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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贵州高原型喀斯特次生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对象，对其生态系统各组分碳( C) 、氮( N) 、磷( P) 生态化学计量特征

进行了研究，并全面估算了其生态系统 C、N、P 储量。结果表明，N、P 含量在各树种和各器官( 干、皮、枝、叶) 之间表现出较大的

变异，而 C 含量在各树种和各器官之间变异较小。C /N 和 C /P 表现为叶片最高，树干( 乔木) /枝干( 灌木) 最低，N/P 在各器官

间差异不显著( P＞0．05) 。凋落物和木质残体的 N/P 显著( P＜0．01) 高于植物活体。土壤 C、N、P 含量均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降

低，最表层( 0—10 cm) 土壤的 C、N、P 含量及 N/P 显著( P＜0．05) 高于深层土壤; C /N 和 C /P 在各土层间差异不显著( P＞0．05) 。

高原型喀斯特次生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的生态系统 C、N、P 储量分别为 172．42 Mg /hm2、5．24 Mg /hm2和 1．19 Mg /hm2。大部分

森林 C( 54．69%) 、N( 84．46%) 、P( 97．26%) 存储于土壤中。与非喀斯特森林相比，喀斯特森林植物叶片 N、P 含量低，土壤 C 含

量高，生态系统 C、N、P 储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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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bon ( C) ，nitrogen ( N) and phosphorus ( P) stoichiometry characteristics and storages of all components in a

secondary plateau-surface karst evergreen and deciduous broad-leaved mixed forest in central Guizhou Province，

southwestern China，are analyzed and estimated． Ｒesults show N and P concentrations vary greatly among species and

organs． C /N and C /P are highest in leaf and lowest in stem． N /P shows no significant ( P＞0．05) differences among organs．
Litter and woody debris present significantly ( P＜0．01) higher N /P than live vegetation． Soil C，N and P concentrations

decrease with increasing soil depth． Soil C，N and P concentrations and N /P in the first top layer ( 0—10 cm ) are

significantly ( P＜0．05) higher than those in deeper soils． C /N and C /P show no significant ( P＞0．05) differences among

soil layers． C，N and P storages of the entire forest are 172．42，5．24 and 1．19 Mg /hm2，respectively． Most C ( 54．69%) ，

N ( 84．46%) and P ( 97．26%) are stored in soils． Compared with nonkarst forests，the karst forest presents lower leaf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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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 concentrations，higher soil C concentration and lower C，N and P storages．

Key Words: C ∶N ∶P stoichiometry; C cycle; karst forest; vegetation restoration; southwestern China

生态化学计量学是在化学计量学的基础上，结合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分析生态相互作用过程中多种化学

物质平衡的一门科学，对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养分限制等生态过程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是研究碳

( C) 、氮( N) 、磷( P) 等元素在这些生态过程中耦合关系的有利工具［1-6］。自把生态化学计量学运用到生态学

研究以来，国内外就植被生态系统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及其分布格局开展了大量研究［3，5，7-10］。

喀斯特是由地下水和地表水对碳酸盐类岩石( 白云岩和石灰岩等) 的溶蚀和改造作用而形成的具有特殊

结构和功能的地貌，生态敏感度高、环境容纳量低和稳定性差［11］。其中，以贵州、广西和云南为中心的我国西

南喀斯特地区是世界三大喀斯特地貌集中分布区之一，面积较大且代表性强。研究表明，在我国西南喀斯特

地区开展植物和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研究，对深入了解喀斯特植被生态系统的养分循环、植物生长演替、适应策

略，植被恢复与重建以及对石漠化生态系统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12-14］。一方面，喀斯特地区土壤元素含量与

非喀斯特地区具有相同的特征，如随着植被正向演替，表层土壤的有机 C、全 N 和全 P 含量显著增加［15-16］; N /
P 显著升高，而 C /N 和 C /P 显著下降［17］。另一方面，喀斯特作为特殊的生态系统，其植物和土壤元素含量又

