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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人工植被重建背景下，森林植物、枯落物与土壤的碳(C)、氮(N)、磷(P)化学计量特征有助于深入理解森林生态系统

养分循环规律和系统稳定机制。以黄土高原子午岭地区的 3 个林龄(10、25 a 和 40 a)的人工油松林为对象，通过测定油松林叶

片、枯落物和土壤的碳(C)、氮(N)、磷(P)含量，研究人工油松林不同林龄叶片、枯落物和土壤的化学计量学特征。结果表明，

不同林龄油松叶片 C、N 、P 含量分别为 538．85—560．54 g /kg、9．00—10．47 g /kg 和 1．04—1．13 g /kg。在 3 个林龄油松林中，除叶

片 C 含量外，叶片 N 、P 含量存在显著差异 (P＜0．05);枯落物层以及土壤层的 C、N、P 含量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且枯落物

层含量大于土壤层。随着林龄的增加，叶片 C ∶N 比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N ∶P 和 C ∶P 比呈显著增加趋势，而枯落物层 C ∶

N、C ∶P 和 N ∶P 比无显著差异。同时，随着林龄的增加，除 10—20 cm 土层的 C ∶N 比外，土壤的 C ∶N 比在 0—10 cm 土层和C ∶P

和 N ∶P 比在 0—10 和 10—20 cm 皆呈显著增加趋势。研究区油松林叶片 N ∶P 比平均值为 9．13，低于 14，表明油松林生长主要

受氮的限制。土壤的 N 含量与叶片和枯落物层的 N 含量、以及三者间 N ∶P 比呈显著线性相关(P＜0．05)，充分体现了油松林植

物、枯落物与土壤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可为我国黄土高原脆弱生态区的生态功能恢复与植被重建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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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Characterization of the C，N，and P stoichiometry of the“plant-litter-soil”continuum was to guide

the Pinus tabulaeformis forest productivity，and to understand the nutrient cycling and stability mechanisms of the forest

ecosystem on the Loess Plateau． The P． tabulaeformis plantation grown for 10-，25-，and 40-years in the Ziwuling area on

the Loess Plateau was selected to determine the carbon ( C)，nitrogen ( N) and phosphorus ( P )，as well as the

stoichiometr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leaves，litter，and soil during stand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 of

C，N，and P in leaves from the P． tabulaeformis plantations ranged from 538．85 to 560．54，9．00 to 10．47，and 1．04 to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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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kg，respectively． Except for the C content in leaf，the N and P contents in the leav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or the
three stand ages (P＜0．05) ． The C，N and P contents in litter and soil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or the three stand
ages ( P ＜ 0． 05)，with litter having higher contents than soil． As the forest age increased，the leaf C ∶ N ratios first
decreased，and then increased; whereas the N ∶P and C ∶P ratios of the leave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Meanwhile the
C ∶N，C ∶P and N ∶ P ratios of the litter did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 with the age of the P． tabulaeformis plantations． The
contents of C and N in soil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forest age，and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at 0—10 depth
than at the 10—20 cm depth in all plantation ages． However，the content of P changed litter in the soil profile． As the forest
age increased，the soil C ∶P and N ∶P ratios at 0—10 and 10—20 cm depth and the soil C ∶N ratios at 0—10 cm depth
increased，the soil C ∶N ratios at 10—20 cm depth decreased． For all plantation ages，the value of the N ∶P ratio in leaves
was less than 14 under P． tabulaeformis plantations，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growth of the plant in this study was limited by
N． Correlations analysis showed that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P＜0．05) between the N content and N ∶ P ratios
existed for the leaves，litter，and soil，which indicated that content of N in the plant was affected by the supply of N in the
soil． Overall，vegetation restoration improved soil quality in the Loess Plateau．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ecological function and vegetation in the fragile ecological region of the Loess Plateau in China．

Key Words: C，N and P stoichiometry; Pinus tabulaeformis; plantation age; leaf; litter; soil

碳(C)、氮(N)、磷(P)作为生态系统中的结构性元素和养分元素，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促进生态系统

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对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稳定性具有十分的重要意义。生态化学计量学 (Ecological
stoichiometry)是目前研究元素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态过程中计量关系和规律的综合有效的方法

［1-6］，对

分析植物、凋落物、土壤相互作用的养分调控因素提供重要手段。N 和 P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主要限制性元素，

