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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北玉龙雪山不同海拔云南松（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径向生长对气候因子的响应

杨绕琼１，２，范泽鑫１，∗，李宗善３，温庆忠４

１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热带森林生态学重点实验室，勐腊　 ６６６３０３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３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城市与区域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４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昆明　 ６５００５１

摘要：云南松（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是重要的造林树种， 在我国西南地区广泛分布。 研究不同海拔云南松径向生长对气候变化的

响应，有助于了解气候变化背景下云南松的敏感性和适应性。 在滇西北丽江玉龙雪山不同海拔采集了云南松树木年轮样品，采
用传统的树木年轮方法制作了不同海拔云南松树轮宽度标准化年表，并分析了不同海拔云南松径向生长与气候因子的相关性。
结果表明：１）低海拔样点云南松具有较快的年平均生长速率。 ２）不同海拔云南松对气候因子的响应模式一致，树轮宽度与当

年 ５—６ 月的降水量、帕尔默干旱指数（ＰＤＳＩ）和相对湿度呈正相关，与同期温度呈负相关。 ３）不同海拔的云南松径向生长对气

象因子的响应程度不一样，即低海拔样点云南松树轮宽度与当年 ５ 月份的干旱指数、相对湿度、降水量相关系数较高；而高海拔

样点的云南松树轮宽度与 ５—６ 月的降水、相对湿度、干旱指数的相关系数较低。 本研究表明春末夏初的水分条件是玉龙雪山

云南松径向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且低海拔地区云南松生长受水分限制更为严重，区域气候变暖和干旱化趋势可能对低海拔地

区云南松的生长产生持续的负面效应。 本研究结果可为探讨气候变化下云南松的适宜分布区、以及云南松人工林的经营和可

持续管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树木年轮；气候响应；海拔梯度；干旱；云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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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热条件是影响树木生长的重要环境因子，在全球气候变化［１］ 的背景下，森林生态系统如何响应、如何

发展成为迫在眉睫的研究课题。 全球不同地区均有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树木生长呈下降趋势［２］，死亡率升

高，乃至发生森林衰退［３⁃４］。 高海拔地区对气候变化更为敏感［５］，在滇西北地区对长苞冷杉（Ａｂｉｅｓ ｇｅｏｒｇｅｉ） ［６］、
云南松（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７］和丽江云杉（Ｐｉｃｅａ ｌｉ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８］的研究均发现“生长分异”现象，即树木径向生

长对气候因子的响应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前和之后的响应不同。 在不同的海拔梯度上，环境条件随海拔梯度

改变，树木的径向生长往往受不同的环境因子限制，通常高海拔地区树木生长主要受温度的限制，而低海拔地

区树木生长主要受水分多寡的影响［６，９⁃１１］。 但也有研究显示在不同海拔上树木生长对气候因子呈一致的响

应［１２］。 因此，有必要研究不同地区不同物种径向生长和气候响应特征随海拔的变异规律。
横断山脉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地形复杂，河谷深切，是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１３］，也是国内最早开展树

轮研究的区域之一［１４⁃１５］，研究树种主要集中在冷杉（Ａｂｉｅｓ）、云杉（Ｐｉｃｅａ）、铁杉（Ｔｓｕｇａ）等针叶树种。 横断山

中部地区长苞冷杉主要受生长季初期的水分条件和生长季旺期温度条件限制［６，１６］，冬季温度也会影响其径向

生长［１７］。 丽江云杉在不同地区对气候的响应不同，在香格里拉小中甸地区生长受上一生长季的水热条件限

制，对帕尔默干旱指数（Ｐａｌｍ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ＰＤＳＩ） 的变化不敏感［８］；在玉龙雪山丽江云杉的生长与

