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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文研究了 我国热带
、

亚热带森林 凋落物的数量
、

化学组 成
、

分解速率及其土壤 发育特 点
。

研究表 明
,

季雨

林的凋 落物量> 雨 林 > 常绿阔叶林 , 凋落物 中灰分总 量 以季雨林的最大
、

雨林的次 之
,

阔叶林 最 少 ; 凋落物的

分解速率以 最初的 90 天 内最快
,

以后渐趋缓慢
,

凋落物在地衷的分 解速率 比表土层快 10 一 20 %
。

热带亚 热带森

林有明显地生物富集作用
,

通过凋落物不断增加 土壤有机质
、

提高土壤肥力
,

改善土 壤 结构
。

凋落物 归还给 土

壤 的养分 元素总量为 0
.

3 05 一 1
.

12 3吨 / 公 顷
,

年
。

由此可 以判 断土壤发育进程的快慢
,

如季雨林土壤 的 发育进程

相对较快
,

雨林次 之
,

常绿阔叶林最慢
。

森林凋落物是土壤和林木间物质交换的中心环节
,

直接影响土壤理化性质及其现代成上

进程
。

关于这方面的工作国内外己有不少报道〔 1一 6〕①
,

但对我国热带
、

亚热带 森林凋落物及

其与上壤间物质交换关系的动态研究较少
。

本文拟在前人工作础基上
,

运用定位研究资料
,

较系统地阐述我国热带雨林
、

季雨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凋落物的数童
、

化学组成
、

分解速

率及其与土壤间物质交换关系
,

从而探讨相应林型下土壤的肥力状况和现代化成土过程
。

现将

1 9 8 5一 1 9 8 6年两年的观测结果总结如下
。

一
、

研究方法

试验点选在海南岛吊罗山的热带雨林
、

季雨林和江西梅岭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
; 土壤类

型分别为黄壤
、

黄色砖红繁和红壤
; 年平均气温

、

地面温
、

土温 ( Z o c m )分别为 17 一 23 ℃ ,

16 一

2 3 oC 和 2 5一 2 2 oC ;
林冠年降水量为 1 10 0一 2 3 0 0 m m

。

在 3 种林型下各设 5 一 8 个 l m “
的凋落物收集盘

,

按月收集枝条
、

叶片
、

杂物等
,

并 烘

干称重
。

凋落物在地面和表土层中的分解速率分别用尼龙袋法和砂滤管法 〔7〕测定
。

尼龙袋法是采

用 30 x 2 5 C m 透水透气性 良好的尼龙布袋
,

雨林
、

季雨林的凋落物每袋装干物 5 09
,

常绿阔叶

林的装 20 9
, 2 次重复 ; 收取时间为腐解后 90

、

18 0
、
2 70 和 36 0天

,

测定样品的失重和含碳量
。

砂滤管法是采用通过 4 0孔筛的供试底土 9 5 9与过 4 0孔筛的供试凋落干物 5 9
,

充分混合后装入

砂滤管中
,

并置于离地表 5 c m下的土层 内
,

每处理 3 次重复 ; 收取时间为腐解后 90
、

1 8 0
、

2 7 0
、

3 6 0
、

5 4 0和 7 2 0天
,

测定样品的失重和含碳量
。

有机碳分析采用重铬酸钾法
,

鲜叶及凋落物全量分析采用湿灰化法
,

表土全量分析采用碳

① 屠梦 照
,

鼎湖山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凋落物量
。

热带
、

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
,

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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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钠碱溶法
,

容重采用环刀法
,

比重采用比重瓶法
,

颗粒分析采用吸管法〔8 ,
。

二
、

结果和讨论

(一 ) 凋落物的数量
、

元素组成及其分解速率

1
.

凋落物量

季雨林的年凋落物量每公顷为 9
.

“ 吨 ,

雨林为 8
.

86 吨
,

常绿阔叶林为 7
.

72 吨
。

凋落物中

叶片
、

枝条
、

杂物 占总量的比例
,

季雨林的分别为 67
.

8
、

22
.

1
、

1 0
.

1%
,

雨林的 为 70
.

5
、

1 9
.

8
、

9
.

7% ;
常绿阔叶林的为 79

.

7
、

1 3
.