在植物生长进程中发挥出非常重要的作用。植物 N ∶P 比营养限制理论目前已被广泛的认同并应用在对不同

生态系统的研究
［7-10］。生态系统内部的 C、N、P 循环在植物、凋落物和土壤之间相互转换，森林生态系统植

物-凋落物-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及其关系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森林生态系统物质养分循环及其作用

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 者 已 经 对 于 植 物 叶 片、枯 落 物 或 土 壤 C、N、P 生 态 化 学 计 量 特 征 开 展 了 大 量 的 研

究
［7，11-15］，这些研究对丰富生态系统化学计量特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现有研究主要是针对生态系统地

单一组分(叶、土壤或者枯落物)或者两个组分组合(植物叶片和枯落物或者植物叶片和土壤)进行 C、N、P 生

态化学计量研究，较少涉及将生态系统 3 个组分耦合为“植物-枯落物-土壤”作为连续体综合研究各组分之间

的 C、N、P 化学计量特征的差异及其内在关系。土壤是植被生长的基质，它提供了植物体生长所需的大部分

养分。植物通过叶片进行光合作用固定 C，并且以枯落物的形式将养分归还给土壤。植物-土壤复合系统中

枯落物作为养分的基本载体，是连接植物和土壤的纽带。运用生态化学计量学的理论认识植物-枯落物-土壤

相互作用的养分调控因素，对于揭示元素相互作用与制约变化规律，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

意义。此外，受植物养分吸收、微生物代谢和枯落物分解等因素影响，随林龄变化，对某一树种不同组分(叶、
枯落物、土壤) 生长过程中 C、N、P 生态化学计量特征也值的进一步研究。因此，将植物叶片-枯落物-土壤作

为连续体，探究随林龄增长主要养分元素和化学计量特征将有助于全面、系统地揭示森林生态系统的养分循

环及化学计量特征，能够丰富和完善生态化学计量学。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6］。植被恢复被认为是解决土壤侵蚀，

土地退化，重建和恢复生态系统的最主要方法
［17-18］。油松(Pinus tabulaeformis) 是我国暖温带森林主要建群

种，具有良好的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是黄土高原半湿润区退耕还林工程的主要树种之一
［19］。目前，黄土高

原子午岭林区通过不同时期造林工程，尤其是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以来，林区分布着由不同林龄组成的

大面积的人工油松纯林，在区域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中发挥着巨大的生态作用。因此本文选取子午岭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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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a 和 40 a 生的人工林油松为对象，通过研究油松林生态系统内植物-枯落物-土壤层 C、N、P 含量及其化

学计量特征，分析林内植物不同生长阶段的限制性元素，并将林内植物-枯落物-土壤作为连续体，综合分析油

松林林龄变化对叶片、枯落物和土壤 C、N、P 含量及其化学计量特征的影响，阐明不同林龄和土层深度下叶

片、枯落物和土壤 3 个组分间化学计量的相互关系，从而从生态化学计量学角度为该区人工油松林健康评价、
经营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陕西子午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子午岭土壤侵蚀与生态观测试验站附近，地理坐标为

108°29'30″—109°42'54″E，35°44'06″—36°23'23″N，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年均温度 7．4 ℃，年日照时数

2159．4 h，无霜期 140—160 d，年降水量 587．6 mm，且多集中在 7—9 月份，相对湿度 65%—70%。地面组成物

质主要以新黄土和老黄土为主，厚度一般为 50—100 m。主要分布的树种有辽东栎(Quercus liaotungensis)、油
松(Pinus tabulaeformis)、刺槐(Ｒobinia pseudoacacia)等

［18］。
1．2 试验设计

调查于 2015 年 8 月下旬进行。在研究区内选取坡位、坡向等立地条件相近的 10、25 a 和 40 a 生油松人

工林作为研究样地(图 1)，在每个样地随机设置 3 个 10 m×10 m 的标准样方(表 1)。

图 1 不同林龄人工油松林基本情况

Fig．1 The landscape of different-aged Pinus tabulaeformis plantation

表 1 不同林龄人工油松林分基本特征

Table 1 Basic status of different-aged artificial Pinus tabulaeformis plantation

林龄

Age /a
海拔

Altitude /m
坡向

Slope aspect

坡度

Slope degree /
( °)

