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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童国家森林公园常绿阔叶林凋落叶养分含量的
时空分布特征

张首和，曾雅雯，何　 義，陈　 越，陆嘉辉，刘何铭，徐明杰，王希华∗

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 浙江天童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摘要：植物凋落叶养分含量的时空分布格局在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是对森林土壤养分

情况有重要的影响，而在群落结构复杂的亚热带森林中基于群落整体水平的凋落叶养分含量特征研究相对匮乏。 在位于浙江

天童国家森林公园中的 ２０ ｈｍ２动态监测样地进行，收集凋落叶并测定其碳、氮、磷含量，结合不同生活型物种的凋落高峰，春季

和初夏为常绿树种凋落高峰；秋季为落叶树种凋落高峰，以及地形特征对凋落叶养分含量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探究。 结果表

明：在时间尺度上，凋落叶养分含量表现为不同凋落高峰之间的差异，碳含量表现为秋季高峰＜春季高峰＜初夏季高峰，氮、磷含

量为秋季高峰大于春季和初夏季高峰；在空间尺度上，凋落叶养分含量则表现为沟谷地形和山脊地形之间的差异性，在秋季凋

落高峰时碳含量在沟谷地形显著低于山脊地形，氮、磷含量在山脊地形显著低于其他地形。 研究结果表明群落物种组成及其生

活型差异是造成森林群落水平凋落叶养分含量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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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落物作为连接植物及其环境的“纽带”，在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凋落物可以保持水土、丰富土壤微生物，并能维持土壤养分，在保持生态系统稳定性方面也起着关键作

用［１⁃３］。 森林凋落叶的干重在总凋落物中占绝对优势［４］，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乔木叶在凋落物中所占的比例

也是最大的［５］，且凋落物养分含量多集中于凋落叶和树皮中［６］，因此凋落叶的养分含量是研究森林生态系统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重要内容，另外，凋落叶的质量也对调整和改善土壤养分情况起着关键的作用［２］。 目前

群落整体水平上对凋落叶养分含量的研究较少，而了解群落凋落叶养分含量在时空尺度上的动态变化是理解

生态系统过程和功能的重要途径，不仅有助于解释森林群落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也可加深对影响森林养分

循环过程因素的理解。
已有研究表明，凋落叶的养分含量有明显的物种特异性［７］。 物种组成不同会导致群落水平上凋落叶养

分含量的差异，例如在群落演替过程中，演替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共有种和更替种组成不同，使地表凋落物的

碳、氮、磷含量在各演替阶段间均有差异［８］；在不同坡向的森林样地中，林下凋落物理化性质也因为植物群落

组成不同而有所差异［９］。
生活型不同的植物凋落叶养分含量差异尤其显著。 Ａｅｒｔｓ 整理了美洲、欧洲的诸多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生

活型物种凋落叶养分含量有明显特异性，其中落叶灌木和乔木的叶片氮、磷含量比常绿树种高出 ６０％左

右［１０］，因此不同生活型的群落凋落叶养分含量也不同。 在我国亚热带东部，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和常绿

针叶林 ３ 种植被类型之间的凋落物养分含量均有差异［１１］。
环境和季节的变化均会导致群落水平上凋落物物种组成及生活型的差异。 在全球尺度的研究中发现，不

同纬度上群落物种组成会因为气候差异而有所不同［１２］。 随着极端气候的出现，常绿种和落叶种之间生长速

率会产生差异，而常绿种更易受极端天气的负面影响，导致森林群落生活型组成发生改变［１３］。 区域尺度的研

究证明，地形如坡度和坡向的变化会影响光照条件及土壤养分和水分的含量，从而对不同生境需求的物种在

群落中的分布产生影响［１４⁃１５］，造成森林群落中物种组成的变化。 不同物种的物候节律的特异性也会造成群

落凋落物的变化，常绿阔叶林通常是双峰型，落叶阔叶林则是单峰型［１６］。 深秋季节由于气温下降和降雨增

多，多数落叶种和部分常绿种在此时落叶，形成凋落高峰；春季和夏季出现的凋落高峰则是由常绿种集中换叶

形成的［１７⁃１８］。 森林群落的物种组成和生活型及其自然凋落节律是造成凋落叶组分差异的主要原因，并可能

进一步造成群落水平凋落叶养分含量的差异。
天童地区 ２０ ｈｍ２动态监测样地拥有发育良好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境复杂，地形与土壤条件具有明显

