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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年生杉木幼林凋落物数量与月动态 
史振华 ，何宗明h，谢建闽 ，范少辉 ，卢镜铭 

(1．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福建 福州350002；2．福建省南平市气象局，福建 南平353000；3．国际竹藤网络 

中心，北京100102；4．福建省南平峡阳国有林场，福建 南平353005) 

摘要i对福建南平峡阳国有林场1997年营造的杉木幼林凋落物的数量、组成及其季节动态的研究表明，杉木幼林(5—7年 

生时)向林地输入凋落物共为588．40 kg·hm～，其中杉木叶占17．54％，枝与皮占4．99％，花与果占1．13％；其他植物凋落 

物、杂物分别占64．34％和12．01％．杉木的凋落物仅占总凋落量的23．65％．杉木幼林总凋落量年际变化较小，2003年的凋 

落量是2002年的1．11倍；8月的总凋落量2 a均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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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erfall production and its monthly dynamics of a young Chinese fir plantation at 5 to 7 

years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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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udy WaS carried out to determine the production，component and seasonal dynamics of litterfall in a young Chinose fir 

plant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97 in Xiayang State Forest Farrm in Nanping，Fujian Province．In 2002 and 2oo3(at the age 

of 5 to 7)，about 588．40 kg·hm～oflitter production WaS returned to the plantation soil，of which 17．54％，4．99％．and 1．13％ 

were contributed by leaves，branches+ barks。and reproductive parts of Chinese fir，and 64．34％ and 12．01％ were contributed by 

other plant litters and miscellaneous．respectively．The 1itterfall of Chinese fir constituted only 23．65％ of aU the litterfal1．Di r． 

encc of the total litter production between the 2 years is smal1．Litter production in year 2003 WaS 1．11 times higher than that in year 

20o2．Monthly total litter productions were both highest in August． 

Key words：Chinese fir；young plantation；litterfaU 

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 Lamb．Hook．)生长快、材质好、用途广，是我国南方重要速生用材树 

种．为了研究杉木地力衰退的原因及解决途径，本课题组于 1996年起，在福建省南平峡阳国有林扬一片 

29年生的1代杉木人工林采伐迹地上，开展不同立地管理方式对2代杉木人工林影响的长期定位研究． 

大量研究表明，森林凋落物对维持林地土壤肥力，促进生态系统养分循环具有重要作用．尽管前人对杉木 

凋落物数量已有较多的研究和报道，但缺乏从幼林就开始的连续、长期的观测数据．为了进一步从养分生 

物循环角度揭示采伐剩余物管理方式对杉木人工林的影响，有必要从杉木产生凋落物时(5年生)开始，对 

这片杉木固定试验地进行凋落物数量的连续观测．本文对5—7年生期间(24个月)杉木幼林生态系统凋 

落物数量、组成、动态进行研究，为揭示杉木幼林生态系统养分循环规律提供依据．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福建南平峡阳国有林场黄坑工区，其详细情况见已发表的文献[i，2]．试验观测期f~q(5— 

7年生)试验地概况见表 1． 

2 研究方法 

采用随机区组法设置试验标准地，共设4个区组，每个区组5个小区，共20个小区，每个试验小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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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600 m ．于2001年 12月底(试验林5年生时)在每个小区均匀设置4个1 m×0．5 m凋落物收集框架， 

上面固定尼龙收集网(孔径1 mm)，框架高约20 cm，共设80个框架．从2002年1月开始，每月月底收集凋 

落物1次，并按照以下成分进行分捡：杉木的叶(包括芽)、枝、皮、花、果；其他植物的叶(包括芽)、枝、皮、 

花、果；杂物(以粪尸类，包括虫和鸟的粪便、虫尸、虫褪皮等为主体，以及少量碎屑、灰尘、无法判别成分的 

物质)等组分，在80。C下烘干至恒重，然后称重，据此换算为每公顷的凋落量．本文报道2002年 1月至 

2003年12月(5—7年生)凋落物的产量及其月动态． 

表 1 5—7年生杉木试验林概况 

Table 1 General conditions of the trial sites of Chinese fir plantation at age 5-7 years 

3 结果与分析 

3．1 杉木幼林凋落物的产量及组成 

杉木幼林在5—7年生的2 a中共向林地输入凋落物588．40 kg·hm～，平均每年凋落量为294．20 kg 
· hm～．杉木凋落量占总凋落量的比例较少，仅占23．65％，其中叶、枝、花果凋落量占总凋落量的比例分 