坡位

Slope position

平均胸径 DBH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cm

平均树高

Average tree
height /m

郁闭度

Canopy density

10 1130 西南 226° 5 坡中 2．3 3．1 0．45

25 1180 西南 172° 7 坡中 8．6 7．5 0．75

40 1140 西南 205° 8 坡中 13．6 12．1 0．65

调查时，测定样方内油松的胸径和树高，并基于测定结果筛选具有代表性的油松 5 株作为重复。参考已

有研究结果
［20-22］，用高枝剪法采集针叶样品，在每株标准木树冠中部的东、南、西、北 4 个方向各取样枝 1 条，

获取乔木的针叶样品。因林下基本无灌木，并未采集林下植物样品。在标准样方内沿对角线选取 3 个 1 m×
1 m的枯落物样方，采集并混合样方内枯落物，获取枯落物样品。每个标准样方内沿“S”型选择 3 个采样点，

每个样点按 0—10 cm 和 10—20 cm 分层采集土样，并将同一土层样品混合，获得约 500 g 混合样品供实验室

分析。将植物样品在 105 ℃烘箱内杀青 15 min 后，并在 65 ℃下烘干至恒量后粉碎;土壤样品经自然风干后

磨碎，过 100 目筛，用塑封袋保存备用。植物和土壤样品的有机碳采用重铬酸钾氧化-外加热法测定;植物样

品全氮和全磷的测定，先用 H2SO4-H2O2消煮样品，凯氏定氮法测定全氮，钼锑抗比色法测定全磷;土壤全氮的

2786 生 态 学 报 38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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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用硒粉-硫酸铜-硫酸消化法;土壤全磷采用高氯酸-硫酸酸溶-钼锑抗比色法
［23］。

1．3 数据分析

所得的数据经 Excel 2010 初步整理后，利用 SPSS 19．0 软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双
因素方差分析(Two-way ANOVAS)和多重比较(LSD)，进行显著性水平检验(P＜0．05);采用 Pearson 法进行相

关性分析;采用 SigmaPlot 12．5 软件绘图。

2 结果

2．1 油松林叶片 C、N、P 含量及化学计量学特征

不同林龄人工油松林叶片 C 含量在 538．85—560．54 g /kg 之间，N 含量在 9．00—10．47 g /kg 之间，P 含量

在 1．04—1．13 g /kg 之间。油松林叶片的 C 含量不受林龄的影响;而林龄对叶片的 N、P 含量影响明显(图 2)。
叶片 N 含量的变化与 C 含量变化表现出相反的趋势，25 a 油松林叶片 N 含量显著高于 10 a 和 40 a 油松林

(P＜0．05)的含量。叶片 P 含量的变化随着林龄增加，呈现减少趋势，10 a 油松林叶片 P 含量显著高于 25 a 和

40 a 的含量(P＜0．05)，但 25 a 和 40 a 油松林叶片 P 含量差异不显著。
不同林龄人工油松林叶片 C ∶N、C ∶P 和 N ∶P 比值变化范围在 51．81—59．91，475．17—542．80 和 7．95—

9．84之间(图 2)。不同林龄叶片 C ∶N、C ∶P 和 N ∶P 比具有明显的差异(P＜0．05)。由双因素方差分析可知，林

龄显著影响叶片 N、P 含量和 C ∶N、C ∶P 和 N ∶P 比(表 2)。

表 2 林龄和土层深度及其二者互作对人工油松林叶片、枯落物层和土壤 C、N、P 含量及其比值影响的方差分析

Table 2 Variance analysis on effects of stand ages，soil layer depths and both coupling on leaf，litter layer and soil C，N，P contents and

their ratios

因素

Factor
F (P)

C N P C ∶N C ∶P N ∶P

林龄 Stand age*
1．45

(0．27)

23．264
(＜0．001)

5．827
(0．013)

11．178
(0．001)

5．628
(0．015)

26．65
(＜0．001)

林龄 Stand age＊＊
14．832

(＜0．001)

3．289
(0．065)

5．372
(0．017)

0．415
(0．668)

0．231
(0．797)

0．551
(0．588)

土层深度

Soil layer depths ＊＊＊
1044．250
(＜0．001)

576．739
(＜0．001)

