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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树木年轮定量重建过去 ５０ 年贵州典型森林优势
树种的地上生物量与生产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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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树木年轮宽度结合树木生物量方程，重建了贵州 ３ 个地区典型森林（２ 个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和 １ 个典型常绿阔

叶林）６ 个优势树种（天龙山：化香树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安顺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茂兰：化香树、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雷公山：华山松 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白梓树 Ｐｔｅｒｏｓｔｙｒａｘ ｐｓｉ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ｓ）以树木个体为单元的地上生物量（ＡＧＢ）与地上净初级生产力

（ＡＮＰＰ）；比较了喀斯特与非喀斯特地区树木 ＡＧＢ 与 ＡＮＰＰ 的差异；并研究了近 ５０ 年气候变化对 ＡＮＰＰ 的影响。 结果显示，针
叶树的平均年轮宽度大于阔叶树，喀斯特地区针叶树和阔叶树的平均树木年轮宽度，分别小于非喀斯特地区针叶树和阔叶树的

平均树木年轮宽度。 喀斯特地区树木的 ＡＧＢ 及其变异幅度均小于非喀斯特地区树木。 近 ５０ 年来，喀斯特地区阔叶树与针叶

树的 ＡＮＰＰ 平均分别为（２．４±１．２） ｋｇ ａ－１株－１和（４．６±４．１） ｋｇ ａ－１株－１，显著低于非喀斯特地区阔叶树与针叶树的（５．６±４．８） ｋｇ
ａ－１株－１和（１２．４±７．７） ｋｇ ａ－１株－１。 喀斯特地区树木 ＡＮＰＰ 的增长趋势与年均温的相关性高于生长季降水，非喀斯特地区树木

ＡＮＰＰ 与年均温和生长季降水均显著相关，且不管是在喀斯特还是在非喀斯特地区，针叶树 ＡＮＰＰ 对气候指标的变化比阔叶树

更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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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量和生产力既是生态系统功能的测度，也是全球和区域碳循环研究的基础［１⁃６］。 其有多种测定与估

算方法，包括直接收获法、生物量生长方程、森林清查资料、遥感信息反演、模型模拟和涡度相关碳通量估算

等。 这些方法均有其优势和缺陷，除了测定与估算精度之外，历史时期长时间序列连续生物量与生产力数据

的获取，均是上述方法难以完全实现的；前三者只能获得某些时间断面的数据，基于遥感信息和涡度相关通量

的估算只能获得 ２０—３０ 年的历史反演，模型模拟可获得长时间序列的数据，但模拟精度受模型机理、驱动数

据与校验数据的诸多限制。
树木年代学是断定树木年轮形成年代，利用树木年轮宽度时间序列，追溯同一地区树木之间共有的环境

变化信号的学科，是反推过去环境演变的有效方法［７⁃１１］，在定量重建古气候变化方面已经发挥了极大作

用［１２⁃１８］。 而树木年轮宽度变化与木材形成和碳积累密切相关［１９］，其单独或与模型结合，亦可定量重建生态系

统的生物量、净初级生产力和碳储量［２０⁃２１］，与传统方法相比具有时间序列长、精度高的特点。
该方法利用树木年轮宽度计算树木逐年胸径变化，结合对应树高数据推算生物量的原理，可实现全球不

同区域、各种生态系统历史时期生物量与生产力的定量重建，这在国内外均开展了大量长期研究，近期国外则

更多关注基于树木年轮的森林碳平衡工作。 大量文献集成表明，利用树木年轮记录可探讨树木生长物候、森
林生产力趋势与变异、ＣＯ２施肥与水分利用效率、森林干扰以及森林生产力的观测与模拟比较［１９］。 而且，树轮

数据可与涡度相关监测、遥感观测、森林清查资料甚至植被模型整合在一起，促进我们对森林碳循环的深入了

解和长期研究［１９］。 比如，基于树木年轮数据可定量重建加拿大北方针叶林的生产力［２２］ 及欧洲地区森林生物

量与碳固持［２３］，两者均与涡度相关碳通量估算结果相似。 国内相关研究也表明，利用树木年轮可重建东北地

区长白山落叶松的生物量［２４］，秦岭油松和华山松林乔木层净生产力［２５］，川西岷江冷杉林净初级生产力［２６］，
以及北亚热带马尾松的生物量与生产力［２７］，年均温、生长季温度与生物量与生产力的增长密切相关，降雨虽

