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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物量回归方程估算黔中喀斯特常绿落叶阔叶混
交林木本植物的根系生物量

刘立斌１，２，钟巧连２，３，倪　 健１，２，３，∗

１ 浙江师范大学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２ 中国科学院普定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 安顺　 ５６１０００

３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贵阳　 ５５００８１

摘要：常规根系生物量研究方法在我国西南喀斯特森林地区实施困难，根系挖掘法所得研究结果不确定性高，导致目前根系生

物量数据匮乏。 选择贵州中部喀斯特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对象，建立常规的根系生物量回归方程，结合群落调查数据，以期

研究该森林木本植物的根系生物量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格局。 利用 １０６ 株乔木、３４ 株灌木和 ３４ 株藤本标准木根系数据，构建了

５ 种优势乔木（安顺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Ｈ． Ｌéｖ．、化香树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 Ｓｉｅｂ．、云贵鹅耳枥 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Ｂｕｒｋｉｌｌ、云
南鼠刺 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和窄叶石栎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ｏｎｆｉｎｉｓ Ｈｕａｎｇ）、３ 种优势灌木（刺异叶花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ｄｉ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Ｈｅｍｓｌ．、倒卵叶旌节花 Ｓｔａｃｈｙｕｒｕｓ ｏｂｏｖａｔｕｓ （Ｒｅｈｄ．）和异叶鼠李 Ｒｈａｍｎ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Ｏｌｉｖ．）和 ２ 种优势藤本（藤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ｈａｎｃａｉ Ｂｅｎｔｈ 和小果蔷薇 Ｒｏｓａ ｃｙｍｏｓａ Ｔｒａｔｔ．）以及乔木通用、灌木通用和藤本通用共 １３ 个根系生物量回归方程。 利用这些方程

计算得到该喀斯特森林木本植物总根系生物量为 ２２．７２ Ｍｇ ／ ｈｍ２。 乔木根系生物量（２２．５７ Ｍｇ ／ ｈｍ２）远高于灌木和藤本，占森林

总根系生物量的 ９９．３０％。 ５ 个优势乔木树种的根系生物量（１９．６７ Ｍｇ ／ ｈｍ２）占森林总根系生物量的 ８６．５４％。 物种根系发达程

度是影响根系生物量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可为喀斯特地区植被地下生物量与碳储量的全面估算提供一个新

途径。
关键词：根系生物量；回归方程；空间分布格局；喀斯特森林；碳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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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量（包括地上和根系生物量）作为植被生态系统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表征从立地到区域和全球尺

度陆地碳循环的关键指标。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在国际生物学计划、人与生物圈计划和全球森林碳平衡

再评估的推动下，世界各国主要类型植被生态系统和主要气候带植被生态系统的地上生物量研究工作得到了

迅速发展，且研究方法和研究精度也有了很大提升［１⁃７］。 根系是植物直接与土壤接触的器官，直接影响着地

上部分的生长以及整个植株的生存和发展。 受制于植被根系研究的困难性，根系生物量的研究滞后于地上生

物量的发展，但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外学者对各种植被类型根系的生物量开展了不少研究

工作［８⁃１３］。
以贵州为中心的中国西南喀斯特生态环境体系，面积约 ５１ 万 ｋｍ２，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５．８％，立体性和多

样性丰富，具有较强的代表性［１４］。 喀斯特地区广泛分布的石灰土，导致生长于喀斯特地貌上的植被，通常称

为喀斯特植被，是典型的非地带性植被类型，该类型以落叶树种占 ３０％—４０％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

主［１５］。 受长期化学风化和溶蚀作用的影响，喀斯特森林林下岩石裸露率高，土壤浅薄且不连续，水分渗漏严

重和生境异质性高的独特性，大大增加了喀斯特森林根系生物量的调查难度。 目前，仅有学者利用土柱挖掘

法调查了贵州南部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贵州中部普定县喀斯特森林的根系生物量［１６⁃１８］。 但此方法难以

区分根系所属物种以及费时费力且破坏性较大，尤其是在生境高度异质的喀斯特地区，要求挖掘较多土柱才

能保证研究结果的精度。 因此，喀斯特森林根系生物量研究新方法的探索非常必要且紧迫。
本研究以黔中 ２ ｈｍ２样地内喀斯特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研究对象，拟对群落中优势乔木、灌木和藤本