别为17．54％、4．99％、1．13％；其他植物和杂物凋落量分别占64．34％和12．01％．其他植物落叶是凋落物 

的主要成分，占54．98％，这是因为，一方面杉木小枝的枝叶寿命一般为5 a，且小枝枯死后要挂在树上较长 

时间才脱落，此时期杉木只有少量凋落物出现；另一方面，试验地所在山坡顶部的马尾松成熟林(I、Ⅱ、 

Ⅳ区组)或木荷成熟林(Ⅲ区组)的少量落叶等会随风飘人试验地，另外，杉木林下的灌木和草本植物虽然 

生物量极小，但它们的叶片寿命短，落叶(主要是落叶藤本和灌木的)归还比例高，使得其他植物凋落量相 

对较多．凋落量的年际变化不大，2003年的凋落量是2002年的1．1 1倍． 

2002年和2003年冬季(12、1、2月)、春季(3、4、5月)、夏季(6、7、8月)和秋季(9、10、11月)凋落物不 

同组分的数量动态见表2． 

表2 不同组分杉木幼林凋落物季节动态 

Table 2 Seasonal dynamics of different litter components of the young Chinese fir plantation kg·hm一 

3．2 杉木幼林杉木落叶量和落枝(包括树皮)量的月动态 

为了便于讨论凋落量在 1年中的变化，将当月凋落量高于年平均值30％的称为峰值 ． 

落叶是森林凋落物的主要成分 。。．2002和2003年的杉木落叶量比较接近，分别为49．11和54．08 

kg．hm-2．2002年杉木幼林杉木落叶量的凋落节律为3峰型，有3个凋落高峰(图1)，其主峰明显，出现 

在春季生长开始时的3月，次峰出现在5月和1月，而l0月落叶量最低．2002年落口十量月变化较为明显， 
最大月落叶量是最小月落叶量的5倍多．2003年落叶量变化成明显双峰，主峰为8月份，次峰则为 1月 

份。而l1月落叶量最低． 
杉木凋落量与其生物学特性和气候特点有关．温远光等H 指出，杉木都是以旱季(11—2月)和雨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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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月)凋落为主．2002年3月春季降雨量大，杉木落叶量达到最高峰，而2003年3月春季降雨量较小， 

未出现明显的杉木落叶量高峰．2003年夏季遭遇罕见的高温干旱，使得8月份落叶量出现异常高峰．本研 

究结果与温远光等 的相似． 

2002年杉木幼林杉木落枝量峰值出现在3、5、1月(图2)，主峰出现在3月．从图2可见，这种变化与 

2002年落叶量变化相似，这是因为杉木针叶经常连着小枝一起凋落．2003年落枝量峰值出现的月份与 

2003年落叶量峰值出现的月份一样，都是1和8月，但主峰为1月，次峰为8月，其余月份的变化与落叶量 

相同． 

图1 杉木叶凋落物月动态与区组标准差 

Fig．1 Monthly leaflitteffall dynamics and block standard devla— 

tion of the Chinese fir 

图2 杉木枝凋落物月动态与区组标准差 

Fig．2 Monthly twig litterfall dynamics and block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Chinesefir 

2002年杉木叶和枝凋落物数量的季节变化为：春季>冬季>夏季 >秋季；由于反常的干旱气候，2003 

年表现为：冬季>春季、夏季>秋季． 

3．3 杉木幼林其他叶和其他枝(包括树皮)凋落量的月动态 

杉木幼林内其他叶和其他枝(包括树皮)凋落物的数量最大，二者共占凋落物总量的62．15％，其主要 

来源于试验地上方的马尾松、木荷成熟林和林下藤本、灌木、高大草本． 

2002年其他叶凋落量的月变化明显，也是双峰型，主峰出现在 12月，次峰出现在8月，3月有 1个小 

高峰(图3)．出现这种凋落特点主要与杉木林下植物种类的组成有关．此时杉木林下落叶藤本[主要是猕 

猴桃科的毛花杨桃(Ac￡ eriantha)]、灌木和阳性草本(它们在秋季大量落叶)数量较多，而常绿藤本和 

灌木(它们在3月大量落叶)数量较少．2003年其他叶的凋落量与2002年略有不同，为单峰型，峰值出现 

在8月份(图3)，这可能与2003年夏季持续高温干旱有关．2002和2003年杉木幼林内其他叶凋落物数量 

的季节变化均为：秋季 >夏季>冬季>春季(表2)． 

2002年其他枝的凋落量与其他叶2002年凋落量变化趋势明显不一样，有2个凋落高峰，主峰为8月， 

次峰为5月．2003年其他枝的凋落量月变化趋势与其他叶一样为双峰型，主峰是2月，次峰则为8月(图 

4、． 

图3 其他叶凋落物月动态与区组标准差 

Fig．3 Monthly led litterfall dynamics and block standard deviation 

0f the other plants 

图4 其他枝凋落物月动态与区组标准差 

Fig．4 Monthly twig litteffall dynamics and block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other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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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杉木幼林杂物凋落量的月动态 