表现出其独特的特征，如同一喀斯特生态系统中，无石漠化环境的土壤 C、N 含量显著高于石漠化环境土

壤［14］; 喀斯特地区绝大部分植物属于 P 制约型植物［18］，而黔中喀斯特地区植物主要受 N 的限制［13，19-20］。可

见，喀斯特植物的生长可能会同时受到 N、P 元素的制约。然而，大多数喀斯特地区生态化学计量研究仅涉及

植物叶片、凋落物和土壤［21］，植物其他组分( 如木本植物的干、皮、枝、根) 的研究非常少见［13］，亦没有关于木

质残体的研究。受制于喀斯特植被生物量估算研究的困难性，喀斯特植被 N、P 储量的研究尚未见报道，且 C

储量的研究较少［22-23］。而且，前人进行喀斯特植被 C 储量研究时所设置的样地面积较小( 通常为 400—900
m2) ，在生境高度异质的喀斯特地区，其研究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喀斯特植被各组分生态化学计

量的全面研究，以及基于大样地的喀斯特植被 C、N、P 储量的全面估算非常必要且紧迫。
本研究以云贵高原面上喀斯特次生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研究对象，测定和分析了森林所有组分( 乔木

树干、树枝、树皮和树叶，灌木枝干、枝皮和叶片，草本地上部分，植物根系，凋落物和木质残体以及土壤) 的 C、
N、P 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生物量估算研究［24］，全面估算了生态系统 C、N、P 储量。本研究

可为喀斯特地区植被恢复与重建以及区域碳循环研究提供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天龙山( 105°45'50″ E，26°14'45″ N，1550 m) 地处我国西南贵州省普定县，是普定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

究站所属的后寨河流域的代表性山体，属典型的高原型喀斯特地貌。根据普定县气象站 1961—2013 年的观

测数据，该地区年平均温度 15．2 ℃，最热月 7 月的平均温度为 23．0 ℃，最冷月 1 月的平均温度为 5．2 ℃，极端

高温和极端低温分别为 34．7 ℃ ( 2005 年 5 月 16 日) 和－11．1 ℃ ( 1977 年 2 月 9 日) ;≥5 ℃积温为 3743 ℃ ; 多

年平均降水量为 1341 mm，降水的年内分配不均匀，超过 70%的降水量集中在 5 月至 9 月期间; 年平均日照时

数仅 1189 h，日照百分率仅为 26．3%。

天龙山永久监测样地面积为 2 hm2( 200 m×100 m，水平投影面积) ，坡向为南坡，平均坡度为 31°，局部坡

度可高达 80°。平均石灰岩岩石裸露率为 44．7%，局部坡度可高达 98%。土壤多为棕色石灰土，土层较薄，平

均厚度为 44．8 cm，但土壤养分丰富。植被类型为保存较好的次生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处于演替的次顶极阶

段。乔木冠层高度 6—10 m，盖度 73．1%，胸径( DBH) ≥1 cm 植株的平均 DBH 为 5．4 cm。生物量前 10 位的

优势树种包括窄叶石栎( Lithocarpus confinis) 、化香树( Platycarya strobilacea) 、云南鼠刺( Itea yunnanensis)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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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润楠 ( Machilus cavaleriei ) 、云 贵 鹅 耳 枥 ( Carpinus pubescens ) 、短 萼 海 桐 ( Pittosporum brevicalyx ) 、猫 乳

( Ｒhamnella franguloides) 、朴树( Celtis sinensis) 、香叶树( Lindera communis) 和白蜡树( Fraxinus chinensis) ［18］。

林下植被盖度约 30%，其中灌木生物量前 3 位的优势物种为刺异叶花椒( Zanthoxylum dimorphophyllum) 、倒卵

叶旌节花( Stachyurus obovatus) 和异叶鼠李( Ｒhamnus heterophylla) ; 优势草本植物包括多种苔草( Carex) 、矛叶

