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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氮树种旱冬瓜对退化林地土壤修复和林下植被重建
的生态驱动效应

李茂萍１，３， 缪　 宁２，刘世荣３，∗

１ 国际竹藤中心，竹藤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２

２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育部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３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摘要：固氮树种对退化土壤和森林的结构与功能修复和改良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固氮树种的混交配置、林龄变化和人工与天然

起源林分对土壤修复和林下植被重建方面的生态驱动效应与影响机制的认识尚不够深入。 因此，在金沙江上游选择退耕地上

不同混交配置模式、不同林龄旱冬瓜（Ａｌｎｕｓ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人工林和旱冬瓜天然次生林，对比分析了土壤养分、林下植被生长、林下

植被多样性和旱冬瓜材积等指标的差异，以期阐明固氮树种旱冬瓜对土壤养分状况及林下植被重建的生态驱动效应。 结果表

明：（１）不同旱冬瓜人工林配置模式中，旱冬瓜纯林的土壤养分综合指标显著高于旱冬瓜＋云南松混交林和云南松纯林（Ｐ＜
０．０５）；（２）不同林龄旱冬瓜人工林中土壤有机质、总氮及土壤养分综合指标呈现 ８ 年生林均显著大于 ５ 年生林（Ｐ＜０．０５）；（３）
土壤有机质、总氮及土壤养分综合指标均为旱冬瓜天然林＞旱冬瓜和云南松人工混交林＞云南松天然林（Ｐ＜０．０５）；（４）ＳＥＭ 模

型分析发现，旱冬瓜材积与土壤养分综合指标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Ｒ＝ ０．４７３，Ｐ＜０．００１）；（５）在不同旱冬瓜人工配置模式和

不同优势种的天然林中，灌木生长状况均与旱冬瓜材积呈显著正相关（Ｒ＝ ０．４９６，Ｐ＝ ０．０１４；Ｒ＝ ０．６１０，Ｐ＝ ０．００２），且灌木生长状

况与土壤有机质、总氮及土壤养分综合指标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 研究揭示了固氮树种旱冬瓜作为退化土壤修复和植被重建

的生态演替驱动种，显著提升了退化土壤的养分（有机质、总氮及土壤养分综合指标）并促进了林下灌木的生长，对加速金沙江

上游退化土壤功能修复和林下植被重建具有积极生态驱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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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退化是指土壤肥力衰退，其结构改变、养分元素和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的生产能力或土地利用和环

境调控潜力下降甚至完全丧失［１］。 植树造林是修复退化土壤的重要措施之一［２］；一般而言，与固氮微生物共

生产生固氮功能的固氮植物［３］对土壤的修复往往比非固氮植物见效更快［４—６］。 因此，造林中常常利用固氮植

物改良土壤［７—９］。 固氮树种往往能显著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土壤氮素［１０—１１］，比如 Ｗａｎｇ 等研究表明，固氮树种

人工林中表层土有机质含量和氮含量比非固氮树种人工林分别高 ４０％—５０％和 ２０％—５０％［１２］。 固氮树种除

了由于其固氮能力而直接影响土壤外，还可以通过其自身与土壤间的作用影响其他植物，如：固氮植物可通过

根系分泌［１３］或者凋落物分解［１４］而为其他植物提供丰富的可利用氮素［１５］，进而促进其他植物的生长［１６］，从而

提高生产力［１７］，促进植被的次生演替［１８］等，在生态系统中有着重要的生态功能。
桤木属（Ａｌｎｕｓ ｓｐｐ．）树种因其较高的固氮速率和对土壤的改善作用而被认为是重要的固氮植物［１９］，主要