森林凋落物中凋落的杂物养分含量高，包含虫和鸟的粪便、虫尸、虫褪皮等，对归还土壤的养分具有重 

要作用．5—7年生的杉木幼林2002和2003年杂物凋落物产量分别为34．25和36．40 kg·hm一．杂物凋落 

量的月动态，2002年为双峰型，2003年为单峰型(图5)．2002年的峰值出现在10、6月，主要与昆虫和鸟类 

的活动增加导致虫粪和鸟粪大量增多有关．2003年峰值为7月，5月以前的凋落量均较小，从8月开始凋 

落量逐月下降，l2月达到全年最低值．杉木幼林中杂物的产量占总凋落量的 12．01％，其比例高于闽中尤 

溪8年生杉木幼林(3．77％) ． 

2002年杂物凋落量的季节变化为：秋季 >夏季 >春季>冬季；而 2003年表现为：夏季 >秋季>春 

季 >冬季(表2)．这主要与昆虫的活动有关． 

3．5 杉木幼林总凋落量的月动态 

2002年杉木幼林总凋落量的变化是3峰型的(图6)，峰值在8、12和3月．而2003年主峰出现在8 

月，次峰出现在 1月．8月作为峰值出现，主要受2003年8月高温干旱异常天气的影响，使得凋落量高峰 

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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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杂物凋落物月动态与区组标准差 图6 总凋落物数量月动态与区组标准差 

Fig．5 Monthly miscellaneous litteffall dynamics and block stand- ⋯ 。。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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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Monthly total litterfall dynamics and block standard d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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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杉木幼林总凋落量的季节变化为：秋季>夏季>春季>冬季；2003年则为：夏季>秋季 >冬 

季>春季(表2)。 

4 结论 

杉木幼林在5—7年生的2 a中总凋落量为588．40 kg·hm～，年均凋落量为294．20 kg·hm～，凋落量 

年际变化不大，2003年凋落量为2002年的1．11倍． 

在杉木5—7年生幼林凋落物中杉木本身的凋落物数量仅占总量的23．65％，其中杉木叶占总量的 

17．54％，这时杉木刚开始出现凋落物，杉木本身的凋落物数量较少．其他植物和杂物凋落量分别占总凋落 

物数量的64．34％和12．01％．其他植物落叶是凋落物的主要成分，占凋落物总量的54．98％． 

在杉木幼林凋落物中，叶(含其他叶)占72．52％，枝(含其他枝和树皮)占12．16％．各组分占凋落量比 

例表现为：叶>枝>杂物>花果．可见杉木幼林凋落物中，叶占了大部分．凋落物中的杂物主要包含鸟和虫 

的粪、虫尸、虫褪皮等．与成林杉木不同的是幼林杉木凋落物组分中，杂物所占比例高于花果，这反映出杉 

木不同发育阶段凋落物组成的差异． 

杉木落叶量与其生物学特性和气候特点有关．杉木叶和枝凋落物数量的季节变化，在2002年为：春季 

>冬季>夏季>秋季，但在2003年由于反常的干旱气候，表现为：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表2)．杉木落 

枝量变化与落叶量变化相似，这是因为杉木针叶凋落时经常连着小枝一起凋落． 

杉木幼林内其他叶凋落物的数量月动态与杉木明显不同．在2002和2003年季节变化均为：秋季>夏 

季 >冬季>春季，出现这种凋落特点主要与杉木林下植物的阳性种类较多有关．凋落物收集网收集到的林 

下植被成分中，毛花杨桃(A．eriantha)占优势(是对杉木危害较大的木质藤本)，主要是由于其能沿着杉木 

攀援到较高的位置，容易被凋落物收集网收集到，但在林下植被生物量调查中，悬挂在高处的藤本枝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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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不予调查(也不易采集)，因此林下植被生物量被低估了． 

杉木幼林2002和2003年的杂物产量分别为34．25和36．40 kg．hm～．杂物凋落物数量的季节变化， 

在2002年为：秋季>夏季>春季>冬季，而在2003年表现为：夏季>秋季>春季>冬季(表2)，这主要与 

昆虫的活动有关． 

2 a中，杉木幼林总凋落物数量均以8月最大．2002年杉木幼林总凋落物数量的季节变化为：秋季 > 

夏季>春季>冬季，2003年由于受夏季高温干旱的影响，则为：夏季>秋季>冬季>春季(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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