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验 的 增 产 效益是显著的
,

对放任管理的成年

树是适应的
。

主要技术措施为以下几点
:

1
.

合理修剪
:

栗树大枝疏除弧度不能超

过同类枝总数的30 %
,

结果母枝疏除以每平方

米保留 8 条为好
。

小于 0
.

35 厘米粗的枝条一律

疏除
。

壮龄树的结果母枝需要短截的
,

可采取

轻短截
,

而老龄树的结果母枝不宜短截
。

2
.

适时
、

适量施肥
:

存
、

伙季分别协株

施碳钱 1
.

5公斤
,

复合肥 0
.

5一 1 公斤
。

3
.

加强管理 不日病三tL害防汀r
。

栗园丫l几了杯
、

夏
、

秋末进行三次深翻折 兮以消灭杂草
、

改良

土壤
。

6 一 8 月是板栗害虫活动猎厥明
,

应
‘

节

握栗园害虫种类及生活习性
,

选择址佳防治时

期进行防治
。

(责任编辑 杨 超 )

枯枝落叶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

中国计学院昆明生 态研究所 徐 跳

于

夕

摘 要

通过对哀牢山徐家坝 自然保护 区 内 7 种主

要枝伙类型下 枯枝落叶进行了调查研究的结果

衣明
,

枯枝落叶 的 累积量 变化 幅度较大
,

其中

原生植被明显 高于次生植被 ;
其相片分解强度

因植被类型的 不同而 不同 ; 其营养状苑优劣顺

序是
:

木果石标
、

毛旋草地
、

淇山杨林
、

标类萌

生矮林
、

云南松林
、

灌丛
、

苔鲜矮林
。

哀牢山是横断 山的支脉之一
,

位于云南省

中西部
,

由西北到东南一直延伸到越南境内
。

研

究样地选择在景东县和楚雄县交界的哀牢山徐

家坝 自然保护区
,

由于人类活动较少
,

这里森

林茂密
,

植物种类繁多
,

基本上保持了原始状

态
,

是研究森林枯枝落叶的理想地区
。

为进一

步开展森林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的研究
,

我们

对哀牢山的枯枝落叶进行了研究
。

一
、

基本概况

徐家坝 自然保护区位于哀牢山北部山脊
,

地 处 东 经 1 0 1
0

1
’

一 1 0 一
。

3
‘、

北 纬 2 4
.

5 1
‘

一

2 4
0

3 5
’。

梅拔高 2 4 0 0一2 7 5 0 米
,

垂直高差达

1 4 0 0米以上
,

具有明显的山地气候特征
。

年均

降雨量 1 9 4 5
.

0 毫米
,

年均气温 10
.

4
O

c ,

大于

O
O

e 以上的年积温3 8 0 2
.

0
“

e ,

大于 10
“

c 以上年

积温 2 9 9 7
.

O
O

c ,

平均相对湿度8 4 %
。

土壤属山

地黄棕壤带
,

少数海拔较高 (> 2 6 0 0米) 的地

段上属山地棕壤
。

成土母质主要是多种变质岩

的风化物
,

如片麻岩
、

页岩
、

石英片岩竿
,

也

有少量的沉积岩
,

如砂岩等
。

供试样地的主要

代表植物和土壤类型见表 1
。

二
、

研究方法

我们采用 0
.

] 平方米的样框按蛇形取样法

在每个样地上选择 5 个点
,

分 别 称 出 样框内

A 二 层 (未分解枯枝落叶层) 和 A
.

层 (半分解

枯枝落叶
,

包括粗腐殖层) 的重 员
,

再烘 l
:

称

重
,

最后统计林地枯枝落叶的现存总量
。

另在

称个点上取A
.

层下 O一 4 厘米的上样迸行化学

分析
。

土壤有机质用丘林法测定
,

全氮用半微量

凯氏法测出
,

土壤和植 物 样 品 均 由 H : 5 0 ‘-

H C10 刁

消化后用 l获子吸收分光光度仪 (川T A C -

H ll7 。一30 型) 测定钾含量
,

而 其它元素包括

磷
、

钙
、

镁则用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P比
、m a
一

2 0 0型)测出
。

实验数据及表格均用 H 一

01 B 型微机进行

数学处理
。

三
、

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 ) 枯枝落叶的现存量

徐家坝地区的各种枪被类 型 由 千 结构不
. . . . . . . . , . . . ‘

一

一
赵恒康等同志协助完成了部分分

本所气象组提供了气象资料
,

特

一 2 3 一



表 1 各样地中的主要植物和土壤类型

样 地 ⋯
『

植 :吻类 , ,

}
, 要植物

⋯
’

主
一

丁
⋯

、

木易:石拣
,

{ { 漪 竹 ⋯
一 ‘ ’

。

}
; 山杨

:

、
{

, :。杨 {、!地黄。 ,
’

):
’

‘ ”

⋯
毛‘草地

「

毛 、 , ⋯山地黄。 ,
.