分别建立根系生物量回归方程，并利用这些方程结合样地群落调查数据研究该喀斯特森林木本植物根系生物

量及其在各生活型（乔木、灌木和藤本）和物种间的分配情况，同时也将对根系生物量在样地中的空间分布格

局进行探讨。 本研究可为喀斯特地区植被生物量与碳储量的全面估算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基础数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后寨河流域地处贵州省中部的安顺市普定县境内，地理位置 １０５°４０′４１″—１０５°４８′４″ Ｅ，２６°１２′１４″—２６°１７′
６″ Ｎ，是我国西南喀斯特流域的典型代表。 该区属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根据普定县 １９６１—２０１３ 年的气象

记录，该地区年均温 １５．２ ℃，年均降水量 １３４１ ｍｍ，年均日照时数仅 １１８９ 小时，日照百分率仅为 ２６．３％。 流域

内海拔高度为 １１００—１４００ ｍ，相对高差在 １００—２００ ｍ 之间。 出露石灰岩和白云岩（尤其是前者）在流域内随

处分布。 土壤以棕色石灰土为主，总土壤量少，且持水、滞水能力差。 流域内无原生性顶极森林，代表性植被

是保存较好的次生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且仅零星分布在人为干扰较少的山顶。 而灌木林、藤刺灌丛及荒草

坡等退化植被则分布在人为干扰较多的山腰以下。
在对整个后寨河流域进行植被踏查后，于 ２０１２ 年夏季在天龙山围封了一个面积为 ２ ｈｍ２，能够代表当地

植被、土壤和喀斯特地貌的永久监测样地—天龙山永久监测样地（１０５°４５′ Ｅ，２６°１４′ Ｎ）（图 １），并对样地内小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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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天龙山永久监测样地地理位置及外貌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ｇ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ａｎ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ｌ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ｋａｒｓｔ ｔｅｒｒａｉｎ （ ｇｒｅ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生境和植被进行了调查，且于 ２０１５ 年夏季进行了首次

复查。 调查时，将 ２ ｈｍ２样地划分为 ２００ 个 １０ ｍ×１０ ｍ
的样方，对每个样方内胸径（Ｄ）≥１ ｃｍ 的木本植物的

种名、Ｄ、高度（乔木和灌木） ／长度（藤本）和冠幅信息

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根据样地群落调查结果，样地内

优势乔木树种包括安顺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Ｈ．
Ｌéｖ．）、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 Ｓｉｅｂ．）、云贵鹅耳枥

（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Ｂｕｒｋｉｌｌ）、云南鼠刺（ 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和窄叶石栎（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ｏｎｆｉｎｉｓ Ｈｕａｎｇ）；优势

灌木种包括刺异叶花椒（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ｄｉ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Ｈｅｍｓｌ．）、倒卵叶旌节花（ Ｓｔａｃｈｙｕｒｕｓ ｏｂｏｖａｔｕｓ （Ｒｅｈｄ．））
和异叶鼠李（Ｒｈａｍｎ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Ｏｌｉｖ．）；优势藤本为

藤黄檀（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ｈａｎｃａｉ Ｂｅｎｔｈ）和小果蔷薇（Ｒｏｓａ ｃｙｍｏｓａ Ｔｒａｔｔ．） ［１８⁃１９］。
１．２　 野外根系获取方法

于 ２０１６ 年夏季在永久监测样地的东侧（生境与物种组成和永久监测样地内相似），选择群落优势乔木 ５
种，灌木 ３ 种和藤本 ２ 种（见研究区概况），每个物种分别径级（安顺润楠径级范围 １．１≤Ｄ≤１８．４ ｃｍ，化香树 ２．
１≤Ｄ≤３０．６ ｃｍ，云贵鹅耳枥 １．８≤Ｄ≤１６．７ ｃｍ，云南鼠刺 １．４≤Ｄ≤２１．４ ｃｍ，窄叶石栎 １．０≤Ｄ≤３４．０ ｃｍ，刺异

叶花椒 １．１≤Ｄ≤３．３ ｃｍ，倒卵叶旌节花 １．０≤Ｄ≤２．２ ｃｍ，异叶鼠李 １．０≤Ｄ≤２．１ ｃｍ，藤黄檀 １．０≤Ｄ≤５．０ ｃｍ，
小果蔷薇 １．０≤Ｄ≤２．２ ｃｍ）选取标准木，乔木 ２０—２５ 株，灌木和藤本 １０—１８ 株。 利用全挖法获取灌木和藤本

