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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竹林生态系统植硅体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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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浙江省临安市青山% 安吉县船坝% 新昌县巧英和新昌县大市聚等
"

个地点选取毛竹
6*5''"34&7*53 +8#'-3

竹

叶及林地土壤! 运用微波消解及
789:9;<#=98>:

方法! 研究不同岩性土壤上发育的同一竹龄毛竹竹叶和同一岩性土

壤上发育的不同竹龄毛竹竹叶中植硅体的产生和分布规律! 为毛竹林植硅体碳汇调控提供科学参考& 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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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竹竹叶中植硅体质量分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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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由上部到下部递减! 在不同岩性间的差异表现为花岗

岩＞花岗闪长岩＞玄武岩＞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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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竹竹叶中植硅体的产生通量变化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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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岩

性间的差异表现为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玄武岩＞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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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目前全国毛竹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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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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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植硅体中碳含量(

&&!

#

C

计算! 那么中国毛竹林通过叶植硅体约可以固定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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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硅体& 又称 '植硅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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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于很多植物细胞中& 禾本科
J7*43*3

植物细胞中其含量特丰富$

!

%

) 植硅

体是高等植物在生长过程中沉淀在细胞壁* 细胞腔内以及细胞间隙中的非晶质二氧化硅矿物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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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硅体结构复杂& 其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

DH&O.,&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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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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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

#O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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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些

微量元素钠* 钾* 钙* 铁* 铝* 钛等$

$

%

) 植物死亡或凋落以后& 大量的植硅体被释放到土壤中并很好的

保存起来$

,

%

& 对全球碳汇起到重要作用$

!

%

) 竹子作为典型的硅超富集禾本科植物$

D!H

%

& 在全球范围内的覆

盖面积约为
!!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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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上竹子分布最广的国家之一& 现存的竹林面积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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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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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毛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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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竹是中国经营历史悠久的竹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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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巨大的生物量&

它的生态学功能在陆地硅和碳循环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

/!

%

) 在植物的生长过程中& 受蒸腾作用控制& 硅

元素主要以植硅体的形式富集在竹子等植物的叶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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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硅体主要通过竹叶凋落物归还于土壤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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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选取浙江省不同地区的毛竹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不同岩性土壤上发育的同一竹龄毛竹竹叶

和同一岩性土壤上发育的不同竹龄的毛竹竹叶中植硅体含量的分布特征进行分析& 来阐明毛竹中植硅体

的分布规律& 为了解毛竹林植硅体碳汇调控以及植硅体在竹林生态系统硅和碳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的

作用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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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所选取的毛竹竹叶样品的采集点分别位于浙江省临安市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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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吉县

山川乡船坝"

I&$!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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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市新昌县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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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绍兴市新昌县大市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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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处地区岩性分别为页岩* 花岗闪长岩* 花岗岩和玄武岩) 不同地区毛竹林均已去

除林下灌木* 杂草) 样品采集时间为
,

月竹叶成熟期) 页岩地区选取
/

年生*

I

年生和
,

年生的毛竹&

分为上"距离毛竹冠顶
&&/ 8

#& 中"距离毛竹冠顶
!&I 8

#和下"距离毛竹冠顶
I&$ 8

#等
I

个部位& 分别

采集竹叶
/,& 0

左右& 编号装袋- 按照同样的方法& 在花岗闪长岩* 花岗岩和玄武岩地区分别采集
,

年

生毛竹
I

个部位的竹叶"其中
/

年生的竹子实际为
/

年
!

个月生的竹子#) 同时& 采集各点附近
&O!& 48

的土壤
,&& 0

左右& 编号装袋) 将采集回来的竹叶样品用自来水反复冲洗& 再用去离子水冲洗干净& 放

置鼓风烘箱中
/&, '

杀青后&

H, '

左右烘干至恒量) 将每袋植物样品充分混合& 分成
!

份& 一份用剪

刀将样品其剪至
&-, 48

左右供植硅体提取分析& 另一份用植物粉碎机粉碎& 供总硅测试分析) 将采集

回来的土壤样品自然风干& 挑根& 研磨并过筛后供土壤
:T

* 有机碳和有效硅的分析测试)

植物样品中总硅的测定采用偏硼酸锂熔融
(

分光光度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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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并利用植物灌木枝叶标样
GUV&HD&!