2
、
7

.

1%
。

凋落物的季节性变化因林型不同各有其特点

( 图 1 )
,

但各种林型的凋落高峰期均出现在降雨初期 ( 4
、

5 月 )和雨季末期 ( 9
、

10 月 ) ; 凋落

低谷期出现的时间因林型而异
,

季雨林出现在 8月
,

雨林在 7
、

8 两个月
,

常绿阔叶林 出现

在 1 月
。

这与尖峰岭的季雨林① 和西双版纳的雨林② 的情况不尽相同
,

反映出各地的气候条

件及不同林型的生态学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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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凋落物及其组分的月变化 ( 1 985一1 9 86年 )

2
.

凋落物的元素组成

不同林型凋落物的元素组成 (表 1 )有如下特点
:

灰分总量以季雨林的 ) 雨林 > 常绿阔叶

林
;
按元素含量多少排列

,

其顺序
,

雨林的为
:

5 10
。
> C a O 》 M g O 》 A l

:
0

3

> K
:
O > N a : O >

M
n O

、

P
Z
O

S

> F e 3
0

3

> T i o
: ,

季雨林的为
:

5 10
2

> C a O > M g O > K
:
O > A l : 0

3

> P
Z
O

。
)

·

M
n O > N a Z

O > F e : 0
3

> T I O : ,

常绿阔叶林 的 为
:

5 10 :
> C a O > K

:
O > M g O > A 1

2
0

3

>

M
n O > P

:
0

。
> F e :

0
3

> N a 么O > IT O
Z ; 凋落物的元素含量一般可分为 3级

, n级 (含量 > 1 % )
:

5 10
: ,

C a O ; o · n级 (含量 0
.

1一 i % ) : M g O
,

A l : 0
3 ,

K
Z
O

,

P
2
0

。 ; 。 · o n 级 ( < 0
.

1% )
:

M n O
,
F e :

O 。 ,
N a Z

O
,

T I O
: ; 元素含量 占灰分总量的比例

,

因纬度带不同而异
,

如热 带雨

林
、

季雨林的
,

其 5 10 2 、

C a O
、

M g O
、

A I : O
。

占总量 9 2
.

5一 9 2
.

5%
,

K : O
、

N a :
0 占5

.

9一 6
.

3%
,
F e :

0
3 、

T IO Z 、

M n O
、

P
:
0

5

占2
.

3一 2
.

4%
,

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分别占其总量的 74
.

g%
、

1 4
.

8%和 1 0
.

3% ; 此外
,

不同海拔高度的其比例也不同
。

如季雨林 (海拔高度为 I OOm )

凋落物的 5 10 : 、

C a O含量较高
,

而雨林 (海拔高度为 6 0 0 m ) 的则 A I
:
O

。 、

M g O
、

N a :
0 等元

素含量较高
。

看来
,

不 同植物的选择吸收性能和立地的气候条件的差异是造成凋落物中元素

组成不 同的主要原因
。

季雨林凋落物中元素含量的季节性变化较大
,

常绿阔叶林的较小
,

雨林的居中 ; 其中灰

① 卢俊培等
,

海南岛尖峰岭森林凋落物研究初报
。

第四 次全国森林土壤学术会议论文
,

1 9 8 6 。

② 中国科学院云 南热带生 物地理群落定位研究站
,

热带土壤的定位研 究成果 (资料 )
, 1 9 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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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总童和 5 10
:

的变化幅度大
,

3
.

凋落物的分解状况

凋落物元素含量月变化 ( 1 98 5一 1 98 6年 )

而 N 和 C a O含量 的变化幅度小 ( 图 2 )
。

( 1) 地面凋落物的分解状况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1

.

凋落物的分解以址初的 90 天录快
,

失

血达 1 3
.

6一 20
.

8 %
,

腐解残留率为 69
.

6一 75
.

9% ; 90 一 1 80 天次之
,

失重为 1 9
.

6一 4 1
.

8%
,

腐

解残留率为 4 7
.

8一 69
.

8 % ; 18 0天以后变化较小
,

到 36 。天时
,

失重为 28
.

2一 4 8
.

8%
,

腐解残

留率为 3 6
.

7一 5 7
.

8%
,

腐殖化系数为 0
.

