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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野外调查测定, 研究了六盘山林区天然次生林 (杂灌林、山杨和辽东栎林 )、农田、草地和人工林

( 13、18和 25年生华北落叶松 )植被活体生物量的 C贮量。结果表明, 天然次生林植被地上生物量 C贮量为

14. 93 ~ 25. 92 t hm - 2, 根系为 6. 50~ 7. 55 t hm - 2; 人工林地上为 11. 97~ 45. 39 t hm - 2, 根系为 6. 48 ~

7. 64 t hm - 2; 农田和草地地上分别为 0. 83和 1. 09 t hm - 2, 根系分别为 0. 49和 1. 61 t hm - 2。植被活体

生物量 C年均积累量, 天然次生林地上为 2. 97~ 5. 15 t hm- 2 a- 1,根系为 1. 67~ 2. 86 t hm - 2 a- 1; 人工

林地上为 5. 07~ 6. 49 t hm- 2 a- 1, 根系为 1. 90 ~ 2. 10 t hm - 2 a- 1; 农田与草地地上分别为 0. 83和 1.

09 t hm - 2 a- 1, 根系分别为 1. 38和 1 03 t hm - 2 a- 1。在生长季 , 草本地上部分 C积累呈逐步增长趋

势 , 最高峰在 9 10月, 10月后下降。细根生物量 C的积累量 ,天然次生林在 5、6、9月较高, 草地在 8月份较

低 , 农田在 7和 9月较高 , 人工林在 5、9和 10月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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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s torages o f b iom ass carbon under crop land, rangeland, natural secondary forests( brushw ood, natural

secondary forest dom inated byQuercus liaotungensis orP opu lus dav idiana ) and the plantat ion ofLarix p rincip is rup

prechtil( 13, 18 and 25 year old) w ere investigat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above ground biom ass carbon for natural

secondary forest, p lantation of larch , crop land and rangeland was 14. 93~ 25. 92 t hm
- 2

, 11. 97 ~ 45. 39 t

hm
- 2

, 0. 83 t hm
- 2

, 0. 49 t hm
- 2

, respect ively. T he storage of underground biom ass carbon for the natural sec

ondary forest, the plantation of larch, crop land and rangeland w as 6. 50~ 7. 55 t hm
- 2

, 6. 48 ~ 7. 64 t hm
- 2

,

1. 09 t hm
- 2

, 1. 61 t hm
- 2

, respectively. The above ground NPP carbon for the natural secondary forest, the

plantat ion o f larch, cropland and range land w as 2. 97~ 5. 15 t hm
- 2

a
- 1

, 5. 07~ 6. 49 t hm
- 2

a
- 1

, 0. 83 t

hm
- 2

a
- 1

, 1. 09 t hm
- 1

a
- 1

, respective ly. T he underground NPP carbon for the natural secondary forest,

the plantat ion o f larch, cropland and range land w as 1. 67~ 2. 86 t hm
- 2

a
- 1

, 1. 90~ 2. 10 t hm
- 2

a
-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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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t hm
- 2

a
- 1

and 1. 03 t hm
- 2

a
- 1

, respective ly. T he storage of aboveground biom ass carbon of grass in

creased gradually from M ay to O ctober. T he storage of fine root b iom ass carbon w as the h ighest inM ay, June and Sep

tem ber for natura l secondary forest, wh ich w as the low es t in August for rangeland, the highest in July and Septem ber

for cropland and the highest in M ay, Septem ber and October for the p lantation.