通过根系分泌物［２０］、土壤中游离的固氮相关微生物［１９］ 及叶片凋落物、根系和根瘤的降解三种方式提升土壤

的氮元素含量。 有研究发现桤木属树种叶片氮含量比其他植物叶片氮含量高，叶片凋落物降解后会给土壤提

供大量氮元素，可提升土壤肥力［２０］。 桤木属树种与土壤间的这种反馈能对其他植物产生正效应， Ｂｉｎｋｌｅｙ 等

研究发现红桤木（Ａ． ｒｕｂｒａ）能提升杉木林的净生产力和生物量，促进杉木生长［２１］； Ｄｅｌｖｅｒ 和 Ｐｏｓｔ 的研究发现

欧洲桤木（Ａ．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能提升苹果树叶片氮的含量，促进其嫩芽的生长［２２］。 作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分，
桤木林的林下植物能降低土壤侵蚀和保土保肥［２３］、维持森林多样性和稳定性［２４］及调节能量流动［２５］。

旱冬瓜（Ａｌｎｕｓ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Ｄ． Ｄｏｎ）是分布印度、不丹、尼泊尔及中国西南和广西的乡土树种，因其高效的固

氮能力而在印度人工林中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２６—２８］。 中国是世界上人工林面积最大的国家［２９］，作为乡土树

种，旱冬瓜在云南省人工林中得到了推广应用［３０］。 以往主要研究旱冬瓜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２７—２８］、土壤

微生物及酶活性的影响［３１］、旱冬瓜凋落物降解及营养周转［２６］，但对旱冬瓜在不同混交模式、年龄结构和人工

与天然起源森林中的固氮效应及其变化规律，特别是旱冬瓜对退化林地土壤修复过程中如何影响林下植被的

生长等方面研究较少。
金沙江上游的云南省富源县占马地林区，森林植被及土壤退化严重、特征明显，乡土树种旱冬瓜作为固氮

树种是该地区退化植被及土壤恢复的优良树种。 然而，旱冬瓜林对严重退化土壤功能修复与改善的效果缺乏

系统研究，特别是旱冬瓜⁃土壤的反馈作用是否促进着林下植被的恢复、提升保土保肥能力、提高生物多样性

的作用尚不清楚。 因此，研究旱冬瓜与土壤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期阐明旱冬瓜对严重退化土壤功能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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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下植被生长的影响，为长江上游土壤严重退化地区植被恢复树种选择提供理论基础。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位于云南省富源县中安镇占马地小流域，该区域地处金沙江上游，海拔 １９２０—２２１３ ｍ，属高原季

风气候，干湿季分明，５—１０ 月为雨季，年降雨量 １１００—１３００ ｍｍ，年平均日照时数 １８２０—１９００ ｈ，年均气温为

１３．８℃。 土壤主要为玄武岩和石灰岩发育而来的黄红壤，土壤偏酸性（如本研究的土壤 ｐＨ 值在 ４．０２—６．０２
之间），土层深厚。 由于沟深坡陡，耕地较多，水土流失严重［３２—３３］。 该区原生植被退化较为严重，现有森林以

云南松（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次生林和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ｓｐｐ．）林为主，不少林地退化为灌木林地和草地，有机

质含量下降，营养元素减少，土壤及植被退化特征明显。 为修复退化土壤与植被，重建生态系统，该地区 １９９８
年以来实施了封山育林和人工造林及退耕还林等一系列生态恢复措施。
１．２　 旱冬瓜的土壤修复实验设计及野外调查

为探究不同旱冬瓜种植模式对土壤和林下植被的影响，于 ２００１ 年选耕种历史及土壤基本条件一致的耕

地，采用旱冬瓜与云南松的实生苗，分别按不同比例混交种植：旱冬瓜纯林、旱冬瓜 ５∶云南松 ５ 及云南松纯林。
为研究旱冬瓜林龄对土壤和林下植被的影响，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在立地条件相近的荒草地上种植旱冬

瓜纯林。 为进一步验证旱冬瓜对改善土壤和林下植被生长的影响，选取了旱冬瓜为优势种的天然林、旱冬瓜

和云南松混交林及云南松为优势种的三种天然林林分，探究天然起源的林分中旱冬瓜对土壤和林下植被的

影响。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开展了野外调查和采样，选取 ２００１ 年退耕地上种植的人工林中选取旱冬瓜纯林（ＡＰ）、旱冬