16 一 0
.

2 7 ; 2
.

不同林型凋落物的分解以季雨林 的 最

快
,

雨林的次之
,

常绿阔叶林的最慢
。

凋落物分解 1年时
,

其失重
,

季雨林的比雨林
、

常绿阔

叶林的分别高 6 %和 21 %
,

其腐解残留率
,

季雨林的比雨林
、

常绿阔叶林 分 别 低 11 % 和

2 1%
。

( 2 ) 表上层中凋落物的分解状况
: 1

.

凋落物在土壤中与在地面的分解趋势基本相似
,

即初

期分解快
,

后期分解慢 (表 2 ) ; 2
.

凋落物在地面和在土壤中的分解速率最初差异不大
,

随着

时间推移
,

差异加大
,

至 1 年时
,

土壤中腐解残留率比地面的高 1 1一 2 5% ; 3
.

不同林型
二
L

壤中有机物的分解速率在坛初阶段有所不 同
,

季雨林的分解最快
,

雨林的次之
,

常绿阔叶林

的分解录慢
,

了日经过一定时间后
,

分解速率有逐渐接近于一定值 的趋势
。

如爪 1 年时腐解残

留率为 6 1
.

.8 一

68
.

5%
,

腐殖化系数为 0
.

27 一 0
.

32
,

至 2 年时腐解 留率为 60
.

4一 61
.

6%
,

仅相



表 2

地{ 砂

,

起止时问

点 一 (月
、
日 )

热 带
、

管

物 的 分 解

龙 袋 法一 ,
?

滤

亚 热 带

法

分解

天数

失重

(% )

腐解
残留率

(% )

腐殖化系
数残 留 C

/g千枯叶

林 凋 落

尼

起止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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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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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失重% = 分解一定 时间后损失的物料重量

加入有机物料重量
x 1 0 0% j

腐 解残留率% = 分解一定时间后的有机碳一 空白有机碳

加入有机碳

X 10 0%

差 1
.

2%
。

凋落物的分解速率与埋放季节有关
。

在季雨林区
,

于 1 9 8 5年旱季 ( 2 月 )和雨季 ( 5 月 )分别

用尼龙袋法测定了凋落物在地面分解时的腐解残留率 (表 2 )
。

在最初 90 天
,

腐解残留率分别

为 6 9
.

6%和 53
.

0%
,

到 1 80 天时分别为 47
.

8%和 4 7
.

4%
, 1 年时分别为 3 6

.

7 %和 37
.

4%
。

表 明

凋落物在最初 90 天的分解速率
,

雨季比旱季快得多
,

随着时间推移
,

这种差异逐渐减小
。

在

热带森林区的雨季
,

凋落物的蓄积量很少
,

在早季较多
。

凋落物的分解虽然十分迅速
,

但由

于凋落量大和凋落的季节差异
,

地面仍终年覆盖不同厚度的枯叶层
。

综上所述
,

季雨林的凋落物虽多
,

但分解速率快
,

积累较少
; 雨林的凋落物 虽 然较少

,

但分解速率较慢
,

积累依然较多 ; 常绿阔叶林分解速率最慢
,

但凋落物量最少
,

因而积累仍

最少
。

(二 ) 凋落物对土壤的影响

1
.

雨林
、

季雨林
、

常绿阔叶林的生物吸收系数

雨林
、

季雨林等的生物吸收系数列于表 3
。

根据生物吸收系数可将植物叶片中元素 (氧

化物 )分为 3组
:

( l) 被明显富集的
,

即生物吸收系数 > 10 的元素
,

如雨林的有 C a O
、

M g O
、

M
n O ;

季雨林的有 C a O
、

M g O
、

p
Z
O

S ;
常绿阔叶林的有 C a O

、

M
n O

、

P Z O
。 ; ( 2 ) 被弱富

1 1



表 热 带
、

亚 热 带 森 林 的 吸 收 系 数

林 型 1 502 P e名 0
3 1 A2

O
S Ca

OMg OM
l zOK2 0 Na Z

OP么 0 5

矽,J落叶 ( P )

l二 壤 ( S )

K x ( P / S )

0 6 8
`

0 11
.

0 1 1 0

0 7 0
_

2:.(5l3718
0

.

