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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杨凌 ∃ �∀ �# 。

摘要 对黄土高原地 区由南向北分布的杨凌
、

永寿
、

铜川
、

富县
、

安塞
、

米脂 和神木等 ∃ 个站

点 � ∀ ! 个植物样 品的叶片有机碳 %& ∋
、

全氮%( ∋
、

全磷 %) ∋和全钾 %∗ ∋等化学组分的空间分布及其与

气候因子的关系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
,

黄土高原区植物叶片有机 &
,

(
,

) 和 ∗ 的变化范 围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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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片养分含量大小为
0

& 1 ( 1 ∗ 1 )
 

叶片 & 2 (
、

& 2 ) 和 ( 2 ) 的

变化范围分别为 ∃一!∀
,

3+ 一/ ∀! 和 ∃一 ∀3
,

平均值分别为 ∀�
 

∀
,

+ �∀ 和 巧
 

.
 

黄土 高原 区植物的

叶片 ( 含量显著高于我国及全球尺度 的植物平均 ( 含量
,

而 ) 含量又 显著低于全球尺度 的植物平

均 ) 含量
,

以致叶片 ( 2 ) 较高
 

黄土高原 区乔木
、

灌木和草本植物
,

常绿和落叶乔木
,

&
+

和 &
4

草本植物 ∃ 种生活型植物之 间的叶片 &
,

(
,

)
,

∗ 和 & 2 (
,

& 2 ) 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

而 ( 2 ) 差

异不显著
 

黄土高原 区 �∀ ! 个植物样 品 的叶片 & 含量与 (
,

)
,

∗ 含量均成极 显著 的负相关
,

而

(
,

)
,

∗ 之 间均成极 显著的正相关
,

其中以 ( 和 ) 之 间的相关性最强
 

黄土高原 区叶片 ( 2 ) 与

纬度和年 日照均呈显著的正 相关
,

与年降雨量呈显著的负相关
,

与年均温度 的负相关性不 显著
 

关健词 植物 叶片养分 生活型 空间格局 气候因子 黄土高原

全球气候变化 己对 陆地 生态 系统产生 深刻影

响
,

正在改变着陆地生态系统 固有的自然过程
,

植

被一气候关系研究已成为当前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

点领域〔“〕
 

叶片是陆地生态系统 的基本结构 和功

能单位
,

碳
、

氮
、

磷
、

钾作为植 物生长发育所必需

的营养元素
,

在植物体构成 和生理代谢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5−6
 

由于植物叶片的这些 生物化学组分相

对稳定
,

且各因子间相互关 系在各种植物种群 和群

落中具有相似的格局
,

因此
,

叶片养分组成 已成为

尺度转换研究中由叶片水平扩展到整个群落乃至区

域或全球生物地理群 区的关键指标肺 ‘∀ 〕
 

加强植物叶片性状 的格局研究
,

可为现有 的区

域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模型与植被地理模型 的藕合提

供科学依据
,

将有助于从机理上解释区域植被对全

球变化 的适应 与响应机 制57 
‘

,
‘,

·
‘.〕

 

但 是
,

国际上

至今仍缺乏在生态系统水平上的大量野外观测数据

来定量描述这些叶性状 与群落特征
、

气候因子的数

量 关 系咖
,

川
,

国 内 的 相 关 研 究 基 本 尚 属 空

白5 +
·

”
,
’−〕

 

8 9 :9 ; 等5 , 6分析了已发表文献中全球 . − ∀

个样点 � ∀ / # 种植 物 叶片的 (
,

) 分 布格局
,

− # / ∃

个观测数 据 中我 国植 物的数据仅有 �� 个 4 < = :> ;?

等〔”
·

‘,
,

’‘6 基于全球 �∃ − 个样点 ∀ − . / 种植 物的叶性

分析中
,

中国植物的数据甚少
4 而 ∗ 9= ≅ ; Α� �等5 6 基

于全球 尺度 �# − . 种植物的叶片生理生化指标 构建

的初级生产力模 型中
,

由于 中国的植 物数据很 少
,

而没有被考虑
 

我国的植物物种丰富
,

植被类型多

样
,

从热带雨林到极地冻原
,

拥有全球植物类型的

�# , 5Β! 〕
,

然而迄 今 为止
,

对 于 中国植物 叶 片性 状

%包括化学组分 ∋的分布格局研究较少
 

最 近
,

Χ ΔΕ

等〔‘−6 首次在较大尺度上分析了我 国 � ∀∃ 个样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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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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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陆生植物的 (
,