1．419
(0．257)

1．139
(0．307)

589．220
(＜0．001)

397．445
(＜0．001)

林龄 Stand age★
110．840

(＜0．001)

40．892
(＜0．001)

18．835
(＜0．001)

24．022
(＜0．001)

36．676
(＜0．001)

71．105
(＜0．001)

林龄与土层深度交互

Coupling of soil layer depth
and stand age☆

31．687
(＜0．001)

0．069
(0．934)

0．237
(0．793)

67．224
(＜0．001)

1．127
(＜0．356)

18．817
(＜0．001)

* 林龄对叶片 C、N、P 含量及其比值影响;＊＊林龄对枯落物 C、N、P 含量及其比值的影响;＊＊＊土层深度对土壤 C、N、P 含量及其比值的影

响;★林龄对土壤 C、N、P 含量及其比值的影响;☆林龄与土层深度互作对土壤 C、N、P 含量及其比值的影响

2．2 油松林枯落物层 C、N、P 含量及其化学计量学特征

不同林龄油松林枯落物层的 C、N、P 含量显著低于叶片 C、N、P 含量，而枯落物层的化学计量比高于叶片

的化学计量比。林龄对人工油松林枯落物层 C、N、P 含量有明显影响。40 a 油松林枯落物层 C 含量显著高于

10 a 和 25 a (P＜0．05)的 C 含量。油松林枯落物层 N、P 含量变化与 C 含量变化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40 a
油松林枯落物层 N、P 含量显著高于 10 a 和 25 a 的 N 含量。

油松林枯落物层 C ∶N、C ∶P 和 N ∶P 比平均值分别为 60．38、966．77 和 16．56(图 2)。其 C ∶N、N ∶P 和 C ∶P
比在不同林龄间差异不显著。由双因素方差分析可知，林龄显著影响枯落物层 C 和 P 含量(表 2)。
2．3 油松林土壤 C、N、P 含量及化学计量学特征

土层深度和林龄的变化对土壤中的 C、N、P 含量均有较大影响，不同林龄油松林各土层 C、N、P 含量分别

在 10．18—25．51 g /kg，0．73—1．88 g /kg，0．55—0．61 g /kg 之间(图 3)，各林龄 0—10 cm 土壤 C 和 N 含量均显

著高于 10—20 cm 土壤的 C 和 N 含量(P＜0．05)，而土壤 P 含量在 0—10 cm 与 10—20 cm 土层内差异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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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林龄人工油松林叶片和枯落物层 C、N、P 含量及其生态化学计量比

Fig．2 The contents of Leaf and litter layer C，N，P and their stoichiometry in different stand ages of P． tabulaeformis plantations

同一组分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林龄间差异显著;同一林龄不同大写字母表示不同组分间差异显著(P＜0．05)

著。在 0—10 cm 土层内，40 a 油松林的土壤 C 含量最大，10 a 油松林内土壤 C 含量显著低于 25 a 和 40 a 油

松林的土壤 C 含量。不同林龄油松林土壤 N 含量的表现出与土壤 C 含量相似的结果。随着林龄的增加，在

0—10 cm 土层中油松林土壤 P 含量呈减小趋势，40 a 油松林土壤 P 含量均显著低于 10 a 和 25 a 的 P 含量。
不同林龄人工油松林土层 C ∶N、C ∶P 和 N ∶P 比值变化范围在 10．82—13．93，17．25—47．98，1．24—3．54 之

间(图 3)。0—10 cm 土层 40 a 油松林土壤 C ∶N 比显著高于 10 a 和 25 a 油松林土壤 C ∶N(P＜0．05)，C ∶P 和

N ∶P 比表现出与 C ∶N 比相似的结果。10—20 cm 土层 10 a 油松林土壤 C ∶N 比显著高于 25 a 和 40 a 油松林

的土壤 C ∶N 比，而土壤 C ∶P 和 N ∶P 比显著低于 25 a 和 40 a 油松林土壤 C ∶P 和 N ∶P 比(P＜0．05)。不同林龄

油松林 C ∶N、C ∶P 和 N ∶P 比变化随土层变化比较明显，10 a 油松林内 0—10 cm 土层 C ∶N 比显著低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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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cm土层的 C ∶N，而 10 a 油松林 0—10 cm 土层 C ∶P 和 N ∶P 比显著高于 10—20 cm 土层 C ∶P 和 N ∶P 比。25
a 和 40 a 油松林内 0—10 cm 土层 C ∶N、C ∶P 和 N ∶P 比均显著高于 10—20 cm 土层 C ∶N、C ∶P 和 N ∶P 比(P＜
0．05)。由双因素方差分析可知，林龄显著影响土壤 C、N、P 含量和 C ∶N、C ∶P、N ∶P 比。除 P 含量和 C ∶N 外，