K ey words: natural secondary fo res;t cropland; rangeland; p lantat ion; vegetat ion b iom ass; carbon storage

全球气候变暖及其影响是当前人类所面临的

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土地利用变化对陆

地生态系统 C库的影响是其中关注的一个热

点
[ 1]
。植被 C库是陆地生态系统 C库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 ,它对全球 C循环起到关键性作用。全

球植被 C贮量约为 550 ! 10
9

t, 占陆地生态系统

C贮量的 25%左右。植被 C库在受到人为因素、

特别是土地利用变化影响后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 C库及全球 C循环都

将产生很大的影响。目前, 已有许多研究对全球

的植被 C贮量进行一些估计
[ 2, 3]

, 也有研究对区

域尺度上做了估计
[ 4, 5]
。这些研究对 C贮量的估

计主要基于对森林生物量和生产力的测定, 而生

物量估计又主要根据野外调查数据而应用维量

关系法。这些研究还存在 4个方面的不确定性:

( 1)植被和土壤分类的不统一; ( 2 )面积估计的

不准确; ( 3)用以测定 C含量土壤和植被代表性

不广泛; ( 4)对许多调查的面积是从传统二维地

图上推算的
[ 6]

,和实际面积相差较大。解决这些

问题的基础工作之一是在生态系统尺度上对不

同土地利用方式植被 C贮量进行较准确的测定

研究。

我国是土地利用变化巨大的国家, 尤其是在

西北黄土高原温带森林地区, 几千年的人类活动

已经使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近 20 a

来又开展了大规模人工造林 (退耕还林还草和天

然林保护工程 )。这些活动对该地区的植被 C贮

量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文选择土地利用变化类

型较多的宁夏六盘山林区为研究地点, 通过对比

分析典型灌木林、次生乔灌林和由这些类型转变

的农田、牧草地, 及由农田、牧草地转变的人工林

的植被活体 C贮量及其在不同器官分配的差异,

对土地利用变化对植被 C贮量影响进行初步研

究, 希望为确定该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对陆地生态

系统 C库的影响提供一些依据。

1 研究地区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宁夏固原县, 处于六盘山自然保

护区与农牧业活动频繁的交错地带 ( 106∀09#~ 106∀

30#E、35∀15#~ 35∀41#N)。气候类型属于暖温带半

湿润区向半干旱区的过渡带。地形以石质山地为

主,海拔 1 800~ 2 100 m,土壤以灰褐土为主。地带

性植被为草甸草原和落叶阔叶林, 植被区系具有明

显的过渡特征。年均气温为 5 8 ∃ , 降水量 400~

676 mm。本区天然植被开发利用始于春秋战国时

期,经几千年人类活动, 已经形成了落叶阔叶次生

林、杂灌林、人工林、农田和牧草地等多种土地利用

方式镶嵌的格局
[ 7]

, 目前又是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

护的示范区。

2 研究方法

2. 1 样地选择

为减少样地间地形及小气候的差异, 在相对平

缓的中上坡地段, 选择邻近、相同坡向和土壤类型的

13、18和 25年生华北落叶松 (Larix princip is rupp re

chtii M ayr)人工林各 8块, 每块 200 m
2
; 辽东栎

(Quercus liaotungensis Ko idz )和山杨 (Populus david

iana Dode)为主的天然次生林各 2块, 每块 400 m
2
;