⋯
,
米 饭 树 {

⋯ ) 地 植 香 }

很少而无法测出
,

但仍可估计出分解强度小 卜

5 0%
。

这样
,

根据相对重量比值就可以得出各

林地枯枝落叶的分解强度大小顺序
:

木果石栋

林> 苔鲜矮林 > 滇山杨林> 栋类胡生矮林> 云

南松林> 毛旅草地和灌丛
。

表 万 不同层次的枯枝落叶现存且 (千盆)

本

样地
A o o

(g / m
Z) (g / 。

2 )
A 。。

/ A
分解强度

(% )

累积 屁
(飞厂1、a )

八010勺门,.QU
通
主只�八卜�月O

倒卵叶石拣

露珠杜鸽

乌 饭 树

7 5 3

4 6 3

1 7 1

8 1 5

14 0 8

8 0 0

2 1 1 5

9 8 10

14 8 2

0

0

9 7 0 4

1 8 上5

2 5 0 8

0
.

0 7 7

0
.

3 1 2

/

/

0
.

1」石

0
.

4 3 8

0
.

8 连3

9 2
.

9

7 6
.

2

1 0 5
.

6

1()
.

5

1
.

7

8
,

2

[ 1 t
.

1

2 G
.

5

飞G
.

2

111盯四V吐瓜

苔醉矮林 山地棕壤

株类萌生凄林{同术果石株闲 山地黄徐壤

妞

⋯
云南松“ 云 南 松 {

紫茎泽兰 山地黄红壤

同
,

林下枯枝落叶的分布并不均匀
,

为防止测

定时可能造成 的误差
,

我们应用标准差数法对

侧定的数据进行数理统计 ( 见表 2 )
。

衰 2 枯枝落叶测定误差的拢计结果 (n = 5)

争

aaa nnn a D 一 lll 万 xxx 刃x ZZZ

444 9 8
.

222 5 4 7
.

000

999 1
.

666 1 0 2
.

工工

444
.

999 5
.

555

222 7
.

777 3 0
.

999

111 0 2
.

999 1 1 6
.

000

666 7
.

999 9 8
,

333

333 8
.

666 9 9
,

111

注
:
分解强度

二

A0 / (A
。+ A0 砂

x l。。%

测定表明
,

徐家坝地区的几种植被下
,

枯

枝落叶的累积量相差很大
。

其中原生树林如苔

蓟矮林和木果石栋林的枯枝落叶累积毖明显高

干其它次生植被
。

这说明森林植被破坏后地友

枯枝落叶层随之消失
,

土壤的肥力状况也逐渐

下降
。

(二 ) 枯枝落叶的贮量及营养元素含量

枯枝落叶是森林营养元素的贮存库
,

‘

纽的

多少直接影响林地中各种营养元素的来源
。

从

表 4 可以看出
,

徐家坝地区各种植破下枯枝落

叶 中钾元素的贮量十分丰富
,

而磷和钙的伙 止

较低
,

这可能与当地的岩石组成有关或者是由

于一些森林被火烧过的缘故
。

我们应用模糊数学的聚类分析方法对枯枝

表 4 枯枝落叶中曹养元紊的贮t ( k g 厂h a)

C a { M g

今一001口O白
切,‘0曰q乃

.-�
曰
�
件月州J门t

月魂nOO口

枯枝落叶是由不同分解程度的植物组织所

构成
,

故我们应用了绝对重量比 ( A
。。

/ A
。

) 和相

对重量比 〔A
。

/ ( A
。。月

一

A
。

) 、 1 0 0 %〕来确定枯枝

落叶不同层次的数量关系和它的分解强度 ( 见

表 3 )
。

由表 3 可知
,

在大多数林地下枯枝落叶

的分解强度均大任
10 0%

,

其中木果石栋林竟高

达 92
.

