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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定位研究法探明位于浙江省富阳市春建乡不同结构毛竹 Phyllostachys pubescens林

土壤 0 ～ 10 , 10 ～ 30和 30 ～ 50 cm 等 3个层次有机碳和全氮质量分数的季节变化特征 。结果

表明 , 垦复毛竹纯林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的季节变化(12.9 ～ 38.9 g·kg
-1
)秋冬高于春夏 , 而

未垦复毛竹纯林却与之相反 , 即春夏高于秋冬季节 , 变幅为 7.5 ～ 31.2 g·kg
-1
;毛竹与木荷

Schima superba 混交林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7.5 ～ 40.2 g·kg
-1
)冬季最高春季最低 , 表现出与

毛竹纯林不同的变化特征 。垦复毛竹纯林土壤全氮质量分数(0.8 ～ 2.4 g·kg
-1
)夏季最高春季

最低 , 未垦复毛竹纯林却是春季最高秋季最低 , 土壤全氮质量分数变幅为 1.3 ～ 3.0 g·kg
-1
;

而毛竹木荷混交林是夏季最高秋季最低 , 土壤全氮质量分数变幅为(0.9 ～ 3.2 g·kg
-1
)。垦复

毛竹纯林土壤有机质碳氮比(C/N)范围为8.49 ～ 46.03 , 未垦复毛竹纯林 C/N比范围为 5.84

～ 11.99;毛竹木荷混交林C/N比范围为 3.43 ～ 15.02。方差分析表明 , 土壤全氮质量分数不

同毛竹林分之间差异不显著 , 春季和夏季之间差异显著 。秋季和冬季之间差异不显著 , 0 ～

10 与30 ～ 50 cm 层次之间全氮质量分数差异极显著 , 而 0 ～ 10 cm 与10 ～ 30 cm层次之间差异

显著 。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不同季节或林分之间差异不显著 , 3类林分的 0 ～ 10 , 10 ～ 30和

30 ～ 50 cm等 3个层次之间的平均有机碳质量分数差异极显著。因此 , 不同结构和经营状态

毛竹林土壤碳氮养分在季节序列和土壤层次上存在较大变异。表4参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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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是土壤有机质的组分
[ 1]
(占有机质总量的 55%～ 60%), 有机质分解矿化后提供碳源和能量 。土

壤全氮量是反映土壤供氮潜在能力的指标 , 由硝态氮 、铵态氮和有机氮等 3部分组成
[ 2 ～ 4]

。它的消长

与土壤温度 、湿度和微生物的活动状况密切相关
[ 5]
。土壤有机质中碳与氮比例状况影响有机质的分解

速度 。据研究证实 , 当碳氮比(C/N)在 15 ～ 25时 , 有机质不仅分解快 , 而且有多余的有机氮转化为

NH4
+
-N和NO3

-
-N离子供植物吸收 , 供肥状况比较优越

[ 6 ～ 8]
。因此 , 有机质 C/N比值是衡量土壤培

肥与供肥能力的参考 。高志勤等
[ 6]
曾研究宁镇丘陵区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 栎类 Quercus spp.

和火炬松 Pinus taeda 林表土层(0 ～ 15 cm)土壤有机碳和全氮质量分数的季节变化 , 指出在 4 ～ 9月 ,

杉木林土壤C/N比变幅为 13.02 ～ 21.08 , 栎林土壤为 10.65 ～ 17.05 , 火炬松林为 11.83 ～ 15.57 , 3类



林分土壤 C/N比季节变化特征基本一致。毛竹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作为亚热带山区有发展潜力的经

济生态型竹种 , 目前的经营状态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 毛竹林土壤肥力或生产力的维持

与提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土壤碳氮养分状况是表征毛竹林土壤肥力水平的基本因素 , 因此 ,

开展毛竹林土壤碳氮养分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该试验以浙江省富阳市毛竹纯林和毛竹木荷 Schima

superba 混交林为研究对象 , 开展不同结构和经营方式毛竹林土壤碳氮质量分数相对变化的比较研究 ,

旨在为评价不同毛竹林土壤肥力水平提供基本信息。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地区概况及样地选择