虎榛子 ( Ostryopsis david iana Decne)与灰栒子 (Coto

neaster acutifolius Turcz. )为主的杂灌林 8块, 每块

100 m
2
;草地和农田各 8块,每块 100 m

2
。天然次生

林是原始林反复破坏后自然恢复起来的次生林; 牧

草地、农田也是天然次生林破坏形成的; 人工林是在

农田或草地中营造的。

2. 2 植被活体生物量调查

对落叶松人工林, 采用标准木法测定样地植

被的生物量。标准木粗根和树桩生物量用挖掘

法测定, 即以标准木树桩为中心 , 确定 2 m ! 2 m

样方, 分层 (凋落物层、0~ 10、10~ 20、20~ 30、30

~ 50、50 cm以上 )挖掘并拣出根系, 最后挖出树

桩。在清洗粘附的土粒后, 分 4个等级 ( < 2、2 ~

5、5~ 10、> 10 mm ), 分层测定其生物量干质量。

同时在人工林样地对角线上分设 1 m ! 1 m样方

5块, 采用收获法测定地被物生物量干质量。对

天然次生林和灌木林, 按样方法测算样地植被生

278



第 3期 吴建国等:六盘山林区几种土地利用方式植被活体生物量 C贮量的研究

物量, 即在每块样地对角线上设 2 m ! 2 m样方 4

块, 收获样方内所有植物体, 按人工林样地法测

算样地生物量干质量。对草地与农田, 在样地对

角线上设 1 m ! 1 m样方 2块, 按人工林草本生物

量测定法计算生物量干质量。

为了提高根系生物量测定精度 , 在天然次生

林和人工林样地中按梅花形机械布置 1 m ! 1 m

样方 10块, 分层 (凋落层、0 ~ 10、10 ~ 20、20 ~

30、30 cm以上 )进行挖掘, 分拣出所有死根和活

根, 并按直径分成 5个等级 ( < 2、2~ 5、5 ~ 10、>

10 mm ), 清洗并测定其生物量干质量。同时用内

径 80 mm 的根钻测定细根生物量, 即在生长季

( 5 10月 ) , 按凋落物层、0 ~ 5、5 ~ 10、10 ~ 20、

20~ 40和 40 cm以下土层分层取样, 每月测定 1

~ 2次, 每次 20次重复。对钻取的样品在室内进

行清洗、筛选, 分别测 < 2 mm死细根和活细根生

物量。用表 1决策矩阵法计算每月细根的生产

量、死亡量和分解量
[ 8, 9 ]
。草地与农田中根按细

根根钻法测定。

表 1 估计细根的生产量、死亡量和

分解量的决策矩阵

项目
活根

增加 减少

死

根

增加

P = % L+ %D;

M = % D;

E = 0

P = % L + %D或者 0;

M = %D或者 ( - % L );

E = ( - % L ) - %D或者 0

减少

P = % L;

M = % L;

E = ( - %D )

P = 0;

M = - % L;

E = ( - % L ) + ( - %D )

注: P表示生产量,M 表示死亡量, E表示分解量, D表示死细根

生物量, L表示活根生物量, % L表示活细根生物量净变化, %D表示

死细根生物量净变化

表 1决策矩阵计算细根生物量是根据每个月死

细根和活细根生物量增加或降低的不同组合情况,

应用不同公式进行计算。如 6月份活细根和死细根

生物量都为增加, 则按决策矩阵中活根增加和死根

增加组合对应公式: P = %L + %D、M = %D、E = 0

分别计算这个月细根生产量 P、死亡量 M 和分解量

E;如果活细根生物量是增加、死细根生物量是减少,

则按决策矩阵中活根增加和死根减少的组合对应公

式: P = %L、M = % L、E = ( - %D )分别计算细根生

产量、死亡量和分解量。本研究结果 (表 6 )中 < 2

mm细根年生产量是由表 2和表 7数据按决策矩阵

法计算求得。

表 2 生长季死细根 C贮量的月变化 [ 10]

t hm- 2

项目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月平均

杂灌林 1. 10 0. 81 0. 72 0. 58 0. 67 1. 46 0. 89

山杨林 0. 66 0. 46 0. 33 0. 47 0. 92 0. 63 0. 58

辽东栎 1. 16 0. 83 0. 92 0. 70 0. 68 0. 95 0. 87

草地 0. 40 0. 34 0. 25 0. 24 0. 49 0. 46 0. 36

农田 0. 05 0. 06 0. 08 0. 04 0. 05 0. 11 0. 06

13年生落叶松林 0. 36 0. 26 0. 17 0. 44 0. 54 0. 36 0. 36

18年生落叶松林 0. 50 0. 36 0. 25 0. 44 0. 54 0. 66 0. 46

25年生落叶松林 0. 49 0. 38 0. 24 0. 43 0. 54 0. 35 0. 41

2. 3 植物样品采集、全 C测定和 C贮量计算

在生长季末 ( 10月底 ), 结合生物量测定,分别

在树冠的上、中和下部以及树干不同部分采集乔木

枝、干、叶和果样品, 同时分层采集根样。灌木干、

枝、根和果的样品以梅花形机械布置 5块 1~ 2 m
2

的小样方,分类混合后分别采集。草本和农作物以

梅花形机械布置 5块 1~ 2 m
2
的小样方,全部收集,

分类混合后分别采集。活体样品风干后粉碎, 过 0.