瓜 ５∶云南松 ５（ＭＰ）及云南松纯林（ＰＰ）三种林分类型的样地，研究旱冬瓜不同种植模式对退化土壤和林下植

被的影响。 选取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在荒草地上造林的旱冬瓜纯林及同条件的荒草地作为对照样地，研究旱冬

瓜不同林龄对土壤和林下植被的影响。 在旱冬瓜为优势种的天然次生林（ＮＡＦ）、旱冬瓜与云南松混交的天

然次生林（ＮＭＦ）及云南松天然次生林（ＮＰＦ）中各选取一块样地，探究天然林中旱冬瓜对土壤及林下植被的

影响，样地概况见表 １。 在每块均不小于 ２ ｈｍ２的样地中分别设置 ８ 个 ８ ｍ×４ ｍ 的样方，调查其中所有的乔木

树种、胸径、树高及存活状况，并调查灌木物种、地径、高度和萌株数。 每个样方中分别随机取 ３ 个表层（０—５
ｃｍ）土样，均匀混合后一分为二，一份现场称重，用于测量土壤含水率，另一份用于分析其理化性质。 每个样

方的四角及中心分别设置一个 １ ｍ×１ ｍ 小样方，测量草本物种种类、多度及地上生物量［３４］，五个小样方物种

累计值计算每个样方中草本物种多样性；五个小样方的平均值作为每个样方中地上生物量数据。
１．３　 土壤养分测定及土壤养分综合指标计算

采用重铬酸钾氧化容量法测定土壤有机质［３５］；凯氏定氮法测定总氮、速效氮［３６］；依据鲍士旦的《土壤农

化分析》中钼锑抗比色法测定土壤总磷、速效磷，碱熔－火焰光度法测定总钾，ＮＨ４ＯＡｃ 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

速效钾［３７］，并根据土壤鲜重和干重测定了土壤含水量。 本研究中采用上述 ８ 个指标计算的土壤肥力综合指

标（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ＩＦＩ）反映土壤养分综合质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ＩＦＩ ＝ ∑
８

ｉ ＝ １
Ｗｉ Ｎｉ( ) （１）

Ｗｉ ＝ ｒｉ ／∑
８

ｉ ＝ １
｜ ｒｉ ｜ （２）

式（１）中 Ｗｉ是第 ｉ 个土壤理化指标的权重，Ｎｉ是第 ｉ 个土壤理化指标的隶属度；式（２）中 ｒｉ为第 ｉ 个土壤理化

指标相关系数平均值， ｜ ｒｉ ｜为第 ｉ 个土壤理化指标与其他 ７ 个指标相关关系的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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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林分组别的样地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

林分组别
Ｆｏ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

林分类型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

优势种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林龄 ／ ａ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ｅ

林地起源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ｒｉｇｉｎ

旱冬瓜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旱冬瓜材积
Ｔｉｍｂｅ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 ｍ３

旱冬瓜混交配置 旱冬瓜人工林 旱冬瓜 １７ 退耕地 ０．８８ ５．６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人工混交林 旱冬瓜 ５：云南松 ５ １７ 退耕地 ０．３５ １．５１

云南松人工林 云南松 １７ 退耕地 ０．１ ０．３８
林分年龄 荒草地 荒草地 － 荒草地 ０ ０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ｅ ５ 年生林分 旱冬瓜 ５ 荒草地 １ ０．４２

８ 年生林分 旱冬瓜 １０ 荒草地 １ ０．６４
优势种 旱冬瓜天然林 旱冬瓜 － 天然林 ０．６１ ５．５８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天然林混交 旱冬瓜与云南松 － 天然林 ０．３９ ２．７４