１—５ 月的 ＰＤＳＩ 显著正相关，而与温度负相关［１６，１８］，在石卡雪山海拔上限丽江云杉与当年 ７ 月份温度显著正

相关，而前一年 ８ 月和当年 ４—５ 月较低的降水量则限制生长［１９］。 松属植物（Ｐｉｎｕｓ）在横断山脉分布广阔，但
对松树长期生长趋势和气候敏感性的研究还相对缺乏。 在石卡雪山海拔分布上限的高山松（Ｐ． ｄｅｎｓａｔａ）主要

受前一年生长季后期、当季生长季前期温度的影响［１９］；川西高原高山松的年轮宽度主要受 ５ 月份的降水影

响，最大密度与夏季温度有关［２０］。 在滇西北香格里拉地区，云南松的径向生长与冬季温度极显著正相关［８］。
云南松作为云南省分布最广的重要用材树种，对其气候变化敏感性的研究还很缺乏。 本文以滇西北地区

丽江玉龙雪山为研究区域，运用树木年代学的方法，选取两个不同海拔的云南松样点，研究云南松径向生长对

气候变化的响应特征及其海拔差异。 拟解决：１）丽江玉龙雪山地区云南松径向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是什么？
２）不同海拔云南松径向生长对气候因子的响应是否一致？ 本研究将探究云南松的气候敏感性规律，并为我

国西南地区云南松人工林的管理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横断山脉属青藏高原南缘部分，海拔梯度明显，是金沙江、怒江、澜沧江“三江并流”的区域。 玉龙雪山位

于横断山脉中南部（图 １），在不同海拔由下而上分布着云南松林、丽江云杉林、大果红杉（ Ｌａｒｉｘ ｐｏｔａｎｉｎ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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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ｔａｌｉｎ ｖａｒ．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Ｌａｗ）林、冷杉林［２１］。 该地区气候主要受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影响，雨热同期（图 ２），
年均温 １３．７℃，最高气温在 ６ 月（２３．９℃），最低气温在 １ 月（０℃），年总降水量 ９５５ ｍｍ，１ 月至 ５ 月降水较少，
６ 月至 １０ 月降水较多，夏季降水量占全年的 ６５％。

图 １　 滇西北玉龙雪山云南松树轮采样点和丽江气象站位置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Ｐ．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Ｙｕｌｏｎｇ Ｓｎｏｗ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树轮采样点，▲ＰＤＳＩ 格点，●气象站

１．２　 样品采集与年表建立

本研究所用云南松树轮样品采自丽江高山植物园

内（图 １）。 低海拔的采样点（ＰＹＬＪＬ，海拔 ３２２５ ｍ）位于

哈冷古水库旁边，地势平缓，向南，土壤砂石较多，云南

松为建群种，伴生树种黄背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ｐａｎｎｏｓａ）和大白

杜鹃 （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ｄｅｃｏｒｕｍ ）； 高 海 拔 的 采 样 点

（ＰＹＬＪＨ，海拔 ３４４３ ｍ）位于山谷，坡向东南，土壤有砂

石，云南松为建群种和优势种，伴生树种川滇高山栎

（Ｑ． 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ｏｉｄｅｓ）、大白杜鹃（Ｒ． ｄｅｃｏｒｕｍ）。
树轮样品采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选择样地中胸径较

大，生长健康的云南松，每个样点采集至少 ２０ 棵树，利
用树木生长锥在胸高（ ～ １．３ ｍ）处每棵树采集两个样

芯。 样品装进塑料吸管带回实验室，用胶带固定在平板

上风干，防止弯曲，然后固定在木架上用颗粒度逐渐变

细（２００ 目至 ２０００ 目）的砂纸进行打磨，直到年轮清晰

　 图 ２ 　 丽江气象站 １９５１—２０１６ 年多年平均温度（℃）和降水量

（ｍｍ）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ｍｍ ）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９５１—２０１６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ｊｉａｎｇ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ｍａｘ： 最高气温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Ｔ： 平均气温 Ｍｅａｎ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ｍｉｎ： 最低气温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降水量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可见。 在体式显微镜（徕卡 Ｍ５０）下，用树木年轮分析

