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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刺槐叶片-土壤生态化学计量参数对降雨量
的响应特征

苏卓侠，苏冰倩，上官周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杨凌 712100

摘要: 以黄土高原 10 个典型样点的 20 年刺槐人工林为研究对象，测定了样地中刺槐叶片碳( C) 、氮( N) 、磷( P ) 含量，以及 0—

10 cm 和 10—20 cm 土层土壤的主要理化指标，探讨了黄土高原刺槐叶片—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参数随水分梯度的变化规

律。研究结果发现:① 随着降水量增加，刺槐叶 C、N 含量呈增加趋势，叶片 P 含量无一致性规律。② 0—10 cm 土层中土壤

SOC、TN、TP、铵态氮含量以及 C ∶P 和 N ∶P 均随降雨量增加呈逐渐增加趋势，而 C ∶N 比变化不明显。③刺槐叶片 C、N、P 及其

化学计量比与土壤化学计量比相关性较弱，但叶片 N、P 与土壤铵态氮、速效磷等速效养分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P＜0．05) 。本研

究叶片 N ∶P＞16，说明黄土高原刺槐生长主要受 P 元素限制，且随着降水的增加，土壤 P 养分的限制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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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Ｒobinia pseudoacacia leaf and soil ecological stoichiometric
parameters to precipitation in the Loess Plateau
SU Zhuoxia，SU Bingqian，SHANGGUAN Zhoupi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oil Erosion and Dryland Farming on the Loess Plateau，Northwest A＆ F University，Yangling 712100，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sampled 20-year-old Ｒobinia pseudoacacia plantations at 10 typical sites on the Loess Plateau． We

determined the C，N and P concentrations in Ｒobinia pseudoacacia leaves and various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dexes of 0—

10 cm and 10—20 cm soil layers，and further explored the variations in the ecological stoichiometric parameters of the

leaf—soil system along a water gradient on the Loess Plateau．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leaf C and N concentrations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rainfall，but there was no clear trend for leaf P concentration along a rainfall gradient． ② Soil

organic carbon ( SOC) ，total nitrogen ( TN) ，total phosphorus ( TP) ，and ammonium nitrogen concentrations and soil C ∶P

and N ∶P ratios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rainfall in 0—10 cm soil layer，but soil C ∶N has no obvious change． ③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plant and soil C，N，P concentrations and C ∶N，C ∶P，N ∶P ratios，but leaf N and

P concentra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il available phosphorus and ammonium concentrations． The

result of leaf N ∶ P＞16 indicated that the plant was under P limitation on the Loess Plateau． Additionally，the soil P

limitation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rain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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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C) 氮( N) 磷( P) 是生物体中的主要组成元素［1］、也是生态系统中的主要养分元素［2-3］。植物从土壤

中吸收养分，同时又以枯落物归还给土壤，使得植物与土壤之间不断进行着养分循环与转化的过程，从而有利

于陆地植被的演替与恢复［4］。生态化学计量学是一门交叉学科［5］，研究 C、N、P 的生态化学计量是当前生态

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因此，明确植物土壤 C、N、P 等养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揭示陆地生态系统的养分循环具

有重要意义，也是区域生态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目前，关于植物 N 土壤 C ∶N ∶P 生态化学计量学与环境因子的相关研究在国内外已广泛开展［6-19］。例如，

Yue 等［6］发现 N 沉降显著增加植物 N ∶P，但对土壤 C ∶P 和 N ∶P 均无显著影响。相关研究发现，植物叶片 N、
P 含量随着年均温的增加而降低［7-9］，但有研究发现叶片 N、P 含量随着年均温的增加而增加［10-11］。李喜霞

等［12］认为我国温带阔叶红松林叶片各元素计量特征随纬度变化不显著，而土壤 SOC、C ∶N、C ∶P 均随纬度升

高而极显著增加。吴昊等［13］发现随着海拔升高，土壤整体 C ∶N 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N ∶P 变化趋势与之相

反，C ∶P 则无明显变化。赵珊宇等［14］通过对科尔沁沙地樟子松人工林的研究表明随着降雨量的增加，叶片 C
含量呈下降趋势，叶片 P 含量无一致性规律，叶片 N 含量以及土壤 C、N、P 含量均呈增加趋势。目前已开展

