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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枯落物输入改变是影响森林生态系统土壤理化性质的一个重要因素，探究其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对了解和保护森林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为探究森林生态系统土壤理化性质对枯落物输入改变的响应，对国内外已发表的研究论文中筛选

出 ７１２ 组有效数据通过 Ｍｅｔａ 分析，从枯落物输入改变、气候、海拔、林分类型、处理年限等因素揭示枯落物输入对土壤理化性质

的影响程度。 研究结果表明：枯落物添加使土壤 ｐＨ 降低 ２．２２％；土壤含水量、有机碳、全氮、铵态氮分别提高 ３．９９％、１５．９％、
９．８２％和 １６．５２％；枯落物去除使土壤含水量、ｐＨ、有机碳、全氮、Ｃ ／ Ｎ、铵态氮分别降低 ８．１６％、４．０２％、６．４７％、５．０９％、１０．５５％和

８．８６％。 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还受到气候、海拔、林分类型、处理年限等因素的调控。 在枯落物输入改变条

件下，气候、海拔、林分类型、处理年限等因素对土壤含水量、有机碳、全氮、铵态氮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海拔对土壤 ｐＨ 产生了

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林分类型对土壤 ｐＨ 产生了抑制作用。 同时得出枯落物输入改变条件下，年均温是土壤 ｐＨ 的主要调控因

子，年均降水量是土壤含水量的主要调控因子；海拔是土壤有机碳、全氮、铵态氮的主要调控因子。 枯落物输入改变后土壤含水

量、ｐＨ、有机碳、全氮、铵态氮均显著发生变化，而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理化性质影响的程度除了受到枯落物输入改变的调

控，还受到气候、海拔、林分类型、处理年限等因素的影响。 研究结果对深入理解土壤理化性质对枯落物输入差异化响应的驱动

因素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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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其理化性质决定着植物群落的类型、分布和动态，同时植物群落又

反作用于土壤，改善其生境条件，使群落得以发展［１］。 而土壤肥力直接影响着植物的生长发育，通过分析土

壤理化性质，进而可以了解土壤肥力情况［２］。 森林枯落物作为联系陆地生态系统地上和地下部分物质和能

量交换的重要“纽带”，其在陆地生态系统养分循环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３］。 森林枯落物的输入一方面

为土壤微生物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缓解了土壤微环境的剧烈变动，同时也改变了土壤的理化性质［３］。
再者，森林枯落物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会影响土壤养分周转［４］，在维持土壤肥力、涵养森林水

源、维系生物多样性等方面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５］。 因此，研究森林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对了解和保护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对土壤养分循环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对枯落物输入量对森林生态系统土壤理化性质影响研究陆续增多，枯落物的输入改变对土壤

ｐＨ、含水量、有机碳、全氮、可溶性有机碳、铵态氮、硝态氮等理化性质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Ｄａｉ［６］ 的研究表

明，枯落物的去除和添加都增加了土壤 ｐＨ。 付淑月等人［７］研究发现短期去除枯落物有利于土壤有机碳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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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而枯落物添加处理则对其无影响。 李常准［８］、刘仁等人［９］ 研究发现，凋落物添加对土壤总有机碳影响显

著，而去除和添加凋落物处理对土壤全氮影响不显著。 彭琳等人［１０］ 研究发现，去除凋落物后，土壤有机碳含

量明显减少，并且去除量越大，有机碳含量的减少也越大。 阮超越等人［１１］ 最新研究发现，添加凋落物后铵态

氮、硝态氮相对于对照均显著降低，而土壤有机碳，可溶性有机碳均未发生显著性的变化；而卢胜旭等人［１２］研

究发现，与去除凋落物相比，凋落物添加后土壤铵态氮、硝态氮、全氮以及有效磷含量分别显著增加 ３０．３０％、
４９．６６％、１２．７７％和 １３．９０％。 尽管已有大量的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点位尺度上进行的，研究结果往往受

到枯落物输入改变、气候条件、林分类型、土壤类型以及处理时间长短等因素的调控而导致差异，因而亟待通

过整合分析综合反映枯落物输入改变对我国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进而深入理解导致土壤

理化属性对枯落物输入差异化响应的驱动因素。
基于此，本文利用国内外发表的 ４０ 篇研究论文共 ７１２ 组有效数据，通过 Ｍｅｔａ 分析来揭示枯落物输入改

变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同时从枯落物输入改变、气候、海拔、林分类型、处理年限等因素来揭示枯落物输入

