的

场所［２６］，细根将从土壤中吸收的大部分 Ｎ、Ｐ 元素运输到叶片供其吸收并合成有机物［３４］，而叶和细根以枯落

物的形式归还到土壤的一部分 Ｎ、Ｐ 元素通过微生物的分解作用被矿化分解，导致最终进入到土壤的营养元

素较少［１１］。 植物体内养分含量体现了植物对环境适应特征，土壤养分条件反映了植物的营养状况［３９］，土壤

作为植物体营养元素的主要来源，其 Ｎ、Ｐ 含量与植物体内的 Ｎ、Ｐ 含量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不同的生长阶

段，植物对土壤养分的吸收情况和对环境的适应策略存在一定的差异。 本研究中，杉木叶、细根与土壤 Ｎ 在

５、１０ ａ 显著相关，这是因为杉木在生长初期叶和细根中 Ｎ 含量的初始值较低，植物叶片输导组织、支持组织

发育都不完善，需要大量 Ｎ 来合成蛋白质［４０］，因此受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较大，而叶、细根与土壤 Ｎ 在 １５—
２５ ａ 无显著相关性，说明在杉木生长的中后期，杉木林的生长趋于平稳，对土壤 Ｎ 的需求减少，这与曹娟［２１］等

的研究结果一致。 植物叶、细根与土壤的 Ｐ 含量均表现出一定的显著相关性，这说明在杉木的各生长阶段，
土壤 Ｐ 含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植物对 Ｐ 的吸收，这也体现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对 Ｎ、Ｐ 养分的吸收具有

差异。
４．２　 不同林龄杉木林叶片—细根—土壤 Ｎ ∶Ｐ 的变化

土壤 Ｎ ∶Ｐ 能指示植物生长过程中土壤营养成分的供应情况［４１］。 本研究 ５ 个林龄杉木林下土壤平均 Ｎ ∶
Ｐ 为 ５．５１±０．１９，高于中国土壤 Ｎ ∶Ｐ 平均水平的 ２．１５［４２］。 林龄对土壤 Ｎ ∶Ｐ 影响显著，随林龄的增加，土壤 Ｎ ∶
Ｐ 呈升高趋势，这表明随着杉木的生长，土壤对 Ｎ 元素的供应能力要强于 Ｐ 元素，这可能是土壤 Ｐ 缺乏导

致的。
叶片的养分含量能表征树木的营养状况。 以往研究认为，叶片 Ｎ ∶Ｐ＜１４ 反映植物受 Ｎ 限制，Ｎ ∶Ｐ＞１６ 反

映植物受 Ｐ 限制，１４＜Ｎ ∶Ｐ＜１６ 表示受 Ｎ、Ｐ 的共同限制［４３］。 本研究中 ５ 个林龄杉木叶片平均 Ｎ ∶Ｐ 为 １３．０６±
０．６４，低于中国 ７５３ 种陆生植物叶片的 １６．３［２２］及千烟洲亚热带杉木林叶片的 １４．５０［１７］，杉木叶片 Ｎ ∶Ｐ 在各林

龄间差异均不显著，仅 ２０ ａ 杉木叶片的 Ｎ ∶Ｐ 大于 １４（１４．８６），其他各林龄杉木的 Ｎ ∶Ｐ 均小于 １４，这说明本研

究地的杉木生长受 Ｎ 的限制比较严重，这与潘维俦［１８］等对会同杉木林叶片的研究结果一致。 但本研究区土

壤主要受 Ｐ 限制，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植物体的 Ｎ ∶Ｐ 高于土壤，所以根系就要从土壤中吸收相对更多的 Ｎ 来

提高 Ｎ ∶Ｐ，以满足植物体的需要［２６］，另一方面，邢雪荣［４４］等发现植物在土壤营养元素供应缺乏的情况下往往

具有较高的养分利用效率，因而植物对 Ｐ 的利用效率较高。
本研究中杉木细根平均 Ｎ ∶Ｐ 为 １５．９７±１．２５，高于中国平均水平的 １４．２７。 “生长速率假说” ［４５］认为，植物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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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快速生长过程中，会分配大量 Ｐ 到 ｒＲＮＡ 中，以使核糖体能够快速合成大量蛋白质，从而表现出低的 Ｎ ∶
Ｐ。 细根的 Ｎ ∶Ｐ 随林龄显著增加，说明杉木细根的生长速率随杉木的生长而不断降低。

在杉木的各生长阶段，植物叶、细根与土壤的 Ｎ ∶Ｐ 均具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在杉木的全生命过程，土壤

Ｎ ∶Ｐ 的变化对植物 Ｎ ∶Ｐ 的变化有显著影响［４６］。 随着林龄的增加，研究区杉木叶片、细根和土壤 Ｎ ∶Ｐ 的变化

趋势不一致，这与其他地区的研究结果相似［２６，３０，４７⁃４８］，其中土壤和细根的 Ｎ ∶Ｐ 随林龄增加均呈升高趋势，而
叶片 Ｎ ∶Ｐ 则无显著变化，表明细根作为土－植系统联系的纽带［２６］，对土壤养分的变化反应最敏感，同时细根

也对植物叶片 Ｎ ∶Ｐ 起到缓冲作用，使得土壤养分含量特征对植物体内的化学计量特征具有决定性作用［４９］。
研究结果表明，林龄对植物叶、细根及土壤 Ｎ、Ｐ 化学计量特征均有显著的影响。 随林龄的增加，表层土

壤 Ｎ 含量无显著变化，１５—３０ ｃｍ 和 ３０—４５ ｃｍ 土层 Ｎ 及各层土壤 Ｐ 含量变化显著；叶片、细根与土壤 Ｎ、Ｐ
含量的随林龄的变化趋势一致，各组分的 Ｎ、Ｐ 含量表现为叶＞细根＞土，且差异显著。 在杉木不同生长阶段，
叶与细根 Ｎ、Ｐ 含量显著正相关，杉木叶、细根与土壤 Ｐ 含量也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杉木叶、细根 Ｎ 含量仅在

生长初期与土壤 Ｎ 含量具显著相关性。 随林龄的增加，叶片 Ｎ ∶Ｐ 无显著变化，而土壤和细根的 Ｎ ∶Ｐ 则呈升

高趋势，在杉木的各生长阶段，植物叶、细根、土壤之间的 Ｎ ∶Ｐ 均具显著正相关关系。 这说明在杉木的生长过

程中，植物叶、细根以及土壤中养分不断变化，叶、细根、土之间的 Ｎ、Ｐ 化学计量特征显示出一定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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