标准木的所有根系。 由于天龙山植被已被当地政府保护，乔木（尤其是大径级乔木）的根系生物量不能利用

破坏性的全挖法获取；此外，在岩石裸露率较高的喀斯特地区，大径级乔木往往有部分根系穿插在岩石缝隙或

底部，甚至深至地下洞穴，这部分根系难以获取；但部分分支根系以水平扩散和穿梭为主，这些分支根系较易

获得完整根系生物量。 因此，本研究乔木根系生物量的获取方法是沿标准木基径挖开并清理周围土壤，待整

个基径周围根系露出来后，利用游标卡尺测量标准木所有分支根系基部的根径。 根据物种根系根径分布情

况，每株标准木选取一条较为容易挖取的根系（样根），全部挖出。 将获取的植物根系全部洗净晾干，随后置

于 ８５ ℃的烘箱内烘干至恒重并称取干重。
１．３　 根系生物量估算

经检验，各乔木树种样根根系生物量与根径相关性均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 因此，建立各树种根系

生物量与根径之间的多种回归关系（指数、线性、对数、多项式和幂函数），筛选出相关系数最高的回归方程

（表 １），用于估算标准木未挖掘分支根系的生物量。 每株标准木根系生物量为直接获取的样根生物量与未挖

掘根系生物量之和。

表 １　 乔木根系生物量与根径之间的回归方程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根径 ｄ（ｃｍ）及样根数
Ｒｏｏ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ｍ）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ｏ． 回归方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Ｒ２

安顺润楠 Ｍ．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１．８４２≤ｄ≤８．４２２ （ｎ＝ ２０） ｙ＝ ２．７５０６ｄ２＋６７．４３３ｄ－４９．２６ ０．５６９９∗∗

化香树 Ｐ．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 ２．６６６≤ｄ≤１１．０３８ （ｎ＝ ２５） ｙ＝ ８０．７６９ｄ２－６１９．５５ｄ＋１８４０．３ ０．７６１９∗∗

云贵鹅耳枥 Ｃ．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１．３２１≤ｄ≤１０．４３２ （ｎ＝ ２０） ｙ＝ ３．３６７８ｄ２＋６９．９４２ｄ－４３．３０５ ０．６８１５∗∗

云南鼠刺 Ｉ．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２．３７６≤ｄ≤１１．２５０ （ｎ＝ ２０） ｙ＝ ４６．７６７ｄ２－３９８．４５ｄ＋１１８６ ０．７７６８∗∗

窄叶石栎 Ｌ． ｃｏｎｆｉｎｉｓ １．３１３≤ｄ≤９．７４２ （ｎ＝ ２１） ｙ＝ ２０．８５１ｄ２－１８．６１ｄ＋２００．６２ ０．４５５∗∗

　 　 ｙ：根系生物量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ｇ）； ｄ：根径 Ｒｏｏ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ｍ）； ∗∗：Ｐ＜０．０１

分别物种建立标准木根系生物量与胸径（Ｄ）或胸径的平方与高度 ／长度的乘积（Ｄ２Ｈ）之间的多种回归关

３　 ２４ 期 　 　 　 刘立斌　 等：基于生物量回归方程估算黔中喀斯特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木本植物的根系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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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筛选出相关性最好（Ｒ２值最大）的回归方程。 利用同样的方式，基于所有乔木、所有灌木和所有藤本标准

木数据分别建立乔木通用、灌木通用和藤本通用根系生物量回归方程各 １ 个。 根据样地群落调查的结果

（２０１５ 年调查数据），在适用范围内（植株胸径在标准木胸径范围内），利用 ５ 种乔木、３ 种灌木和 ２ 种藤本的

根系生物量方程计算出这 １０ 个优势种相应植株的根系生物量，超出适用范围的 １０ 个优势种和其他物种利用

通用根系生物量回归方程计算，最后得到整个 ２ ｈｍ２样地木本植物（Ｄ≥１ ｃｍ）的总根系生物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根系生物量回归方程

建立根系生物量和胸径（Ｄ）或胸径的平方与高度 ／长度的乘积（Ｄ２Ｈ）之间的多种回归关系，通过筛选，获
得了 ５ 种优势乔木、３ 种优势灌木和 ２ 种优势藤本以及乔木通用、灌木通用和藤本通用共 １３ 个根系生物量回