云南松天然林 云南松 － 天然林 ０．０３ ０．０１

某一指标的权重指该指标在土壤质量水平衡量中作用大小的体现，这里土壤指标权重采用相关系数法确

定［３８—３９］。 某项土壤指标的隶属度值，则表示该指标的状态值。 本研究中所选取的 ８ 个土壤指标的作物效应

曲线呈 Ｓ 型［３８］，因此，其对应的隶属度函数也采用 Ｓ 型，并建立如下隶属度函数：

ｆ ｘ( ) ＝
０．１，　 ｘ ＜ ｘ１

０．９ ｘ － ｘ１( ) ／ （ｘ２ － ｘ１） ＋ ０．１，　 ｘ１ ≤ ｘ ＜ ｘ２

１，　 ｘ ≥ ｘ２

ì

î

í

ï
ï

ïï

式中 ｆ ｘ( ) 是隶属度函数，ｘ 是土壤指标的实际测定值，ｘ１ 和 ｘ２是函数的拐点值，根据研究区土壤的实际情况，
本研究利用 ８８ 份合格的土壤养分指标计算 ｘ１和 ｘ２这两个拐点值，各营养组分的拐点值见表 ２。

表 ２　 土壤养分隶属度函数的拐点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ｉｎｆｌｅｘ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有机质

ＯＭ ／ （ｇ ／ ｋｇ）
总氮 ＴＮ ／
（ｇ ／ ｋｇ）

总磷 ＴＰ ／
（ｇ ／ ｋｇ）

总钾 ＴＫ ／
（ｇ ／ ｋｇ）

速效氮 ＡＮ ／
（ｍｇ ／ ｋｇ）

速效磷 ＡＰ ／
（ｍｇ ／ ｋｇ）

速效钾 ＡＫ ／
（ｇ ／ ｋｇ）

土壤含水率
ＳＷＣ

ｘ１ ２０．７８ ０．２０ ０．１６ ４．９５ ２０４．２４ ２．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３
ｘ２ ６６．１５ ０．５１ ０．８３ １６．３６ ５９５．７３ ７．３２ ０．６６ ０．２５

　 　 ｘ１ 是土壤养分隶属度函数的拐点值 ｘ１；ｘ２ 是土壤养分隶属度函数的拐点值 ｘ２；ＯＭ，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ＴＮ，总氮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ＴＰ，总磷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ＴＫ，总钾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ＡＮ，速效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Ｐ，速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Ｋ，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ＳＷＣ，

土壤含水率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

１．４　 植物生长及多样性指数计算

利用旱冬瓜树高及胸径，根据《云南省一元立木材积表》 ［４０］，估计旱冬瓜单株材积，并计算每个样方中旱

冬瓜的材积总和，据此定量评价旱冬瓜总材积对土壤及林下植被的影响。 本研究测定了每个样方中小样方对

应的草本地上部分干重，作为草本生长状况的指标，并计算草本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根据灌木的地径、高
度及萌株数量估算每个样方中灌木的总蓄积量，再根据蓄积量与生物量的换算系数计算灌木生物量［４１］，以样

方灌木生物量与各样方灌木生物量均值间的差值除以该均值所得的比值作为衡量灌木生长状况的系数。 根

据物种和多度计算各样方中灌木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灌木生长状况计算公式如下：

ＴＢ ｉ ＝ ∑
ｎ ＝ １

ＢＤｎ( ) ２Ｈｎ( ) ｒ （４）

ＳＧＩｉ ＝
ＴＢ ｉ － ＴＢ

ＴＢ
（５）

式（４）中，ＴＢ ｉ为第 ｉ 个样方中的灌木生物量，ＢＤｎ是样方 ｉ 中第 ｎ 株灌木的地径，Ｈｎ是样方 ｉ 中第 ｎ 株灌木的株

高，ｒ 是灌木材积换算生物量的系数；式（５）中 ＳＧＩｉ是第 ｉ 个样方中的灌木生长系数，ＴＢ ｉ是 ｉ 个样方中的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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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量， ＴＢ 是样地中 ８ 个样方灌木生物量的均值。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Ｈ ＝ ∑
ｎ

ｉ ＝ １
Ｐ ｉ( ) （ｌｎＰ ｉ） （６）

式中，Ｈ 是样方中灌木（或草本）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Ｐ ｉ是样方中第 ｉ 个物种的个体数占样方中总个体数