荩草( Arthraxon lanceolatus) 和单芽狗脊蕨( Woodwardia unigemmata) 等［24］。
1．2 林分调查与生物量全面估算

根据生物多样性森林永久监测样地建设的技术规范，对天龙山样地进行了全面调查。将 2 hm2大样地划

分为 200 个 10 m×10 m 的样方，记录每个样方的坡度、坡向、岩石裸露率和植被盖度等小生境信息，然后对每

个样方内 DBH≥1 cm 的木本植物进行标记、挂牌和定位，并记录其种名、胸径、高度( 长度) 和冠幅信息。在

大样地内随机选取 10 个 10 m×10 m 的样方，调查样方内乔木幼苗、灌木和藤本植物( DBH＜1 cm) 的种名、高
度( 长度) 、基径与盖度和草本植物的种名、高度与盖度。

我们利用生物量方程、样方收获、土柱挖掘和数据引用等方法对天龙山样地的生物量进行了全面估算，其

中乔木地上生物量为 134．61 Mg /hm2，灌木和藤本地上生物量为 2．72 Mg /hm2，草本地上生物量为 0．36 Mg /
hm2，植被根系生物量为 20． 27 Mg /hm2，凋落物死生物量为 8． 6 Mg /hm2，木质残体死生物量为 8． 96 Mg /
hm2［18］。根据普定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赵家田砍伐样地数据( 未发表) ，乔木树干、树枝、树皮和树叶

分别占其地上生物量的 50．95%、33．87%、9．43%和 5．75%; 灌木( 含藤本) 枝干、枝皮和叶片分别占其地上生物

量的 66．24%、12．26%和 21．50%。我们利用以上生物量比例计算每一株木本植物各器官的生物量。
1．3 样品采集与元素测定

样地内的 10 个优势乔木树种和 3 个优势灌木物种( 见研究区概况) ，每个物种选取 5 株不同 DBH 或基径

的健康植株。乔木树干利用瑞典产 Haglof 生长锥在树木胸径位置钻取; 乔木树枝和灌木枝干利用枝剪剪取;

乔木和灌木的皮用小刀刮取; 乔木和灌木叶片利用高枝剪和枝剪获取; 草本地上部分利用镰刀沿地面割取

( 10 个 1m×1 m 小样方) 。获取根系生物量的根系样品用于根系 C、N、P 元素的测定。在样地内随机选取 10
份凋落物样品和 10 份木质残体样品用于元素测定。在样地的上部、中部和下部分别挖掘 3 个土柱( 共 9 个) ，

根据样地土壤平均深度，每个土柱内土壤样品按 0—10 cm、10—20 cm、20—30 cm 和＞30 cm 采集，挑除样品内

的石砾、植物根系和土壤动物等。同时，利用土壤容重测定采样器( 200 cm3 ) 测得各层次土壤的容重。

将所有的植物和土壤样品烘干、粉碎并利用 0．25 mm 的过滤筛过滤。植物样品全 C 和全 N 利用元素分

析仪测定，全 P 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测定。土壤有机 C 利用重铬酸钾氧化-外加热法测定，全 N
利用元素分析仪测定，全 P 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测定。
1．4 生态系统 C、N、P 储量的计算