) 及 ( 2 ) 分布与气候 因子的作用

关系
,

发现我国植物与全球尺度上植物的 ( 2 ) 分布

规律并不相同
,

填补了国际相关研究中中国植被数

据的空白〔
’。〕

,

然而 目前就区域尺度上的叶片性状研

究仍极为缺乏
 

本文通过对黄土高原地区 ∃ 个站点 � ∀! 个植物

样品的叶片有机碳 %& ∋
、

全 氮 %( ∋
、

全磷 %) ∋和全钾

%∗ ∋等化学组分的空间分布及其与气候 因子的作用

关系进行研究
,

明确不同功能型植物的叶片养分差

异
,

以期为综合研究中国陆地生态 系统中重要生命

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与全球 变化的关系
,

发展

中国特色的区域植被动态模型提供科学数据
,

最终

丰富全球尺度的植被一气候关系数据库
 

� 材料与方法

�
 

� 研究区域确定

本研究在黄土高原地 区
,

沿不同气候带 由南向

北确定杨凌
、

永寿
、

铜川
、

富县
、

安塞
、

米脂和神

木 %图 �∋ 等 ∃ 个代表性较强的地区为研究 地点
,

该

研究 区 域 位 于 中纬 度 温 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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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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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植被类型由暖温带湿润半湿润森

林带向中温带干旱半干旱荒漠草原过渡
 

用全球定

位系统 %ϑ )Κ∋ 确定采样地点经纬度
,

采样点选择在

远离村落
、

人为 干扰较 少 的地 区
,

且 植被分布 均

匀
,

乔
、

灌
、

草搭配合理
,

区域代表性较强
 

�
 

∀ 植物样品的采集

于 ∀ # # − 年植物生长季 ! 月中旬
,

采集各研究区

的地带性 植物或优势种
,

按 植物 生活 型划分为乔

木
、

灌木和草本植物
,

将乔木进一步划分为常绿植

物和落叶植物
,

按植物功能型将草本植物划分为 &
+

植物和 &
4

植物
 

乔木主 要在半阴
、

半阳坡分布
,

灌木和草本植物主要在阳坡分布
 

共采集 �∀ ! 个植

物样品
,

包括 .� 种不 同的植物
,

分别属于 �/ 科
,

其中乔木 �# 种
、

灌木 �∃ 种
、

草本植物 �. 种
4
常绿

乔木 ∀ 种
,

主要是油松和侧柏
,

落叶乔木 / 种
4 &

+

草本植物 3 种
,

&
4

草本植物 − 种
 

所选植物均为黄

土高原地区的优势植物
 

采集乔木林冠下部%距地面 ∀一 + Γ ∋
、

灌木冠层

中上部
、

草本冠层顶部成熟叶 片
,

分别于东
、

西
、

南
、

北 . 个方位采集 +一− 片生长状况 良好的典型叶

片
,

每一样品由 .一 − 株不同的植物个体混合而成
,

用于叶片养分的测定
 

�
 

+ 植物养分的测定

将采集 的 植 物 样 品 于 � # −℃ 下 杀 青 �# Γ :Ε
,

∃ # ℃下烘干至恒重
,

同一样品的叶片混合粉碎后过

�# # 目筛制成供试样品
 

植物有机碳 %& ∋的测定采用

外加热
、

重铬酸钾容量法
4 植物样品经浓硫酸 一过

氧化氢溶液消煮后的消煮液
,

用于植物全氮 % ( ∋ 4

全磷 %) ∋和全钾 %∗ ∋的测定
,

全 ( 用 ∗ Λ9 ΒΜ Δ ; Β定氮

法 %∀ + # # 全 自动定氮仪
,

Κ < 9Μ 9Ε ∋测定
4
全 ) 用钥

锑抗比色法 % ! − # − 紫外分光光度计
,

Ν ∗ ∋测定 4 全

∗ 用 火焰 光度法 %ΟΠ
护 一

− � # # 原 子 吸收分 光光度计
,

Ν Κ Θ ∋测定
 

每一样品重复 + 次测定
,

测定结果 以

单位质量 的养分含量 %, ∋表示
,

具体测定方法参见

文献仁�∃」
 

�
 

. 气象资料的收集

从陕西省气象局 收集 黄土 高原 地 区 杨凌
、

永

寿
、

铜川
、

富县
、

安塞
、

米脂和神木等 ∃ 个研究地

点多年来的年均温度
、

年降水量和年日照等气象资

料
 

图 Β 黄土高原地区 ∃ 个研究地点分布
�

 