土壤深度显著影响 C、N 含量和 C ∶P、N ∶P 比。另外，土层深度和林龄之间的交互作用明显影响土壤 C 含量以

及 C ∶N 和 N ∶P 比(表 2)。

图 3 不同林龄人工油松林下不同土层 C、N、P 含量及其生态化学计量比

Fig．3 Soil C，N，P contents and ratios of their stoichiometry at different soil layer depths under P． tabulaeformis plantations with different

stand ages

同一土层不同小写字母(a，b)表示不同林龄间差异显著，同一林龄不同大写字母(A，B)表示不同土层间差异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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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油松林叶片、枯落物层和土壤 C、N、P 的关系

Pearson 相关分析表明(表 3)，油松林叶片 N 含量与 0—10 cm 土壤 N 含量呈显著负相关，而油松林叶片

P 含量、C ∶P 和 N ∶P 比与土壤 P 含量、C ∶P、N ∶P 比分别呈显著正相关(P＜0．05)，油松叶片 C 含量和 C ∶N 比

与土壤 C 含量和 C ∶N 比呈不显著相关。枯落物层和土壤层的 N 含量呈显著正相关，而枯落物层 P 含量和

N ∶P比与土壤层 P 含量和 N ∶P 比呈显著负相关。油松叶片与枯落物层 N 含量、P 含量、C ∶N 比和 N ∶P 比呈

显著负相关，而油松叶片与枯落物层 C ∶P 比呈显著正相关(P＜0．05)。

表 3 叶片、枯落物层与土壤 C、N、P 含量及其比值的 Pearson 相关分析

Table 3 Pearson correction of C，N and P contents and ratios of their stoichiometry between leaf，litter layer and soil

化学计量指标

Stoichiometric index
回归公式

Ｒegression formula Ｒ2 P 样本数

Sample

枯落物层与叶片 N y=－9．631x+112．415 0．781 0．002 27

Litter layer and leaf P y=－0．302x+0．771 0．550 0．022 27

C ∶N y=－3．069x+214．568 0．566 0．019 27

C ∶P y= 0．619x+9．942 0．784 0．001 27

N ∶P y=－1．051x+1586．769 0．696 0．005 27

土壤与叶片 N y=－2．755x+31．523 0．852 0．000 27

Soil and leaf P y= 0．284x+0．306 0．504 0．032 27

C ∶P y= 0．557x－3．314 0．775 0．002 27

N ∶P y= 0．150x－50．370 0．699 0．005 27

土壤与枯落物层 N y= 0．233x－0．191 0．722 0．004 27

Soil and litter layer P y=－0．899x+1．011 0．838 0．001 27

N ∶P y=－0．1x+134．959 0．492 0．035 27

3 结果与讨论

3．1 油松叶片的 C、N、P 含量及化学计量特征

植物的 C、N、P 含量以及 C ∶N ∶P 生态化学计量学随林龄变化呈现变异性。刘冰燕等
［24］

和王宁等
［25］

研

究发现，随林龄增加，油松人工林植物 C、N、P 含量明显增加，而 C ∶N ∶P 比变化不明显。但也有研究表明，随

林龄的增加，植物叶片 C、P 含量呈现先减小后增大趋势，C ∶P 比呈先增大后减小趋势
［26］。而在本研究中，油

松人工林随林龄增加，叶片 C、N、P 含量和 C ∶N ∶P 比变化规律与前人结果
［24-26］

不一致，可能是由于采样时间、
林龄、立地条件、生长地气候环境等不同因素综合所影响的。本文研究还发现，25 a 油松林叶片 N 含量显著

高于 10 a 和 40 a 的叶片 N 含量。这是由于中林龄油松处于生长旺盛期，为了满足蛋白质的合成需要较多的

rＲNA，从而导致叶片 N 含量升高，故中林龄油松针叶的 N 含量表现为最高。油松针叶的 N 含量在林龄间的

变化直接影响了针叶 C ∶N 和 C ∶P 在林龄间的差异。另外，在本研究中，3 种林龄针叶 C、N、P 含量的变化规

律并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随着林龄的增加，其对土壤养分的吸收和需求量有所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