改变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程度，为我国森林生态系统土壤理化性质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

全球变化背景下能量流动和养分循环提供参考。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获取

　 　 该研究利用中国知网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等中英文数据库对已发表的文章进行搜索，搜索关键词为凋落物

输入、枯落物输入 ＆ 土壤有机碳、土壤理化性质、土壤养分和 Ｌｉｔｔｅｒ ｉｎｐｕｔ ＆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通过对文献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进行分析，避免在

数据搜集与取舍过程中出现遗漏和偏差，将检索到的文献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
（１）实验数据是基于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枯落物输入改变处理的野外控制实验；
（２）实验必须设有处理组和对照组，并且设有枯落物添加（ＤＬ）枯落物去除（ＮＬ）和对照（ＣＫ）三种处理；
（３）所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样本量均可从相关文献中获得或计算得到；
所有原始数据都是从出版物的文本、表格、图表和附录中提取的。 当数据以图片方式呈现时，使用

ＧｅｔＤａｔａ ２．０ 软件获取数字数据，文献汇总具体指标如下：
土壤理化性质包括：土壤 ｐＨ、土壤含水量（ＳＷＣ）；土壤有机碳（ＳＯＣ）、全氮（ＴＮ）、可溶性有机碳（ＤＯＣ）、

铵态氮（ＮＨ＋
４ ⁃Ｎ）、硝态氮（ＮＯ－

３ ⁃Ｎ）、土壤 Ｃ ／ Ｎ。 同时记录试验样点位置信息经度（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纬度（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海拔（Ａｌｔｉｔｕｄｅ）以及气象因子年平均温度（ＭＡＴ）、年均降雨量（ＭＡＰ）。

最终筛选了 ４０ 篇文献共 ７１２ 组数据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 如果所选参考文献中没有给出实验点的年平均降

水量（ＭＡＰ）和年均温（ＭＡＴ）信息时，根据实验点的经纬坐标信息，通过全球气候数据库直接进行查询获

得［１３］。 同时，结合本次 Ｍｅｔａ 分析的需要，参照张彦军等人［３］ 的分类标准将年平均降雨量分为“ ＜６００ｍｍ”、
“６００—１２００ｍｍ”、“＞１２００ｍｍ”三个梯度；将年平均气温分为“＜１２℃”、“１２—１６℃”、“＞１６℃”三个梯度；将海

拔分为“＜５００ｍ”、“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１０００—２５００ｍ”三个梯度；将气候带分为亚热带（ＳＨＺ）和温带（ＴＺ）；将林型

分为阔叶林（ＢＦ）、针叶林（ＣＦ）、混交林（ＭＦ）；将枯落物处理时间分为“ ＜１ 年”、“１—３ 年”、“ ＞３ 年”三个

梯度。
１．２　 数据分析

标准差是 Ｍｅｔａ 分析的一个重要输入参数，被用来计算各研究的权重，当文献指标中含有标准差时直接摘

录；对于仅提供标准误的数据，将其可转换为标准差［１４］，其转化公式如下：

ＳＤ ＝ ＳＥ 　 ｎ （１）
式中，ＳＤ 为标准差，ＳＥ 为标准误，ｎ 为试验重复数。

利用响应比（ｌｎＲ） ［１５］表示相关参数对枯落物处理的响应程度，公式如下：

６５７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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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Ｒ ＝ ｌｎ
Ｘ ｔ

Ｘｃ

æ

è
ç

ö

ø
÷ ＝ ｌｎ Ｘ ｔ － ｌｎ Ｘｃ （２）

式中，Ｘ ｔ和 Ｘｃ分别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平均值。 如果 ｌｎＲ＞０，说明枯落物输入改变对所选参数产生了正效应；
如果 ｌｎＲ＜０，说明枯落物输入改变对所选参数产生了负效应；如果 ｌｎＲ ＝ ０ 说明枯落物输入改变并未引起实验

组和对照组参数之间的差异。
方差（ｖ）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Ｖ ＝
Ｓ２
ｔ

ｎｔ Ｘ２
ｔ

＋
Ｓ２
ｃ

ｎｃ Ｘ２
ｃ

（３）

式中，Ｓｃ、Ｓｔ分别为处理组和对照组所选变量的标准差，ｎｔ和 ｎｃ和分别为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样本量。