的空间异质性。 样地内物种多样性高，不同生活型的物种生境选择差异显著，形成了常绿阔叶和落叶阔叶树

种共存的现象［１９］。 秋季和夏季凋落高峰期之间凋落物物种组成也有明显的区别［２０］，为探索群落水平凋落叶

养分含量的时空分布特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本研究通过对三个自然凋落高峰及不同地形条件下的凋落叶

进行养分测定及分析，检验以下科学假说：由于不同物种和生活型之间物候节律及空间分布的差异，会导致群

落水平上凋落叶物种组成在时空上的变化，而各物种和生活型之间凋落叶养分含量有所区别，因此群落凋落

叶养分含量也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１　 样地概况

本研究区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温暖湿润但四季分明，月均温最低及最高分别出现在 １ 月（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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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７ 月（２８．１℃），降水量的最低值及最高值分别出现在冬季（１２—２ 月）和夏季（６—８ 月），具有典型的雨热同

期的特点，适于植物的生长。 样地内土壤为典型的酸性山地黄红壤（ｐＨ 多为 ４．５—５），且多为中壤至重壤，不
仅全氮含量高（３％—５％），且含有丰富的有机质（０．２％—０．４％） ［２１］。

浙江天童 ２０ ｈｍ２常绿阔叶林动态监测样地位于天童国家森林公园的核心保护区，样地东西长 ５００ ｍ，南
北宽 ４００ ｍ，平均海拔为 ４４７．２５ ｍ，海拔落差较大（最高 ６０２．８９ ｍ，最低 ３０４．２６ ｍ），整体地势北高南低，地形极

为复杂，两条南北走向的山脊纵贯其中。 样地内物种组成丰富，群落成熟稳定，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植被类型，
常绿种在样地内占绝对优势，重要值达 ８０．３％，同时也存在有相当数量的落叶种，落叶种物种数占总物种数的

５２．６％［２２］。 其中在沟谷以及海拔较高的局部地区，常绿阔叶林中的落叶种成分增加，且多占据着最高的林冠

层，形成外貌明显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１９］。
１．２　 凋落物采样及处理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样地内均匀设置了 １８７ 个凋落物收集器，每个收集器的有效面积为 ０．５ ｍ２，为避免样地外植

被影响所收集凋落物的准确性，样地边缘 ４０ ｍ 范围内均未设置，收集器具体的分布情况如图 １ 所示［１８］。 每

半个月收集一次凋落物，一年中共收集 ２４ 批次：将收集器中半个月积累的所有凋落物清空，分别装入收集器

对应编号的布袋中带回实验室，在 ７５℃下恒温烘干 ４８ ｈ 以上直至恒重，随后将凋落物分为叶、枝、树皮、花、种
子附属物及碎屑。

图 １　 凋落物收集器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ｉｔｔｅｒｆａｌｌ ｔｒａｐｓ ｉｎ Ｔｉａｎｔｏｎｇ ２０ ｈｍ２ ｐｌｏｔ

结合本地区凋落物自然凋落节律［１８］，选取叶凋落量最大的三个批次：秋季高峰（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第二批）、
春季高峰（２０１６ 年 ４ 月第一批）和初夏季高峰（２０１６ 年 ５ 月第二批），随后对三个批次中所有物种凋落叶的混

合样品进行全碳、全氮和全磷含量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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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室内分析

将凋落叶粉碎，称取 １ ｇ 置于离心管内，加入 ３—４ 颗小钢珠，使用全自动样品快速研磨仪（Ｔｉｓｓｕｅｌｙｓｅｒ⁃９６，
ＪｉｎｇＸｉｎＳｈｉＹｅ，Ｃｈｉｎａ）进行研磨，使样品可过 １００ 目筛，保存于离心管内，标记凋落时间与样方号。

样品全碳的测定：称取 ８—１０ ｍｇ 样品，用锡纸包好，在有机碳分析仪（Ｖａｒｉｏ ＴＯ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 Ｇｅｒｍａｎｙ）中
用灼烧法测定其全碳含量。

样品全氮、全磷的测定：将样品用标准凯式法进行消煮，称取 ０．２ ｇ 样品至消煮管，放入两颗沸石，加 ５ ｍＬ
浓硫酸，管口加盖弯柄漏斗，置于温控消煮炉中以 ３７０℃进行恒温消煮。 每隔 １ ｈ 取出冷却，加 ８—１０ 滴 ３０％
Ｈ２Ｏ２，直至溶液澄清透明。 将消煮后的样品稀释并定容至 １００ 倍，用移液枪吸取适量稀释溶液于比色皿中，
使用全自动化学分析仪（ＳｍａｒｔＣｈｅｍ ２００， ＡＭＳ， Ｉｔａｌｙ）分别测定其中全氮、全磷的浓度［２３］。
１．４　 地形因子的计算及其类型的划分