3~ 0. 5 mm筛子,用重铬酸钾 (K 2Cr2O 7 )氧化法测定

它们的含 C率
[ 11]
。

活体生物量 C贮量 =活体生物量 !活体样品含

C率。

3 结果与分析

3. 1 植被活体地上生物量 C贮量

植被活体地上部分生物量包括树叶、树枝、干、

花、果和草本茎、叶、花等生物量。

3. 1. 1 活体生物量现存 C贮量 植被现存生物量

的 C贮量是植物多年积累 (农田作物和 1年生草本

例外 )的结果,决定于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影响这

些过程的气候与土壤条件。在不同土地利用方式

下,由于植被组成和环境条件的差异, 植被生物量 C

积累量不同。表 3是几种土地利用方式植被地上生

物量的现存 C贮量。表中显示,天然次生林植被地

上现存生物 C贮量在 14. 93~ 25. 92 t hm
- 2

, 杂灌

林较低;人工林在 11. 97~ 45. 39 t hm
- 2

;农田和草

地分别为 0. 83和 1. 09 t hm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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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植被地上部分现存 C贮量 t hm- 2

项目 树叶 树枝 树干 树皮 草本茎 叶 花 子粒 合计

灌木林 4. 21 8. 52 0. 00 1. 47 0. 37 0. 29 0. 07 14. 93

山杨林 4. 29 3. 98 14. 25 3. 04 0. 18 0. 16 0. 02 25. 92

辽东栎林 2. 22 1. 14 15. 91 1. 76 0. 17 0. 14 0. 06 21. 40

农田 0. 55 0. 28 0. 83

草地 0. 55 0. 43 0. 11 1. 09

13年生落叶松林 1. 53 3. 03 5. 79 1. 35 1. 38 1. 10 0. 28 14. 45

18年生落叶松林 2. 57 4. 01 27. 91 1. 56 0. 67 0. 54 0. 13 37. 39

25年生落叶松林 2. 98 4. 97 34. 27 2. 98 0. 91 0. 73 0. 18 47. 03

不同植被现存 C贮量在不同器官分配不同, 杂

灌林中的树枝中 C占地上现存 C贮量的 50%以上、

树叶占 28%、草本所占比例在 5%以下; 山杨林和辽

东栎林树干 C均占现存 C贮量的 50%以上,山杨林

树叶和树枝占 15% 以上, 辽东栎林树叶占 10% 以

上,树枝占 5%以上,草本所占比例不足 2% ;天然次

生林树皮占 8%以上。在农田与草地中茎、杆和叶

的 C占地上 C贮量 80%以上。人工林树干与树枝

占 70%以上, 草本所占比例不足 2%。表明土地利

用方式发生变化时, 植被不同部分的 C分配也将发

生变化。

3. 1. 2 地上部分生物量 C年积累量 植被地上现

存 C贮量是植被多年积累的 C数量。 C年积累量,

按植物生长过程是时间的函数。但作为简化,许多

研究者根据总积累量除以其林龄得到年均值。以下

对 C年积累计算也应用了年均值。表 4是植被地上

部分 C的年均积累量。表中显示, 天然次生林 C年

均积累量在 2. 97~ 5. 36 t hm
- 2

a
- 1

,人工林 C年

均积累量在 5. 07~ 6. 49 t hm
- 2

a
- 1
。农田与草

地植被地上部分都是 1年生, 年均积累量与总贮量

相同。显然, 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比农田和草地中

高。

表 4 植被地上部分的 C年均积累量 t hm- 2 a- 1

项目 叶 枝 干 皮 草本茎 叶 花 子粒 合计

灌木林 4. 21 0. 17 0. 00 0. 03 0. 37 0. 29 0. 07 5. 15

山杨林 4. 29 0. 13 0. 48 0. 10 0. 18 0. 16 0. 02 5. 36

辽东栎林 2. 22 0. 02 0. 32 0. 04 0. 17 0. 14 0. 06 2. 97

农田 0. 55 0. 28 0. 83

草地 0. 55 0. 43 0. 11 1. 09

13年生落叶松林 1. 53 0. 23 0. 45 0. 10 1. 38 1. 10 0. 28 5. 06