归方程（表 ２）。 其中异叶鼠李根系生物量与 Ｄ２Ｈ 相关系数较低，未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安顺润楠根系生

物量与 Ｄ２Ｈ 相关系数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其他物种和生活型根系生物量与 Ｄ 或 Ｄ２Ｈ 相关系数均达到极

显著水平（Ｐ＜０．０１）。 优势乔木和灌木存在以 Ｄ 或 Ｄ２Ｈ 为自变量两种形式的根系生物量方程，而藤本根系生

物量方程仅以 Ｄ２Ｈ 为自变量，表明藤本长度在根系生物量估算中的重要性。

表 ２　 优势物种的根系生物量回归方程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胸径 Ｄ（ｃｍ）及样本数
ＤＢＨ （ｃｍ）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Ｏ． 回归方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Ｒ２ Ｆ 值

安顺润楠 Ｍ．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１．１≤Ｄ≤１８．４ （ｎ＝ ２０） ｙ＝ ０．０１２３（Ｄ２Ｈ） ２－１．３５０２（Ｄ２Ｈ）＋９７５ ０．２８５４ ３．３９５∗

化香树 Ｐ．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 ２．１≤Ｄ≤３０．６ （ｎ＝ ２５） ｙ＝ ０．００００７（Ｄ２Ｈ） ２＋０．６１１（Ｄ２Ｈ）＋５２２８．５ ０．４６８９ ９．７１０∗∗

云贵鹅耳枥 Ｃ．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１．８≤Ｄ≤１６．７ （ｎ＝ ２０） ｙ＝ ５３７．１１ｅ０．１２５８Ｄ ０．４２１６ １３．１２１∗∗

云南鼠刺 Ｉ．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４≤Ｄ≤２１．４ （ｎ＝ ２０） ｙ＝ ０．０００６（Ｄ２Ｈ） ２＋０．４６３（Ｄ２Ｈ）＋３０６０．７ ０．５０３４ ８．６１７∗∗

窄叶石栎 Ｌ． ｃｏｎｆｉｎｉｓ １．０≤Ｄ≤３４．０ （ｎ＝ ２１） ｙ ＝ － ０． ００００９ （ Ｄ２ Ｈ） ２ ＋ ２． ６５０３ （ Ｄ２ Ｈ） ＋
１９５７．４

０．４１３８ ６．３５２∗∗

其他乔木 Ｏｔｈｅｒ ｔｒｅｅｓ （ｎ＝ １０６） ｙ＝ １３．６０２Ｄ２＋７５．７０９Ｄ＋１３９３．９ ０．４９６８ ５０．８４８∗∗

刺异叶花椒 Ｚ． ｄｉ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１．１≤Ｄ≤３．３ （ｎ＝ １４） ｙ＝ １０９．１９ｌｎ（Ｄ２Ｈ）－４８．６４６ ０．８２０６ ５４．９０１∗∗

倒卵叶旌节花 Ｓ． ｏｂｏｖａｔｕｓ １．０≤Ｄ≤２．２ （ｎ＝ １０） ｙ＝ －１９．４０３Ｄ２＋１６３．０１Ｄ－９９．６５９ ０．７６０４ ９．５２３∗∗

异叶鼠李 Ｒ．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１．０≤Ｄ≤２．１ （ｎ＝ １０） ｙ＝ ６４．４６６（Ｄ２Ｈ） ０．３３９１ ０．１７２３ １．６６５

其他灌木 Ｏｔｈｅｒ ｓｈｒｕｂｓ （ｎ＝ ３４） ｙ＝ ２１．８４Ｄ２＋５０．５７５Ｄ－１．８３８７ ０．６９９３ ３４．８９１∗∗

藤黄檀 Ｄ． ｈａｎｃｅｉ １．０≤Ｄ≤５．０ （ｎ＝ １８） ｙ＝ １３．２１４（Ｄ２Ｈ） ０．５９０８ ０．６６５３ ３１．８０５∗∗

小果蔷薇 Ｒ． ｃｙｍｏｓａ １．０≤Ｄ≤２．２ （ｎ＝ １６） ｙ＝ ３４．７１７（Ｄ２Ｈ） ０．６０４４ ０．４８８２ １３．３５３∗∗

其他藤本 Ｏｔｈｅｒ ｌｉａｎａｓ （ｎ＝ ３４） ｙ＝ ５２．６７３（Ｄ２Ｈ） ０．３４２９ ０．３１２２ １４．５２７∗∗

　 　 ｙ：根系生物量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ｇ）； Ｄ：胸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ｍ）； Ｈ：高度 ／ 长度 Ｈｅｉｇｈｔ ／ Ｌｅｎｇｔｈ （ｍ）；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２．２　 根系生物量及其分布