本研究所用的地形因子为海拔、凹凸度、坡度。 每个凋落物收集器处的海拔为 ２０１０ 年天童 ２０ ｈｍ２动态监

测样地调查所得；凹凸度值（Ｃｏｎｖｅｘｉｔｙ ｖａｌｕｅ）为每个凋落物收集器处的海拔减去其周围相邻八个样方顶点处

的平均海拔计算获得［２４］；样方四个顶点中任取三个组成平面，可组成四个平面，这四个平面与样方投影面间

的夹角的平均值即为样方的坡度值［２５］，相邻四个样方坡度值的平均值即为该凋落物收集器处的坡度值。
本研究凋落物收集器所处的地形类型划分方法来源于谢玉彬对天童 ２０ ｈｍ２ 动态检测样地的生境分

类［１９］，具体划分方法如下：由于样地东北角曾遭砍伐，单独分类为受干扰生境，剩余区域按照凹凸度值的不同

划分为沟谷（Ｃｏｎｖｅｘｉｔｙ ｖａｌｕｅ ＜ －２）、坡面（－２ ≤ Ｃｏｎｖｅｘｉｔｙ ｖａｌｕｅ ＜ ２）和山脊（Ｃｏｎｖｅｘｉｔｙ ｖａｌｕｅ ≥ ２）三种地形类

型。 以此得到 １８７ 个凋落物收集器在各地形中的分布情况：受干扰生境（６ 个收集器）、沟谷地形（４８ 个收集

器）、山脊地形（３６ 个收集器）、坡面地形（９７ 个收集器）。
１．５　 数据处理

凋落叶养分含量与地形因子的相关性分析：首先将所需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 Ｒ 语言中 ｃｏｒ．ｔｅｓｔ
（）函数将各地形因子分别与凋落叶养分含量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检验，选择出具有显著相关性的因子（Ｐ＜
０．０５），初步探究本地区凋落叶养分空间分布的基本情况，以上分析采用 Ｒ ３．５．１ 进行。

凋落叶养分含量在各凋落高峰及地形类型之间的差异性检验：将碳、氮、磷指标进行 Ｋ⁃Ｓ 正态分布检验，
结果表示各组数据均符合正态性。 随后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对于方差齐者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ＡＮＯＶＡ）检
验同时进行 ＬＳＤ 多重比较，以补充说明具体的差异性。 对于方差不齐者使用非参数检验，同时采用

Ｔａｍｈｅａｎｅ′ｓ Ｔ２ 检验对数据进行多重比较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分别对整体及各地形中养分指标进行三个凋落

高峰间的差异性检验，以探究时间尺度上的差异性；在每个凋落高峰时进行不同地形间差异性检验，以探究空

间尺度上的养分分布特征。 以上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均设定为 ０．０５，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２．０ 进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凋落叶养分含量的时间特征

凋落叶碳含量在时间尺度上整体呈现出秋季高峰＜春季高峰＜初夏季高峰，且三个凋落高峰间存在显著

差异（Ｐ＜０．００１），其中最高值出现在初夏季高峰（５８７．８４ ｇ ／ ｋｇ）；最低值出现在秋季高峰（４１２．０６ ｇ ／ ｋｇ）。 在沟

谷地形，春季和初夏季高峰没有显著差异；山脊地形中，初夏季高峰显著高于秋季和春季高峰（Ｐ＜０．０５），春秋

高峰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凋落叶氮含量与磷含量在时间分布上整体呈现出较一致的特征，即秋季高峰＞春季高峰＞初夏季高峰，其

中秋季高峰显著高于春季和初夏季高峰（Ｐ＜０．００１），春季、初夏季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山脊地形中氮、磷含量

在三个凋落高峰间无显著差异。 在受干扰生境，碳、氮、磷含量均无显著差异（图 ２）。
２．２　 凋落叶养分含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２．２．１　 地形因子与养分的相关性探究

实验结果表明本地区凋落叶养分含量的空间变异系数整体表现为碳含量空间变异系数最小，为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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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天童 ２０ ｈｍ２样地中各地形类型凋落叶碳、氮、磷含量的时间尺度差异

Ｆｉｇ．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ｃａ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 Ｎ， 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ｅａｆ⁃ｌｉｔｔｅｒ ｉｎ ｅａｃｈ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ｙｐｅ ｏｆ Ｔｉａｎｔｏｎｇ ２０ ｈｍ２ ｐｌｏｔ