18年生落叶松林 2. 57 0. 22 1. 55 0. 09 0. 67 0. 54 0. 13 5. 78

25年生落叶松林 2. 98 0. 20 1. 37 0. 12 0. 91 0. 73 0. 18 6. 49

3. 2 植物地下根系生物量 C贮量与分配

根系是植被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生产和周转对

生态系统 C和养分循环都有重要影响。根系 (尤其

是细根 )是农林业和土壤等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

题,随着对 C循环问题的日益关注,根系现在又成为

生态系统 C循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 12]
。土地利用

变化对植被组成的影响必然会引起根系 C贮量及分

布变化。

3. 2. 1 根系现存 C贮量 植物的根系与地上部

分类似, 其 C贮量与分配同样是植物光合作用和

呼吸作用等生理过程与环境条件共同决定的结

果。表 5是几种植被类型根系 C贮量情况。严

格地讲,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中, 植物种类组成差

异也很大, 根系组成也将不同, 但在根系调查测

定中, 种类区分比较困难。本研究测定的是每种

植被类型下所有植物种类根系的总和。表中显

示, 天然次生林根系现存 C贮量在 6. 50 ~ 7. 55

t hm
- 2

, 人工林为 6. 48 ~ 7. 64 t hm
- 2

, 农田

与草地分别为 0. 49和 1. 61 t hm
- 2
。不同根系

C贮量占整个根系生物量 C贮量的比例不同,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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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次生林和人工林直径 > 10 mm根系占 40% 以

上, 5 ~ 10 mm 占 35% 以上, 细根 ( < 2 mm )占比

例不足 1%。而农田细根占 100% , 草地细根占

了 20%左右, 粗根 ( > 10 mm )占 39. 8%。这表

明天然次生林变成农田或草地后, 植被根系现存

C贮量降低 ,在农田或草地中造林后, 根系现存 C

贮量在一定时间后增加, C贮量在根系中分配比

例改变。

表 5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植被根系现存 C贮量

t hm- 2

项目
根径大小 /mm

< 2 2 ~ 5 5~ 10 > 10 合计

灌木林 0. 60 0. 62 2. 13 3. 16 6. 50

山杨林 0. 56 0. 88 2. 52 3. 13 7. 10

辽东栎林 0. 61 0. 71 2. 88 3. 36 7. 55

农田 0. 49 0. 00 0. 00 0. 00 0. 49

草地 0. 33 0. 07 0. 57 0. 64 1. 61

13年生落叶松林 0. 43 0. 85 2. 21 2. 99 6. 48

18年生落叶松林 0. 49 0. 89 2. 52 3. 13 7. 03

25年生落叶松林 0. 55 0. 98 2. 90 3. 21 7. 64

3. 2. 2 根系生物量 C年积累量 根系 C的年积累

量是指每年根系 C的增长量。由于测定比较困难,

许多研究以总积累量除以其林龄得到根系 C的年均

积累量。当然,细根周转较快, 确定 C年积累量必须

应用计算细根周转的特有方法 (如决策矩阵方法、极

大差方法等 )。本文对细根生物量的 C年积累量用

决策矩阵法确定, 而其它根系均应用年均积累法确

定。表 6是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根系生物 C的年均

积累量。表中显示, 天然次生林 C年均积累量在

1 67~ 2. 86 t hm
- 2

a
- 1

, 人工林在 1. 90~ 2. 10 t

hm
- 2

a
- 1

, 草地和农田分别在 1. 38 t hm
- 2

a
- 1
和 1. 03 t hm

- 2
a

- 1
。不同直径根系生物量 C

年均积累量占根系总生物量 C的年均积累量的比例

不同。表中显示,在天然次生林中, 细根 ( < 2 mm )