9 %
,

虽然毛威草地和灌丛样地的 A 。

层

醉习习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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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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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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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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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乙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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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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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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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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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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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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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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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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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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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
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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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l“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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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0
·

。‘
{
。, “ ‘6

Vl
l
‘9 6

·

‘0

{
“3

·

“2
⋯
“6 ‘

·

“2

妞 }
‘0“

·

凌” 凌石
·

2“
}少

3

士坐

3 9
. f .7

19
.

卜C

0
.

3
一

1

D
.

5 7

8 0
.

6 7

14
.

3 1

1 6
.

17

t 7 1 二 7

3 7
,

二3

2
.

16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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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中营养元素含量的数据 进 行 了 数学处理

(见图)
。

在图中
,

若在欧氏距离的 2
.

5 处划

一垂线
,

就可将 7 种植被下枯枝落叶本身的营

养状况分为 4 类
,

其中木果石栋休
、

栋类萌生

矮林和淇山杨林为一类
,

毛旅草地和灌丛为另

一类
,

而云南松林和苔鲜矮林则各为一类
。

【

‘

片—习一日
兀 }一

一
一一 、 }

亨 !
丫 {

叫~ . . 州. . . 门曰. . , 月~ ~一一

一一
~

.

, 1 1

.....

}}}}}

!!!!!

!!!!!

LLLLL

欧氏距离

图 枯枝落叶营养状况的聚类枝状图

(三 ) 林地营养状况的评价

E v c n , 认为
,

当林地的管 养 元 素 之比中

C / N 李 2 5 ; C / P > 4 0 0 ; C / K > 4 5 0 时
,

就

可以分别断定该林地缺乏氮
、

磷
、

钾等元素
。

若这些比位愈小则说明该 林 地 的 营养状况愈

好
。

千共生枯{ E v 。 n s
(1 9 6 7 )的诊断方法

,

我们对除

去枯枝落叶后 。一 4 厘米表上层中的 5 种营养

元素含从进行了分析
,

并计算出它们的 c / P 、

e / K 和 e / N 比及其它一些比率 (见表 5 )
。

下面就各林地的营养状况分别加以讨论
。

表 5 土层(0
~ 4c m )中营养元素的比值

一 ’ 一

}
L

样J“{
C , ·

⋯
C / ·

C / K
K /

(Ca + M g ) N : P : K

�U八031匕114QU3叮‘�卜71口八凸月了,土,人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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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加22081244n一nCll八11CUon
�

.

⋯⋯⋯
土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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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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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

,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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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二创二

木果石栋林是本区面积最大而且保存完好

的原生植被
,

林内温度变幅小
,

湿度大
,

是土

壤动物
、

微生物活功的理想场所
,

山于水热 长

件适宜
,

微生物活 动 能 力 强
,

绝对
l

几匕七比仅

0
.

0 7 7
,

说明枯枝落叶组成中 A 。

层 数 缺人 弋

高于 A 。。

层
,

所含的营养元素能很快地 成分解

后进入土壤
,

因此
,

该地的背井状况较好
。

苔鲜矮林主要生
一

长在海拔26 0 0米以 I.. 的高

山顶部
,

风大
、

雾大
,

气温 11 变幅大
,

生境条

件恶劣
。

虽然枯枝落叶组成
,
卜

, A 。

层的重 从与

前者差不多
,

但 A 。。

层的重量却是前者的两f汗

左右
,

由此可见
,

.

恶劣的气候条件限制了微生

物的活动
,

限制了营养元素的循环
。

另外
.

有

衫L质分解较慢造成了苔鲜矮林中有机碳的大量

积累
,

从分析结果 否出
,

该林地严重缺乏抓
、

磷元素
,

营养状祝狡差
。

滇山杨林
、

灌丛和栋类葫生矮林都是原生

植被遭砍伐后生长起来或次生的植被
,

它们 韭

要分布于森林和草地之间的过渡地带
。

其
,
}
”

前

者为幼林
,

仅在秋
、

冬落叶时才表现出明泥
.

的

A 。。

层
,

诊断分析表明
,

它的营养状况优于其

它两种次生植被
。

毛威草地是原生植被烧荒后形成的
,

达 只

的人类活动较频繁
。

虽然它的 A 。

层很少
,

丁门

由于烧荒后灰分被转化为可溶盐和戈便分丈
; i进

人上壤
,

使毛旅草地的营养状况获好
,

氮
、

磷
、

钾纬元素比例适中
,

但营养元索贮脸派
.