试验标准地选设在浙江省富阳市春建乡毛竹林区 , 位于天目山系浅丘地貌区。试验样地海拔为

186 ～ 280 m , 年平均气温 21.5 ℃, 极端最高气温 41.5 ℃, 极端最低气温-8.5 ℃, ≥10 ℃年积温

3 526 ℃, 无霜期 245 ～ 280 d , 年均降水量 1 226 ～ 1 380 mm。土壤类型为发育于砂岩上的中厚层侵蚀

性黄红壤 , pH 5.2 ～ 6.5 , 呈微酸性至酸性 , 土壤层厚度 1 m以上 。试验林分(表 1)为垦复毛竹纯林

(编号:No.1), 未垦复毛竹纯林(编号:No.2)和毛竹木荷混交林(编号:No.3)。试验标准地面积

均为 20 m×20 m , 林分空间距离为 300 ～ 500 m 。

1.2　试验林分经营措施和基本特征

2003年为毛竹生长小年 , 毛竹纯林垦复时间在 2002年 10月中间 , 2002年 11月测得各林分土壤

养分状况参见表 2。毛竹纯林土壤 pH为 4.54 ～ 4.84 , 而毛竹木荷混交林土壤 pH4.98 ～ 5.18。垦复毛

竹纯林土壤有机质质量分数为 38.7 ～ 44.5 g·kg
-1
, 高出未垦复毛竹纯林(5.7 ～ 21.9 g·kg

-1
);毛竹木

荷混交林土壤有机质质量分数为 24.5 ～ 45.3 g·kg
-1
。未垦复毛竹纯林土壤全氮质量分数为 1.46 ～ 2.39

表 1　试验林分的基本特征
Table 1　Basic properties of experimental stands

样地

编号

林分

类型

坡向/

(°)

坡度/

(°)

海拔

/m
母岩

林龄/

a

树种

组分
郁闭度

密度/

(株·hm-2)

平均胸

径/ cm

平均高

度/m

No.1 垦复毛竹纯林　 SE15 10 205 砂岩 2 10竹 0.85 3 440 11.94 12.92

No.2 未垦复毛竹纯林 ES10 12 134 砂岩 2 10竹 0.85 2 724 9.80 11.30

No.3 毛竹木荷混交林 WS15 18 197 页岩 3 6竹 4阔 0.90 2 040 9.60 12.80

表 2　试验林分的土壤理化性质
Table 2　The phy-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 ls in experimental stands

样地及土层/ cm 土壤 pH 土壤质地
有机质/

(g·kg -1)

全氮/

(g·kg -1)

速效磷/

(mg·kg -1)

速效钾/

(mg·kg -1)

No.1 (垦复毛竹纯林)

0～ 10 4.84 沙质壤土 44.50 1.50 3.33 118.42

10～ 30 4.69 沙质壤土 41.20 1.70 2.17 98.72

30～ 50 4.60 沙质壤土 38.70 0.83 4.46 103.65

No.2 (未垦复毛竹纯林)

0～ 10 4.59 沙质壤土 38.80 2.39 4.98 76.97

10～ 30 4.61 沙质壤土 30.90 1.80 1.84 61.70

30～ 50 4.54 沙质壤土 16.80 1.46 2.59 51.28

No.3 (毛竹木荷混交林)

0～ 10 4.98 沙质壤土 45.30 2.34 8.19 104.87

10～ 30 5.03 沙质壤土 36.70 2.36 4.08 63.72

30～ 50 5.18 沙质壤土 24.50 1.98 4.83 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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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g
-1
, 高出垦复毛竹纯林(0.63 ～ 1.56 g·kg