Ａ， 整体 Ｔｏｔａｌ； Ｂ， 受干扰生境 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 沟谷 Ｖａｌｌｅｙ； Ｄ， 坡面 Ｓｌｏｐｅ； Ｅ， 山脊 Ｒｉｄｇｅ．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地形条件下不同凋

落高峰间凋落叶养分含量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氮含量空间变异系数为 １８．３％，磷含量空间变异系数最大，为 ３５．５５％。
与各地形因子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凋落叶碳含量仅在秋季凋落高峰时与海拔呈负相关。 凋落叶氮含量

在秋季高峰和春季高峰时与凹凸度和坡度呈负相关。 凋落叶磷含量在三个高峰时均与凹凸度呈负相关，而与

坡度仅在春季高峰时呈负相关，与海拔仅在秋季高峰时呈现出负相关（表 １）。

表 １　 凋落叶碳、氮、磷含量与地形相关系数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 Ｎ， 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ｅａｆ⁃ｌｉ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秋季高峰
Ａｕｔｕｍｎ ｐｅａｋ

春季高峰
Ｓｐｒｉｎｇ ｐｅａｋ

初夏季高峰
Ｅａｒｌｙ ｓｕｍｍｅｒ ｐｅａｋ

全碳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０．２０ － －

凹凸度 Ｃｏｎｖｅｘｉｔｙ － － －

坡度 Ｓｌｏｐｅ － － －

全氮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 － －

凹凸度 Ｃｏｎｖｅｘｉｔｙ －０．３４ －０．１７ －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０．２９ －０．２２ －

全磷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 － －０．２８

凹凸度 Ｃｏｎｖｅｘｉｔｙ －０．４９ －０．３５ －０．２３

坡度 Ｓｌｏｐｅ － －０．１９ －

２．２．２　 不同地形之间凋落叶养分含量的差异性

凋落叶碳含量在春季和初夏季高峰时，受干扰生境显著低于其他地区（Ｐ＜０．０５），在秋季高峰和初夏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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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时，沟谷地形显著低于坡面和山脊地形（Ｐ＜０．０５）；在春季高峰时，沟谷、坡面、山脊地形间无显著差异。
凋落叶氮含量在三个凋落高峰间均表现出沟谷地形＞坡面和山脊地形，在秋季和春季高峰时，受干扰生

境显著高于其他地形（Ｐ＜０．０５），在秋季高峰时，山脊地形显著低于沟谷和坡面地形（Ｐ＜０．００１）；春季高峰时，
坡面地形显著低于沟谷地形（Ｐ＜０．０５）；而初夏高峰时，各地形类型间均无显著差异。

凋落叶磷含量在三个凋落高峰均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沟谷地形＞坡面地形＞山脊地形，沟谷

地形中凋落叶磷含量在三个凋落高峰均显著高于坡面和山脊地形（Ｐ＜０．００１），其中秋季高峰时，受干扰生境

大于其他地形；坡面和山脊地形在秋季高峰时具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而在春、初夏季高峰时没有显著差异

（图 ３）。

图 ３　 天童 ２０ ｈｍ２样地各高峰凋落叶碳、氮、磷含量在沟谷地形、坡面地形与山脊地形间的差异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 Ｎ， 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ｅａｆ⁃ｌｉｔ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ａｋ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ｓｌｏｐｅ ａｎｄ ｒｉｄｇｅ ｉｎ Ｔｉａｎｔｏｎｇ ２０ ｈｍ２ ｐｌｏｔ

Ｐ１， 秋季高峰 Ａｕｔｕｍｎ ｐｅａｋ； Ｐ２， 春季高峰 Ｓｐｒｉｎｇ ｐｅａｋ； Ｐ３， 初夏季高峰 Ｅａｒｌｙ ｓｕｍｍｅｒ ｐｅａｋ，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凋落高峰不同地形类型

间凋落叶养分含量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３．１　 凋落叶养分含量的时间分布特征

在时间尺度的分析中发现，凋落叶碳含量整体表现出秋季高峰＜春季高峰＜初夏季高峰，其中秋季高峰显

著低于春季高峰。 根据前人研究可知，落叶种的集中凋落高峰在秋季，常绿种在花期前后的换叶形成春季的

集中凋落高峰［１８］，本地区在秋末凋落高峰收集的凋落叶中落叶种凋落量占 ７８．６％，春季凋落高峰中常绿种叶

凋落量可达 ９６．３％［２６⁃２７］，有研究表明亚热带落叶种凋落叶碳含量显著低于常绿种［２８］，因此秋季高峰凋落叶碳

含量显著低于其他高峰。 本地区山脊地形中港柯（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ａｒｌａｎｄｉｉ）分布较多［２２］，前人研究表明港柯凋落