− 数据分析

采用 Κ )Κ Κ 统 计 分 析 软 件 包 % Κ )Κ Κ �∀
 

# �Α =

< :Ε Μ Α < 7 ,

9 ;:9 Δ > Α ,

Ν 7 Θ ∋对 数据 进 行统 计 分 析
,



自
 

鱿并乎‘展 第 � ! 卷 第 Δ 期 ∀ # # ! 年 7 月

进行相 关分析
、

回归分析与 Α Ε 9 一

Ρ ΔΣ Θ ( Τ Υ Θ 方

差分析时
,

将各类数据转换为自然对数形式
,

以满

足正态分布要求和 Θ ( Τ Υ Θ 假设
 

多重比较时
,

首

先进行方差齐性检验
,

若方差为齐性
,

用 ς ΚΩ 法进

行多重 比较
4
若方差 为非 齐性

,

则用 Ξ Δ Γ ;Δ Ε 9 ’ 7

Ξ Ο 法 进行多重 比较
 

正 态分布性检验采用 Τ Ε9
Ψ

Κ Δ Γ Ζ Β9 ∗ Α ΒΓ Α > Α = Α [ 一

Κ Γ := Ε Α [ Ξ 9 7 ?
,

简称 ∗
一

Κ 检验
 

∀ 结果与分析

∀
 

� 黄土高原地区植物叶片的养分分布

黄土高原地 区 � ∀! 个植物样品叶片有机 & 的变

化范围为 + ∀
 

! ,一 − .
 

/ ,
,

分布较为集中
,

/# ,植

物的 & 含量在 .# ,以上
,

平均值为 %. +
 

/士.
 

+∋ , 4

而叶片 (
,

)
,

∗ 含量 的变异较大
,

( 含量 的分布

区 间 为 #
 

/ ∀ ,一 .
 

−/ ,
,

平 均 值 为 % ∀
 

.� 士

#
,

/− ∋ ,
,

且 !. ,植物的 ( 1 ∀
 

# , 4 ) 的分布区 间

为 #
 

# ! ,一#
 

+− ,
,

平 均值 为 %#
 

�! 士 #
 

#! ∋ ,
,

− #写植物的 ) 1 #
 

�− ,
4 ∗ 的分布区间为 #

 

∀. ,一

.
 

∀ � ,
,

平均值为 % �
 

! ∃ 士 #
 

/ + ∋ ,
,

− # , 植 物 的

∗ 1 �
 

− , %表 �
,

图 ∀∋
 

叶片养分含量 大小 比较

为
0

& 1 ( 1 ∗ 1 ) 

黄土高原地 区植物叶片 & 2 ( 和 & 2 ) 比 ( 2 ) 变

异明显剧烈
,

最大值约为最小值的 / 倍
 

& 2 ( 变化

范围为 ∃
 

�一 !�
 

!
,

平均值为 ∀�
 

∀ 士 �#
 

∀
,

且 .− ,

植物的 & 2 ( 1 ∀# 4 & 2 ) 变化范围为 3+ 一 /∀ !
,

平均

值为 +� ∀ 士 �+ −
,

且 .− ,植物的 & 2 ) 1 +� − 4 ( 2 ) 变

化范围为 ∃
 

.一 ∀ 3
 

#
,

平 均值为 � −
 

. 土 +
 

3
,

且

−# ,植物的 ( 2 ) 1 �− %表 �
,

图 ∀∋
 

黄土高原地 区植物 &
,

(
,

)
,

∗
,

( 2 ) 分布的

偏度值均小于 �
,

经 ∗
一

Κ 检验
,

服从正态分布%尸 1

#
 

# − ∋
,

而 & 2 ( 和 & 2 ) 的偏度值均大 于 �
,

经 ∗
一

Κ

检验
,

不符合正态分布 %尸 ∴ #
 

# − ∋% 表 � ∋
 

表 Β 黄土离原地区叶片养分组成的描述 性统计

养分组成 样本数 平均值 中位数 众数 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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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不同生活型植物的叶片养分组成比较

黄土高原地区 乔木
、

灌木和草本植物
、

常绿 和

落叶乔木
、

0
1

和 0
2

草本植 物 3 种生活型植物之 间

的叶片 0
,

4
,

5
,

6 含量和 0 7 4
,

0 7 5 差异均达极

显著水平 8 5 9 .
∀

. .& +
,

而 4 7 5 差异不显著 8 尸 :