-1
)。毛竹木荷混交林土壤全氮质量分数高出未垦复毛竹

纯林(0.41 ～ 1.88 g·kg
-1
)。毛竹木荷混交林土壤速效磷质量分数为 4.08 ～ 8.19 mg·kg

-1
, 高出毛竹纯

林(2.24 ～ 3.21mg·kg
-1
), 垦复毛竹纯林3层土壤速效钾平均质量分数为 106.93mg·kg

-1
, 毛竹木荷混

交林为75.38 mg·kg
-1
, 而未垦复毛竹纯林为 63.32 mg·kg

-1
。

2002-2003年冬季各林分割灌除杂(劈山), 其余经营措施一致。2002年 12月上旬在毛竹林地中

择伐 2 ～ 3度竹 , 垦复毛竹纯林择伐强度为675株·hm
-2
, 折合生物量为15 862.5kg·hm

-2
;未垦复毛竹

纯林择伐强度为 780株·hm
-2
, 折合生物量为 16 720.0 kg·hm

-2
;毛竹木荷混交林择伐强度为 645株·

hm
-2
, 折合生物量为16 447.5 kg·hm

-2
。2003年挖笋量垦复毛竹纯林为802.5 kg·hm

-2
, 未垦复毛竹纯

林为 672.0 kg·hm
-2
, 毛竹木荷混交林为 699.0 kg·hm

-2
。

1.3　土壤样品的采集 、 处理及分析

2003年累计采样12次 , 每一季节按月采样 3次 , 春季采样时间在 3月 、 4月下旬和 5月上旬 , 夏

季采样时间在 6月 、 7月和8月下旬 , 秋季采样时间在9月 、 10月下旬和11月上旬 , 冬季采样时间在

11月下旬 、 12月和 2004年 1月下旬 。每一标准地中按照 “S” 形随机布置 6点 , 由下往上用土钻分 3

层(0 ～ 10 , 10 ～ 30 , 30 ～ 50 cm)采集新鲜土壤 , 分层混合样品质量 0.5 ～ 1.0 kg , 取出 10 g 左右鲜样 ,

用铝盒装好盖严 , 携带回实验室及时测定土壤自然含水率(105 ℃烘干 6 h), 采样后按照原来状态覆

盖好枯枝落叶 , 每一次取样在相同位置 。样品风干碾碎并通过孔径 2 mm 筛子 , 然后多点分取 20 ～ 30

g 已过筛的土样进一步研磨 , 使其全部通过 0.25 mm 筛子为止
[ 4 , 7]
, 装入信封 , 记录样品采集地点 、

深度和采样日期等。

土壤全氮质量分数测定采用凯氏定氮法 , 土壤有机碳测定采用重铬酸钾氧化-外加热法。在 Excel

中建立数据库 , 运用 DPS统计软件开展数据分析 , 取每一季节 3个测定数的平均值作为季节对应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有机碳和全氮质量分数的季节变化

2.1.1　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的季节和层次变异　从表 3可知 , 垦复毛竹纯林和未垦复毛竹纯林 0 ～ 10

cm 层次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随季节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 , 春夏季节有所下降 , 这可能与该时期竹子

生长旺盛而吸收较多土壤养分有关 。因为碳氮养分库是土壤养分的主要来源之一 , 经过矿质化和腐殖

化过程而释放速效养分供竹子生长所需 , 故碳素养分消耗较多;秋冬时节有机碳质量分数 , 可能与夏

季枯落物的旺盛分解释放养分较多 , 冬季消耗养分较少有关。毛竹木荷混交林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从

春季至冬季虽逐渐升高但增幅不大 , 冬季达到最高 , 这与混交竹林枯落物中养分储量多且持续分解释

表 3　不同林分土壤碳氮质量分数的季节和土壤层次变化
Table 3　Dynamics of carbon and nitrogen contents of different seasons and soi l layers in various stands

样地及土层 cm
容重/

(g·cm-3)

非毛管

孔隙/ %

有机碳质量分数/ (g·kg -1)全氮质量分数/ (g·kg-1) 碳氮比(C N)