高峰在初夏季六月份［２０］，且叶片碳含量比其他常绿种更高［２９］，因此山脊地形初夏凋落高峰凋落叶碳含量显

著高于其他高峰。 本研究结果表明凋落叶碳含量在时间尺度上的差异是由不同物种及生活型的凋落高峰不

同引起的。

０４３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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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落叶氮、磷含量在时间尺度上呈现出相似的规律，整体表现为秋季高峰大于春季和初夏季高峰，且差异

显著，而春季和初夏季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落叶种凋落叶氮、磷养分含量显著高于常绿

种［１０，１２］，同样结合本地区物种凋落节律可说明凋落叶氮、磷含量的时间分布特征主要是由不同季节凋落叶物

种组成及生活型差异造成的。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论与学术假设相符合，群落中常绿种和落叶种之间不同的

生境偏好和凋落节律使凋落叶物种组成产生差异，从而形成凋落叶养分含量的时间分布特征。
３．２　 凋落叶养分含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相关研究表明本样地凋落叶的组分中常绿种凋落量随海拔升高而减少，落叶种凋落量随海拔升高表现出

增加的趋势［１８］，由于两种生活型凋落叶碳含量的差异，使得随海拔升高凋落叶碳含量降低。 凋落叶氮和磷含

量与坡度表现出一定的负相关，以往研究发现本地区随着坡度增加，常绿种凋落量增加而落叶种凋落量减

少［１８］，因此凋落叶氮磷养分也相应减少。 凋落叶氮含量和磷含量均与凹凸度呈现负相关关系，本样地土壤磷

元素在空间上表现出更大的异质性，土壤全磷含量与地形凹凸度及海拔均呈负相关关系，且凹凸度能解释土

壤全磷空间变异的 １４．６２％［３０］，由此可见凋落叶磷含量空间分布特征可能与土壤磷含量分布有关。 植物叶片

氮、磷含量的吸收和消耗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１１］，因此氮含量也与凹凸度呈负相关关系。
地形差异分析表明在秋季及初夏高峰时，沟谷地形凋落叶碳含量显著低于坡面和山脊地形。 原因可能是

枫香树（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南酸枣（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等落叶种在沟谷有较多分布，而杨梅叶蚊母

树（Ｄｉｓｔｙｌｉｕｍ ｍｙｒｉｃｏｉｄｅｓ）、港柯等常绿种多分布在山脊［２２］，因此在不同地形上表现出凋落叶碳含量的差异。
凋落叶氮含量和磷含量的空间分布特征的趋势和原因基本一致，在秋季凋落高峰时山脊地形显著低于另外两

种地形，而初夏季高峰时三种地形间没有显著差异。 秋季为落叶种的自然凋落高峰，同样由于本样地中常绿

种和落叶种的分布特征，山脊地形多生常绿种，因此凋落叶氮含量和磷含量较其他地形更低。 初夏季为常绿

种凋落高峰，由于常绿种有良好的养分利用策略［３１］，本地区土壤氮含量也较为充足，并非植物生长的限制元

素，因此初夏季高峰期不同地形间氮含量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
三个高峰磷含量的空间变异系数均为三种元素中最大的，可能与我国亚热带地区土壤磷元素相对缺乏有

关［３２］。 本地区成熟群落中，大多数物种表现为磷元素限制，但已有的研究表明，一些物种如笔罗子（Ｍｅｌｉｏｓｍａ
ｒｉｇｉｄａ）和黄丹木姜子（Ｌｉｔｓｅ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等，比其他物种有更宽的养分适应幅度。 因此在磷限制条件下，不同物

种的磷养分限制阈值的差异较大，导致磷含量的利用策略有较大的变异性［３３］，最终形成凋落叶磷含量的变异

性增大。
在热带森林区域空间尺度的研究中，凋落物质量有高度的异质性，空间上养分资源的差异会影响微生物

和植物之间的竞争［３４］。 而本地区中凋落叶养分含量的空间分布特征是否会对群落动态产生影响还有待进一

步探究。

４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典型常绿阔叶林群落中，物种组成和生活型的分布是影响凋落叶养分含量时空异质性

的重要原因。 不同生活型树种的自然凋落节律不同使群落水平凋落叶养分含量表现出时间上的差异；不同物

种及生活型树种在山脊和沟谷地形分布情况的差异造成了群落水平凋落叶养分含量的空间分布差异。 另外，
土壤可利用磷元素的缺乏也对群落水平凋落叶养分含量的分布特征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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