了很多关于降水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 C、N、P 化学计量影响的研究，但多集中于草地生态系统方面［15-19］，关于

自然降水梯度对次生林土壤－植物体系的研究仍有很大不足。
黄土高原以干旱和养分贫瘠为其主要特征，是全球生态系统最为脆弱的区域之一［20］，刺槐 ( Ｒobinia

pseudoacacia．) 作为该区主要的退耕造林树种［21］，具有良好抗逆能力与水土保持功效。全球变暖加速了水循

环，导致降水格局发生了变化［22］，如在 21 世纪初以来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呈显著增加趋势［23］。水分作为制约

旱区植被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15］，降水格局的变化对于该区植物生长和土壤养分调控具有重要影响。因此

研究刺槐人工林对自然降水梯度的响应，对其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然而，目前关于黄土高原

刺槐叶片-土壤生态化学计量参数对降雨量响应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因此，本文以黄土高原 20 年刺槐人工

林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不同水分梯度下刺槐林叶片与土壤养分及 C、N、P 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变化，分析叶

片与土壤养分的相关关系，以期为深入了解区域降水格局变化如何影响脆弱生态系统化学计量特征提供基础

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黄土高原( 34°42'32″—39°18'28″N，108°40'35″—110°37'47″E) ，沿不同气候带由南向北确定

泾阳县、铜川市、黄陵县、富县、宝塔区、延川县、绥德县、米脂县、榆林市、神木市等 10 个代表性较强的样点

( 表 1) 。该区跨越了半湿润和半干旱气候区，平均气温在 8．8—13．4℃，降雨集中在 7—8 月，年降雨量 500 mm
左右，从南向北逐渐减少［24］。海拔 688—1310 m，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土壤类型以黄土母质形成的黄绵土为

主。研究区内地表破碎，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以刺槐( Ｒobinia pseudoacacia．) 人工林为主进行植被恢复。
林下草本 主 要 有 鼠 尾 粟 ( Sporobolus fertilis ) 、葎 草 ( Humulus scandens ) 、小 冠 花 ( Securigera varia ) 、牛 筋 草

( Eleusine indica) 、长芒草( Stipa bungeana) 、天门冬( 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 等。研究区内刺槐人工林林分

单一、结构简单，林下灌草层生物量很低。
1．2 样品采集与测定

野外采样于 2018 年 8 月植物生长旺盛时期，选择 20 年成熟刺槐林地作为研究对象。每个采样点设置 3
个 20 m×20 m 的样方，每个样方内选取 3 株生长健壮、长势良好的刺槐，用高枝剪从东、西、南、北 4 个方向分

别采集每株植物中上部成熟且无病害的叶片，混匀后装入信封中。在每个样方内按照“S”取样法用土钻钻取

5 个点，分别采集其 0—10 cm 和 10—20 cm 土壤样品，挑出细根、石块等杂物后按土层混匀并装入自封袋中。
将所有的植物、土壤样品做好标记并带回实验室。

采集的植物叶片在 105°杀青后置于 65°条件下烘干，经研磨后过 0．15 mm 筛后装袋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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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地基本信息

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sampling

样地
Site

地理位置
Location

海拔
Altitude /m

年均降雨量
Precipitation /

mm

坡度
Slope / ( ° )

坡向
Aspect

林龄
Age /a

平均树高
Mean

height /m

平均胸径
Mean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cm

泾阳县 108°40'E 34°42'N 688 504．2 30 南偏东 11° 20 8．0 9．9
铜川市 108°55'E 35°01'N 904 594．2 49．3 北偏西 18° 20 12．0 14．1
黄陵县 109°14'E 35°33'N 985 597．3 30．5 西坡 20 15．0 13．63
富县 109°25'E 35°59'N 1038 532．8 37．6 南偏东 20° 20 15．0 12．83
宝塔区 109°22'E 36°40'N 1310 500 29 北偏东 66° 20 8．0 14．1
延川县 110°10'E 36°55'N 967 470．4 25．1 南偏东 30° 20 8．0 15．6
绥德县 110°17'E 37°30'N 944 410．5 42．4 南坡 20 7．0 11．37
米脂县 110°10'E 37°51'N 1127 421．9 32．4 东坡 20 8．0 9．4
榆林市 109°51'E 38°11'N 1216 383．5 无 平地 20 7．0 12．67
神木市 110°37'E 38°49'N 1300 410．3 无 塬顶 20 9．0 14．77