仪（Ｒｉｎｎｔｅｃｈ， ＬＩＮＴＡＢ ６）测定每个年轮宽度（精确到 ０．
００１ ｍｍ），在 ＴＳＡＰ－Ｗｉｎ 软件环境下通过曲线比较、ｔ－
检验等进行交叉定年，确定每个年轮的准确年份。 经交

叉定年后的宽度序列，在 ＡＲＳＴＡＮ 程序［２２］ 中采用负指

数函数方法进行去趋势和标准化，最终建立两个样点云

南松年轮宽度的标准年表。
１．３　 气象数据采集

本研究的气象数据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数据

网（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ｃｍａ． ｃｎ ／ ｓｉｔ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上获得。 气象

数据选择离采样点最近的丽江站（１００．２１°Ｅ，２６．８６°Ｎ，
海拔 ２３９３．２ ｍ），包括降水量（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平均

气温（Ｍｅａｎ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Ｔ）、最低气温（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ｍｉｎ ）、 最 高 气 温 （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ｍａｘ）、相对湿度（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ＲＨ）。
研究区帕尔默干旱指数 （ ＰＤＳＩ ） 格点数据从网络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ｇｄ． ｕｃａｒ． ｅｄｕ ／ ｃａｓ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ｃｌｉｍｉｎｄ ／ ｐｄｓｉ．
ｈｔｍｌ）获取，采用离采样点最近的 ４ 个格点数据（２７．２５°
Ｎ， １００．２５°Ｅ； ２７．２５°Ｎ， ９９．７５°Ｅ； ２６．７５°Ｎ， ９９．７５°Ｅ；
２６．７５°Ｎ， １００．２５°Ｅ）平均得到（图 １）。
１．４　 数据分析

为了分析影响云南松生长的主要气候因子，我们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年轮宽度指数与不

同气象因子的相关性，分析时间段为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考虑到树木生长可能会受前一年生长的影

３　 ２４ 期 　 　 　 杨绕琼　 等：滇西北玉龙雪山不同海拔云南松（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径向生长对气候因子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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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选取了前一年 ６ 月到当年 １０ 月（共 １７ 个月）的气象因子进行分析。 绘图由 ＯｒｉｇｉｎＰｒｏ ８ 软件完成。

２　 结果

２．１　 年表特征分析

由两个采样点的年表特征（表 １）分析可知，低海拔的样点（ＰＹＬＪＬ）比高海拔样点（ＰＹＬＪＨ）云南松生长速

率快，平均敏感度高，一阶自相关系数较低，说明低海拔的云南松对环境变化更敏感。 低海拔样点树轮宽度年

表在 １９８６ 年出现极低值，高海拔样点树轮宽度年表在 １９６０ 年出现极低值（图 ３）。

表 １　 滇西北玉龙雪山不同海拔云南松样点和树轮宽度标准年表统计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ｅｅ⁃ｒｉｎｇ ｗｉｄｔ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ｕｌｏｎｇ Ｓｎｏｗ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年表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ＰＹＬＪＬ ＰＹＬＪＨ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Ｅ１００．１８ Ｅ１００．１７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Ｎ２７．００ Ｎ２７．０１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 ｍ ３２２５ ３４４３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５ ２５
树芯（样木）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ｒｅｓ （ ｔｒｅｅｓ） ４１ （２２） ３９ （２２）
起止时间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ａｎ １９６６—２０１７ １９４０—２０１７
平均生长速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ｍｍ ／ ａ） ２．３５８ １．８６６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０．２９３ ０．２９５
平均敏感度 Ｍｅａ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０．２６９ ０．２３２
一阶自相关 １ｓｔ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３３４ ０．３４９
序列间的平均相关系数 Ｍ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ｓｅｒｉｅ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３０９ ０．２０８
∗信噪比 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 ｒａｔｉｏ （ＳＲＮ） １３．４７９ ４．０４８
∗样本总体代表性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 （ＥＰＳ） ０．９３１ ０．８０２