非参数加权函数被用于对个体研究进行加权［１５—１６］。 对于每项研究，加权因子 ｗ 计算为合并方差的倒数

（１ ／ ｖ）。

ｗ ＝ １
ｖ

（４）

ｌｎＲ′（ｅｆｆｅｃｔ ｓｉｚｅ）作为非参数权重加权之后的效应值：
ｌｎＲ′ ＝ ｗ × ｌｎＲ （５）

为方便进行分析和解释，通过下面公式将加权平均效应值（ｌｎＲ＋＋）及其相应的置信区间（ＣＩ）转化为改变

的百分比：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ｉｚｅ ＝ ｅｌｎＲ ＋ ＋ － １( ) × １００％ （６）

所有相关计算都在 ＭｅｔａＷｉｎ ２．１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ａｃｋａｇｅ 中给出。 选择该软件的随机效应模型计算平均加权之后

的效应值和 ９５％置信区间，如果 ９５％的置信区间不与零重叠，凋落物处理显著影响观察变量（Ｐ＜０．０５）。 如果

９５％的置信区间全部大于 ０，则说明枯落物输入显著增加了土壤理化性质，反之则减少（Ｐ＜０．０５）。
本研究利用 Ｒ ｓｔｕｄｉｏ 软件“ ｇｇｐｌｏｔ ２”程序包制作森林图，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分析了年均温、年均降水量和海拔等因子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与对照相比（图 １），枯落物添加后，土壤含水量显著提高 ３．９９％（Ｐ＜０．０５），土壤 ｐＨ 显著降低 ２．２２％（Ｐ＜
０．０５），土壤有机碳显著提高 １５．９％（Ｐ＜０．０５），全氮显著提高 ９．８２％（Ｐ＜０．０５），Ｃ ／ Ｎ 显著提高 １０．２３％（Ｐ＜
０．０５），铵态氮显著提高 １６．５２％（Ｐ＜０．０５）。 枯落物去除后，土壤含水量显著降低 ８．１６％（Ｐ＜０．０５），土壤 ｐＨ 显

著降低 ４．０２％（Ｐ＜０．０５），土壤有机碳显著降低 ６．４７％（Ｐ＜０．０５），全氮显著降低 ５．０９％（Ｐ＜０．０５），Ｃ ／ Ｎ 显著降

低 １０．５５％（Ｐ＜０．０５），土壤铵态氮显著降低 ８．８６％（Ｐ＜０．０５）。 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可溶性有机碳、硝态氮

均没有显著影响。
２．２　 不同条件下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２．２．１　 不同气候因素下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在不同气候带，土壤含水量和 ｐＨ 对枯落物输入改变的响应差异不显著。 不同气候因素下，土壤含水量

和 ｐＨ 对枯落物输入改变的响应差异显著（图 ２，Ｐ＜０．０５），以不做任何处理作为对照，枯落物输入后土壤含水

量的增加幅度在不同降雨条件下呈现出大于 １２００ｍｍ（５．１０％）＞６００—１２００ｍｍ（３．７０％）＞小于 ６００ｍｍ（３．６８％）
的趋势；而土壤 ｐＨ 仅在降水量 ６００—１２００ｍｍ 时显著降低；枯落物输入后土壤含水量的增加幅度在不同年平

均气温条件下差异显著，其增加幅度最高值出现在 １２—１６℃条件下，高达 ５．５７％，最小值出现在＜１２℃条件

下，仅为 １．７３％（图 ２）；而土壤 ｐＨ 在小于 １２℃条件下，显著增加 １．７７％，在 １２—１６℃条件下却又显著降低

３．７２％，在大于 １６℃条件下无显著变化。 在不同气候带，枯落物输入能提高土壤有机碳、全氮、铵态氮，在亚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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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ｌｉｔｔｅｒ ｉｎｐｕｔ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ＤＬ：枯落物添加 Ｌｉｔｔｅｒ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ＮＬ：枯落物去除 Ｌｉｔｔｅｒ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ＳＯＣ：土壤有机碳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ＴＮ：土壤全氮 Ｓｏｉｌ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 ／ Ｎ：碳氮

比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ａｔｉｏ；ＳＷＣ：土壤含水量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ＮＨ＋
４ ⁃Ｎ：土壤铵态氮 Ｓｏｉｌ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ＮＯ－