土壤样品经自然风干后过筛，装袋以供后续分析。土壤 pH 采用玻璃电极法测定，土壤含水量采用烘干

法测定，土壤硝态氮、铵态氮采用 KCl 浸提法，土壤速效磷采用 NaHCO3浸提钼蓝比色法。叶片和土壤 SOC 采

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测定，TN 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TP 采用高氯酸-硫酸消解钼锑抗比色法测定［25］。

1．3 数据处理

本文中植物和土壤碳氮磷比均采用元素质量比。用 Excel 2010 对数据进行前期整理，用 SPSS 25．0 对数

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并对 0—10 cm 和 10—20 cm 土层养分以及 C、N、P 化学计量比做方差分

析，最后用 Origin 2016 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刺槐叶片 C、N、P 化学计量学特征参数沿水分梯度的变化

刺槐叶片碳氮磷的生态化学计量指标随降雨量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 图 1) ，刺槐叶片 C 含量随降雨量

增加而显著增加( P= 0．017) ，其含量变化范围为 410．89—534．70 mg /g，平均值为 448．95 mg /g。叶片 N 含量随降

水增加也显著增加( P=0．006) ，其含量变化范围为 22．45—36．91 mg /g，均值为 30．17 mg /g。叶片 P 含量随降水增

加变化趋势不明显，其变化范围为 1．26—2．09 mg /g，均值为 1．72 mg /g。叶片 C ∶N 随着降雨量的增加而下降( P=

0．157) ，叶片 C ∶P 随降雨量无一致性规律，叶片 N ∶P 随降水增加而增加，变化趋势不显著( P=0．06) 。
2．2 刺槐林地土壤理化性质沿水分梯度的变化特征

刺槐林地 0—10 cm 和 10—20 cm 土层 SOC、TN 含量均随降水增加而显著增加( 图 2) ，且由方差分析知

( 表 2) ，同一降雨条件下两土层间 SOC、TN 含量差异显著( P＜0．01) ; 0—10 cm 土层土壤 TP 含量( 0．45—0．77
g /kg) 随降水增加呈上升趋势，在 10—20 cm 土层中其含量变化不大。SOC、TN、TP 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37．87%、47．10% 和 14．49%，土壤 TP 变异程度较小。土壤铵态氮含量在 0—10 cm 和 10—20 cm 土层均随降

水增加而显著上升 ( P＜0．05) ，但土壤速效磷和硝态氮含量随着降雨量变化不显著( P＞0．05) ，在两土层间硝

态氮、铵态氮、速效磷含量均无显著差异( 表 2) 。

表 2 不同土层土壤理化性质及 C、N、P 化学计量比统计特征

Table 2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C ∶N ∶P in different layers

土层
Soil

layer /cm

C /
( g /kg)

N /
( g /kg)

P /
( g /kg)

C ∶N C ∶P N ∶P
NO－

3-N /
( mg /kg)

NH+
4-N /

( mg /kg)

速效磷 AP
Available

phosphorus /
( mg /kg)

0—10 7．13±2．70A 0．74±0．35A 0．55±0．08A 10．22±2．16A 12．83±4．16A 1．31±0．52A 3．54±0．81A 6．50±4．25A 1．73±0．87A

10—20 4．81±2．03B 0．51±0．21B 0．53±0．07A 9．53±1．55A 8．96±3．28B 0．95±0．34B 3．20±0．62A 5．68±4．59A 1．47±0．72A

样本数 n=30，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不同土层同一测定指标在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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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刺槐叶片化学计量学特征参数随降雨量的变化趋势

Fig．1 The variation trend of stoichiometric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Ｒobinia pseudoacacia leaves with precipitation

2．3 刺槐林地土壤 C、N、P 生态化学计量特征沿水分梯度的变化

刺槐林地 0—10 cm 土层土壤 C ∶N( 7．36—16．34) 、C ∶P ( 6．67—22．55) 和 N ∶P ( 0．66—2．44) ，平均值分别