然也有一定影响，但地区间差异较大。
由于取样的困难性以及阔叶树年轮生长不清晰及易腐性，国内外大多数研究都以针叶树作为对象，对阔

叶树种的年轮研究涉猎较少。 我国的树木年轮工作也主要集中在北方和西部高山与高原地区的针叶树种，对
南方广大亚热带地区的阔叶树研究较少。 而且，上述研究在常态地貌区开展较多，在非常态地貌区，如我国南

方喀斯特地区的工作却非常缺乏。 主要发育于石灰岩和白云岩之上的喀斯特特殊地貌类型，全球范围面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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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２２００ 万 ｋｍ２，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１４．８％，而中国南方的喀斯特面积约为 ５１ 万 ｋｍ２，在贵州省、云南省和广

西壮族自治区集中、连续分布，占中国陆地面积的 ５．８％［２８］。 由于喀斯特地区的碳酸盐岩岩溶碳汇，是全球迷

失碳汇的重要组分［２９⁃３０］，因此，研究喀斯特地区的碳循环对全球碳排放与碳减排意义重大，精确监测喀斯特

地区生态系统的生物量与生产力为其中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然而，山地陡峭、岩石多裸露、土壤水分漏失及

地上和地下二元三维岩－土景观结构的存在，限制了生物量与生产力的短期与长期实地观测、遥感和模型估

算及其精度，该地区森林生物量和生产力资料匮乏、精度存疑［３１⁃３３］。 因此，尝试利用树木年代学方法定量重

建喀斯特森林较长时间序列的生物量与生产力，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机制，将对喀斯特地区碳循环研究产生

积极影响。 同时，传统的树木年代学研究在喀斯特地区也非常缺乏，该工作亦可填补喀斯特地区树木年轮研

究的空白。
本研究以贵州省典型喀斯特与非喀斯特森林为研究对象，通过 ６ 个优势树种的树木年轮宽度，定量重建

过去 ５０ 年来其地上生物量（ＡＧＢ）与净初级生产力（ＡＮＰＰ）变化特征，比较喀斯特与非喀斯特森林优势树种

树木年轮宽度、ＡＧＢ 和 ＡＮＰＰ 的差异，探究 ＡＮＰＰ 的气候限制因子，由此反映贵州地区喀斯特与非喀斯特森

林优势树种的长势与生产能力，为非常态地貌的碳循环研究奠定生态学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与树木年轮采样

研究选择在黔中普定县后寨河流域的高原型喀斯特地貌区、黔南荔波县茂兰喀斯特森林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峰丛洼地喀斯特地貌区、黔东南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典型非喀斯特山地地貌区。 所有采样点均处

于亚热带季风区，纬度相近，降水充沛，人为干扰较少（表 １）。 在天龙山选取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
安顺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滇鼠刺 （ 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窄叶石栎 （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ｏｎｆｉｎｉｓ） 和云贵鹅耳枥

（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在茂兰翁昂选取马尾松（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化香树、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云
贵鹅耳枥和枫香 （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在雷公山选取白梓树 （Ｐｔｅｒｏｓｔｙｒａｘ ｐｓｉ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ｓ）、华山松 （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中华槭（Ａｃｅｒ ｓｉｎｅｎｓｅ）和杉木，共 １４ 个优势树种，每个树种选择 ２０—３０ 株。 利用瑞典产 Ｈａｇｌｏｆ 生长

锥沿两个交叉方位钻取树木胸径（Ｄ）位置（１．３ ｍ）的两个树芯，尽量取到髓心，测量和记录每个采样点的信息

（表 １）。 将采集到的树芯带回室内风干，用白乳胶将树芯胶粘、固定于木质凹槽内，通过 ２４０ 目、６００ 目和 ８００
目的砂纸逐级打磨，直至呈现清晰可辨的年轮界线［３４］。 剔除年轮不清以及木质腐烂的树芯样品，最终整理出

适合定年的 ６ 个树种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和分析（表 １）。

表 １　 贵州典型森林树木年轮采样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ｅｅ⁃ｒ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天龙山
Ｔｉａｎ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Ｍｔ．