　 　 ＰＹＬＪＬ，云南松丽江低海拔采样点；ＰＹＬＪＨ，云南松丽江高海拔采样点；∗信噪比和样本总体代表性来自公共区间 １９７７—２０１７ 年

图 ３　 滇西北玉龙雪山低海拔（ＰＹＬＪＬ）和高海拔（ＰＹＬＪＨ）云南松年轮宽度标准年表和样本量

Ｆｉｇ．３　 Ｔｒｅｅ ｒｉｎｇ⁃ｗｉｄｔ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ｐｔｈｓ ｏｆ Ｐ．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ｌｏｗ （ＰＹＬＪＬ）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ＰＹＬＪＨ）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ｕｌｏｎｇ Ｓｎｏｗ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２．２　 径向生长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云南松树轮宽度标准年表与水分相关的气候因子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图 ４），水分状况是影响该地区云南

松径向生长的主要气候因子。 其中低海拔云南松树轮宽度年表与前一年 １１ 月份、当年 ５ 月份的降水显著正

相关，而与当年 ８ 月份的降水负相关；与相对湿度和帕尔默干旱指数（ＰＤＳＩ）几乎都是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当

年 ５ 月份的相对湿度，相关性系数高达 ０．６６（Ｐ ≤ ０．０１）；从前一年冬季至当年夏季，低海拔样点云南松径向

生长与 ＰＤＳＩ 指数均达到显著正相关关系，５ 月份相关系数达到 ０．６（Ｐ ≤ ０．０１）。 高海拔样点与当年 ５ 月降

水、相对湿度、干旱指数成正相关，但相关系数小于低海拔样点。

图 ４　 滇西北玉龙雪山低海拔（ＰＹＬＪＬ）和高海拔（ＰＹＬＪＨ）云南松树轮宽度标准年表与降水量（ＰＲＥ）、平均相对湿度（ＲＨ）、帕尔默干旱指

数（ＰＤＳＩ）的相关系数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ｅｅ ｒｉｎｇ⁃ｗｉｄｔ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Ｐ．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ａｔ ｌｏｗ （ ＰＹＬＪＬ） ａｎｄ ｈｉｇｈ （ ＰＹＬＪＨ）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ＲＨ） ａｎｄ Ｐａｌｍ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ＰＤＳＩ）

横坐标中 Ｐ 代表前一年月份，Ｃ 代表当年月份；虚线代表达到 ０．０５ 水平的显著相关

云南松树轮宽度标准年表与温度的相关分析结果（图 ５）表明，温度对该地区的云南松径向生长也有一定

的影响。 低海拔和高海拔样点云南松宽度年表均与当年 ５—６ 月温度呈负相关，特别是低海拔样点与温度的

相关更为显著，与平均最高温度和平均温度的相关系数分别达－０．６８ 和－０．６２（Ｐ ≤ ０．０１）。 云南松生长还与

前一年 １１ 月、当年 １０ 月的最低温度和平均温度显著正相关。
云南松胸高断面积增长量（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ＢＡＩ）与年平均 ＰＤＳＩ 干旱指数的趋势分析结果显示，低

海拔样点的云南松的长期生长趋势与帕尔默干旱指数（ＰＤＳＩ）变化趋势一致，２０００ 年以后 ＰＤＳＩ 指数下降，云
南松生长也表现出下降趋势（图 ６）。 高海拔样点云南松胸高断面积增长量（ＢＡＩ）比低海拔样点低，和 ＰＤＳＩ
的变化趋势一致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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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滇西北玉龙雪山低海拔（ＰＹＬＪＬ）和高海拔（ＰＹＬＪＨ）云南松年轮宽度年表与最低气温（Ｔｍｉｎ）、最高气温（Ｔｍａｘ）、平均气温（ＭＴ）相