的比例。
１．５　 统计分析

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分别对比各组不同样地中总有机质、总 Ｎ、速效 Ｎ 及土壤养分综合指标的大小，分析

旱冬瓜对林地土壤的影响；此外，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分析了旱冬瓜材积与上述各指标间的线性关系。 利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了各组不同样地中草本地上部分干重、草本多样性指数、灌木生长状况及灌木多样性；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分析了各组样地中土壤养分与林下植被生长、多样性间的相关关系。 为进一步探究旱冬

瓜⁃土壤反馈对林下植被生长的影响，本研究以立地条件为控制因子，用偏相关分析（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法分

析了所有样地旱冬瓜材积、土壤养分和林下植被生长间的相关关系。 考虑立地条件的前提下，用结构方程模

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Ｍ）分析了研究区内旱冬瓜材积、土壤养分对林下植被生长的影响。 ＳＥＭ 模

型中以土壤有机质、土壤总氮及土壤肥力综合指标反映土壤养分状况。
所有分析基于 Ｒ ３．３．２、ＳＰＳＳ １６．０ 和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完成，制图和制表基于 Ｏｒｉｇｉｎ Ｐｒｏ ８．５ 及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完成。

显著性水平 α＝ ０．０５。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旱冬瓜对土壤养分和肥力的影响

对比分析各不同旱冬瓜种植模式的土壤养分，发现不同模式间土壤有机质、总氮及速效氮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图 １），且这三种土壤养分不随因种植比例不同而造成的旱冬瓜材积变化而呈相应的线性变化

（图 １）。 但是，旱冬瓜纯林的土壤肥力综合指标显著高于混交林和云南松纯林（Ｐ＜０．０５），同时土壤肥力综合

指标随旱冬瓜材积的增加而增大 （图 １）。 与旱冬瓜种植模式对土壤的影响有所不同，旱冬瓜种植时间对土

壤养分的影响较为明显。 林龄 ８ ａ 的旱冬瓜纯林土壤有机质、总氮、速效氮及土壤肥力综合指标都显著大于

林龄 ５ ａ 的旱冬瓜纯林和荒草地（Ｐ＜０．０５）（图 １），而且这些养分指标都与旱冬瓜材积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

（图 １）。 在天然林中，除速效氮在三个林分中无显著差异外（Ｐ＞０．０５），旱冬瓜纯林的土壤有机质、总氮及土

壤肥力综合指标都显著大于旱冬瓜和云南松的混交林，云南松林中的这三个指标最小（Ｐ＜０．０５）（图 １）；样方

中旱冬瓜材积与土壤有机质、总氮及土壤肥力综合指标均显著正相关（图 １）。
２．２　 土壤与旱冬瓜对林下植被的影响

旱冬瓜的种植模式、种植时间及天然林中旱冬瓜材积与林下植被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图 ２）。 旱

冬瓜不同种植模式的比较，发现旱冬瓜纯林和旱冬瓜＋云南松混交林中草本植物地上干重显著大于云南松纯

林（Ｐ＜０．０５）；草本多样性、灌木生长和灌木多样性则在三个模式之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图 ２）。 草本生

长、草本多样性及灌木多样性均与旱冬瓜材积无显著线性关系，仅灌木生长与旱冬瓜材积呈显著正相关

（图 ２）。 草本生长和多样性均在荒草地中最好，并不随旱冬瓜种植时间的增加而变化，与旱冬瓜材积也无显

著线性关系（图 ２）；同时，灌木生长在三个不同种植时间的林分中无显著差异，而灌木多样性表现为林龄 ８ａ
的旱冬瓜纯林显著高于林龄 ５ａ 的林分（图 ２）。

天然林中，旱冬瓜对草本无显著影响（图 ２）；旱冬瓜林中灌木生长显著优于云南松林（Ｐ＜０．０５），且灌木

生长与旱冬瓜材积呈显著正关系，而混交林中的灌木多样性显著高于旱冬瓜林和云南松林（Ｐ＜０．０５）（图 ２）。
在退耕地与天然林中，灌木生长与 ＯＭ、ＴＮ 及土壤养分综合指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Ｐ＜０．０５）（表 ３）。
２．３　 林下植被生长对旱冬瓜⁃土壤反馈作用的响应