由表 ２ 所列的根系生物量回归方程结合样地群落调查数据计算出天龙山喀斯特森林木本植物总根系生

物量为 ２２．７２ Ｍｇ ／ ｈｍ２。 其中乔木是森林根系生物量的主要贡献者，为 ２２．５７ Ｍｇ ／ ｈｍ２，占森林总根系生物量的

９９．３０％；灌木和藤本的根系生物量均较低，分别为 ０．１１ Ｍｇ ／ ｈｍ２和 ０．０４ Ｍｇ ／ ｈｍ２，二者之和仅为森林根系生物

量的 ０．７０％。 根系生物量在各物种间的分配极不均匀，少数几个优势树种聚集了森林绝大部分的根系生物

量，仅 ５ 个优势乔木树种，即安顺润楠（２．６０ Ｍｇ ／ ｈｍ２）、化香树（７．５６ Ｍｇ ／ ｈｍ２）、云贵鹅耳枥（０．５２ Ｍｇ ／ ｈｍ２）、云
南鼠刺（２．７２ Ｍｇ ／ ｈｍ２）和窄叶石栎（６．２８ Ｍｇ ／ ｈｍ２），的根系生物量（１９．６７ Ｍｇ ／ ｈｍ２）就占森林总根系生物量的

８６．５４％。
２．３　 根系生物量的空间分布格局

单个样方（面积为 １０ ｍ×１０ ｍ）木本植物根系生物量差异较大，在 １２２．４１—１２５４．６２ ｋｇ 之间，平均为（２２７．
２５±９４．１７） ｋｇ。 最高和最低根系生物量样方均分布在样地的西北部。 中（２００—３００ ｋｇ）、高（＞３００ ｋｇ）根系生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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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根系生物量空间分布格局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ｋａｒｓｔ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ｂｒｏａｄ － ｌｅａｖｅｄ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Ｘ：样地自东向西距离；Ｙ：样地自南向北距离

物量样方更多地分布于样地的东半部（Ｘ≤１００ ｍ），尤
其是样地的东南角（Ｙ≤６０ ｍ），在该区域，有高生物量

样方 １５ 个；而样地其余区域仅有 ６ 个（图 ２）。 低根系

生物量样方（＜２００ ｋｇ）更多地分布于样地的西半部，有
５２ 个，尤其集中在样地的西北角；样地东半部仅有 ２８
个低根系生物量样方（图 ２）。

３　 讨论

森林植物根系生物量研究通常有根钻法、土柱挖掘

法和生物量回归方程法三种。 根钻法和土柱挖掘法是

通过钻 ／挖取一定容积土芯 ／土柱，挑选出土芯 ／土柱内

的根系，根据面积推算森林总根系生物量。 但根钻法仅

适用于研究细根的生物量且在石砾较多的土壤中难以

开展［２０⁃２１］；土柱法费时费力且通常会低估粗根的生物

量［１８，２１⁃２２］。 根系生物量方程法是通过挖掘一系列标准木的根系，建立根系生物量回归方程来推算整个群落的

根系生物量。 由于完整标准木根系挖掘的困难性，利用根系生物量回归方程估算森林植物根系生物量的报道

较少［２３］。
喀斯特森林林下土壤的不连续性和岩石的高裸露率与高渗透性的特点，导致部分植物根系可以穿窜至地

表以下较深的岩石裂隙中［２４］，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获取标准木完整根系生物量的难度（尤其是胸径较大的乔

木）。 在大量观测基础上，发现乔木部分分支根系以水平扩散和穿梭为主，这部分分支根系较易获得完整根

系生物量。 因此，本研究通过挖掘一系列标准木一系列沿地表分布的样根，首先构建根系生物量与根径之间

的回归方程（根系生物量与根径具有极显著相关性），利用这些方程结合标准木分支根系直径估算标准木的

根系生物量，再基于标准木根系生物量与 Ｄ 或 Ｄ２Ｈ 的关系构建根系生物量方程，进而估算乔木根系生物量的

方法，原理简单且较容易实施，是研究喀斯特森林根系生物量的一种新的有效方法。
喀斯特森林物种组成复杂，不同生活型以及不同物种的根系性状（如木质密度）和构型特征等均存在较