进

行监测) 竹叶样品中植硅体采用改进的微波消解法提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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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时运用
V*=1=3A(U=*41

方法检验并除去植

硅体外缘可能存在的有机碳$

#H

%

) 将已提取的植硅体放入鼓风烘箱中
H& '

烘干& 然后对植硅体进行称量和

记录& 计算样品中植硅体质量分数) 土壤
:T

值* 有机碳和有效硅质量分数等测定参照文献$

#,

%方法)

本研究的结果数据为
I

次重复的平均值& 运用
WB(4*(

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分析) 数据的统计

分析均在
X'457+769

&

SC43=

和
YJYY

等软件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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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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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竹土壤的基本理化参数

表
#

给出了不同岩性上发育的同一竹龄毛竹土壤的基本理化参数) 不同岩性下毛竹土壤
:T

值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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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 变化范围为
$% #&!!'(&"(

! 呈现为酸性"

#

种不同岩性下的土壤中有机碳的质量分数差异显著!

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上发育的土壤中有机碳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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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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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远高于页岩和玄武岩" 玄武岩

上发育的土壤中有效硅的含量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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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著高于其他
!

种岩性%表
"

&"

表
!

不同岩性类型毛竹土壤的基本理化参数

/0123 " 40567 $89567:783.6702 $0;0.3<3;5 := 5:62 =;:. >6==3;3?< 26<8:2:+635

说明' 所列数值间的差异比较为同一指标不同样品间的比较!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数值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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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有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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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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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
(&"( " A&") 0 "!&# " "&* 7> C(&! " 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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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7 )*&! " A&D 1 (A&! " A&-* 7

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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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A* 1 "-&! " "&# 7 )!-&( " 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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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竹龄以及不同岩性下毛竹中二氧化硅和植硅体的平均质量分数

同一岩性%页岩&下不同竹龄的毛竹竹叶中二氧化硅平均质量分数变化范围是
("&D'C)&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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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硅

体平均质量分数为
(A&D'(-&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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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不显著%表
)

&" 不同岩性下同一竹龄的毛竹竹叶中二氧化碳以

及植硅体平均质量分数变化见表
!

" 由表
#

可知' 不同岩性下所发育的毛竹竹叶中二氧化硅质量分数以

及植硅体质量分数的变化显著! 变化范围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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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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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土壤上不同竹龄毛竹竹叶中二氧化硅及植硅体平均质量分数

/0123 ) E==37<5 := $20?< 0+3 1053> :? <83 50.3 26<8:2:+9 :? <83 0F3;0+3 7:?<3?<5 := G6H

)

0?> $89<:26<8 6? .:5: 10.1:: 230F35

样品编号 二氧化硅
B

%

+

$

,+

!"

& 植硅体
B

%

+

$

,+

!"

& 植硅体产生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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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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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
"

年生毛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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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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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所列数值间的差异比较为同一指标不同样品间的比较!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数值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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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岩性土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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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毛竹竹叶中二氧化硅及植硅体平均质量分数

/0123 ! E==37<5 := 26<8:2:+9I6<8 <83 50.3 $20?< 0+3 :? <83 0F3;0+3 7:?<3?<5 := G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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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性 二氧化硅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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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硅体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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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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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硅体产生通量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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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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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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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
(C&" " *&- 0 (A&D " "#&- 0 &(#&*'!"A&C

花岗闪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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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所列数值间的差异比较为同一指标不同样品间的比较!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数值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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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竹龄和不同部位毛竹竹叶中植硅体质量分数

如图
"

中所示' 通过对青山地区不同竹龄同一部位竹叶中植硅体质量分数对比! 不同竹龄的上部和

中部叶子中植硅体没有明显差异! 但是和下部叶子中植硅体质量分数差异明显" 青山湖地区同一竹龄竹

叶中植硅体的质量分数基本上是由下部到上部递增的! 除了青山
!

年生毛竹中不同部位的叶子中植硅体

没有显著性差异! 青山
"

年生毛竹和青山
(

年生毛竹中具有显著差异"

"#&

不同岩性和不同部位毛竹竹叶中植硅体质量分数

不同岩性对其上发育的毛竹中植硅体质量分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如图
)

所示" 不同岩性上毛竹的

同一部位竹叶的对比! 植硅体质量分数的变化都是比较大的! 并且都有显著差异" 花岗岩以及玄武岩上

发育的毛竹! 其不同部位竹叶中植硅体的质量分数差异不大( 在页岩和花岗闪长岩上发育的毛竹中上

部) 中部和下部叶子中植硅体质量分数变化比较大! 差异显著*

!