关系数

Ｆｉｇ．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ｅｅ ｒｉｎｇ－ｗｉｄｔ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Ｐ．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ａｔ ｌｏｗ （ＰＹＬＪＬ）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ＰＹＬＪＨ）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ｍｉｎ），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ｍａｘ） ａｎｄ ｍｅａｎ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Ｔ）

横坐标中 Ｐ 代表前一年月份，Ｃ 代表当年月份；虚线代表达到 ０．０５ 水平的显著相关

３　 讨论

３．１　 不同海拔云南松径向生长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高海拔的云南松生长速率低于低海拔的生长速率（表 １），这主要是由温度和生长季长度

差异造成的。 在高海拔地区，温度相对较低，树木的生理活性受到影响［２３］，水分吸收和碳固定都相对较慢。
此外，温度对树木生长季长短影响很大，高海拔较低的温度可能缩短植物适宜的生长季长度［２４⁃２５］，这种生长

速率随海拔梯度变化的规律在青藏高原南部、东南部等高海拔地区的研究也有相同的结果［６，２６］。 低海拔样点

的平均敏感度（ＭＳ）、信噪比（ＳＮＲ）、样本总体代表性（ＥＰＳ）都高于高海拔样点，即低海拔的云南松对气候敏

感性更高。 年轮宽度与气象因子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云南松生长受限于水分可利用性（图 ４、图 ５），低海拔

温度较高，植物蒸腾和土壤蒸发导致的水分丧失较快，树木生长对水分的敏感性更高。
３．２　 玉龙雪山云南松径向生长主要受水分状况的限制

云南松径向生长与气象因子相关性分析（图 ４）表明，水分状况是限制云南松径向生长的重要环境因子。
树轮宽度年表与帕尔默干旱指数（ＰＤＳＩ）在不同季节都呈正相关关系。 对玉龙雪山地区丽江云杉的树轮研究

也发现，丽江云杉的径向生长与前一年 １１ 月至当年 ９ 月的 ＰＤＳＩ 干旱指数均呈正相关，特别是与春季的干旱

指数相关最为显著［１８］。 ＰＤＳＩ 反映土壤水分的可利用程度［２７］，土壤可利用水分可以直接影响形成层活动，进
而影响木质部的形成［２８］。 形成层细胞的分裂和增大通常在细胞内膨压充分饱和的时候进行，因此水分状况

还会影响形成层活动时间来间接影响木质部形成［２９］。 降水和相对湿度与树轮年表的正相关也表明了玉龙雪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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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滇西北玉龙雪山地海拔（ＰＹＬＪＬ）和高海拔（ＰＹＬＪＨ）云南松断面积增长量（ＢＡＩ）与年平均帕尔默干旱指数（ＰＤＳＩ）的对比

Ｆｉｇ．６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Ｐａｌｍ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 ＰＤＳＩ） ａｎｄ 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 ＢＡＩ） ｏｆ Ｐ．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ａｔ ｌｏｗ （ＰＹＬＪＬ）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ＰＹＬＪＨ）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Ｙｕｌｏｎｇ Ｓｎｏｗ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山地区云南松的径向生长受制于土壤水分供给状况。 当年 ５ 月的降水、相对湿度、ＰＤＳＩ 干旱指数与年轮宽度

呈极显著正相关，５ 月树木生长进入旺盛期，树木需要充足的水分来促进木质部细胞的扩大，但季风降水还不

充足，土壤可利用水分成为限制树木生长的关键因子。 在对云南铁杉（Ｔｓｕｇａ ｄｕｍｏｓａ） ［３０⁃３１］、丽江云杉［１８］、云
南冷杉（Ａ．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长苞冷杉［６，１０］等树种的研究中也发现生长季初期的降水增加对年轮的生长具有促进作

用。 低海拔云南松的生长与前一年 １１ 月份降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上一生长季末期的较好的水分条件可能

会增加了光合产物的积累，从而促进下一年的早材细胞的生长。
与温度的相关分析发现（图 ５），前一年 １１ 月的高温对云南松的生长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平均最低温影响