是 10．22、12．83 和 1．31，变异系数分别为 21．1%、32．4%和 39．4% ( 图 3) ; 10—20 cm 土层土壤 C ∶ N ( 7．50—
13．90) 、C ∶P( 5．26—16．81) 和 N ∶P ( 0．51—1．62) ，平均值分别是 9．53、8．96 和 0．95，变异系数分别为 16．2%、
36．6%和 35．8%。土壤 C ∶N 的空间变异性较小，土壤 C ∶P、N ∶P 的空间变异性较大。土壤 C ∶N 与降雨量无显

著相关性( P＞0．05) 。在 0—10 cm 土层中，土壤 C ∶P 随降雨量的减小而显著减小( P＜0．05) ，而在 10—20 cm
的土层中变化不明显; 土壤 C ∶P 随着降雨量的减小而显著下降( P＜0．01) 。10—20 cm 与 0—10 cm 土层相

比，土壤 C ∶N 含量差异不显著，土壤 C ∶P 和 N ∶P 含量均显著下降( 表 2) 。
2．4 刺槐叶片与不同土层土壤各养分之间的关系

除刺槐叶片 N 含量与土壤 TP 存在显著相关性( P＜0．05) 外，刺槐叶片与土壤养分 C、N、P 含量均无显著

相关关系( 表 3) 。叶片 P 含量与土壤速效磷呈极显著正相关( P＜0．01) ，叶片 N 含量与土壤铵态氮含量呈显

著正相关( P＜0．05) 。相对而言，0—10cm 土层的土壤 C、N、P 含量对叶片 C、N、P 含量的影响比 10—20 cm 土

层稍明显些，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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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刺槐林地土壤理化性质随水分梯度的变化动态

Fig．2 Changes of soil biogeochemical properties of Ｒobinia pseudoacacia with precipitation

y1表示 0—10 cm 土层，y2表示 10—20 cm 土层，* 、＊＊分别表示相关性显著、极显著

3 讨论

3．1 刺槐叶片化学计量学特征沿水分梯度的变化规律

C、N、P 是构成植物体干物质、生物体蛋白质和遗传物质的重要元素［26］。本研究中叶片 C 含量的平均值

为 448．95 mg /g，这与郑淑霞等［27］对黄土高原植被叶片 C 含量的研究较为一致，但是低于全球植物叶片的平

均值［28］，这说明黄土高原刺槐叶片合成有机物的含量较低［29］。本研究发现叶片 N 含量平均值 30．17 mg /g，

高于我国［30］和全球［28］植物叶片 N 含量，这可能是由于刺槐有豆科植物根瘤固氮的特性。刺槐叶片 P 含量均

值为 1．72 mg /g，与全球尺度植物叶片 P 含量的研究较为接近［7］。N、P 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植物生长的主要

限制元素，而且 N ∶P 临界值可以作为一种指标来判断环境对植物生长的养分供应状况［3］。当植被叶片 N ∶P＜
14 时，主要是受到 N 的限制，当 N ∶P＞16 时，主要是受到了 P 的限制，当 14＜N ∶P＜16 时，植物生长受到 N 和 P
的共同限制［31］。本研究中 N ∶P 均值为 17．68，说明黄土区刺槐的生长主要是受 P 元素限制，与张萍等［32］研究

结果相似。
生境因子的变化一方面会直接影响植物组织的特性，从而影响植物体的代谢活动; 另一方面它会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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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刺槐林地土壤碳氮磷比随降雨量的变化动态

Fig．3 Changes of soil C ∶N、C ∶P and C ∶ P with precipitation in Ｒobinia pseudoacacia forest

土壤有效养分的含量，从而间接影响植物叶片 C、N、P 的含量［33］。本研究中刺槐叶片 C 含量随着降雨量的增

加而增加，与丁小慧等［18］的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可能为充足的水分有利于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从而使得叶片