大差异（未发表数据），有必要分别生活型和分别物种（尤其是优势种）构建各自的根系生物量方程。 因此，本
研究根据前期样地群落调查数据，分别生活型选择优势物种，构建了 ５ 种优势乔木、３ 种优势灌木和 ２ 种优势

藤本以及乔木通用、灌木通用和藤本通用共 １３ 个根系生物量回归方程，以期提高喀斯特森林根系生物量研究

结果的精度。
本研究利用根系生物量方程法研究的黔中喀斯特森林木本植物的根系生物量为 ２２．７２ Ｍｇ ／ ｈｍ２，与 Ｌｉｕ

等［１８］利用土柱挖掘法研究的同一喀斯特森林的根系生物量（２０．２７ Ｍｇ ／ ｈａ）接近，表明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结果

较为精确。 尽管选择的样根以水平扩散和穿梭为主，但部分植株样根仍存在少量根系穿窜至岩石层下的情

况，这部分根系不管是用根系生物量方程法还是土柱挖掘法均不能获取，因此，这两种方法均有可能低估了该

喀斯特森林的根系生物量。 另外，喀斯特森林林下生境高度异质，同一物种相近胸径和树高的个体根系生物

量可存在较大差异［２５］，这也是本研究中异叶鼠李根系生物量与胸径或 Ｄ２Ｈ 相关系数较低，未达到显著水平

的原因（表 ２）。 因此，在构建喀斯特森林物种根系生物量方程时，应适当增加各物种标准木的数量。
喀斯特森林木本植物的空间分布与生境的异质性密切相关，常表现为聚集分布［２６］。 例如，在本研究喀斯

特森林中，窄叶石栎聚集分布在样地上部，化香树聚集分布在样地下部，云贵鹅耳枥则是聚集分布在样地西北

角。 但生物量的空间分布不是简单地由植物个体的空间分布决定：其中地上生物量的空间分布取决于胸径较

大、树高较高且有较高木质密度的个体的空间分布［１８］，而根系生物量的空间分布又与物种的根系发达程度密

切相关。 因此，高地上生物量样方内往往生长有高大的窄叶石栎和云贵鹅耳枥，这些样方普遍位于样地上

５　 ２４ 期 　 　 　 刘立斌　 等：基于生物量回归方程估算黔中喀斯特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木本植物的根系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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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１８］。 相较于地上生物量，化香树和安顺润楠的根系更为发达，窄叶石栎、云南鼠刺和云贵鹅耳枥的根系更

为简单，因此，前二者的根系生物量占样地总生物量的比例升高，后三者根系生物量占样地总生物量的比例降

低；高根系生物量样方亦更多地分布在聚集生长有根系发达的高大化香树的样地下部。 另外，相较于地上生

物量，乔木根系生物量占样地总生物量的比例进一步升高，反映灌木和藤本的根系更为简单。
本研究所在的黔中地区隶属于中国南方八大喀斯特地貌类型中的高原型喀斯特，罗东辉等［１６］ 和 Ｎｉ

等［１７］利用土柱挖掘法研究了贵州南部峰丛洼地型喀斯特森林的根系生物量，研究结果表明，峰丛洼地型和高

原型喀斯特森林的根系生物量特征存在很大的差异。 因此，其他类型喀斯特（贵州南部的峰丛洼地型，贵州

北部的槽谷型、广西西北部的峰林平原型和云南东北部的断陷盆地型等）森林优势物种根系生物量方程构建

研究均非常必要且紧迫。

４　 结论

针对我国西南喀斯特森林根系生物量研究数据匮乏和研究方法实施困难的现状，本研究利用 １０６ 株乔

木、３４ 株灌木和 ３４ 株藤本标准木根系数据首次构建了黔中喀斯特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５ 种优势乔木、３ 种优

势灌木和 ２ 种优势藤本以及乔木通用、灌木通用和藤本通用共 １３ 个根系生物量回归方程。 并利用这些方程

计算得到该喀斯特森林木本植物总根系生物量为 ２２．７２ Ｍｇ ／ ｈｍ２。 并且认为物种根系发达程度是影响根系生

物量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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