旱冬瓜材积与 ＯＭ、ＴＮ 及 ＩＦＩ 都有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Ｒ ＝ ０．３０，Ｐ ＝ ０．０１１；Ｒ ＝ ０．３６，Ｐ ＝ ０．００２；Ｒ ＝ 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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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旱冬瓜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ＯＭ：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ＴＮ：总氮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速效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ＩＦＩ：土壤肥力综合指标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ＡＰ：
旱冬瓜人工林 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Ｐ：人工混交林 Ｍｉｘｅｄ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Ｐ：云南松人工林 Ｐ．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８ａ：种植 ８ 年的旱冬瓜林

８⁃ｙｅａｒｓ 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５ａ：种植 ５ 年的旱冬瓜林 ５⁃ｙｅａｒｓ 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ＮＡＦ：旱冬瓜天然林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ＮＭＦ：旱
冬瓜⁃云南松混交天然林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ＮＰＦ：云南松天然林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Ｖ：旱冬瓜总材积 Ｔｏｔ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多重比较结果中两组数据在 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

Ｐ＜０．００１），但与速效氮则没有显著相关关系（Ｐ＞０．０５） （图 １）。 灌木生长与旱冬瓜材积、ＯＭ、ＴＮ 及 ＩＦＩ 呈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Ｒ＝ ０．５１，Ｐ＜０．００１；Ｒ ＝ ０．２３，Ｐ ＝ ０．０４９；Ｒ ＝ ０．２７，Ｐ ＝ ０．０２４；Ｒ ＝ ０．２７，Ｐ ＝ ０．０２４） （图 ２，表 ３）。
ＳＥＭ 模型中，旱冬瓜材积与土壤养分综合指标和灌木生长均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０１），而草本地上生物量与旱

冬瓜材积无显著相关关系，各土壤养分指标和林下草本地上生物量及灌木生长状况间的关系均不显著（Ｐ＞
０．０５）（图 ３）。

３　 讨论

３．１　 旱冬瓜对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及林龄效应

氮是土壤中的重要营养元素，常常成为限制植物生长的土壤因子。 以往的研究表明固氮树种能提升土壤

氮含量，增加土壤有机质，同时改良土壤［７，１１—１２，４２—４３］。 桤木属植物作为能与弗兰克氏菌共生形成根瘤的固氮

树种能显著改善土壤［１９，４４］。 本研究亦发现，旱冬瓜对退化土壤的改善作用较为显著：ＳＥＭ 模型分析表明，旱
冬瓜材积与土壤性质显著正相关，其路径系数达 ０．４７。 此外，旱冬瓜材积与土壤有机质、土壤总氮及土壤养分

综合指标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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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旱冬瓜对林下植被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ｙ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Ｇ：草本地上部分干重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ｄｒｉｅｄ ｍａｓｓ ｏｆ ｈｅｒｂ ｓｐｅｃｉｅｓ；ＳＧＩ：灌木生长指数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ｈｒｕｂ；Ｇ⁃Ｓｈａｎｎｏｎ：草本多样性指

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ｈｅｒｂ ｓｐｅｃｉｅｓ；Ｓ⁃Ｓｈａｎｎｏｎ： 灌木多样性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ｈｒｕｂ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多重比较结果

中两组数据在 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

表 ３　 土壤养分与林下植被间的相关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ｙ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ｓ

林型组别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

林下植被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ｙ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有机质
ＯＭ

总氮
ＴＮ

速效氮
ＡＮ

土壤肥力综合指标
ＩＦＩ

旱冬瓜混交配置 草本地上干重 ０．２５ ０．２９ ０．２６ ０．２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草本多样性 ０．３０ ０．３７ ０．２５ ０．３７