.
∀

. ; + 8表 / +
∀

乔木
、

灌木 和 草本 植 物 之 间 的 叶 片 0 8 尸 9

.
∀

. . & +
,

4 8 5 9 .
∀

. ; +
,

5 8 5 9 .
∀

. & +
,

6 8 5 9

.
∀

. . & +和 0 7 4 8 5 9 .
∀

. . & +
,

0 7 5 8 5 9 .
∀

. . & + 差

异均达显著水平
,

而叶片 4 7 5 差异不显著 8表 /+
∀

叶片 0
,

0 7 4 和 0 7 5 大小比较为
<

乔木 : 灌木 : 草

本植物
,

而叶片 4
,

5
,

6 含量大小 比较 为
<

草 本

植物 : 灌木: 乔木
,

草本植物的 6 含量约为乔木和

灌木的 / 倍
∀

常绿和落叶 乔木 的叶片 0
,

4
,

5
,

6 含量 和

0 7 4
,

0 7 5差异 也均达 极显 著水平 8 5 9 。
∀

. .& +
,

仅 4 7 5 差异 不 显 著 8 表 /+
∀

常绿 乔 木 的 叶 片 0
,

0 7 4
,

0 7 5 显 著高于落 叶乔 木
,

且 前者 0 7 4
,

0 7 5

约为后者的 / 倍
∀

落叶乔木的叶片 4
,

5
,

6
,

4 7 5

含量明显高于常绿 乔木
,

且前 者 4
,

5
,

6 含量分

别约为后者的 /
∀

; 倍
,

/ 倍和 1 倍
∀

0
<

和 0
=

草本植物的叶片 4
,

5
,

0 7 4
,

0 7 5 差

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8 尸 9 .
∀

.& +
,

而 0
,

6
,

4 7 5 差

异不显著8表 /+
∀

其 中 0
1

植 物的 4
,

5
,

6 含量较

高
,

而 0
2

植物的 0
,

0 7 4
,

0 7 5
,

4 7 5 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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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黄土离原地区不同生活型植物的叶片养分组成比较川

生活型 & 2 , ( 2 , ) 2 , ∗ 2 , &
]

( &
尹

) ( 2 Β
】

Β!ΒΒ
,]Β

刃任]”飞

乔木 %, , 卜,
一 + # ∋

灌木 %, 0 一 − � ∋

草本植物 %” 一 . −∋

显著性检验 %乔
、

灌
、

草 ∋

常绿乔木 %。一 3 ∋

落叶乔木 %。 一 ∀ �∋

显著性检验 %常绿 和 落叶

乔木之间 》

%’
+

草本植物 %。
二二

+− ∋

&
4

草本植物 %。
“ ·

�#∋

显著性检验 % &
+

和 & 、 草本

植物之间 ∋

显 著性检验%∃ 种生活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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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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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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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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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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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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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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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士 #
 

! ∀

�
 

3 !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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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3 # 士 #
 

# ! �

#
 

�+ + 士 #
 

# + .

) ∴ #
 

# �

∀
 

+ ∀ 士 �
 

# ∀

∀
 

�! 士 #
 

− !

) 1 #
 

# −

∀ !
 

− 士
‘

�
 

李

∀ +
 

− 士 ∃
 

∃

) ∴ #
 

%∋ Β

∀ �】士 ∃ !

+ + / 士 Β %∋ !

Π
,

灯%∋
 

%∋ �

Β 金
 

/ 士 �
 

%∋

� −
 

+ 士 .
 

−

Β, 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Π
]

灯 #
 

%∋# � 尸、 #
 

# −

Δ ∋ 乔木
、

灌木 和草本植物之间的多重 比较中
,

同一列数值后的不 同小写字母代表同一测定指标在 。
 

#− 水平 ς 差异撇著
0 Π

, ∋ 。 为测定植物

样品数

∀
 

+ 黄上高原地区植物叶片 &
,

(
,

)
,

∗ 之间的

关系

黄土高原地区 �∀ ! 个植物样 品的叶片 & 含量 与

(
,

)
,

∗ 含量均成极显著的负相关 %尸 ∴ #
 

#� ∋% 图

+ ∋
,

其中以 & 和 ∗ 的负相关性最 强 %
0 Ψ 一 #

 

+ + 3
,

尸 ∴ #
 

# # � ∋
 

而叶片 (
,

)
,

∗ 之 间均成极显著的

正相关 %尸 ∴ #
 

# #� ∋
,

其 中以 ( 和 ) 之间的相关性

最强 %= 一 #
 

∃ ! ∃∋
 

图 + 黄土高原地区植物叶片 &
,

(
,

)
,

∗ 之 间的关系 《
Ε α �∀ !∋

% Δ ∋ & 一 (  %⎯ ∋ &一 ) 4 %9 ∋ &一 ∗ 4 %Μ ∋ ( 一 ) 4 % 9 ∋ (
一

∗ 4 % �∋ 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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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上高原地区植物叶片养分与气候因子之间