每一株木本植物地上部分的 C、N、P 储量用其各器官( 干、皮、枝、叶) 的生物量乘以各自元素含量( 非优

势物种元素含量为 10 个优势树种或 3 个灌木优势物种含量的平均值) 。草本地上部分、植物根系、凋落物和

木质残体用元素含量乘以各自生物量。各层土壤 C、N、P 储量利用土壤覆盖率( 55．3%) 、土壤容重、土壤厚

度、土壤中石砾含量和土壤元素含量计算得到。
1．5 数据分析

所有的统计分析均使用 SPSS 19．0 进行。显著性水平为 0．05 /0．01。

2 结果与分析

2．1 喀斯特森林各组分 C、N、P 生态化学计量特征

10 个优势乔木 C 含量在各器官的差异较小，仅树干显著( P＜0．05) 高于树皮，具体表现为树干＞树枝＞树

叶＞树皮( 表 1) 。N 含量和 P 含量在各器官差异较大且规律一致，均表现为树叶＞树皮＞树枝＞树干，树叶 N、P
含量显著( P＜0．01) 高于其他器官，树皮和树枝又显著( P＜0．01) 高于树干( 表 1) 。因此，C /N 和 C /P 表现为

8068 生 态 学 报 39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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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显著( P＜0．01) 高于其他器官，树枝和树皮显著( P＜0．01) 高于树叶; 而 N /P 在各器官间差异不显著( P＞
0．05) 。N 含量在各树种间的差异最大，化香树树干的 N 含量是香叶树的 4．58 倍; 朴树的树皮 N 含量是白蜡

树的 4．19 倍。其次是 P 含量，香叶树的树皮 P 含量是白蜡树的 2．97 倍。C 含量在各树种间差异较小( 表 1) 。

表 1 优势乔木树种各器官 C、N、P 含量 / ( g /kg)

Table 1 C，N and P concentrations / ( g /kg) in stem，branch，bark and leaf of dominant tree species

树种
Species

C 含量 C concentration N 含量 N concentration P 含量 P concentration

树干
Stem

树枝
Branch

树皮
Bark

树叶
Leaf

树干
Stem

树枝
Branch

树皮
Bark

树叶
Leaf

树干
Stem

树枝
Branch

树皮
Bark

树叶
Leaf

安顺润楠
M． cavaleriei

450．63±13．22 468．03±9．71 455．90±7．74 481．17±7．38 1．28±0．33 4．23±0．64 4．10±0．76 11．00±0．89 0．05±1．12 0．19±0．02 0．26±0．07 0．53±0．10

白蜡树
F． chinensis

454．01±2．64 451．83±6．06 445．62±4．11 435．11±12．34 1．10±0．18 3．20±0．46 2．62±0．29 16．10±1．03 0．06±0．02 0．12±0．03 0．12±0．04 0．66±0．07

短萼海桐
P． brevicalyx

453．50±3．05 428．20±5．92 421．19±9，84 434．59±8．31 1．56±0．54 4．60±1．25 4．34±0．51 15．51±1．86 0．07±0．02 0．17±0．05 0．26±0．02 0．77±0．12

化香树
P． strobilacea

445．84±7．96 438．82±10．41 394．40±8．12 421．37±12．35 2．97±1．21 5．28±0．56 4．59±0．51 17．59±1．09 0．12±0．06 0．22±0．10 0．22±0．05 0．68±0．07

猫乳
Ｒ． franguloides

450．47±36．20 426．63±12．35 407．39±9．35 417．66±16．23 0．75±0．10 5．49±1．35 7．27±1．01 24．09±3．00 0．12±0．14 0．23±0．08 0．23±0．19 0．97±0．05

朴树
C． sinensis

445．81±7．17 416．00±5．81 382．29±2．52 354．81±8．39 1．80±0．37 5．86±0．13 10．98±1．40 16．53±1．10 0．06±0．00 0．15±0．01 0．24±0．02 0．54±0．06

香叶树
L． communis

452．57±1．17 466．88±10．17 489．28±21．51 450．81±19．61 0．65±0．19 4．46±0．97 5．86±0．85 18．79±1．56 0．06±0．01 0．25±0．07 0．34±0．06 0．79±0．05

云贵鹅耳枥
C． pubescens

449．32±15．33 447．13±5．98 412．42±10．10 412．36±31．00 1．40±0．98 4．92±0．92 6．59±0．56 15．19±1．28 0．10±0．02 0．24±0．05 0．27±0．01 0．65±0．04