打
:
伎

落叶的分解强度较小
。

可见仅从介养元奈的比

值来判断林地的心养状况仍 :J’一定的{
‘

舀限杠氏

云南松主要分布在哀牢山东坡海拔较低的

地段 ( 1 1 0 0一2 1 0 ( ,米 ) 上
,

它的枉f枝弃杯!}卜只l君屯

量较大
,

权次于苔鲜矮林和木 果 石 标 林
,

j七

A
。。

层和A
。

层的数量相差不大
,

绝对 玉 :;卜!匕, ;飞

达 0
.

8 4 3
。

该林主要证缺氮
,

而钾的含员较高
;

四
、

小结

1
.

哀牢山徐家坝 自然保护区内 7 仲
_

!三要

植被类型下枯叶落叶的累积脸相盖很大
,

其中

原生植被的枯枝落仆卜明显高于次
声
甘亡

:

几氮

2
.

枯枝落叶的相对分解强度顺序为原生

林> 次生林> 萌生林 > 灌丛 草地
。

3
.

韦今枝落 l省 ‘

i
, N

、

p
、

K
、

C a 、

M g 的

贮量与它们的积累旦有着直接的联系
,

,

一般来



说枯枝落叶的累积量愈大
,

营养元素贮量也愈

高
。

4
.

根据 Eve ns 判 别 法和模糊聚类分析

方法
,

我们认为 7 种植被营养状况的优劣顺序

是
:

木果石栋林
、

毛玻草地
、

滇山 杨 林
、

栋类萌

生矮林
、

云南松林
、

灌丛
、

苔薄矮林
。

综上所述
,

树木吸收的营养元素除以木材

或其它形式被声走外
,

其余均归还土壤
。

森林

土壤中大部分营养元素的来源
,

首先是通过枯

枝落叶凋落到地上
,

然后经过土壤动物和微生

物的分解而释放出可溶性养分
,

最后被雨水浸

淋返回到土壤中重新被植物吸收利用
。

所以
,

枯枝落叶是森林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过程中的

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

任何破坏森林或取走枯枝

落叶层的行为都会对林地的营养状况造戌不良

的影响
。

(责任编揖 黎拈垛)

沙棘叶片表皮毛的观察研究
山 西省 医学院 药学 来 刘怀德

沙棘 具 有抗 寒
、

耐大气干旱和高温等特

性
,

我们为了揭示其在 炽 热高 温下能正常生

长
,

当年枝条未完全木质化也能安全越冬的奥

秘
,

对其叶片和果实进行了电镜扫描
。

样本采自太原市东山
,

压制焙干后直接进

行喷彼
。

采用 J
.

M一35 C 型扫描镜扫描
,

结果

见图 1 一 6
。

与此同时
,

我们又用双目解剖镜

及生物显微镜作了辅助性观察
,

情况相符
。

图中 1 续片状表皮毛稀少
,

直径约 2 00 微

米
,

表皮细胞排列紧密广
‘

胞间隙小
。

2 为鳞片

状表皮毛脱落的痕迹
,

直径约20 微米
,

且具有

一定的高度
,

周围为 排 列 高 低不平的表皮细

胞
。

3 示鳞片状毛密集
,

直径约 2 00 微米
,

隐

约可分 2 一 3 个层次
,

看不清下表皮细胞及气

孔
。 4 示鳞片状毛

,

直径 300 微来
。

5 示星状

毛
,

直径约3 00 微米
。

6 为果实表面鳞片状毛
,

直径约3 00 微米
,

隐约可分 2 一 3 个层次
。

沙棘同胡顽子科其它植物一样
,

表皮毛很

多
,

尤其是叶背
、

小枝及果实等表面
,

多数是

盾片状鳞毛
,

部分为星状毛
,

且各具不同高度

的柄
。

表皮毛排列紧密
,

整个表面犹如被不同

高度的雨伞遮盖着
,

因而在贴近表面处形成了

田 沙棘叶片和果实电倪扫描

图中i一2为叶片上表面 (1 x 1 0 0
,

2 x 1 5 0 0)
, 3 一 4 为叶片下表面 (3 x 1 0 0 , 4 x 2 0 0

5 x 2 0 o) , 6 为果实表面
, x 2 6

。

一 2 6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