3艺

19
.

9

0
.

0 3 7 1 15
.

7 1 1 0 6 DO

0
.

9

0
.

1

9
.

0 0

雨林

习;d犷各刀 t
一

(d )

匕 壤 (匀

K x ( P / S ) 0
_

8 1

0
.

3

12
.

7

0
.

0 2

7
.

3

0
.

9 5
.

1

0
.

0 3 2
.

0

30
.

0 艺
.

5 5

0
.

8 5
.

5

0
.

1 3
.

2

8
.

0 0 1 7 2

0
`

l

)
; “ 6 0 3

3 3

1
,

1

0
.

1

1 1 0

.657l34季雨林

常

忽
3 了 2

6 7 竺 :1
5 3 4

_

7 1

:
_

:
0 9

0 5

绿林

砂门落 ,!卜( I
)
)

上 壤 ( S )

K x ( P / S ) 0
.

5 5 0
.

0 8

3
.

3 1 5
.

5

1
.

3 0
.

1

2
.

5 4 15 5

5
.

8 2 3
.

0

7
.

公 0
.

13

0
.

8 0 17 7

8
.

9

1 6

5
.

5 6

0
.

2

0
.

9

0
.

22 {
7 `。

7 9 8 0

3
.

9

0
.

0 6

6 5
.

0

友中 K x为生物吸收系数 , P 为凋落物中元素含量 占灰分 元素总爪 的 %
;

5为上壤 中兀 素含量占灼烧土中元素含量的 %一

集的
,

即 z牡物吸收系数为 1 一 10 间的元素
,

如雨林的有 A l
:
0

3 、

K
:
O

、

N a :
O

、

P : 0
。 ;

季雨

林的丫J
`

A l
:
O

。 、

M
, , O

、

K
。
O

、

N a : O ;
常绿阔叶林 lyJ 有M g O

、

N a :
O

、

K
2
0 ; ( 3 )攫取的

,

即

卜物极坟 二流常 1 的元素
,

如雨林
、

季雨林的 5 10
2 、

F o Z
O

3 、

T OI
Z ; 常绿阔叶林的 5 10

: 、

F e :
O

。 、

1A
2
O

。 、 ’

r旧
: 。

按 生物吸收系数大小顺序排列
,

雨林的 为
:

M g O ) M
n O ) C a O少

P
Z
O

。 ) N a Z
O 二 A l

:
O

。
) K

Z
O > 51 0

:

>
’

if o
:

> F 。 :
O

。 ;
季雨林的为

:
C a O洛 M g O ) P

:
O

。
)

M n O ) A 12
O

3厂 K
:
0 ) N a Z

O > 5 10 : > T IO
:

> F e :
0

3 ;常绿 阔叶林的为
:
C a O )

,

P
:
O

。

) M n O

户 M g 。 ) 1又:
o

,

N a 2
0 )

·

1A
2
O

。
> 51 0

:

> ,13 0
:

> eF
:
O。 。

另外
,

从叶片中元素含量看
,

雨林
、

季雨林的5 10
: 、

C a O
、

M g O
、

N a 2
0 等含量较高

,

而常绿阔叶林M
n O

、

P
:
O

。

含 量较高 (表 1 )
。

2
.

凋落物的归还速率

凋落物足植物归还土壤物质的重要途径
。

季雨林
、

雨林等的凋落物元素归还 量 列 于 表

冷
。

由表
厂
l 可以看 出

,

元素年归还总量
,

季雨林的 ( 1 1 2 3公斤 /公顷 ) 〕
一

雨林的 ( 7 9 4公斤 /公

表 成 热 带
、

亚 热 带 森 林 凋 落 物 元 素 归 还 量

单位
:

公斤 /公顷
·

年

林 型 S : ( ) Z E e : O 3 A I , O
3 C a

O M g O T IO
:

M
n O K :

O N a :
O P :

O
o N 合计

季 l
、

IJ林 6 6 1
.

7 3
.

4 3 2
.

8 15 6
.

1 7 4
.

0 0
.

6 7
.

8 5 5
.

2 4
.

2 11
.

0 1 15
.

7 11 2 3

l名否 林 连3 1 5 搜
.

2 5 6
.

6 7 7
.