３ ⁃Ｎ：土壤硝态氮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ＤＯＣ：土壤可溶性有机碳 Ｓｏｉｌ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代表在 Ｐ＜０．０５ 处差异显著

带条件下最为显著，分别提高 ８．２５％、５．１３％、１２．００％；而在温带条件下，仅提高了土壤铵态氮 １１．３４％（图 ２，Ｐ＜
０．０５），对土壤含水量、有机碳、全氮、ｐＨ、Ｃ ／ Ｎ 均未产生显著影响（图 ２）。 在不同降雨条件下，枯落物输入后

土壤有机碳的增加幅度在不同降雨条件下呈现出 ６００—１２００ｍｍ（９． １０％） ＞大于 １２００ｍｍ（８． ３７％） ＞小于

６００ｍｍ（４．０６％）的趋势，全氮：６００—１２００ｍｍ（８．５４％）＞大于 １２００ｍｍ（２．９１％）＞小于 ６００ｍｍ（１．５７％），铵态氮：
６００—１２００ｍｍ（１４．２５％）＞大于 １２００ｍｍ（１１．０４％）＞小于 ６００ｍｍ（１１．００％），土壤 Ｃ ／ Ｎ 只在 ６００—１２００ｍｍ 降雨

条件下显著降低了 ３．７３％。 枯落物输入后土壤有机碳、全氮、铵态氮的增幅在不同年平均气温条件下差异显

著（图 ２，Ｐ＜０．０５），其增加幅度最高值出现在 １２—１６℃条件下，分别为 １０．１３％、８．４５％、６．０１％，而土壤 Ｃ ／ Ｎ 只

在年均温小于 １２℃条件下显著降低了 ４．０９％（图 ２）。
２．２．２　 不同海拔梯度下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海拔是影响土壤理化性质的重要因素。 枯落物输入后土壤含水量和 ｐＨ 在不同海拔梯度下差异显著（图
２，Ｐ＜０．０５）。 在海拔小于 ５００ｍ 时、５００—１０００ｍ 时、１０００—２５００ｍ 时土壤含水量依次增加了 １．６６％、２．７１％、
７．０６％；而土壤 ｐＨ 依次增加了 １．５２％、５．５６％、５．０３％（图 ２）。 枯落物输入后土壤有机碳、全氮、铵态氮在不同

海拔梯度下差异显著（图 ２，Ｐ＜０．０５），在海拔小于 ５００ｍ 时、５００—１０００ｍ 时、１０００—２５００ｍ 时土壤有机碳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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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气候因素、海拔、林分类型以及处理年限下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ｌｉｔｔｅｒ ｉｎｐｕ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ＨＺ：亚热带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ＴＺ：温带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ｚｏｎｅ；ＢＦ：阔叶林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ｆ ｆｏｒｅｓｔ；ＣＦ：针叶林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ＭＦ：混交林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ｓ

增加了 ６．５９％、１０．６６％、６．０７％；全氮依次增加了 ０． ４２％、６． ２１％、４． ７０％；铵态氮依次增加 ８． ３７％、１４． ８４％、
８．３４％，对土壤 Ｃ ／ Ｎ 未产生显著影响（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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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不同林分类型下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枯落物输入后土壤理化性质的改变会因林分类型的不同产生显著差异（图 ２，Ｐ＜０．０５），在阔叶林林分下，
土壤含水量显著增加 ６．５％、在针叶林林分下增加 ２．４２％，在混交林林分下增加 ３．３１％；而土壤 ｐＨ 在阔叶林下

显著减少 ２．２３％，在针叶林下显著减少 ３．６３％，在混交林下显著减少 ２．３６％。 而在阔叶林林分下，土壤有机碳

显著增加 ９．０１％、全氮显著增加 ６．７２％、铵态氮显著增加 １６．７０％；在针叶林林分下，土壤有机碳显著增加

２．６３％、全氮显著增加 ２．９０％、铵态氮显著增加 ３．２３％；在混交林林分下，土壤有机碳显著增加 ８．６９％、全氮显

著增加 ４．４９％、铵态氮显著增加 ４．７９％，而土壤 Ｃ ／ Ｎ 只在针叶林林分下显著降低了 ３．８３％（图 ２，Ｐ＜０．０５）。
２．２．４　 不同处理年限下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枯落物输入改变处理的时间也是土壤理化性质的重要影响因子。 枯落物输入后土壤含水量的变化随着