茂兰
Ｍａｏｌａｎ

雷公山
Ｌｅｉｇｏｎｇｓｈａｎ Ｍｔ．

地貌类型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 ｔｙｐｅ 喀斯特高原 喀斯特峰丛洼地 非喀斯特高原山地

土壤类型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 棕色石灰土（偏碱性） 黑色石灰土（偏碱性） 黄壤、黄棕壤（中性或弱酸性）

基岩裸露率 Ｒｏｃｋ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５０％—６０％ ７０％—８０％以上 较低

森林类型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 次生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原生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常绿阔叶林

海拔范围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 １１００—１４００ ｍ ４３０—１０７８．６ ｍ １０００—２１７９ ｍ

水热条件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年均温 １５．１ °Ｃ，年降水 １３９０ ｍｍ 年均温 １８．３ °Ｃ，年降水 １２６９ ｍｍ 年均温 ９．７ °Ｃ，年降水 １３７５ ｍｍ

采样位置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２６°１４′ Ｎ， １０５°４５′ Ｅ ２５°１３′ Ｎ，
１０７°５１′Ｅ

２５°１８′ Ｎ，
１０７°５８′ Ｅ ２６°２２′ Ｎ， １０８°１１′ Ｅ

海拔高度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 ｍ １４２７ １４０９ ７８３ ６９７ １７８２ １６０３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０—２５° ２０°—６５° ３０°—５０° ５°—１０° ３０°—７０° １０°—３０°

树种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化香树 安顺润楠 化香树 马尾松 白梓树 华山松

芯（树） Ｃｏｒｅｓ （Ｔｒｅｅｓ） ４７（２６） ４１（２１） ３５（１８） ３７（２０） ４２（２３） ３９（２５）

３４４３　 １０ 期 　 　 　 刘立斌　 等：基于树木年轮定量重建过去 ５０年贵州典型森林优势树种的地上生物量与生产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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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树木年轮宽度测量与估算

采用精度为 ０．０１ ｍｍ 的 ＬＩＮＴＡＢ ５ 树木年轮仪（德国 Ｆｒａｎｋ Ｒｉｎｎ 公司），结合 ＴＳＡＰ 软件进行树轮测量。
所有的树芯均使用 ＣＯＦＥＣＨＡ 程序进行严格的交叉定年检验［３５］，剔除相关性较低的样本，达到整体较高的相

关性水平（表 ２），确保定年的准确无误。

表 ２　 树轮年表的主要特征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ｒ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采样点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树种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天龙山
Ｔｉａｎ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Ｍｔ．

茂兰
Ｍａｏｌａｎ

雷公山
Ｌｅｉｇｏｎｇｓｈａｎ Ｍｔ．

化香树 安顺润楠 化香树 马尾松 白梓树 华山松

年表时间跨度 Ｔｉｍｅ ｓｐａｎ １９６６—２０１５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１９１５—２０１５ １９７５—２０１５ １８７４—２０１５ １９７３—２０１５

平均轮宽 Ｍｅａｎ ｒｉｎｇ ｗｉｄｔｈ ／ ｍｍ １．８１ １．３９ １．４８ ４．０７ ２．２５ ４．９８

树芯间相关系数
Ｍ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ｓｅｒｉｅ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０．６８４ ０．５３２ ０．５８４ ０．５７７ ０．５３７ ０．５９２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０．５８３ ０．５４９ ０．４９７ ０．６１８ ０．５３９ ０．５７４

一阶自相关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ｒｄｅｒ １ ０．２２６ ０．１１３ ０．３３２ ０．０９４ ０．１８１ ０．２２４

群体表达信号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 ０．９７０ ０．９５６ ０．９５６ ０．９５５ ０．９５８ ０．９５８

信噪比 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 ｒａｔｉｏ ３２．１４８ ２１．８１２ ２１．６０８ ２１．３４９ ２２．５５４ ２３．０８８