云南鼠刺
I． yunnanensis

453．43±3．10 455．90±7．20 385．34±26．54 443．53±7．71 1．36±0．14 4．96±1．36 4．80±1．00 13．84±2．35 0．08±0．00 0．32±0．08 0．27±0．03 0．63±0．10

窄叶石栎
L． confinis

459．03±4．51 464．54±3．78 457．64±17．48 462．07±9．16 1．42±0．30 4．44±1．31 4．15±0．49 12．77±1．78 0．05±0．01 0．19±0．07 0．17±0．03 0．51±0．16

平均 Average 451．46 446．40 425．15 431．35 1．43 4．75 5．53 16．14 0．08 0．21 0．24 0．67

标准误
Standard error

3．78 17．44 33．75 32．38 0．61 0．71 2．22 3．42 0．02 0．05 0．06 0．14

变异系数
CV/%

0．84 3．91 7．94 7．51 42．76 14．92 40．10 21．17 31．43 26．22 24．40 20．08

灌木地上各器官 C 含量表现为枝干＞枝皮＞叶片，枝干显著( P＜0．01) 高于枝皮和叶片。而 N 含量和 P 含

量在这些器官中的排序正好相反，表现为叶片＞枝皮＞枝干，叶片的 N、P 含量显著( P＜0．01) 高于枝皮，后者又

显著( P＜0．01) 高于枝干。C /N 和 C /P 表现为枝干显著( P＜0．01) 高于枝皮和叶片。而 N /P 在各器官间差异

不显著( P＞0．05) 。草本地上部分 C 含量与乔木和灌木叶片接近，N 含量略低于乔木和灌木叶片，而 P 含量略

高于乔木和灌木叶片( 表 2) 。与地上部分相比，植物根系的 C 含量较低，N、P 含量及 C /N、C /P、N /P 与乔木

树皮与树枝接近( 表 2) 。凋落物和木质残体的 C 含量较高，与乔木树干和灌木枝干接近，而 N、P 含量处于中

间水平( 表 2) ; 凋落物和木质残体的 N /P 显著( P＜0．01) 高于植物活体。土壤 C、N、P 含量均随土壤深度的增

加而降低，最表层( 0—10 cm) 土壤的 C、N、P 含量和 N /P 显著( P＜0．05) 高于深层土壤( 表 2) ; C /N 和 C /P 在

各土层间差异不显著( P＞0．05) 。
2．2 喀斯特森林 C、N、P 储量

植物地上部分 C、N、P 储量分别为 61．96 Mg /hm2、0．54 Mg /hm2和 0．024 Mg /hm2。其中乔木的 C、N、P 储

量分别为 60． 58 Mg /hm2 ( 占植物地上部分 C 储量的 97． 77%) 、0． 52 Mg /hm2 ( 96． 08%) 和 0． 023 Mg /hm2

( 95．82%) ，显著高于林下植物的 C( 1．38 Mg /hm2 ) 、N( 0．021 Mg /hm2 ) 和 P ( 0．001 Mg /hm2 ) 储量。植物根系

C、N、P 储量较低，分别占植物 C、N、P 储量的 11．56%、15．58%和 16．53%。凋落物和木质残体的 C、N、P 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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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8．06 Mg /hm2、0．18 Mg /hm2和 0．004 Mg /hm2。森林土壤 C、N、P 储量分别为 94．30 Mg /hm2、4．42 Mg /

hm2和 1．16 Mg /hm2。大约 60%的土壤 C( 53．96 Mg /hm2 ) 、P ( 0．69 Mg /hm2 ) 储量和超过 70%的土壤 N 储量

( 3．18 Mg /hm2 ) 存储在 0—20 cm 土层中( 表 3) 。

表 2 植物各组分、凋落物、木质残体和土壤 C、N、P 含量( g /kg) 及生态化学计量特征

Table 2 C，N and P concentrations ( g /kg) and stoichiometry characteristics in live vegetation，litter，woody debris and soils