讨论

$#!

毛竹竹叶中植硅体质量分数及其影响因素

毛竹竹叶中植硅体质量分数变化范围为
(A&D'**&" +

#

,+

!"

! 同一岩性土壤上发育的不同竹龄的毛竹竹

李蓓蕾等' 毛竹林生态系统植硅体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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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中二氧化硅和植硅体的平均质量分数的不显著变化可能是与竹叶平均
! '

为周期的更新有关! 此外"

毛竹林的凋落量还受大# 小年$大年是指出笋多的年份" 小年是指出笋少的年份%的影响! 一般来讲" 小

年毛竹林的凋落量要大于大年" 凋落量的变化也可能影响竹叶中二氧化硅和植硅体的质量分数&

#%

'

! 不同

岩性条件下发育的毛竹林竹叶中二氧化硅以及植硅体的质量分数差异都比较大" 这与母岩及其形成土壤

的理化性质有关! 不同母岩发育的土壤的
()

值# 有机碳和有效硅的质量分数差异比较大" 从而影响其

上发育的毛竹林对土壤溶液中硅的吸收以及竹叶中植硅体的产生! 如相对于玄武岩和页岩地区的土壤"

以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为母岩的土壤中有效硅的质量分数虽然不高" 但是在这
!

种岩性土壤上发育的毛

竹竹叶中植硅体的质量分数较高" 这可能与这
!

种土壤的
()

值较低# 土壤中有机碳的质量分数相对较

高" 土壤较疏松" 能够促进植物对硅的吸收" 有利于植物中植硅体的积累有关&

#*+#,

'

! 然而到底是哪种原

因占主要地位" 或是几种原因同时作用" 亦或是还有其他的可能原因的影响" 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调查

研究!

图
#

页岩土壤上不同竹龄和不同部位毛竹叶

中植硅体的质量分数

-./012 # 34562567 48 (9:64;.69 .5 <.8821256 ('167 48 692

;2'=27 >.69.5 ?474 @'A@44 'A45/ <.8821256 '/27

图
!

不同岩性和不同部位
B

年生毛竹叶中植

硅体的质量分数

-./012 ! 34562567 48 (9:64;.69 .5 <.8821256 ('167 48 692 ;2'=27

>.69.5 ?474 @'A@44 'A45/ <.8821256 ;.694;4/.27

植硅体质量分数与二氧化硅质量分数间极显

著的相关性$

!

!

C"D%B! #

"

"＜&E&F

" 图
*

%说明(

植硅体与硅的吸收与积累量密切相关! 毛竹竹叶

中植硅体质量分数基本呈现从上部到下部递减的

趋势且差异性显著$图
#

"图
!

%" 主要与不同部位

对硅吸收与积累不同有关! 竹子对硅的吸收主要

受蒸腾作用控制" 上部的蒸腾作用要强于中部和

下部" 从而积累更多的硅&

#*+!&

'

!

!"#

毛竹竹叶中植硅体产生通量及其影响因素

据报道" 毛竹竹叶初级净生产力约为
* &$,G

H ##$ I/

)

9A

!!

)

'

!#

&

!#

'

! 据此" 我们估算毛竹中植

硅体产生的平均通量为
!&,EBG$!&E! I/

)

9A

!!

)

'

!#

! 不同岩性上毛竹竹叶植硅体产生通量从大到小的顺序

依次为( 花岗岩$

H&BE, I/

)

9A

!!

)

'

!#

%＞花岗闪长岩$

B!&E* I/

)

9A

!!

)

'

!#

%＞玄武岩$

$##EB I/

)

9A

!!

)

'

!#

%＞页

岩$

*#&EH I/

)

9A

!!

)

'

!#

%! 相对于玄武岩和页岩地区的毛竹林" 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上发育的毛竹中

植硅体的产生通量相对较高" 这主要与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上发育的毛竹叶片中植硅体含量较高有关!