对于未钻取到髓心的缺失轮树芯，测量树芯最内侧圆弧的弦长和弦高，利用几何估算方法计算最内弧到

髓心的距离 ｒ，再利用最靠近中心的 ５ 轮平均值，作为缺失轮的平均宽度 ｘ［３６］，将 ｒ ／ ｘ 进行取整后加 １ 作为缺

失轮的轮数。 利用 ＡＲＳＴＡＮ 程序［３７］计算未去趋势的平均树轮宽度，参照树轮宽度平均值变化规律，按照年与

年间宽度变化比例，估算缺失轮的宽度变化。
１．３　 生物量与生产力重建

利用前人获得的 ３ 个地区的树种生物量生长方程，计算树木地上生物量（表 ３）。 生物量方程有以胸径为

变量的一元方程，和以胸径与树高为变量的二元方程。 树木逐年胸径由年轮宽度逐年累加获得，而二元方程

所需的不同年份的树高数据是缺乏的，因此，我们利用现代野外样地树木实测的树高与胸径之间的回归方程

（表 ３），通过逐年胸径推算对应树高。 地上净初级生产力则为当年与上一年地上生物量的差值。
１．４　 气象数据

由于采样点与当地气象站距离较远，且二者海拔高度不同，气象台站的数据用于分析树轮与生产力变化

的关系并不可靠。 因此，利用中国气象数据网和贵州气象局的全省 ８８ 个气象台站在 １９５１—２０１４ 年间的记录

（逐月气温、降水和日照百分率），通过薄板光顺样条曲面拟合方法［４２］，基于 ｌ ｋｍ 的 ＳＲＴＭ 数字高程模型［４３］，
插值获得全省气象指标的空间分布，抽取采样点的栅格点插值数据，统计年均温（ＭＡＴ）、年降水（ＭＡＰ）和生

长季降水（ＧＳＰ），并利用生物气候模型［４４］计算年湿润指数（ＭＩ＝年降水量 ／年潜在蒸散量）。
１．５　 统计分析

利用 Ｚ⁃ｓｃｏｒｅ 标准化方法，将树轮宽度平均值、ＡＧＢ 和 ＡＮＰＰ 作归一化处理，并对所有树种的 ＡＮＰＰ 变化

趋势进行显著性统计（ＳＰＳＳ １９．０）。 选择合适的曲线模拟自然条件下的树木 ＡＧＢ 增长曲线。 由于大部分树

芯起始年在 １９６１ 年以后，因此，截取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年的 ＡＧＢ 与 ＡＮＰＰ 逐年均值作比较。 气象数据记录为

１９５１—２０１４ 年，对所有树芯重建的相同年份的 ＡＮＰＰ 取平均值，用于 ３ 个采样点的 ＡＮＰＰ 与气候变化回归

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树木年轮特征

　 　 贵州典型森林优势树种树龄各异。除茂兰喀斯特地区的化香树为１００年之外，其他喀斯特地区树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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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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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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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Ｔａ
ｂｌ
ｅ
３　

Ｈ
ｅｉ
ｇｈ

ｔ⁃ｄ
ｉａ
ｍ
ｅｔ
ｅｒ

ｒｅ
ｇｒ
ｅｓ
ｓｉｏ

ｎｓ
ａｎ

ｄ
ｂｉ
ｏｍ

ａｓ
ｓ
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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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５４ 年之间。 非喀斯特地区华山松树龄亦较短，但白梓树树龄较长，可达到 １４１ 年（图 １）。 平均轮宽在阔

叶树种与针叶树种内均较接近，但后者平均轮宽显著（Ｐ＜０．０１）大于前者。 另外，喀斯特地区树种平均轮宽均

小于非喀斯特地区树种（针叶树种和阔叶树种分别比较）（表 ２ 和图 １）。

图 １　 同一树种不同树芯样品的树轮宽度（灰色线条）及其平均值（黑色线条）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ｒｉｎｇ ｗｉｄｔｈｓ （ｇｒａｙ 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ｂｌａｃｋ 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ｒ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同一树种不同植株的树芯年轮宽度变化规律相似，但不同植株间的年龄及个体生长差异叠加各种环境影