较为显著，与对滇西北石卡雪山的高山松研究结果一致［１９］。 在丽江，１０ 月处于云南松生长季末期，温度开始

降低，树木还没有休眠，较高的温度有利于光合产物的积累［３２］，对当年生长和下一年的生长都具有促进作用。
相反，低温可能导致树木的根系和针叶受到损伤，且在干旱年份更为严重，从而影响到下一年的早材形成。 ５
月、６ 月的温度与云南松生长呈极显著负相关。 ５ 月温度升高，植物蒸腾和地表水分蒸发作用加强，土壤水分

散失严重，但是降水远远不足（图 １），土壤可利用水分下降限制树木生长［３０］， ６ 月份降水增多，高温造成的干

旱限制程度降低，但还是显著影响生长。 这与在泰国北部南亚松（Ｐ． ｍｅｒｋｕｓｉｉ）、卡西亚松（Ｐ． ｋｅｓｉｙａ） ［３３］，玉龙

雪山丽江云杉［３１］的研究结果一致。
３．３　 不同海拔云南松径向生长对气候的响应程度有差异

对比不同海拔云南松与气候因子相关分析（图 ４，图 ５）发现，不同海拔的树木生长对气候因子的响应趋

势基本一致，但是响应程度不同。 低海拔云南松树轮年表与前一年 １２ 月至当年 ８ 月的 ＰＤＳＩ 干旱指数都呈显

著正相关，其断面积增长量年际变化趋势与 ＰＤＳＩ 的变化一致（图 ６）。 而高海拔样点云南松树轮年表与 ＰＤＳＩ
相关性仅在当年 ５ 月达到显著，低海拔树木对温度的敏感性较低，但水分的可利用性严重制约着树木生长，而

７　 ２４ 期 　 　 　 杨绕琼　 等：滇西北玉龙雪山不同海拔云南松（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径向生长对气候因子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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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海拔对冬季低温更加敏感［１０］。 低海拔地区温度比高海拔地区高，植被蒸腾和地表蒸发造成土壤水分散

失严重，加之低海拔的样点土壤砂石较多，保水能力差，导致低海拔的云南松生长受水分限制更为严重。 高海

拔云南松径向生长与夏季降水呈负相关，与夏季 ＰＤＳＩ 干旱指数几乎不相关，夏季降水增多常常伴随着辐射

和日照时数减少，可能一定程度上造成树木的光合作用减弱［１２］。 高海拔云南松对前一年 ７ 月、１１ 月的温度更

敏感，温暖的夏季可以促进形成层活动，形成更多的光合产物［３４］。

４　 结论

本研究表明，滇西北玉龙雪山地区云南松的径向生长主要受土壤可利用水分的限制，特别是 ５—６ 月份的

降水和湿度与年轮宽度极显著正相关，同期高温则导致植被蒸腾和地表蒸发增强，树木受干旱胁迫程度加剧，
进而限制其径向生长速率。 与高海拔相比，低海拔地区的云南松径向生长速率较高，且对春末夏初的降水和

湿度变化敏感性高，更容易受到水分限制。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区域干旱化的趋势下，低海拔地区云南松的生

长受到的水分制约可能会更加严重，出现生长减缓或衰退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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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Ｈｕｇｈｅｓ Ｍ Ｋ．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Ｓｒｉｎａｇａｒ， Ｋａｓｈｍｉｒ ｓｉｎｃｅ １６６０ Ａ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ｒｅｅ⁃ｒｉｎｇ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ａｔｅｗｏｏ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ｂｉｅｓ ｐｉｎｄｒｏｗ ［Ｒｏｙｌｅ］ Ｓｐａｃｈ． Ｐａｌ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ｉｓｔ， ２００１， ５０： １３⁃１９．

９　 ２４ 期 　 　 　 杨绕琼　 等：滇西北玉龙雪山不同海拔云南松（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径向生长对气候因子的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