1 7 7
.

1 0
.

4 6
.

2 3 5
.

7 8
.

4 6 2 9 0
.

3 7 9 3
.

9

常绿阔 nt
」

滩仁 8 9
.

搜 3
.

5 1 4
.

0 5 5
.

3 2 1
.

5 0
.

4 1 1
.

4 3 3
.

4 2
.

2 9
,

5 64
.

3 3 0 4
.

8

顷 ) ) 常绿阔叶林的 ( 30 5公斤 / 公顷 )
。

由于各元素被植物吸收的量及在土壤中的含量不同
,

因

此各元素 (氧化物 )的归还量也不同
。

年归还量 > 50 公斤 /公顷的
,

季雨林的有 5 10
: 、

C a O
、

N
、

M g O
、

K
Z
O ; 雨林的有 5 10 : 、

N
、

C a O
、

M g O
、

A I
:
O

。 ;
常绿阔叶林的有 5 10

: 、

N
、

C a O等
。

年归还址 ) 10 公斤 /公顷的
,

季雨林的有 A l
:
O

。 、

P
:
O

。 ; 雨林的有 K
:
O ;
常绿阔叶林的有

K
:
O

、

M g O
、

川
2
0

: 、

M n O 等
。

其它元素 (氧化物 )年归还量 < 10 公斤 /公 顷
。

常绿阔叶林较

雨林
、

季雨林归还较多的 F e :
O

。 、

M n O和 P
:
O

。

等
。

按各元素的归还量大小顺序排列
,

季雨林

的为
:
5 10

:
乡
一
C a O 少 N 少 M g O > K

Z
O > A I

:
0

3

> P
:
O

。

> M n O > N a :
O > F e :

0
3

> T IO : ; 雨 林

的为
:

5 10
:
> N > C a o > M g O > A I : O

。
> K

:
O > N a Z

O > P : O
。
> M n o ) F e : 0

3

> T IO
: ; 常绿

阔叶林的为
:

51 0
:

_一

N C a O > K
Z
O > M g O > A I

:
0

3

> M
n O 少 P

Z
O

S

少 F e :
O 。少 N a :

O > f i O
Z

1 2



热带
、

亚热带森林对磷
、

氮表现出较强烈的富集作用
,

并以凋
一

落物的形式归还土壤
,

同

时由于地表径流小
,

分解释放出的矿质元素大部分返回土壤 〔g〕 。

对森林土壤发 育 和 林木生

长极为有利
,

因而成为森林土壤区别于其它土壤的重要标志之一
。

3
.

土壤的理化性质

( 1) 土壤的物理性质
:

我国热带
、

亚热带森林土壤每年有大量凋落物返回地表
,

由于分

解及凋落的季节性变化
,

地表总是覆盖 1一 3 。 m厚枯枝落叶层
,

因此
,

森林土壤结构较 好
。

容重较小
,

孔隙度较大
,

质地上砂下粘
,

土壤粘化现象一般发生在 30 一 50
C m以下土层

,

且粘

化程度较轻 ( 表 5 )
。

但不同林型间存在一定差异
,

季雨林较雨林的枯叶层薄
,

地面覆盖物一

般只 1一 2 c m厚
,

表土层较薄
,

一般只有 1 0c m ,

土壤容重大
,

孔隙度偏小
,

质地上砂下粘
,

土层中粘化现象和颗粒分异现象都较明显
。

常绿阔叶林枯叶层最薄
,

土体比较紧实
,

颗粒组

成分异不明显
,

在 3 0c m左右土层出现弱粘化层
。

雨林的降雨量大
,

降雨次数多
,

气温比季雨

林平均低 3 ℃左右
,

虽然凋落物较少
,

但分解较慢
,

因而积累较多
,

故容重小
,

孔隙度大
,

颗

粒组成分异不明显
。

表 5表 5 热 带
、

亚 热 带 森 林 迁 壤 的 物 理 性 质

采样深度 一 各级颗 粒含量 (m m
,

% ) 一 }
孔隙度

比 重
( e m ) 2一 0 2 0

.

2一 一 O

0
.

0 2 0

0 2一
00 2

< 0
.