响信号，导致树轮宽度呈锯齿状波动（图 １）。 树轮较宽的 ２ 种针叶树的树轮宽度的变动幅度明显大于树轮较

窄的 ４ 种阔叶树。 在树木的整体生长过程中，天龙山的化香树树轮宽度呈缓慢增长趋势；但茂兰的化香树却

呈缓慢下降趋势，尤其在 １９８０ 年后下降明显（Ｐ＜０．０１）；天龙山安顺润楠呈先增后降趋势，大致以 １９９５ 年为

界；茂兰马尾松和雷公山白梓树呈先降后增趋势；而雷公山华山松呈整体下降趋势（Ｐ＜０．０１）（图 １）。
２．２　 地上生物量与净初级生产力

６ 个树种的 ＡＧＢ 整体逐年增长，虽然个体之间有差异，但总体来看初期缓慢增长，中期快速增长，到后期

增长放缓，尤其是茂兰地区的化香树，在末期生长趋于平稳（图 ２）。 喀斯特地区树种的 ＡＧＢ 变幅小于非喀斯

特地区树种（针叶树种和阔叶树种分别比较）（图 ２）。 天龙山高原型喀斯特 ２ 树种逐年 ＡＧＢ 显著（Ｐ＜０．０５）
小于茂兰峰丛洼地型喀斯特 ２ 树种，而这 ２ 种类型喀斯特地区树种逐年 ＡＧＢ 均显著（Ｐ＜０．０１）低于非喀斯特

地区树种（大约 ２ 倍）。 从 ＡＮＰＰ 来看（图 ２），６ 个树种均呈上升趋势，但雷公山华山松和茂兰马尾松整体树

龄最短，上升趋势显著（Ｐ＜０．０１），尤其是后期；而其他树种增长趋势不显著。 喀斯特树种 ＡＮＰＰ 远小于（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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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非喀斯特树种，且年际变异亦较小（针叶树种和阔叶树种分别比较）（图 ２）。

图 ２　 ６ 个树种地上生物量和生产力重建值

Ｆｉｇ．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ＮＰＰ ｏｆ ｓｉｘ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每个小图上半部分为地上净初级生产力重建值（灰色实线）与平均值（黑色实线），下半部分为地上生物量重建值（灰色实线）、标准差（ＳＤ，

黑色空心圆与实线连接线）及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拟合曲线（黑色实线）

ＡＧＢ 是逐年积累的过程，为连续曲线，逐年连续递增至平缓（图 ３）。 重建的树木 ＡＮＰＰ 均值，具有与树轮

宽度一致的锯齿状变化，起始生长阶段 ＡＮＰＰ 平均值较小，年际变化幅度比树轮宽度小，到树轮宽度减小的后

期阶段，ＡＮＰＰ 下降趋势比树轮宽度减小趋势缓慢（图 ３），去除了树木年轮宽度随年龄增长逐渐减小的趋势，
ＡＮＰＰ 保留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信号。

从近 ５０ 年 ＡＧＢ 与 ＡＮＰＰ 的变化来看（图 ３），在 １９６１—１９８０ 年间，喀斯特与非喀斯特树种平均 ＡＧＢ 普遍

较低，基本在 １０ ｋｇ ／株以下。 在 １９８０ 年以后，非喀斯特地区雷公山华山松 ＡＧＢ 快速增长，喀斯特地区茂兰化

香树 ＡＧＢ 也相对较快增长（图 ３）。 而其他树种 ＡＧＢ 在 ２０００ 年左右才呈现较快增长的趋势。 总体来看，针叶

树 ＡＧＢ 增幅大于阔叶树（图 ３）。 同样，在 １９８０ 年前，非喀斯特地区的华山松和白梓树平均 ＡＮＰＰ 均低于 ５ ｋｇ
ａ－１株－１，１９８０ 年之后显著增加，华山松增至 １０—３０ ｋｇ ａ－１株－１之间，但在 ２００５ 年后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而
白梓树在 ２０００ 年才高于 ５ ｋｇ ａ－１株－１。 喀斯特地区树种 ＡＮＰＰ 增长相对缓慢，无急剧变化，除茂兰的马尾松

ＡＮＰＰ 相对较高，在 ２００５ 年前后增长到 １５ ｋｇ ａ－１株－１之外，其他 ３ 个喀斯特地区树种相对较低，均处于 ５ ｋｇ
ａ－１株－１之下，甚至在末期有下降的趋势（图 ３）。 总体来看，近 ５０ 年来喀斯特地区阔叶树的 ＡＮＰＰ 平均为（２．４
±１．２） ｋｇ ａ－１株－１，针叶树平均为（４．６±４．１） ｋｇ ａ－１株－１，非喀斯特地区阔叶树与针叶树的 ＡＮＰＰ 平均分别为