组分
Compartments

C 含量
C concentration

N 含量
N concentration

P 含量
P concentration

C /N C /P N /P

乔木 Tree

树干 Stem 451．46±3．78 1．43±0．61 0．08±0．02 316．12 5747．64 18．18

树皮 Bark 425．15±33．75 5．53±2．22 0．24±0．06 76．89 1777．99 23．13

树枝 Branch 446．40±17．44 4．75±0．71 0．21±0．05 94．07 2150．69 22．86

树叶 Leaf 431．35±32．38 16．14±3．42 0．67±0．14 26．72 640．19 23．96

灌木 Shrub

枝干 Wood 463．38±7．41 2．23±0．62 0．12±0．04 207．65 3779．54 18．20

枝皮 Bark 435．24±6．21 9．32±2．30 0．39±0．11 46．71 1107．69 23．71

叶片 Leaf 423．78±24．91 15．99±4．72 0．66±0．12 26．51 646．91 24．40

草本 Herb 434．20±21．05 12．81±2．78 0．71±0．08 33．89 613．24 18．10

植物根系 Vegetation root 399．0±22．4 4．9±1．4 0．23±0．05 81．53 1729．62 21．22

凋落物 Litter 458．67±9．52 11．81±4．23 0．29±0．12 38．85 1563．08 40．23

木质残体 Woody debris 456．90±8．58 8．33±0．70 0．20±0．05 54．88 2280．52 41．56

土壤 Soil

0—10 cm 68．99±21．07 4．96±0．78 0．93±0．30 13．90 74．33 5．35

10—20 cm 53．70±19．52 2．31±1．03 0．65±0．28 23．20 82．78 3．57

20—30 cm 47．88±29．11 1．52±1．06 0．44±0．13 31．51 107．88 3．42

30—44．8 cm 27．08±14．02 0．81±0．59 0．39±0．23 33．33 69．28 2．08

表 3 植物、凋落物、木质残体和土壤 C、N、P 储量

Table 3 C，N and P storages in live vegetation，litter，necromass and soils

组分 Compartments
C 储量

C storage / ( Mg /hm2 )

N 储量
N storage / ( kg /hm2 )

P 储量
P storage / ( kg /hm2 )

乔木 Tree 60．58 517．00 22．66

灌木 Shrub 1．23 16．49 0．74

草本 Herb 0．16 4．59 0．25

植物根系 Vegetation root 8．10 99．34 4．68

凋落物 Litter 3．94 101．50 2．52

木质残体 Woody debris 4．11 74．93 1．80

土壤 Soil

0—10 cm 29．64 2131．22 339．60

10—20 cm 24．32 1046．22 294．39

20—30 cm 21．87 694．30 200．98

30—44．8 cm 18．47 552．23 265．89

高原型喀斯特次生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的生态系统 C、N、P 储量分别为 172．42 Mg /hm2、5．24 Mg /hm2和

1．19 Mg /hm2。大部分森林 C ( 54．69%) 、N ( 84．46%) 、P ( 97．26%) 存储于土壤中。植物 C ( 70．06 Mg /hm2，

40．63%) 、N( 0．64 Mg /hm2，12．17%) 、P( 0．028 Mg /hm2，2．37%) 储量较小。凋落物和木质残体 C、N、P 储量则

更小，二者 C、N、P 储量之和仅占总生态系统 C、N、P 储量的 4．67%、3．37%和 0．36%( 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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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喀斯特植被 C、N、P 生态化学计量特征与储量研究不确定性分析

本研究首次全面研究了贵州高原型喀斯特次生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各组分 C、N、P 含量及其生态化学计

量特征，并在生物量全面估算的基础上，估算了该喀斯特森林的 C、N、P 储量。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之处:

同一物种不同个体相同器官( 种内变异) 以及不同土柱相同土层内土壤 C、N、P 含量差异较大，例如，同

一土层的土壤 N 含量最大可相差 56 倍。因此，未来有必要开展更多植物与土壤( 尤其是后者) 样品采集与测

定工作，才能保证生境高度异质的喀斯特植被 C、N、P 含量及其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准确性。
植物各器官 C、N、P 含量及生物量各异，例如乔木树叶的 N、P 含量最高，而其生物量比重最小; 树干 N、P

含量最低，而生物量比重最大。因此，非常有必要精确估算植物各器官的生物量。利用当地已有的生物量方

程仅能计算得到各植株地上总生物量［24］，本研究利用的乔木和灌木各器官生物量比例，是同一流域内林龄及

生境相似的喀斯特森林所有乔木或灌木的总的比例，并未得到各物种各器官的生物量比例，而各物种甚至各

植株各器官的生物量比例均存在差异。因此，虽然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可以较准确地估算喀斯特植被的 C、
N、P 储量，但基于一个总的生物量比例来计算所有物种各器官的生物量，从而估算整个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

C、N、P 储量的方法还是存在一定误差。由于当地植被已被当地政府保护，不能进一步砍伐标准木，确定各物

种干、皮、枝、叶在整个植株中所占的生物量比例，以及构建各物种各器官的生物量方程，仍需寻找各器官生物

量精确估算的新途径。
本研究在估算土壤 C、N、P 储量时，所利用的土壤深度是为 25 个土柱的平均深度。而各土柱土壤深度同

样差异较大，最深的可达 123 cm，最浅的仅为 10 cm。土壤 C、N、P 储量在整个森林生态系统中所占比例最大

( 表 3) ，相对准确的土壤平均深度是土壤乃至整个生态系统 C、N、P 储量估算的保障。因此，挖掘更多的土柱

以更加准确地确定土壤深度，是未来喀斯特生态系统 C、N、P 储量估算的必要工作。
3．2 喀斯特植被 C、N、P 生态化学计量特征与储量研究与全国及全球研究比较

高原型喀斯特植物叶片 C 含量在 423．78—434．20 g /kg 之间，低于全球陆生植物叶片平均 C 含量( 464 g /
kg) ［3］，同时也处于我国植物叶片 C 含量范围( 423．8—530．2 g /kg) 的较低水平［8-10，13，20－ 21，25-28］。但总体来看，

喀斯特森林植物叶片 C 含量( 423．8—530．2 g /kg) ［13，20-21，27-28］与非喀斯特植物叶片 C 含量( 450．0—470．3 g /
kg) ［8-10，25-26］并没有表现出显著( P＞0．05) 差异，但前者变异程度高于后者，也反映喀斯特生境高度异质的特

点。高原型喀斯特植物叶片 N 含量在 12．81—16．14 g /kg 之间，与其他喀斯特植物叶片 N 含量研究结果一致

( 7．71—17．28 g /kg) ［13，20，27-28］，普遍表现出喀斯特植物叶片 N 含量显著( P＜0．05) 低于我国陆地植物叶片平均

值( 18．6 g /kg) ［29］和全球植物叶片平均值( 20．09 g /kg) ［30］。高原型喀斯特植物叶片 P 含量在 0．66—0．71 g /kg

之间，与其他喀斯特植物叶片 P 含量研究结果一致，均显著( P＜0．05) 低于全球尺度的平均值( 1．77 g /kg) ［30］;