处理时间的增加而显著增加（图 ２，Ｐ＜０．０５），表现为小于 １ 年（１．７１％）＜１—３ 年（２．６６％）＜大于 ３ 年（３．８９％）；
而土壤 ｐＨ 以处理时间大于 ３ 年的变化最大，显著降低了 ５．９６％，在处理 １—３ 年间显著降低 １．８４％（Ｐ＜０．０５），
处理小于 １ 年的条件下无显著变化。 土壤有机碳随着处理时间的增加显著增加，增幅依次为 ２．４６％、４．０９％、
８．１８％，全氮为 ３．６０％、５．７３％、６．０５％；铵态氮为 ４．７９％、１０．１３％、１１．１７％（图 ２，Ｐ＜０．０５），而对土壤 Ｃ ／ Ｎ 未产生

显著影响（图 ２）。
２．３　 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要素分析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 ｐＨ 变化的影响因子中，年均温为主要影响因子，其解释

度为 １０．６％（Ｐ＜０．０１）；年均降水量是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含水量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其解释度为 ２６．３％
（Ｐ＜０．０１）；海拔为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有机碳、全氮、铵态氮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其解释度为 ２８．５％（Ｐ＜
０．０５）、３９．８％、２７．４％（表 １，Ｐ＜０．０１）。

表 １　 年均温、年均降水量和海拔与土壤理化性质的逐步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Ｔ， ＭＡＰ ａｎｄ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指标
Ｉｎｄｅｘ

进入变量
Ｅｎｔｅ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移除变量
Ｒｅｍｏｖ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标准化系数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样本数 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ｎ

解释度 Ｒ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２ Ｐ

ｐＨ ＭＡＴ ＭＡＰ、海拔 －０．３５０ ６９ ０．１０６ ０．００８∗∗

ＳＷＣ ＭＡＰ ＭＡＴ、海拔 －０．５４３ ６７ ０．２６３ ０．００６∗∗

ＳＯＣ 海拔 ＭＡＰ、ＭＡＴ ０．１７５ ２０３ ０．２８５ ０．０２１∗

ＴＮ 海拔 ＭＡＰ、ＭＡＴ －０．６３４ １１６ ０．３９８ ０．０００∗∗∗

ＮＨ＋
４ ⁃Ｎ 海拔 ＭＡＰ、ＭＡＴ －０．５３４ ７４ ０．２７４ ０．００４∗∗

Ｃ ／ Ｎ Ｎ
　 　 Ｎ 代表无变量进入方程；∗代表在 Ｐ＜０．０５ 处差异显著，∗∗代表在 Ｐ＜０．０１ 处差异显著，∗∗∗代表在 Ｐ＜０．００１ 处差异极显著；ＭＡＴ：年均温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ＡＰ：年均降雨量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Ｃ：土壤含水量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Ｃ：土壤有机碳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ＴＮ：

土壤全氮 Ｓｏｉｌ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ＮＨ＋
４ ⁃Ｎ：土壤铵态氮 Ｓｏｉｌ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 ／ Ｎ：碳氮比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ａｔｉｏ

３　 讨论

３．１　 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土壤 ｐＨ 是影响土壤养分有效性和化学物质转变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土壤养分的存在状态、转化和有

效性。 土壤含水量则对土壤营养元素的流动以及枯落物的分解速率具有直接影响［１７］。 本研究发现枯落物添

加和去除均显著降低了土壤 ｐＨ，这与张林［１８］、吴君君等人［１９］ 的研究结果一致，与 Ｄａｉ［６］ 的研究结果相反，可
能是因为去除地上枯落物能够通过减少可交换阳离子的供应，使土壤 ｐＨ 降低；而在枯落物添加处理下微生

物在分解有机质的过程中产生有机酸，可能也导致土壤 ｐＨ 降低，同时，由于枯落物的输入土壤中的氮素含量

增加进而会增加土壤中铵态氮、硝态氮，植物吸收 ＮＨ＋
４ 后根际会向土壤中释放 Ｈ＋导致土壤酸化，ＮＯ－

３ 在淋失

的过程中由于电荷平衡会导致土壤中的 Ｃａ２＋、Ｍｇ２＋、Ｋ＋、Ｎａ＋等盐基离子流失，使可交换阳基离子 Ａｌ３＋、Ｍｎ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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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大量增加，同样会导致土壤酸化，进而导致 ｐＨ 降低［２０］。 而枯落物添加处理可以显著提高土壤含水量，这
与覃志伟［２１］ 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枯落物减缓地表径流和冲刷量、阻滞径流速度和抑制土壤蒸发效