的关系

黄土高原地 区植物叶片 & 与年降雨量呈显著的

正相关%= 一 #
 

∀ ∀ !
,

尸 ∴ #
 

# − ∋
,

与 日照时数呈极

显著的负相关 %= Ψ 一 。
 

∀ + !
,

尸 ∴ 。
 

#� ∋
,

与纬度

和温度的相关性不显著%尸 1 #
 

#− ∋% 表 + ∋
,

随着纬

度和 日照时数的增加
,

温度和降雨量减少
,

叶 片 &

含量下降
 

叶 片 (
,

)
,

∗ 及 & 2 (
,

& 2 ) 与纬 度
、

年日照
、

年均温度和降雨量均无明显的相关性
 

与

叶片 & 相反
,

黄土高原地区叶片 ( 2 ) 与纬度 %= Ψ

。
 

∀ # 3∋ 和年 日照 % = 一 #
 

∀ # ∃∋ 均 呈显 著的正相 关

%尸 ∴ #
 

# − ∋
,

与年降雨 量 呈 显 著的 负相 关 %= 一

一 #
 

∀ ∀ /
,

尸 ∴ #
 

# − ∋
,

与年均温度的负相关性不显

著% 0 二 一。
 

#! .
,

尸 1 #
 

#− ∋
,

即随着纬度和 日照

时数的增 加
,

温度和降雨量减 少
,

叶 片 ( 2 ) 增 加

%图 . ∋
 

图 . 黄土高原地 区植物叶片 ( 2 ) 与纬度
、

年 日照 %Δ ∋及年降雨 ?
、

年均温度 %⎯∋ 之间的关系

多儿 Β
‘,

】归模型
0 % Δ ∋ ΠΕ % ( 2 ) ∋ 一 #

 

! . � ΠΕ %纬度 2 %
“

∋ ∋ β #
 

+ / − ΠΕ %年 �】照 2 ; ∋ 一 ∀
 

!# − % 8 Ο 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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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 Γ ∋ 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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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Β 二

刀 一 �∀ ! ∋

衰 + 黄土高原地 区植物《
Ε α �∀ ! ∋叶片养分组成与

地理及气候 因子的相关性
 ∋

养分组成 纬度 2 %
。

∋ 年 ��照时数小 年均温度厂℃ 年降雨量 2 Γ Γ

(

�
》

∗

%
、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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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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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

%∋
 

%〕
 

� /

一 %∋
 

%∋3 ∃

一 %〕
 

%∋ �+

一 #
 

# / %∋

#
 

# . 3

%∋
 

∀ %∋3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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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Δ ∋ 普
Π

∋

了 #
 

%∋ − 4 赞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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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讨论

黄土高原地 区 �∀ ! 个 植物 样品 叶片 & 平 均为

. +
,

/ ,
,

略低于秦岭以南 的宁陕县 %. .
 

∃ , ∋
,

显著

低于 ΦΠ Κ 9 0
等

二’/ 〕研究的全球 . 3∀ 种陆生植物 的叶片

& 含量 %. !
 

. , ∋% 表 . ∋
,

表明黄土高原 区植物叶片

的有机 化合 物 含量较低 4 叶 片 ( 平 均为 ∀
 

.� ,
,

显著高于宁陕县 %∀
 

∀ / , ∋和 Χ Δ Ε
等5 ’−〕测定的我国

− − . 种陆生植物的叶片 ( %∀
 

# ∀ , ∋以及 Φ Β7 9 0
等5 ’/ 〕

和 8 9 :9 ; 等〔3」分别对全球 + 3 / 种陆生植物 %∀
 

# ! , ∋

和 �∀ −� 种陆生植物 %∀
 

#� , ∋的测定 结果
4 叶片 )

平均为 #
 

�! # ,
,

显著低 于宁陕县 %#
 

∀� � , ∋以 及

Φ ΠΚ 9 0

等
“〕和 8 9 :9 ; 等仁, 〕对全球 陆生植物叶片 ) 的

测定值
,

分别 为 #
 

�3 3 , 和 #
 

�∃ ∃ ,
,

但 高 于 Χ Δ Ε

等川〕对我国 ∃ .− 种 陆生植 物的测 定值 %#
 

�. ! , ∋
,

说明黄土高原地 区植 物体内 ( 丰富
,

而 ) 较为缺

乏
 

黄土高原区植物 的 ∗ 含量与宁陕县相差不大
,

说明 ∗ 在不同气候地区间的分布差异不大
 

Ρ = :> ;?