受枯落物分解、微生物活动、植物周边环境因素的变化等的综合影响，其林下土壤养分供应量也会发生一定的

变化
［14］。
叶片 C ∶N ∶P 比值的变化反映了植物生活史过程中生长和防御策略之间的权衡。植物叶片 N、P 含量高，

意味着其光合速率较高，生长速率快，对生长所需资源的竞争能力强，而叶片 C 含量高则意味着其比叶重大，

光合速率较低，生长速率慢，对外界不利环境的防御能力强
［20］。本研究中，不同林龄人工油松林叶片 C 含量

在 538．85—560．54 g /kg 之间，N 含量在 9．00—10．47 g /kg 之间，P 含量在 1．04—1．13 g /kg 之间，叶片 C、N、P
含量都在植物生长的正常范围

［27］。油松叶片 C 含量明显高于 Elser 等
［28］

研究的全球 492 中陆生植物的叶片

C 含量(464 g /kg)，表明油松叶片有机化合物含量较高，叶片 N 含量显著低于我国植物叶片平均 N 含量(20．2
g /kg)和全球植物叶片平均 N 含量(20．6 g /kg)，叶片 P 含量显著低于我国植物叶片平均 N 含量(1．46 g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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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球植物叶片平均 P 含量(1．99 g /kg)，说明油松植物体内 N、P 都缺乏。N 和 P 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植物生

长的主要限制元素，其含量的高低影响植物的生长与群落的动态，而且 N ∶P 临界比值被认为可以作为判断环

境对植物生长的养分供应状况的指标
［29］。有关研究表明，当针叶片 N ∶P＞16 时，认为生长受 P 限制，当针叶

片 N ∶P＜14 时，认为植物生长受 N 限制，当针叶片 N ∶P 比值位于 14 和 16 之间时，认为植物生长受两者 N 和

P 的共同限制
［8］。本研究中，油松林针叶 N ∶P 比值在不同林龄内平均值分别为 7．95，9．84 和 9．59，表明油松

林生长主要受 N 的限制，研究结果与低纬度地区的植物更易受 P 限制，高纬度地区的植物更易受 N 限制的结

论一致
［30］。随着林龄的增加，植物 N ∶P 比有所上升，说明植物受 N 的限制情况有所缓解，在人工林的抚育管

理中，特别是在油松林幼林时期，建议要合理施用 N 肥以改善土壤养分供给状况。虽说不同生长阶段的油松

林针叶 N、P 含量均随林龄增加有显著变化，但 N ∶P 却保持相对稳定，这说明植物自身具有调节元素需求与

养分吸收平衡的能力，验证了植物的内稳态维持机制。运用 N ∶P 化学计量学原理，研究不同林龄群落 N ∶P
比值变化，发现不同林龄间限制植物生长的主要营养元素，对于营林管理提高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3．2 油松林枯落物层 C、N、P 含量及化学计量特征

枯落物是联系植物体和土壤的载体，对其营养元素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枯落物是养分回归土壤的主要途

径，是森林生态系统养分元素循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研究表明，森林生长所需 70%—90%的养分来

自枯落物的降解
［31］。本研究中，林地枯落物 C、N、P 平均含量分别为 467．66、8．28 g /kg 和 0．49 g /kg，与王晶

苑等
［15］

对长白山温带针阔混交林与鼎湖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所做的研究比较，本研究其 C、N、P 含量均低于

长白山温带针阔混交林与鼎湖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与其他地区研究比较，发现子午岭地区油松林枯落物层

与叶片均表现出相对较高 C ∶N 比，这说明枯落物完全秉承了植物的特性，这也与王维奇等
［32］

对湿地植物-凋
落物计量特征研究结果吻合。N ∶P 比值是影响枯落物分解和养分归还速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31］。本研究中，

随着林龄的增加，枯落物层 N、P 含量都有所增加，其 N ∶P 稳定在 17 左右可见该地区油松人工林下枯落物的

分解与养分归还速率在不同生长阶段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通过比较发现，黄土高原子午岭地区油松林