生物量 C年积累所占比例在 90% 以上, 人工林在

80%以上,农田中都是细根,草地中细根所占比例在

76%左右。这表明细根现存生物量 C积累量虽然比

例较低,但是其年积累量所占比例却极高, 充分体现

了细根周转快的特点。

生长季是植物生长比较快的时期, 也是植物 C

积累的时期。但是根系 (尤其树木粗根 )寿命相对

表 6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根系 C年均积累量

t hm- 2 a- 1

项目
根径大小 / mm

< 2 2~ 5 5~ 10 > 10 合计

灌木林 2. 28 0. 01 0. 04 0. 06 2. 39

山杨林 2. 65 0. 03 0. 08 0. 10 2. 86

辽东栎林 1. 53 0. 01 0. 06 0. 07 1. 67

草地 1. 07 0. 07 0. 11 0. 13 1. 38

农田 1. 03 0. 00 0. 00 0. 00 1. 03

13年生落叶松林 1. 54 0. 07 0. 17 0. 23 2. 00

18年生落叶松林 1. 73 0. 05 0. 14 0. 17 2. 10

25年生落叶松林 1. 62 0. 04 0. 12 0. 13 1. 90

注:细根 ( < 2 mm )是应用决策矩阵方法计算

表 7 生长季活细根 C贮量月变化 t hm- 2

项目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月平均

杂灌林 0. 71 0. 70 0. 45 0. 48 0. 72 0. 52 0. 60

山杨林 0. 55 0. 61 0. 30 0. 50 0. 75 0. 67 0. 56

辽东栎林 0. 91 0. 67 0. 44 0. 28 0. 68 0. 66 0. 61

草地 0. 36 0. 38 0. 37 0. 18 0. 38 0. 34 0. 33

农田 0. 40 0. 39 0. 67 0. 38 0. 71 0. 36 0. 49

13年生落叶松林 0. 51 0. 37 0. 37 0. 31 0. 38 0. 63 0. 43

18年生落叶松林 0. 61 0. 42 0. 29 0. 39 0. 63 0. 59 0. 49

25年生落叶松林 0. 67 0. 47 0. 37 0. 45 0. 61 0. 75 0. 55

较长,更新过程慢,准确测定不同季节的 C贮量变化

较为困难,且季节差异也较小。植物的细根,周转较

快、月份差异明显。表 7是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细根

的 C贮量的月变化。表中显示, 天然次生林在 5、6、

9月细根 C贮量比较高,草地在 8月份积累量较低,

农田在 7、9月积累量较高, 而人工林主要在 5、9和

10月 C积累量比较高。这种差异主要是这些植物

本身的生长习性及环境条件的差异引起的。在本研

究区,植物一般 4 5月发芽长叶, 10 11月落叶进

入越冬准备期。但是在 7 8月一般气候干旱, 生长

较弱,在 9 10月是雨季,植物可能进入二次生长高

峰。很明显这些生长的趋势影响细根 C的积累

过程。

国际上已经有许多学者对不同气候带下主要

森林类型的生物量 C贮量和 C积累速率进行了

研究, 有人对研究结果进行了汇总比较
[ 2, 1 3~ 15 ]

。

将笔者的研究结果与国际上研究汇总的结果进

行比较, 表明笔者的研究结果落在变化范围内

(表 8、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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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研究估计和测定的植被活体 C贮量比较 t hm- 2

生物区 树叶 树枝 树干 细根 地下合计 总计 文献

森林冻原 4. 6 & 1. 4 6. 8 & 2. 0 10. 5 & 0. 8 21. 8 & 4. 2 [ 13]

泰加林 4. 7 & 1. 0 56. 4 & 14. 6 20. 3 & 5. 0 81. 4 & 20. 7 [ 13]

落叶混交林 4. 6 & 2. 4 88. 7 & 24. 4 23. 0 & 2. 5 116. 2 & 20. 2 [ 13]

森林草甸 2. 8 & 1. 1 40. 8 & 24. 4 13. 2 & 3. 9 56. 8 & 29. 5 [ 13]

热带森林 4. 6 58 117 38 121* [ 3]

温带森林 1. 6 15. 1 57. 1 57* [ 3]

北方森林 6. 2 6. 7 36. 3 2. 8 64* [ 3]