应，从而导致土壤含水量增加。 相反，枯落物去除降低了土壤含水量，这与付淑月［７］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

因为去除枯落物后，枯落物水源涵养能力降低，降水在雨后不能够入渗到土层中，水土流失严重，进而导致土

壤含水量降低［２２］。 而枯落物添加显著提高了土壤有机碳、全氮、铵态氮含量，这与 Ｌｉｕ［２３］、Ｗａｎｇ 等人［２４］ 研究

结果一致，这是因为：（１）枯落物添加导致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促进土壤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土壤微生物活

性增强，促进了枯落物的分解同时也促进了土壤铵化作用的进行，同时枯落物分解产生的 Ｎ 进入土壤，对土

壤进行了氮素的补充，进而使得土壤有机碳、全氮、铵态氮含量均显著提高；（２）枯落物通过淋溶而使得一部

分养分转移到土壤中，导致土壤有机碳、全氮以及铵态氮含量增加［２５］。 枯落物去除导致土壤有机碳、全氮以

及铵态氮含量显著降低（Ｐ＜０．０５），主要是因为枯落物去除后，枯落物中的微生物量减少，导致枯落物分解缓

慢，养分归还速率大大降低，其次是因为去除枯落物后，枯落物的水源涵养能力降低，增加的地表径流可能会

带走一小部分土壤养分，导致土壤有机碳含量、全氮以及铵态氮含量减少［８］。 但是本次研究结果发现，枯落

物输入改变对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这与前人魏翠翠［２６］和 Ｘｕ 等人［２７］的研究结果类似，原
因可能是在枯落物处理下，枯落物下层的植物根系参与了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变化的调控，导致土壤可溶

性有机碳含量变化不显著［２８］，这也进一步表明枯落物输入变化对土壤可溶性碳等养分可利用的影响可能需

要更长期的实验结果来检验［２９］。
３．２　 不同条件下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３．２．１　 不同气候因素下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分析

气候变化会引发温度以及降水变化，这些变化都有可能直接或进间接影响森林枯落物的分解，进而影响

土壤养分的有效性［３０］。 在不同的研究区域，由于气候因素的影响，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也

不同。 本次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表明，土壤含水量增幅随年均降水量的增加而增加，随年均温的升高先增加后减

小；土壤 ｐＨ 只受到了年均温的影响，且随年均温的升高，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 ｐＨ 先产生了正效应，后转变

为了负效应，年均降水量对其无影响；土壤有机碳、全氮、铵态氮增幅随年均温、年均降水量增加先增加后减

小。 这主要因为随着年平均温度的上升，气候变暖可以提高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增加光合产物的积累，直接

促进了枯落物的生产过程［３１］。 同时土壤微生物以及酶活性对温度的敏感性较高，适当的温度会增加它们的

活性，进而促进枯落物的分解以及养分释放［３２］。 而随着年均降水量的提高，一定的降水会促进枯落物的淋

溶，进而影响枯落物的养分归还，最终影响土壤含水量、有机碳、全氮以及铵态氮［３３］，其次，随着水分的增加会

增加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会增加土壤动物和微生物的数量和丰富度，同时也会促进植物的生长，由于土壤酶

的主要来源为土壤动物、微生物以及根系的分泌物，因而土壤酶活性增加，促进了枯落物中养分向土壤转移，
进而影响土壤理化性质［３４］。
３．２．２　 不同海拔梯度下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分析

海拔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不容忽视，不同研究区由于海拔的不同，进而影响枯落物的分解并最终影响

到土壤的理化性质，海拔梯度（尤其较大海拔梯度）控制着地区的气候类型［３，３５］。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表明，海拔对

土壤理化性质影响显著，并且是改变土壤有机碳、全氮、铵态氮的主要影响因子。 随着海拔的上升，土壤含水

量显著增加，而土壤 ｐＨ、有机碳、全氮、铵态氮增幅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海拔的上

升，降水随着海拔的升高而增加，进而土壤含水量增加；同时随着海拔升高，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升高［３６］，
而土壤微生物是枯落物分解的主要驱动因素，因而会促进枯落物的分解，进而使得枯落物中的养分在土壤中