C 含量得以累积。姜沛沛等［10］认为刺槐叶片 N、P 含量大致随着降水增加而增加，而郑淑霞等［27］对黄土高原

126 种植物叶片的研究表明叶片 N、P 含量与年降水量无关，叶片 N ∶P 随年降水增加而显著减少。本研究中

叶片 N 含量随降雨量增加而显著增加，叶片 P 含量以及叶片 N ∶P 均与降雨量无显著相关性，这与上述结果并

不一致，表明在较小尺度上叶片 N、P 的化学计量特征存在着较大的变异性。刺槐叶片中 C、N、P 含量的高

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刺槐对当地气候环境的适应。

表 3 刺槐叶片与土壤各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Ｒobinia pseudoacacia leaf and soil nutrients

土壤
Soil

土层 / cm
Soil layer

叶片 Leaf

C N P C ∶N C ∶P N ∶P
C 0—10 0．348 0．340 0．174 －0．172 0．007 0．167

10—20 －0．011 0．107 0．021 －0．163 －0．006 0．149
N 0—10 0．274 0．360 0．148 －0．221 0．010 0．223

10—20 0．146 0．187 0．056 －0．131 0．043 0．178
P 0—10 0．161 0．415* 0．175 －0．350 －0．084 0．233

10—20 0．034 0．080 －0．003 －0．075 0．055 0．132
C ∶N 0—10 0．086 －0．161 －0．016 0．184 0．024 －0．160

10—20 －0．296 －0．157 －0．052 －0．072 －0．107 －0．067
C ∶P 0—10 0．292 0．216 0．176 －0．079 －0．028 0．041

10—20 －0．009 0．083 0．081 －0．138 －0．073 0．052
N ∶P 0—10 0．233 0．283 0．143 －0．163 －0．006 0．151

10—20 0．155 0．175 0．117 －0．110 －0．024 0．087
速效磷 AP 0—10 0．313 0．176 0．485＊＊ 0．032 －0．306 －0．358

10—20 0．294 0．192 0．505＊＊ 0．007 －0．327 －0．353
硝态氮 NO－

3 -N 0—10 0．030 －0．202 0．051 0．230 0．018 －0．200
10—20 0．055 0．148 0．291 －0．143 －0．252 －0．149

铵态氮 NH+
4 -N 0—10 0．357 0．529＊＊ 0．336 －0．341 －0．167 0．127

10—20 0．186 0．418* 0．050 －0．332 0．032 0．340
* 表示 0．05 水平上显著，＊＊表示 0．01 水平上显著

500719 期 苏卓侠 等: 黄土高原刺槐叶片-土壤生态化学计量参数对降雨量的响应特征



http: / /www．ecologica．cn

3．2 土壤养分指标沿水分梯度的变化规律

本项研究中，土壤呈现弱碱性，土壤 TN 与 SOC 均随着降雨量增加而增加( 图 2) ，土壤碳氮含量均呈现出

从南向北逐渐减小的趋势，这与曾全超［34］、李佳佳等［24］的研究结果相似。这是因为植物种类、丰度、生物量

与土壤 C、N 含量有关，随着降雨量的减少，刺槐林地土壤含水量也相应减少［35］，地上植被的生物量以及凋落

物量也会随之减少［33］，因此，土壤碳氮含量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土壤铵态氮随着降雨量的增加而显著增

加，这与周才平等［36］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主要是因为随着降雨量的增多，土壤含水量也随之增加，土壤湿度

与土壤的矿化速率呈正相关［36］。此外，研究区从南向北，土壤类型也逐渐向砂黄土转变，砂质土保肥保水性

差，导致土壤养分含量呈现减小的趋势［24，33］。

土壤深度是决定土壤养分含量变化的重要因素［2］。刺槐林地 0—10 cm 和 10—20 cm 土层土壤 C、N 含

量具有显著差异，而土壤 TP 差异不显著。土壤养分含量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降低，这与 Müller ［37］、赵晓单

等［38］的研究结果相似。这是因为土壤 C、N、P 三者来源不同，土壤 C、N 主要源于凋落物、动植物残体和微生

物的分解和转化的过程，它们在表层聚集并逐渐向下层迁移［39］; 土壤中磷素的获取相对单一，磷主要来自于

岩石风化［12］，且 P 是一种沉积型元素，在土壤中相对迁移较少［40］，因此在两土层间无显著差异。相关研究表

明［41］，随着土层加深，C ∶N 无显著变化，而 C ∶P 及 N ∶P 显著减小，这与本研究结果较一致。随着土层加深，

SOC、TN 含量显著减少，而 TP 含量比较稳定，因此 C ∶P 和 N ∶P 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3．3 刺槐叶片化学计量学特征与土壤 C、N、P 含量的相关性分析