灌木生长 ０．４６∗ ０．４２∗ ０．２８ ０．５８∗∗

灌木多样性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２０

林分年龄 草本地上干重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５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ｅ 草本多样性 －０．２８ －０．２８ －０．４ －０．３０

灌木生长 ０．３９ ０．３１ ０．３４ ０．３４

灌木多样性 ０．３３ ０．２７ ０．３１ ０．３４

群落优势种 草本地上干重 ０．１５ ０．２０ －０．３５ ０．２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草本多样性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６

灌木生长 ０．５０∗ ０．４９∗ ０．１０ ０．５１∗

灌木多样性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３９ ０．１７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ＩＦＩ：土壤肥力综合指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土壤肥力综合指数随旱冬瓜优势度增加而增大，这说明旱冬瓜优势度的增加提升了退化土壤的修复效

果。 有研究表明，林地中土壤总氮及土壤总有机碳也会随着固氮植物的优势度增加而增加［４５—４６］，当旱冬瓜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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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旱冬瓜对林下植物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ｙ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ｏ 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ｓｏｉｌ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ＳＥＭ 模型的参数为：Ｆｉｓｈｅｒ′ｓ Ｃ＝ １．４６； Ｐ ＝ ０．２３； ＡＩＣ ＝ ２９．４６． ＡＩＣ，

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实线箭头表示显著的关系 （Ｐ＜０．０５）；

黑色虚线表示无显著的关系 （Ｐ＞０．０５）； 路径系数为标准化后的

系数；用 Ｓｈｉｐｌｅｙ′ｓ Ｃ 检验各路径（Ｐ＞０．０５ 说明模型中无路径丢失，

拟合良好），用 ＡＩＣ 衡量模型拟合优良性

势度增大的时候，土壤中氮素营养输入量与输出量间的

顺差增大，因而土壤获得的净氮素量增加。 虽然土壤有

机质与土壤总氮在天然林中随旱冬瓜优势度的增大而

增加，但是在退耕地的人工林中土壤有机质与土壤总氮

并未随旱冬瓜种植比例的增加而呈现显著变化，这有可

能与立地条件有关。 Ｏｒｏｚｃｏ⁃Ａｃｅｖｅｓ 等研究发现，土壤

基质会影响植物与土壤的反馈和植物对土壤的改良效

果［４７］，退耕地受施肥影响，土壤养分性质与未受施肥影

响的天然林有所不同，这可能导致旱冬瓜与土壤间的长

期反馈关系与天然林也有所不同。 另外，鉴于退耕地旱

冬瓜的造林时间晚于天然林中旱冬瓜的定植时间，这也

可能导致旱冬瓜对土壤的影响呈现人工林不如天然林。
作为对照的云南松天然林，其土壤总氮显著小于退耕地

对照的云南松人工林（Ｐ＜０．０５），即由于耕种过程中的

施肥，退耕地中土壤 Ｎ 含量可能高于天然林，这可能是

退耕地中旱冬瓜对土壤总氮影响相对较弱的原因之一。
由于施肥耕种导致退耕地中的土壤总氮水平较高，为旱

冬瓜个体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氮素环境，因此降低了旱冬瓜获取土壤 Ｎ 的需求，进而降低了旱冬瓜的生物固氮

功能。 如 Ｂｏｒｉｎｇ 等发现固氮植物的固氮效率与土壤中有效氮源负相关［４８］，高有效氮源环境中固氮植物的固

氮功能反而降低［５］。 此外，固氮植物提升土壤氮的同时也增加了土壤的碳固持［１１］，因此，退耕地中土壤有机

质不随旱冬瓜优势度增加而增加，而天然林中土壤有机质随旱冬瓜优势度增加而显著增加。 虽然植物共生固

氮需要土壤供应大量的磷元素［４９］，但是退耕地土壤 Ｎ ∶Ｐ 的比值显著低于天然林（Ｐ＜０．０５），因而土壤磷元素

可能并非是退耕地中旱冬瓜改善土壤的限制因子。 而这可能是由于林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旱冬瓜根瘤固氮