除了不同母质发育的土壤可通过改变植硅体质量分数对植硅体产生通量具有影响外" 竹叶初级净生

产力的变化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毛竹林的叶凋落全年都会发生" 但其数量随着季节和竹子自身的生长

特点而变化&

!#

'

! 此外" 经营模式的不同也会对竹叶初级净生产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般来讲" 粗放经营

图
*

植硅体质量分数与二氧化硅质量分数的相关性

-./012 * 34112;'6.45 48 (9:64;.69 J456256 '5< K.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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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李蓓蕾等! 毛竹林生态系统植硅体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要大于集约经营"

$%

#

$

!"!

对中国毛竹林植硅体碳汇调控的启示

竹子%主要是毛竹&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约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
"&'()*&+(

$ 中国现存的

竹林面积约为
'&+ ! "+

,

-.

*

"

/

#

' 毛竹面积约为
!&! ! %+

,

-.

*

"

%+

#

' 集中分布在浙江( 江西和湖南等中亚热

带红壤地区 "

**"*!

#

$ 若按植硅体产生通量为
*+/&')#*+&* 01

)

-.

2*

)

3

4"计算' 那么全国毛竹林的植硅体产生

量约为
+&5)"&# 61

)

3

4%

%

% 617%+

%*

1

&$ 在植硅体形成的过程中' 植硅体内可以包裹
%8),(

的有机碳"

*9 $#"$'

#

'

称为植硅体碳' 其在全球碳循环和气候变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5

#

$ 若以植硅体中植硅体碳含量%

!#

%

&

(

"

%#

#和植硅体平均产生通量计算' 那么中国毛竹每年通过植硅体大约可以固定%

5,&%)%'$&'

&

!%+

,

01

二氧化碳$ 竹子具有生长快( 繁殖快( 易再生等优点 "

$:

#

$ 如果未来二三十年竹子面积继续按目前每年

*()!(

的速率增长"

:

#

' 那么' 到
*+'+

年竹子的面积将增加
"

倍以上"

*/

#

$ 若以毛竹植硅体产生平均通量

计算' 全国毛竹林植硅体及其包裹有机碳的含量都将增加
"

倍以上$

相对于玄武岩和页岩等其他岩性上发育的毛竹林' 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上毛竹植硅体产生通量较高

%约为前者的
"&'

倍&' 植硅体在土壤中的稳定性相对较高%因土壤具有较低
;<

值&

"

%!

#

' 碳汇潜力较大$

今后开展竹林造林*再造林时' 可以尽量选择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等地区$ 此外' 施用硅肥"

!+"!#

#或高供

硅能力的岩粉' 来提高毛竹竹叶中植硅体的产生通量都可以增加毛竹林植硅体产生量' 从而提高植硅体

内所包裹的有机碳含量' 固定更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对增加全球碳汇起到重要作用$

#

结论

不同岩性上发育的毛竹竹叶中植硅体质量分数为花岗岩%

//&% 1

)

01

"%

&＞花岗闪长岩%

:'&% 1

)

01

"%

&＞玄

武岩%

,5&! 1

)

01

"%

&＞页岩%

',&% 1

)

01

"%

&$ 不同的岩性对其上发育的毛竹中植硅体的产生通量影响比较大'

花岗岩%

,+,&+ 01

)

-.

"*

)

3

"%

&＞花岗闪长岩%

'*+&# 01

)

-.

"*

)

3

"%

&＞玄武岩%

#%%&, 01

)

-.

"*

)

3

"%

& ＞页岩%

!%+&,

01

)

-.

"*

)

3

"%

&$

按毛竹林面积的
!&! ! %+

,

-.

*和植硅体产生通量为
*+/&')#*+&* 01

)

-.

"*

)

3

"%计算' 全国毛竹林通过

竹叶凋落物形式产生的植硅体量为
+&5)%&# 61

)

3

4%

$ 若以植硅体中含碳量%

!#%

&

(

计算' 那么全国毛竹大

约可以固定二氧化碳%

5,&%)%'*&'

&

!%+

,

01

)

3

4%

$

选择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等毛竹植硅体产生通量高的岩性上开展竹林造林*再造林' 或施用硅肥或

高供硅能力的岩粉' 或增加竹林的面积可显著提高毛竹竹叶中植硅体及其包裹碳的产生通量' 增强植硅

体碳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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