0 0 2

质 地

(国际制 )

容 重

( g / e m 3 ) ( % )

土城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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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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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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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目只ùn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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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一 10

25一 3 0

5 3一 7 5

10 3一 12 0

23
.

5

2 2
.

5

19
.

4

2 6 5

3 0

2 6

3 2

3透

砂枯壤上

续粘 土

城粘 土

红壤

砂粘 集土 }

常绿阔叶林

(2 ) 土壤的养分状况
: 我国季雨林

、

雨林
、

常绿阔叶林下土壤 pH值一般在 5 左右
; 土

壤有机质含量较高
,

表层大于 2 纬
,

其中以常绿阔叶林的最高
,

为 3
.

9 % , 氮
、

钾含量较丰

富 ; 磷素缺乏
,

特别是缺乏速效磷
,

含量 < SP p m ,
,

阳离子代换量季雨林的 < sc m ol / kg 土
,

常

绿阔叶林下的土壤较高
,

表层达 13 c m ol / k g土 (表 6 )
。

季雨林下土壤虽然有大量凋落物
,

且

分解速率快
,

但分解释放出的元素随水下渗量大 ,常绿阔叶林下凋落物量少
,

分解速率较慢
,

但土壤渗漏水量约为季雨林下的一半
,

且渗漏速率慢
,

养分元素滞溜而被土壤颗粒吸附
,

因

而养分状况较优一些
。

4
.

土壤的元素迁移特征

我国热带
、

亚热带森林上壤元素迁移的基本特点是脱盐基
,
几

F e : O卜 A l: 0 : 相对富集 (表

7 )
。

根据元素迁移系数 ( T )
,

可将迁移元素分为 3 组
;
易迁移元素 ( N 气。

、

C
a O

、

K Z
O ) ,

筑



热 带
、

子鱿离换阳代

表 6

采
_

卜深 度

( e rn )

亚 热 带 森 林 土 壤 的 化 学 质

I )壬 I

( I于 z ( ) )

有机质

9石 )

全 磷
( P Z O S )

( % )

补 氮

( % )

全钾 水解氮 速效磷

K
Z O ) ( P Z O S )

( % ) ( n l g / 1 0 0 9 ) ( p P m )

速 欢钾
( K Z ( ) )

( p户 m )
( e : n o l /
k g二 l几 )

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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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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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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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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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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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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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

几
.

0 污

3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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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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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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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3
.

3 1

2
.

3 1

9 5
.

8

6 7
.

飞

吕6
.

2

10
.

5

7 1
.

9

67
_

1

2561

0
.

0 14

0
.

0 1 3

0
.

0 12

ù匀nJ六J八O
, LnJ

462756

……
n乙1
魂tCJ,工n.

068
UJ1886n.11

..

.

.. .一...-

亡JJ八`

d51ó。
.任4A5工a

0 一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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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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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一 7 6 0
.

7 0

0
.

0 7 7

0
.

0 43

0
.

0 80

0
.

0 6 1

0
.

1 5 1

0 0 69

0
.

0 3 4

0
_

0 2 7

2
,

7 9

2
.

7 3

2
.

4 3

2 65

2
,

7 6

1 7 6

痕迹

0
.

1

1 3
.

4

1 1
.

4

1 1
.

4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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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地点林型

吊 罗 山

季 雨 林

热 带
、

亚 热 带 森 林 土 壤 的 元 素 迁 移 量

( 19 8 5一 1 6 8 6年 )

项 日 5 10 : F e : 0 5 A I :
0

5 C a o M g o T i 0
2

M
n O K

Z
O N a : 0 P Z O S

0。nrJ
招

.
立下`
-

.
`

八h

nUOō们土壤 ( % )

母岩 ( % )

T * ( % )

迁移 序列

60
.

9 2
.

9 4 2 5
.

4 0
.

1 3 0
.

2 3 0
.

3 0 0
.

0 4 0
.

3 4 0
.

2 0

7 3
.

2 1
.

5 8 1 5 3 3 1
.

5 9 0
.

3 9 0
.

1 7 0
.

0 5 3
.

5 2 3
.

30

5 0
.

0 一 12
.

1 0 9 5
.

1 6 4
.

4 一 6
.

3 4 5 1
.

8 94
.

2 9 6
.