温带森林 0. 77 ~ 9. 74 0. 13~ 11. 2 7. 00~ 67. 5 12. 7~ 280. 8 [ 15]

植被类型

灌木林 4. 21 8. 52 0 0. 60 6. 50 21. 43 本文

山杨林 4. 29 3. 98 14. 25 0. 56 7. 10 33. 02 本文

辽东栎林 2. 22 1. 14 15. 91 0. 61 7. 55 28. 95 本文

农田 0. 49 0. 49 1. 32 本文

草地 0. 33 1. 61 2. 70 本文

13年生落叶松林 1. 53 3. 03 5. 79 0. 43 6. 48 20. 93 本文

18年生落叶松林 2. 57 4. 01 27. 91 0. 49 7. 03 44. 42 本文

25年生落叶松林 2. 98 4. 97 34. 27 0. 55 7. 64 54. 67 本文

注: * 为 D ixon[ 2]总结

表 9 不同研究估计和测定的植被活体 C贮量年积累量比较 t hm- 2 a- 1

生物区或 叶 枝干 地上合计 细根 地下合计 总计 参考文献

森林冻原 1. 1 & 0. 2 0. 2 & 0. 4 0. 7 & 0. 1 2. 0 & 0. 3 [ 13]

泰加林 1. 5 & 0. 4 0. 9 & 0. 2 0. 7 & 0. 3 3. 1 & 0. 9 [ 13]

落叶混交林 1. 9 & 0. 4 2. 6 & 0. 5 1. 2 & 0. 3 5. 6 & 1. 3 [ 13]

森林草甸 2. 3 & 1. 4 1. 1 & 0. 7 3. 1 & 2. 5 6. 5 & 4. 5 [ 13]

北方森林 0. 52~ 6. 88 [ 14]

温带森林 0. 46 ~ 2. 74 1. 57~ 4. 90 0. 19 ~ 5. 85 1. 93~ 6. 37 [ 15]

植被类型

灌木林 4. 21 0. 20 5. 15 2. 28 2. 39 7. 54 本文

山杨林 4. 29 0. 71 5. 36 2. 65 2. 86 8. 22 本文

辽东栎林 2. 22 0. 38 2. 97 1. 53 1. 67 4. 64 本文

农田 0. 83 1. 07 1. 38 2. 21 本文

草地 1. 09 1. 03 1. 03 2. 12 本文

13年生落叶松林 1. 53 0. 78 5. 06 1. 54 2 7. 06 本文

18年生落叶松林 2. 57 1. 86 5. 78 1. 73 2. 1 7. 88 本文

25年生落叶松林 2. 98 1. 51 6. 49 1. 62 1. 9 8. 39 本文

4 结论和讨论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植被 C贮量和年积累量

不同。森林变成农田后, 通常认为生产力降低
[ 16]
。

Buyanovsky和 W agner
[ 17]
在研究美国桑博恩田间作

物 C积累时发现半个世纪作物净生产力比天然草地

低,小麦 (T riticum aestivum Linn ) C年积累在 2~ 3 t

hm
- 2

a
- 1

(施肥条件 ) , 玉米 ( Z ea may s L. )在 3

~ 3. 7 t hm
- 2

a
- 1

, ,小麦积累 C返回到土壤的数

量几乎是一半, 而玉米返回部分仅仅为 1 /3。本研

究显示天然林变成农田或草地后, 植被地上 C贮量

降低,而在农田或草地上造林后,植被地上 C贮量增

加。天然次生林变成农田后, 植被 C的年积累量降

低,而变成草地后,年积累变化不大。草地或农田造

林后, C年积累增加, 与通常的情况一致。但是,

P rince
[ 18 ]
发现美国中东部农田的 NPP与温带森林接

近,并且超过了天然草地
[ 19 ]
。这可能因为农田中经

常施肥和集约经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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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生物量的 C贮量有明显季节变化, 生长季

内 C积累增加,在 9 10月达到高峰。森林中草本

由于受木本植物影响,光线和养分等不足, C贮量比

草地中低。

参考文献:

[ 1] W atson R T, Nob le I R, Bolin B. Land U se, Land U se C hange, and

Forestry: A Sp ecia lReport of the IPCC [M ] . C amb ridge: C amb ridge

Un iversity Press, 2000: 189~ 217

[ 2] D ixon R K. C arbon pools and f luxes of global forest ecosystem s [ J] .