（５．６±４．８） ｋｇ ａ－１株－１和（１２．４±７．７） ｋｇ ａ－１株－１。 而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喀斯特地区阔叶树和针叶树平均分别

为（３．５±０．７） ｋｇ ａ－１株－１和（９．０±３．５） ｋｇ ａ－１株－１，非喀斯特地区阔叶树和针叶树平均分别为的（１０．８±２．８） ｋｇ
ａ－１株－１和（２０．４±４．０） ｋｇ ａ－１株－１。 ＡＮＰＰ 表现为喀斯特地区树种低于非喀斯特地区树种。
２．３　 地上净初级生产力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在 １９５１—２０１４ 年间，采样地的年均温和生长季降水逐渐增加（显著性分别为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而年降水

７４４３　 １０ 期 　 　 　 刘立斌　 等：基于树木年轮定量重建过去 ５０年贵州典型森林优势树种的地上生物量与生产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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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６ 个树种平均树轮宽度（ＴＲＷ）、地上生物量（ＡＧＢ）与生产力（ＡＮＰＰ）标准化值及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年间 ＡＧＢ 与 ＡＮＰＰ 平均值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ｒｉｎｇ ｗｉｄｔｈｓ （ＴＲＷ），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ＧＢ） ａｎｄ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ＰＰ） ｏｆ ｓｉｘ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ＡＧＢ ａｎｄ ＡＮＰＰ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与年湿润指数逐渐减少（显著性分别为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降水体现出季节性分配的不均匀，整体有增温干旱

化的趋势。
回归分析表明，６ 个树种的 ＡＮＰＰ 与年均温和生长季降水呈显著或不显著正相关，与年降水和年湿润指

数呈显著或不显著负相关（图 ４）。 树木 ＡＮＰＰ 总体呈增长趋势（图 ３），源于年降水和湿润度逐年减小的年

份，生长季的降水量及生长季湿润度有小幅提高。 因此，年均温和生长季降水的增加是促进树木生长的主要

因素。 同一采样点不同树种的 ＡＮＰＰ 与 ４ 个气候指标的相关性有差异，不同采样点不同树种间 ＡＮＰＰ 与气候

指标相关性也存在差异。 总体来看，喀斯特地区树木生长更依赖于年均温，而非喀斯特地区树木生长对年均

温和生长季降水都有较大需求；不管是喀斯特地区还是非喀斯特地区，针叶树 ＡＮＰＰ 比阔叶树 ＡＮＰＰ 对气象

指标的变化更为敏感（图 ４）。

３　 讨论

我国南方地区的树木年轮学研究较少，以阔叶树种作为研究对象的则更少，尤其是针对喀斯特地区的工

作尚未见报道。 本文以贵州省喀斯特和非喀斯特地区的阔叶树和针叶树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树木年轮开展单

株树木生物量与生产力的定量重建，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南方地区树木年轮学研究的空白。 但阔叶树种

年轮研究仍存在困难，主要是因为阔叶树树木年轮不清晰、易腐烂，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不及针叶树。 而且，
已有的研究样品年代较短。 因此，未来仍需要更多地关注阔叶树种的树木年轮学研究。

茂兰和天龙山两地森林地上与地下生物量的野外观测表明，喀斯特严酷的立地条件，贫瘠的水土生境和

岩土景观的高度空间异质性是促使喀斯特树种生长缓慢的重要因素［３０，３３，３８⁃３９，４５］。 而利用树干解析法对茂兰

森林树种胸径、树高特征的研究也表明，喀斯特树种具有生长缓慢、绝对生物量小但生物量稳定、树种与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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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６ 个树种地上逐年净初级生产力与气候指标的相关关系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ＰＰ）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间变异大的特点［３９］。 本文基于优势树种的年轮宽度定量重建的 ＡＧＢ 再次证实，喀斯特树木生长缓慢，其
ＡＧＢ 明显低于非喀斯特树木。