等5Β∀ 〕发现全球 ∀ − . / 种植物叶片 ∗ 与光合速率
、

比

叶重
、

叶寿命等植物生长 的关键指标相关性较 弱
,

因此
,

他也认为 ∗ 不是影响植物生长的关键因子
 

黄土高原 地 区 植物 的 & 2 ( 略低 于 宁陕 县及 ΦΒ 79 =

等5Β7 〕对全球 + 3/ 种 陆生植 物的测 定结果
,

但 & 2 )

值显著高于宁陕县和 ΦΒ 79
0

等址’/+ 的测定结果
,

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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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说明黄土高原地 区植物的 ( 含量偏高
,

而 ) 含量

较低
 

黄土高原 区植 物的 ( 2 ) 值 %巧
 

.∋ 低于 Χ ΔΕ

等5 ’−〕对我国 −. ∃ 种陆生植物 % �!
 

+ , ∋的测定结果
,

但显著高于秦岭 以 南的宁陕县 % �+
 

− ∋以 及 ΦΒ 7 9=

等5 ’/ 6和 8 9 :9 ; 等巨> 〕对全球 陆生植物 ( 2 ) 的测定值
,

分别为 �∀
 

∃ 和 �+
 

/ 

衰 . 黄土高原地区叶片养分组成与其他研究 区域比较  ∋

研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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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士 �
 

# ∀

%刀 一 .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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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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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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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护矛Δ & / +

&1
∀

; 士 3
∀

Χ
,

8 Η哥一 = / +

&Φ
∀

1 士 Γ
∀

1 /

8 ” Δ ;
‘

&3 +

全球 尺度 &1
∀

Χ 士 Γ
∀

&3
书

8 尸于Δ Χ Γ < +

全球 尺度 = Φ
∀

= 士 1
∀

/ &
苦

8
护刁一 = Γ / +

/ /
∀

; 士 &.
∀

Φ

8
” 匕 1 Γ Χ +

/ 1 /士 & = ;
,

8
护子一 毛. Φ +

&/
∀

3 士 Φ
∀

Χ /

8 Η一Ι 1 / ; +
ϑ& Χ Κ

Λ + 表示黄土高原地区叶片养分平均值与其他区域的测定结果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8 尸 9 。
∀

. . &+

矿质养分 中
,

4 和 5 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植物生

长的主要限制元素
,

4 7 5 比率是描述群落水平上植

被结构
、

功能和养分限制的重要指标比
Μ

·

’Γ ’1〕
∀

研究

表明
,

当 4 7 59 &= 时
,

群落水平上的植物生长主要

受 4 限制
2 而 4 7 5 : &Φ 时

,

植物生长 主要受 5 限

制〔
‘’〕

∀

已有研究证实
,

陆地生态系统主要受 4 限制
,

而水生生态系统主要受 5 限制≅>Ν
·

“/ ·

川
,

陆地生态系

统中
,

温带森林和北方森林 更易受 4 限制
,

而热带

雨林 中通常 4 丰富
,

但 5 极为缺乏 ≅Ο/
, / ; /3 〕

,

这主要

是由于地表土壤对 5 的吸附作用 ≅/Χ 〕
,

以及热带地 区

高温多雨
、

强烈的风化作用和淋溶作用使得土壤中可

溶性 5大量损失 ≅Π∀
/ 3〕

,

热带雨林中 4 丰富主要是由

于大量豆科植物的共生固氮作用
,

而温带森林中固 4

植物较少 ≅/. 〕
,

加之受人为干扰的影响较大〔1., 川
,

以

致 4 缺乏
∀

一些 研究者认为
,

近 十年来
,

随着大气

4 沉降的增加
,

陆地生态系统 中有效 4 增加
,

以 至

于一些原本受 4 限制的植被
,

出现
“ 4 饱 和现象

” ,

而转变为受 5 或其他养分元素的限制≅ΝΚ
, “

4 饱和
”

对植被生态功能的负面作用在温带和北方森林中尤其

表现明显卿
·

1 1〕
,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

已引起科学界

的广泛关注
∀

Θ Λ #
等 ≅ ’;〕对我国 3 ; 1 种陆生植物的叶片 4

,

5
,

4 7 5 的研究表明
,

我国陆生植物的叶片 4 与全球范

围的植物 4 较 为相 近 8 表 ; +
,

但 叶 片 5 较 Ρ> ΝΣ Η

等〔’Χ〕和 Τ Σ Υ。, 等 〔Γ」对全球陆生植物的测定值分别低

/ 1 ς 和 &; ς
,

以致我 国植 物叶片的 4 7 5 值 8 &Φ
∀

=+

显著高于全球尺度的植物 4 7 5 值
,

说明我 国植物的

生长主要受 5 限制
,

其原 因主要与我 国土壤中的 5

含量偏低有关
∀

由于南方土壤中 5 含量 比北方土壤

明显偏低
,

Θ Λ #
等 ≅ ’;〕以 1.