但与我国陆地植物叶片平均值( 1．21 g /kg) ［29］差异并不显著( P＞0．05) ，反映出我国植物叶片 P 含量与全球尺

度相比显著偏低的特点［31］。N 和 P 对生物的生长、发育和行为起重要作用，植物的最适生长需要一定值的

N /P，当植物叶片 N /P＜14 时，植物生长表现为受 N 限制; 当 N /P＞16 时，表现为受 P 限制; 当 14＜N /P＜16 时，

则同时受 N、P 限制或二者均不缺少［32］。高原型喀斯特植物叶片 N /P 在 18．10—24．40 之间，高于我国陆地植

物叶片平均 N /P( 14．4) ［29］和全球植物叶片平均 N /P( 13．8) ［30］，植物生长受到 P 的限制。

与其他喀斯特森林土壤研究结果一致，高原型喀斯特森林土壤 C 含量显著( P＜0．05) 高于非喀斯特森林，

但二者 N、P 含量差异并不显著［10，21，27，33］，导致喀斯特森林土壤 C /N 和 C /P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C /N: 11．9;

C /P : 61) ，而 N /P 与全国平均水平( 5．2) 接近［34］。

尽管喀斯特森林土壤 C 含量较高，但受制于喀斯特森林土壤浅薄、土壤总量较低，其 C 储量依然低于非

喀斯特森林土壤，而 N、P 储量则更是远低于非喀斯特森林土壤［35-36］。加之喀斯特森林植物生物量与碳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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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24］，喀斯特森林表现为低 C、N、P 储量森林［24，35-36］。
3．3 对喀斯特地区植被恢复和碳循环的启示

喀斯特植被生态系统是一种脆弱的生态系统，一经人为干扰与破坏，极易发生逆行演替，甚至导致石漠化

的发生［37］。在我国西南地区，喀斯特原生林，甚至是喀斯特次生林，仅零星分布于一些自然保护区或偏远山

区。而石漠化重灾区面积约占该区国土面积的 22%; 另外，荒草地、藤刺灌丛和灌木林地等退化植被面积超

过该区总植被面积的 30%［38］，直接导致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植被涵养水源、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C 固存等功能

较弱。因此，喀斯特地区植被恢复工作迫在眉睫。
植物和土壤 N、P 含量及 C /N、C /P 是限制植物生长及固 C 潜力的重要因素［30，39-40］。本研究结果表明，高

原型喀斯特次生林植物叶片和土壤 N、P 含量较低，C /N 与 C /P 高于我国和全球平均水平，喀斯特地区 N、P
元素匮乏。有学者对我国西南非喀斯特林地进行人为施加 N 肥干扰，发现可增加植物叶片和土壤中的 C 含

量［41］; 另外，也有学者对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退化草地进行人为施加 N、P 和钾肥的尝试，发现植物的生物量

可大幅增加［42］。因此，在进行喀斯特破坏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时，可借鉴此法，适当施加 N 肥和 P 肥，从

而促进喀斯特地区植物生长，并达到喀斯特植物与土壤增汇的目的。
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碳库，其碳储量占陆地总碳储量的 30%—50%［43-46］。喀斯特森林植物与土壤 C 储

量虽低于同气候带的非喀斯特森林，但远高于荒草地、藤刺灌丛和灌木等退化植被［22，24，47］。Liu 等［23］在后寨

河流域的研究表明，如若流域内退化植被可以恢复成顶极森林，流域地上生物量碳库在 50—100 年后可增加

92．5%，在 140—200 年后可增加 4．4 倍。全球喀斯特地貌面积高达 2200 万 km2，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4．8%［37］。
因此，喀斯特地区潜在碳汇能力巨大，增加喀斯特地区碳汇对维持全球碳平衡及缓解温室效应带来的全球气

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4 结论

我国西南喀斯特植被 C、N、P 生态化学计量特征与储量研究数据匮乏，研究结果不确定性大。本研究全

面分析了贵州高原型喀斯特次生林所有组分的 C、N、P 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并结合大样地生物量估算数据全

面估算了该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 C、N、P 储量。得到喀斯特森林植物叶片 N、P 含量低，土壤 C 含量高，生态

系统 C、N、P 储量低的结论。研究可为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功能恢复与 C、N、P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提供基础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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