植被生产力一直是喀斯特植被生态学研究关注的焦点，人们普遍认为喀斯特地区植被生产力低，但由于

缺乏长期生物量监测数据，目前所获得的信息多是基于遥感数据的喀斯特植被生产力估算［４６］ 或模拟［４７］，野
外实测证明匮乏［４８］。 本研究从树木年轮角度，首次重建了喀斯特森林优势阔叶和针叶树种的逐年 ＡＮＰＰ，发
现过去 ５０ 年喀斯特阔叶树和针叶树平均 ＡＮＰＰ 分别为 ２．４ ｋｇ ａ－１株－１和 ４．６ ｋｇ ａ－１株－１，显著低于非喀斯特地

区的 ５．６ ｋｇ ａ－１株－１和 １２．４ ｋｇ ａ－１株－１。 喀斯特地区树种和非喀斯特地区针叶树种树龄较短，而非喀斯特地区

阔叶树种树龄较长，截取非喀斯特地区阔叶树起初 ５０ 年（１８７４—１９２３ 年）ＡＮＰＰ 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其值为

２．８ ｋｇ ａ－１株－１，同样高于喀斯特阔叶树的 ２．４ ｋｇ ａ－１株－１。 虽然尚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喀斯特森林的 ＡＮＰＰ 水

平，地下生产力亦缺乏监测数据，但至少开始了研究尝试。 另外，与亚热带其他地区的树木年轮学研究比较同

样表明，茂兰和普定的树木年轮宽度较小，生长缓慢，重建的 ＡＧＢ 低，ＡＮＰＰ 也低；而雷公山的树木与其他亚

热带树木相比，树轮宽度相似，有较高的 ＡＮＰＰ ［２６⁃２７］。
树种间生物量与生产力存在差异，个体之间也存在差异。 从 ＡＮＰＰ 来看，喀斯特阔叶树种间接近，喀斯特

针叶树与非喀斯特阔叶树接近，但均低于非喀斯特针叶树。 总体上看，非喀斯特地区的树木 ＡＮＰＰ 变异大于

喀斯特地区，且变异性大小为雷公山＞茂兰＞天龙山，体现出 ＡＮＰＰ 越低变异性越小的特点。 个体间变异大

小，反映了树木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及其生理生态学差异。 与亚热带其他地区树种的研究比较，比如北亚热带

的马尾松［２７］，以样地总体生物量变化为研究对象，无法体现出树种个体的差异。
回归分析表明，本研究的 ３ 个地区树木 ＡＮＰＰ 主要受生长季降水和年均温控制。 充足的生长季降水能提

升水分利用效率，促进光合作用，加快光合产物积累［４９］。 天龙山和茂兰采样点的年均温与生长季降水相似，

９４４３　 １０ 期 　 　 　 刘立斌　 等：基于树木年轮定量重建过去 ５０年贵州典型森林优势树种的地上生物量与生产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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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大于雷公山；茂兰与雷公山采样点年湿润指数相似，均大于普定，三地年降水相似。 喀斯特采样点比非喀斯

特采样点的生长季降水多 １００—２００ ｍｍ ／ ａ，使得非喀斯特地区树种的生长季水分限制比喀斯特地区树种更

大。 非喀斯特地区的阔叶树与针叶树相比，针叶树对年均温的变化表现出更显著的相关性。 从单位气候因子

变化对 ＡＮＰＰ 变化影响情况来看，针叶树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范围较窄，较小的温度、降水变化均能对 ＡＮＰＰ 产

生比阔叶树大的变化。

４　 结论

本研究首次将树木年代学方法应用于喀斯特地区，探究喀斯特与非喀斯特森林优势树种树木年轮宽度、
ＡＧＢ、ＡＮＰＰ 及 ＡＮＰＰ 气候限制因子的差异。 相比于非喀斯特地区，喀斯特地区树木 ＡＧＢ 和 ＡＮＰＰ 均较低。
喀斯特地区树木生长主要受年均温影响，非喀斯特地区树木生长受年均温和生长季降水共同影响。 针叶树

ＡＮＰＰ 对气候指标的变化更敏感。 未来仍需采集更多树种的树木年轮有效样品，开展更多的生产力重建，并
利用树轮与植被模型耦合，定量重建喀斯特地区森林群落的生物量与生产力，包括地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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