土壤 C、N、P 生态化学计量比是评价土壤养分及其质量的重要指标［42］。由于人为因素以及自然成土因

素的影响，不同降雨梯度下土壤 C、N、P 有较大的变化，从而土壤 C ∶N、C ∶P、N ∶P 存在着一定的空间变异性。
本研究中，土壤 C ∶N 随着降雨量的升高没有显著变化，主要是因为虽然土壤 C、N 含量变异较大，但是土壤碳

氮空间分布具有一致性［34，43］。土壤中 N ∶P 用来指示生境中 N 或 P 素的不足，衡量植物生长过程中养分的供

应状况［3］，土壤 N ∶P 随降水增加而显著增加，表明刺槐人工林地随着降水增加，土壤 N 素限制减弱，P 素限制

不断加强，这与赵姗宇等［14］研究结果一致。土壤 C ∶P 可以反映 P 素的有效性［17］，较高的 C ∶P 是磷有效性低

的一个指标［44］，对黄土高原南北样带而言，南部气候高温多雨，属于半湿润区; 北部气候寒冷干燥，属于半干

旱区［24］。高温多雨可加快岩石风化及磷素的淋溶［33］，所以研究区从北向南 C ∶P 呈增加趋势。

植物地上部分元素含量通常与土壤有着密切的关系［3，26］，但本研究中，只有土壤 TP 与植物叶片 N 含量

存在显著相关性( P＜0．05) ，植物碳磷及化学计量与土壤 C ∶N、C ∶P、N ∶P 均无显著相关性，这与相关研究结果

相似［45-46］。这可能是由于植物对土壤中矿质元素的吸收以及在体内的运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会受到

土壤水分、pH、营养元素以及微生物活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8］。其次，土壤全磷、全氮的含量只代表了土壤

中元素的总量，其中只有部分元素能被植物吸收利用。本研究中叶片 P 含量与土壤速效磷呈极显著正相关，

叶片 N 含量与土壤铵态氮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正好能说明这一点。最后，这可能是由于采样点不同、土壤

生物以及人为干扰的影响。其中，地形会影响到土壤的微气候条件［47］，如坡度会影响到土壤养分的堆积迁

移，坡向制约生境的光照与水分状况［48］，不同的水热条件会导致植物生长状况和养分利用状况不同，并且植

物群落和种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植物体化学元素的含量［32］。凋落物作为联系土壤与植物的纽带，对于

养分归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在黄土高原南北样带降雨梯度下植物-凋落物-土壤之间养分循环还不清

楚，在以后应该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4 结论

( 1) 黄土高原南北样带刺槐叶片 C、N 含量与降雨量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叶片 C、N 含量随着降雨量

的增加而显著升高，但叶片 P 含量增加趋势不明显。叶片 C ∶N、C ∶P、N ∶P 随降雨量的变化不显著，叶片 N ∶P
＞16，说明黄土高原刺槐生长主要受 P 元素限制。

( 2) 黄土高原南北样带刺槐林地土壤 C、N 含量随着降雨量的减少而显著减少，说明土壤 C、N 含量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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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布上具有一致性; 土壤 P 含量在 0—10 cm 土层随着降雨量的减少而显著减少，在 10—20 cm 土层无显著

变化。土壤碳氮磷化学计量学特征的变化也不同，土壤 C ∶P 和 N ∶P 随着降雨量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而 C ∶N
比的变化则不显著。

( 3) 刺槐林地土壤 TP 与植物叶片 N 含量存在显著相关性( P＜0．05) ，其他叶片的化学计量特征均与土壤

C、N、P 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选取的采样点不同、土壤生物、人为干扰以及生境因子的影响。
未来研究可结合同位素技术，阐明养分在植物-土壤系统中不同组分间的来源和转移，有助于理解各组分之间

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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