枯落物层 C ∶N、C ∶P 比高于低纬度高温地区喀斯特峰丛洼地植被群落凋落物养分的 C ∶N 比(23．72) 和 C ∶P

比(484)，而 N ∶P 比低于喀斯特峰丛洼地 N ∶P 比(18．00)［33］。南方森林由于受低纬度和高温的影响，植物养

分含量较高纬度地区低，再吸收作用强度相对较强。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的植物再吸收功能对枯落物的 C、N、
P 含量及 C ∶N ∶P 比值的影响是较大，但是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3．3 油松林土壤 C、N、P 含量及化学计量特征

随着植被恢复年限的增加，土壤 C、N 含量也相应的增加。其原因可能是随着恢复年限的延长，林地枯落

物逐渐增加，而林地土壤 C、N 的补充和积累主要来自枯落物分解，根系残体及其分泌物等。本研究中，40 a

油松林土壤 C、N 含量高于 10 a 和 25 a 的 C、N 含量，这与赵发珠等
［34］

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结果还表明，

不同林龄油松林土壤的 C、N 含量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少，表层(0—10 cm) 土壤含量最高，呈现出“表聚”

现象，这与前人研究结果
［35］

一致，这可能与土壤表层土壤微生物活性较高有关，土壤微生物参与土壤碳、氮循

环，促进了土壤碳、氮的积累。在本研究中土壤 P 含量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8 g /kg)［9］，这与中国土壤 P 含量

普遍低于全球水平的规律一致
［21］，这可能与黄土高原地球化学背景、强烈的风化作用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有

关。研究区土壤养分随着土层的加深而降低，其中以有机 C 和全 N 含量降低最多，而全 P 降低较少，这与魏

孝荣和邵明安
［37］

的研究结果一致。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由碳、氮、磷的来源不同所决定的，碳、氮主要受枯落物

养分归还和分解的影响，使这些元素在土壤表层积累，然后经淋溶作用向下迁移，同时还受植物吸收利用的影

响;而磷主要受土壤母质风化的影响
［36］。

土壤(C ∶N ∶P 比)是土壤有机质或其他成分中的 C、N、P 总质量的比值，是土壤有机质组成和质量好坏的

一个重要参数，是衡量土壤有机质组成和营养平衡的一个重要指标
［37］，是确定土壤 C、N 和 P 平衡特征的重

要参数
［38］。本文研究的 3 个林龄油松林 C ∶N ∶P 分别为 33∶3∶1、36∶3∶1、54∶4∶1，低于我国土壤 C ∶N ∶P 的平均

值(60∶5∶1)和全球不同生态系统土壤 C ∶N ∶P 平均水平值(186∶13∶1)［39］，主要原因是本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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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C、N 损失导致较低的 C ∶N ∶P 比。C ∶N 是土壤氮素矿化能力的标志，与土壤有机质分解速率成反比关

系。随着林龄的增加，C ∶N 也呈现增加趋势，表明油松林的土壤的 C ∶N 受生长年限的影响。土壤 N ∶P 可以

作为判断生境中 N 或 P 不足的指标，指示植物生长过程中土壤营养成分的供应情况。本研究中，3 个林龄油

松林土壤 N ∶P 均小于全国平均值(5．2)，另外从本研究中土壤磷含量接近全国平均值可知，该区域氮含量低

于全国平均值，这与植物 N ∶P 判断一致。土壤 C ∶P 比可作为衡量微生物矿化土壤有机物质释放磷或从环境

中吸收固持磷素潜力的一种指标。3 个林龄油松林人工林土壤 C ∶P 均低于我国平均值 61，这将有利于林地

土壤微生物在矿化土壤有机质中释放较多的磷元素，补充土壤的有效磷库，为油松林生长可吸收利用的磷酸

盐。3 个林龄油松人工林土壤 C ∶P 和 N ∶P 比均随着林龄的增加而升高，土壤中碳、氮含量的变化是土壤 C ∶P
和 N ∶P 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枯落物分解归还、林木生长吸收利用是碳、氮含量变化的主要原因。刘兴诏