活动较低［２７］，不足以对土壤速效氮造成显著影响。
林龄在桤木与土壤养分间的相互作用中也较为关键［２６， ２８，５０］。 本研究发现 ８ 年生旱冬瓜林的土壤 ＴＮ、ＯＭ

及土壤养分肥力均显著大于 ５ 年生旱冬瓜林的这三个指标。 在 ５ 个林龄段（７—５６ ａ）旱冬瓜人工林中，土壤

ＴＮ 和 ＯＣ 均与林龄呈显著正相关［２８］，说明随旱冬瓜林龄增大，土壤养分性状越优良。 此外，ＡＮ 随林龄增大

而趋于增加，可能是由于 ８ 年生的旱冬瓜其生理和生长对 ＡＮ 的需求量比 ５ 年生的旱冬瓜大，需要增加土壤

中的 ＡＮ 供给［５０］。 Ｓｈａｒｍａ 等发现，旱冬瓜的年固氮量在 ５—１５ ａ 人工林阶段随林龄而增加，而 １５—４０ ａ 的旱

冬瓜林中随林龄增大逐渐降低［５０］，特别是在低林龄阶段，旱冬瓜的固氮活动十分活跃［２７， ４９］。
３．２　 林下植被对旱冬瓜⁃土壤间反馈作用的响应

林下植被能增加生态系统多样性及稳定性［２４］且保土保肥［２３］，同时土壤养分往往被看作是林下植物多样

性［５１］和生长状况［５２—５３］的重要解释因子。 固氮树种可能会通过凋落物降解、根系分泌等途径向土壤中释放更

多的营养物质［８］，提升土壤肥力，增加土壤中植物可利用的营养，促进其他植物生长［１７， ２２， ５４］，因而作为固氮树

种的旱冬瓜会影响林下植被的多样性，促进林下植被生长。 通过 ＳＥＭ 模型分析发现，林下灌木与旱冬瓜材积

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Ｐ＜０．０５），偏相关分析也表明，灌木生长与旱冬瓜材积呈正显著相关关系（Ｐ＜０．０５），这
可能是由于旱冬瓜增加了土壤中灌木生长所需的营养；同时，土壤总氮、总有机质及肥力综合指标与灌木生长

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此外，有研究发现，占马地流域相对于耕地、荒草地及疏林地而言，
灌木林持水保肥效果最好［３２］，而旱冬瓜对灌木的这一正影响，会消减土壤侵蚀，进一步促进旱冬瓜对土壤的

改善。
旱冬瓜通过增加土壤氮素助益植物生长的现象在旱冬瓜不同优势度的林分和不同林龄的旱冬瓜林中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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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呈现。 退耕地中，旱冬瓜材积与灌木生长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旱冬瓜改善了土壤肥力的结果。 退耕地中

土壤养分与灌木生长显著正相关，正是灌木生长对旱冬瓜⁃土壤间关系的正反馈［５４］。 天然林中，灌木生长随

旱冬瓜优势度增加而增加，这是由于天然林中旱冬瓜改善了土壤养分，进而促进了灌木的生长。 对草本而言，
旱冬瓜不同种植模式中，云南松人工纯林中草本的地上生物量最小，可能是旱冬瓜改变了土壤肥力所致［５４］。

４　 结论

固氮树种旱冬瓜的种植显著提升了退化林地土壤总氮和总有机质，显著改良了土壤肥力，为其他植物的

发展提供更优越的土壤环境。 旱冬瓜对土壤的修复程度受其优势度和林龄的影响，作为土壤氮素来源之一，
旱冬瓜优势度较大时，林地中的土壤获得净氮素量趋于增加；在旱冬瓜幼龄林阶段，随着林龄增大，土壤得到

了改良和修复，趋于正向生态演替。 旱冬瓜改善土壤环境的作用为林下植被生长提供更丰富的养分，促进了

林下灌木的生长，对金沙江上游退化土壤修复和林下植被重建具有生态演替的驱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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