大量积累，导致土壤有机碳、全氮和铵态氮的含量增加，同时由于枯落物分解产生的大量 Ｃａ２＋、Ｍｇ２＋进入土壤

中，导致土壤 ｐＨ 显著增加［２０］，这与肖涵冉等人［５］ 的研究结果一致。 随着海拔的升高，土壤脲酶和蔗糖酶活

性呈递减趋势，表明低海拔地区的碳氮转化速率高，高海拔地区的碳氮转化速率低，更利于有机碳和全氮的积

累，进而导致土壤有机碳、全氮含量增加［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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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不同林分类型下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分析

不同林分类型对土壤理化性质也产生了显著差异。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林分类型下枯落物输入后

对土壤含水量、有机碳、全氮、铵态氮均产生了显著正效应，其增幅均表现为阔叶林＞混交林＞针叶林，而对土

壤 ｐＨ 产生了负效应，且减幅表现为针叶林＞混交林＞阔叶林。 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研究区，由于植被类型不

同，枯落物输入处理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也不同。 阔叶林以及针阔混交林树种组成多样且林分密度大，相
比较于针叶树种，阔叶树种的叶面积和质量远大于针叶树种，因此枯落物量要显著高于针叶树种，进而枯落物

分解产生的养分要高于针叶林［３８］。 其次是因为针叶林枯落物表面含有大多的油脂类物质，吸水性差，其水源

涵养能力要显著低于阔叶林［３９］，因而含水量低，而阔叶林和混交林枯落物由于水源涵养能力强，可以保育水

土，使得大量土壤养分不会流失［４０］。 同时，与阔叶林相比，针叶树种的叶片厚革质，角质层发达，含有较多的

难分解成分（纤维素、木质素和单宁等），Ｃ ／ Ｎ 较高［４１］，不利于淋溶作用、微生物分解和土壤动物的机械破碎

等作用的发生，而阔叶树种枯落物的难分解成分相对较低，一般认为其分解速率高于针叶树种［４２］，因此针叶

林枯落物分解相对缓慢，土壤有机碳、全氮以及铵态氮的增幅相较于阔叶林和混交林要小。 同时又因为枯落

物在分解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 Ｈ＋，因而土壤 ｐＨ 显著降低，其次，由于针叶林土壤本身较高的腐殖化程度，以
及针叶枯落物分解缓慢且易产生酸性物质，所以导致土壤 ｐＨ 显著降低［４３］。
３．２．４　 不同处理年限下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分析

ＤＩＲＴ 实验中，枯落物输入改变处理年限的长短对实验结果有显著的影响，不同研究由于枯落物输入改变

处理的时间不同，其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也不同。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处理年限下，枯落物输入改

变对土壤含水量、有机碳、全氮、铵态氮均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其增幅随处理年限的增加而增加。 这主要是

因为随着枯落物输入改变处理时间的增加，枯落物不能及时分解，导致枯落物蓄积量增大，枯落物水源涵养功

能较好，更多的水分入渗到土壤中，导致土壤含水量增大［２２］，同时，由于枯落物的不断积累，加剧了土壤养分

酸性淋溶的过程，使土壤 ｐＨ 逐渐降低［３７］。 并且随着枯落物输入改变处理时间的增加，枯落物通过自身的分

解直接增加生态系统中养分的输入，提高了土壤养分的可利用性［４４］，另一方面主要通过对土壤微环境条件的

调控进而来间接影响土壤中的养分含量［４５］，同时枯落物输入改变也会影响增加土壤呼吸［３］，通过影响土壤呼

吸进而影响枯落物分解对土壤有机碳、全氮以及铵态氮的贡献［２３］，使得养分在土壤中不断积累，土壤有机碳、
全氮以及铵态氮的含量显著增加。

４　 结论

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含水量、有机碳、全氮、Ｃ ／ Ｎ、铵态氮等理化性质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对可溶性有

机碳和硝态氮均没有显著影响。 枯落物添加后土壤含水量、有机碳、全氮、铵态氮均显著增加，枯落物去除后

土壤含水量、有机碳、Ｃ ／ Ｎ、铵态氮均显著降低。 枯落物输入改变对土壤属性影响的程度除了受到枯落物输入

改变自身的调控，还受到气候、林分类型、海拔以及处理年限等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对深入理解土壤理化

属性对枯落物输入差异化响应的驱动因素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了解和保护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

对土壤养分循环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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