“

4 8我 国亚热带气候 与温

带气候的分 界线 + 为界将所分析 的植物分类
,

发现

来自北方植物的数据量明显多于南方
,

因此
,

排除

了由于取样偏南方而导致我国植物 4 7 5 偏低的可能

性
∀

黄土高原位于我国西北部
,

属于典型的温带气

候区
,

该地区植物 4 和 5 分别高出 Θ Λ #
等 ≅ ’川测 定

的我 国陆生植 物 4
,

5 平 均 值的 &Γ ς 和 Γ ς
,

而

4 7 58 >;
∀

= 9 &Φ + 略 低于 我 国 陆生 植 物 的平均值

8 &Φ
∀

1 ς +
,

说明黄土高原区 植物 的生长更易受 5 限

制
,

这可能也 主要 与土壤 中 5 含量偏 低有 关
,

另

外
,

黄土高原地区强烈的水土流失作用可能是导致

土壤 中 5 损失 的主要原因
∀

宁陕 县位于秦岭 以南
,

属于北亚热带气候 区
,

该区 植物 的 5 含量显著高于

黄土高原和我国「’;」及全球尺度比
’Χ〕植物 5 的平均值

8表 =+
,

而 4 7 5 9 &=
,

说明该地区的植物生长更易

受 4 限制
∀

黄土高原地区乔木
、

灌 木和 草本植物
、

常绿 和

落叶乔木
、

0
1

和 0
2

草本植物等 3 种生活型植物之

间的叶片 0
,

4
,

5
,

6 含量和 0 7 4
,

0 7 5 差异均达

极显著水平 8 尸 9 .
∀

. .& +
,

表明不同生活型植物对

同一气候环境的适 应能力明显不同
,

所表现 出的养

分适应策略差异较大
∀

其中
,

乔木的养 分参数变异

幅度最大
,

说明乔木对环境 变化较为敏感
,

也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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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乔木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可能远不及灌木和

草本植物
 

乔木的 &
,

& 2 ( 和 & 2 ) 较灌木和草本植

物高
,

而 (
,

)
,

∗ 显 著低 于草本植物 和灌木
,

表

明不同生活型植物对养分的分配策略不 同
,

乔木通

过根系从土壤中吸收的矿质养分
,

其 中很大一部分

用于构建保卫构造
,

结构物质和贮藏物质较多
,

因

此
,

具有较高的比叶重脚 〕4 而草本植 物的寿命较

短
,

更注重将 养分用于植物的快速生 长
,

因此
,

其

光合能力 和养分利用效率较高5 ”
,

∀。」
 

Χ Δ Ε
等仁’−〕和

Ρ =: >; ? 等〔’∀」也认为草本植物的 (
,

)
,

∗ 含量明显

高于乔木
,

与 本文 的研 究结 果较 为一致
 

本研 究

中
,

常绿乔木的叶片 &
,

%丫(
,

& 2 ) 显著高于落叶

乔木
,

而 (
,

)
,

∗
,

( 2 ) 明显低于 落叶乔木
,

这

与已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二’−
,

+ −
·

+ !」
 

常绿植物往往

分配较多的养分用于构建保卫构造
,

如分配较多的

氮于非溶性蛋白以增强其细胞壁韧性或者增加叶肉

细胞密度以 抵御环境胁迫 和病 虫害的侵蚀
,

因此
,

其叶寿命和比叶重较高
,

但光合能力和养分利用效

率较低眯
、

+ −
·

’! �
 

本研究 中
,

χ
+

草本 植物 的 (
,

)

含量 显著高于 &
Β

草本植物 %尸 ∴ #
 

#� ∋
,

与 δ Δ=
Ψ

7 9 ; ς汤�的观点一致
,

但 Χ Δ Ε
等〔‘− 〕研究 表明 &

+

和 &
.