4

N
a Z

O ) C a
O ) K

Z O > P : O 。
) M g O > M

n
O > 5 10 2 ) A I: 0 3

>
’

r 主0 2
> F e :

0
3

吊 罗 山

雨 林

土壤 ( % )

母 岩 ( % )

T * ( % )

迁 移序列

南昌梅岭

常绿阔叶林

土壤 ( % )

母岩 ( % )

T * ( % )

迁 移序列

6 1
.

0 3
.

0 0 2 2
.

3 0
.

连3 0
.

4 0 0
.

4 4 0 0 2 0
.

7 2 0
,

0 9 0
.

0 6

6 7
.

2 魂
.

9 0 15
.

心 3 4 3 1
.

8 5 0
.

6 4 0
.

0 3 2
.

4 1 3
.

0 Q 0
.

3 6

3 9
.

0 5 8
.

8 0 9 1
.

6 8 5
.

5 `3
.

8 8 0
.

0 7 9
.

9 9 8 8 名9
.

0

N a : O ) C a O ) P :
O

。
) M g O ) K :

0 ) M
ll
O ) F e :

0
3
> T IO :

> 5 10
2
> A I : 0 3

5 9
.

9 7
.

5 8 1 9
.

9 0
.

0 9 1
.

5 2 0
.

8 5 0
.

0 8 2
.

7 0 0
.

3 9 0
.

0 3

6 5
.

7 6
.

5 5 1 6
.

3 1
.

0 3 1
.

7 0 0
.

C 9 0
.

1 0 3
.

4 0 1
.

8 6 0
.

0 1

2 5
.

5 5
.

5 0 0 9 2
.

6 2 7
.

0 一 0
.

6 0 3 8
.

0 3 5
.

2 8 2
.

9 一 6 3
.

3

C a
O ) N a : O > M n o ) K :

0 ) 5 10
: ) M g O ) F e :

0
3 > A I Z

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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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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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热状况对元素迁移产生不 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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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富集 , 雨林的大多属可迁移元素
;
常绿阔叶林的大多属邪迁移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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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森林凋落物是森林与土壤间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换 的 主 要 环 节 之 一
,

其 凋

落物量的大小
、

元素组成
、

分解速率及其元素富集对土壤理化性质
、

土壤发育均产生极大影

响
。

但不同林型
、

不 同水热条件各有其特点
。

总的来说
,

森林凋落物对现代成土进程的影响

以季雨林最大
,

雨林次之
,

常绿阔叶林最小
。

这些森林土壤是在富铝化作用基础上受现代生

物富集作用共同形成的一种地带性土壤
, 生物与土壤间强烈的物质与能量交换使这类土壤得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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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现代土壤形成过程的特点〔 10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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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土壤圈中重金属元素 H g
、

C d
、

P b
、

Z n 、

C u 、

A s
在土壤中的空间

分布
、

迁移
、

转化与生态效应 ; 土壤圈与大气交换中
,

土壤痕量气体 C H . 、

C O : 、

N
:
O

、

O
。

等

的通量及其对温室效应的影响 ;

第四
,

土壤圈物质循环与土壤全球变化的关系
。

研究在自然与人为条件下
,

土壤圈内各

土壤类型历史的和现代的物理的
、

化学的
、

生物的过程
,

以及有关性质的变化和速度
,

从而

对土壤圈的未来变化进行预测
,

同时通过对土壤酸化
、

沙化
、

沼泽化
、

盐渍化
、

铁质化
、

贫

瘩化等土壤退化现象的研究及其防治
,

可以对全国以及全球性的土壤退化进行评价
。

根据上述的发展方向
,

并结合我国国情
,

近期内可着重突出下列研究内容
:

1
.

土壤圈中 C
、

N
、

S
、

P循环研究
,

其 中又着重土壤氮素的损失
、

生物固氮及内循 环
;

2
.

重金属元素在土壤中的形态
、

转化及其生态效应
;

3
.

土壤水平衡与溶质移动
;

4
.

土壤胶体表面特性与物质迁移
、

转化的关系
;

5
.

土壤圈物质循环对生态环境
、

资源利用及土壤全球变化的影响
。

总之
,

研究土壤圈物质循环是土壤学新的发展方向
,

它必将在推动土壤学的发展中起重

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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