等
［11］

研究南亚热带森林演替过程中土壤氮、磷的相互关系发现，土壤 N ∶P 随着森林演替的进行呈现出明显

增加的变化趋势。本文研究结果与之结果相一致，即随着油松林龄的增加，土壤中 N 含量显著增加，而土壤 P

含量显著减小，土壤 N ∶P 呈增加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土壤 N 的获取的途径是多样化
［40-41］，另

一方面枯落物的归还土壤 C、N、P 差异。
3．4 油松林叶片-枯落物层-土壤 C、N、P 的相关关系

进行相关性分析可以揭示森林生态系统中不同组分碳氮磷化学计量比指标变量之间的协调关系，有助于

对养分在三者之间的转换做出合理的解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油松林针叶、枯落物层、土壤的主要化学计量

指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先前许多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42］。叶片与枯落物中 N、P 含量有很好的相

关关系，表明凋落物中养分来自于叶片。枯落物层与土壤中的 N 和 P 具有很好的相关关系，这是由于相当一

部分枯落物中的有机质及 N 和 P 等元素会被释放到土壤中，是土壤养分库的主要来源之一。植物以光合作

用固定有机质，并在完成自身生活史后以枯落物的形式将营养元素返回到土壤中，形成了森林生态系统植物

针叶片＞枯落物层＞土壤的养分格局。植物从土壤中吸收 N 和 P，在叶片凋落之前又通过养分再吸收过程对 N

和 P 进行了重吸收，因此枯落物层 C ∶N、C ∶P 和 N ∶P 比均高于植物的，植物又大于土壤的。植物、枯落物层和

土壤之间 C ∶N ∶P 的差异意味着总生长效率在元素中的变化，有必要将植物-枯落物-土壤作为一个完整的系

统加以研究，探讨 C、N、P 元素化学计量比在整个系统中的变化格局才能真正揭示 C、N、P 平衡的内在机制。

4 结论

(1)子午岭地区不同林龄人工油松林叶片-枯落物层-土壤不同组分中，叶片、枯落物层和土壤的 C、N 和 P

含量随生长年限的变化规律和差异各不相同。随着油松林龄的增加，油松林叶片的 C 含量无明显变化，而针

叶 N 含量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趋势，针叶 P 含量表现出呈减小趋势的变化规律。另一方面，随着油松林龄的

增加，枯落物层 C 含量呈现增加的趋势，N 和 P 含量表现出与 C 含量同样的变化规律;而土壤的 C、N 含量随

着油松林龄增加而增加，而 P 含量变化呈减小的变化规律;在人工油松林叶片-枯落物-土壤不同组分中，叶片

的 C、N 和 P 含量均显著大于枯落物层和土壤的 C、N 和 P 含量，叶片、枯落物层和土壤 3 个组分之间 C、N 含

量表现为叶片＞枯落物层＞土壤，而 P 含量表现为叶片＞土壤＞枯落物层。
(2)研究通常将 N ∶P 比为 16 作为评价植物生长受氮或者磷限制的临界值，本文中油松林针叶 N ∶P 比平

均值为 9．13，表明油松林生长主要受氮的限制。
(3)由于人工油松林叶片-枯落物-土壤的 C、N 和 P 含量的差异性，使得 C ∶N、C ∶P 和 N ∶P 比随油松林龄

变化特征也各不相同。随着林龄的增加，油松林叶片 C ∶N 比呈现先减小后增大增加的趋势，而 C ∶P 和 N ∶P

比呈现增加的趋势;枯落物层的 C ∶N、N ∶P 和 C ∶P 比没有明显的变化;土壤的 C ∶N、C ∶P 和 N ∶P 比也呈现出

增加的变化规律。
(4)通过对人工油松林叶片-枯落物层-土壤 C、N、P 含量和 C ∶N、C ∶P、N ∶P 比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叶

片、枯落物层和土壤的 N ∶P 比两两均具有显著相关(P＜0．05)，其中叶片与土壤 N ∶P 比呈显著正相关，叶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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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落物层、枯落物层与土壤 N ∶P 比呈显著负相关;叶片与枯落物层、土壤中的 C ∶P 比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

(P＜0．05);叶与枯落物层的 C ∶N 比之间具有显著负相关(P＜0．05);叶与土壤的 C ∶N 比和枯落物层与土壤的

C ∶N、C ∶P 比之间相关性均不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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