草本植物的 (
,

) 差 异不明显 %尸 1 。
 

∀∋
,

但前者

的 (
,

) 仍略高于后者
 

黄土高原地 区 �∀ ! 种植物 的叶片 & 含量 与 (
,

)
,

∗ 含量均成极 显著的负相关 %尸 ∴ #
 

#� ∋
,

表明

植物叶片养分在用于结构建成与植物快速生长之间

的分配较为矛盾
,

这与上述分析中不同生活型植物

具有不同的养分分配策略基本一致
4 叶片 (

,

)
,

∗

之间均成极显著的正相 关 %尸 ∴ #
 

# #� ∋
,

其中以 (

和 ) 之 间 的 相 关 性 最 强 % 0 一 #
 

∃ ! ∃ ∋
,

这 与

%4 。7 9 < 9 ΒΒ已
+口 ,

δ 9 > = Α Μ Μ Σ 等 5 ∀ ∀〕
,

< = :> ; ? 等乞’川
“了 和

Χ Δ Ε
等 5 ’们就 (

,

) 关 系的研究结 果较 为一致
,

但

Ρ = :> ;? 等〔’∀」认 为叶片 ∗ 与 ( %8
Ο α #

 

�3 ∋
、

) %8
Ο

α

#
 

∀ ∃∋ 仅呈较 弱的正相 关
,

且 ∗ 与光合速率
、

比叶

重
、

叶寿命等植物生长的关键指标相关性较弱
,

因

此
,

∗ 不是影响植物生长的关键因子
 

( 和 ) 作为

植物生长的最重要的限制元素
,

共同参与植物体内

的基本生理生化过程
,

在 自然条件下
,

受到外界环

境 的影响相同川
,

因而
,

表现出较好的一致性
,

(
Ψ

) 之间高度的相关性
,

使得 ( 2 ) 比值较为稳定
,

以

至于不 同生 活 型之 间 的 ( 2 ) 差 异 不显 著 %尸 1

#
 

# − ∋
 

近年来
,

基于建立联系生物地球化学 与植物地

理学的区域植被动态模型的广泛需求
,

国际上就 区

域及全球 尺度上植物化学组成与地理要素及气候 因

子关 系 的 格局 分 析 进 行 了 大 量 研 究孙
/

·

>
·
’‘

·

“∀ +
 

8 9: χ; 等川 分析 了已 发表 文献 中全球 . −∀ 个样点

�∀ / 。种植物叶片的 (
,

) 及 ( 2 ) 分布与纬度和温度

的关系
,

研究表 明
,

随着 纬度升高 %. +# −一! #Α ( ∋
、

温度降低 %一 �# 一 ∀# ℃ ∋
,

叶片 (
,

) 含量显著增加

%) ∴ #
 

# # # � ∋
,

而 ( 2 ) 显著降低 %) ∴ #
 

# # # � ∋ 4

∗ 9 = ≅; Α ��等二‘〕研究认为全球尺度上 � # − . 种植 物的

叶片 (
,

) 含量 与纬度变化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

而

( 2 ) 随着纬度升高而显著下降 %尸 ∴ #
 

## #� ∋ 4 δ χ Ψ

ϑ =Α ΜΜ Σ 等渺 〕也认为森林生态系统中 −− 种植物的叶

片 ( 2 ) 随纬度的升 高而 明显降低 %尸 ∴ #
 

## #� ∋ 4

Χ Δ Ε
等二’‘」对我国 ∃− + 种陆生植物的研究表明

,

叶片

(
,

) 含量随 着纬度 升高 % � /# 一 .3
“

( ∋
、

温 度降低

%一 −一∀ − Α& ∋而显著增加 %) ∴ #
 

# # � ∋
,

但 ( 2 ) 与

纬度及温度变化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尸 1 #
 

∀∋
 

本

研究中
,

黄土高原地 区 �∀ ! 个植物样品 的叶片 (
,

) 含量与纬度
、

温度 和降雨量均 无明显的相关性
,

而 ( 2 ) 比值随着纬度升高
、

温度和降雨量的减少而

明显增加 %尸 ∴ #
 

# − ∋
,

与上述研究结果较 为相反
,

其原因可能是与我国及全球尺度的空间分布格局 比

较
,

黄土高原地 区 植物 分布 的地理 纬度 相对 较窄

%+ .
。

一 +/
Τ

( ∋
,

气候 因子 的变化范 围并不算大
,

而

不同生活型植物的化学组成变异较大
,

因而
,

空间

尺度上叶片的化学组分随地理要素及气候因子变化

的规律性并不明显
 

由于叶片 ( 2 ) 相对稳定
,

随纬

度变化表现出一定 的规律性
,

但与上述就全球尺度

%涉及中国植物很少 ∋及 Χ Δ Ε
等〔’−〕对我 国陆生植物

进行的研究所得结论并不相 同
,

从而更加说明加强

区域尺度上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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