Science, 1994, 263: 185~ 190

[ 3] M alhiY, Baldocch iD D, Jarv is P G. The carbon balan ce of trop ica,l

tem perate and boreal forests[ J] . P lan t, Cel l and Env ironm en t, 1999,

22: 715 ~ 740

[ 4] B otk in D B, S im pson L G. B iom ass of th e north Am erican b oreal for

est: a step tow ards accurate global m easu res [ J] . B iogeochem istry,

1990, 9: 161~ 174

[ 5] Hm llG M, Ho lling D Y. Do th e ind igenou s forest affects the net CO 2

em iss ion policy of New Zealand? [ J] . New Zealand Fores try, 1997,

41: 24 ~ 31

[ 6] GarnettM H, In eson P, Stevenson A C, et a.l Terrestrial organ ic car

bon storage in a British m oorland [ J]. G lobalC hange B iology, 2001,

7: 375 ~ 388

[ 7 ] ∋宁夏森林 (编辑委员会.宁夏森林 [ M ]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0

[ 8] M cclaugherty C M , Aber JD , M elillo JM . The role of f ine roots in

the organ ic m atter and n itrogen budgets of tw o forested ecosystem s

[ J] . E cology, 1982, 63( 5 ) : 1481~ 1490

[ 9] Pub licover D A , Vogt K A. A comparison ofm ethods for es tim ating

forest fine root production w ith respect to sou rces of error[ J] . C an J

For Res, 1993, 23: 1179~ 1186

[ 10] 吴建国,徐德应.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    理论、

方法和实践 [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4

[ 11] 林业部科技司.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方法 [M ] .北京: 中国科

学技术出版社, 1994

[ 12] Jack son R B, Sch enk H J, Jobbagy E G, et a.l Below ground con se

qu ences of vegetat ion change and their treatm ent in m odels[ J] . E c

olog icalApp licat ion s, 2000, 10 ( 2) : 470 ~ 483

[ 13 ] Kolchugina T P, V inson T S. Equ ilibrium analysis of carbon pools

and fluxes of forest b iom es in the form er SovietUn ion[ J] . C an J For

Res, 1993, 23: 81~ 88

[ 14 ] Gow er S T, Krankina O, O lson R, et a.l N et p rim ary p roduction and

carbon allocat ion pattern s of b oreal forest ecosystem s[ J] . E cologi

calApp lications, 2001, 11( 5) : 1395~ 1491

[ 15] Vogt K. C arbon budgets of tem perate forest ecosystem s [ J ] . T ree

Physiology, 1991, 9: 69~ 86

[ 16 ] Aselm ann I, L eith H. Th e im p lem en tat ion of agricu ltu ral produ ct ivi

ty into exist ing models of prim atry p roductiv ity [ J ] . M itteilungen

Geologisch Pal on tolog isches Inst itu t Der Un ivers it t Hmm burg,

1983, 55: 107 ~ 118

[ 17 ] Buyanovsky G A, W agn er G H. Carbon cycl ing in cu ltivated land

and its global sign ificance [ J] . G lobalC hange B iology, 1998, 4: 131

~ 141

[ 18 ] Prince S D, Hm skett J, Stein inger M, et a.l Net prim ary production

ofU. S. m idw est crop lands from agricu lturalh arves t yield data[ J] .

E cologicalApp lications, 2001, 11 ( 4) : 1194 ~ 1205

[ 19 ] K ick lighter D W, Bondeau A, S chloss A L, et a.l Com paring global

m odels of terrest rial net p rim ary p roductiv ity( NPP ): glob al pattern

and d if feren tiat ion by m ajor b iom es [ J ]. G lobal Change B iology,

1999, 5( Supp lem ent 1 ): 16~ 24

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