春 夏 秋 冬 春 夏 秋 冬 春 夏 秋 冬

No.1 (垦复毛竹纯林)

0～ 10 0.78 24.76 37.5 32.2 32.8 38.9 1.5 2.0 2.0 1.7 46.03 11.91 10.34 11.62

10～ 30 0.95 16.66 18.0 21.7 26.4 22.0 0.8 1.7 1.6 1.7 46.03 11.91 10.34 11.62

30～ 50 1.16 21.32 13.3 20.0 19.2 12.9 0.8 2.4 1.8 1.6 45.08 10.68 9.54 8.49

No.2 (未垦复毛竹纯林)

0～ 10 0.96 25.26 29.3 26.1 27.9 31.2 3.0 2.9 2.3 2.9 9.88 8.95 11.99 10.86

10～ 30 1.12 15.82 22.2 16.3 17.4 17.8 2.7 2.0 1.7 1.9 8.18 7.94 10.15 9.25

30～ 50 1.19 10.14 14.0 7.5 10.7 13.8 1.6 1.3 1.3 1.7 8.99 5.84 8.47 7.95

No.3 (毛竹木荷混交林)

0～ 10 0.76 19.96 24.9 27.3 33.2 40.2 2.6 3.2 2.5 2.8 9.48 8.43 13.56 14.60

10～ 30 0.87 23.32 15.0 19.0 18.1 20.9 1.3 2.8 1.2 1.5 11.87 3.43 15.02 13.87

30～ 50 1.12 16.90 7.5 7.9 13.7 14.7 0.9 1.1 1.2 1.6 8.42 7.52 11.35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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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有关。从养分数值来看 , 垦复毛竹纯林高于未垦复毛竹纯林 , 由于春夏时期的木荷生长处于高峰 ,

吸收较多养分 , 故毛竹木荷混交林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低于毛竹纯林 , 秋冬季高于未垦复毛竹纯林 ,

而与垦复毛竹纯林接近。

从表 3不难看出 , 垦复毛竹纯林 10 ～ 30 cm层次有机碳质量分数从春季升高至秋季达到最高 , 尔

后开始下降 , 未垦复毛竹纯林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夏季降至最低后逐步上升 , 毛竹木荷混交林 0 ～ 10

cm 和 10 ～ 30 cm层次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总体上从春季到冬季逐步升高 。

由表 3看出 , 垦复毛竹纯林 30 ～ 50 cm层次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从春季至夏季升高至最大值之后

则下降 , 出现这一结果与林地垦复后土壤结构变得疏松 , 通气状况改善 , 致使养分释放能力增强有

关 , 故夏季土壤有机碳增高。

未垦复毛竹纯林的季节和层次变化特征恰与垦复毛竹纯林相反 , 从春季至夏季降低至最低值后又

回升 , 未垦复毛竹纯林以春季最高 , 夏季最低。垦复毛竹纯林 0 ～ 10 cm 层次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冬

季最高而夏季最低 , 毛竹木荷混交林 3个土壤层次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均以冬季最高 , 春季最低 , 并

且均随深度增加而逐步下降。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 不同毛竹林或土壤层之间有机碳质量分数差异极显著 , 毛竹林土壤有机碳质

量分数季节之间虽存在差异但不显著 , 说明毛竹林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虽受枯落物分解释放而变化但

季节变化相对稳定 。从有机碳数值来看 , 毛竹木荷混交林最高(23.1 g·kg
-1
), 垦复毛竹纯林次之

(21.3 g·kg
-1
), 而未垦复毛竹纯林最低(19.9 g·kg

-1
)。毛竹木荷混交林土壤有机碳平均质量分数是未

垦复毛竹纯林的 1.16倍 , 垦复毛竹纯林与未垦复毛竹纯林相差不大。各林分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的

季节变化表现为冬季>夏季>秋季>春季。春季由于发笋长竹消耗养分多 , 夏季虽然毛竹生长快需要

养分较多 , 但高温湿润条件下林地枯落物分解释放养分也较多 , 所以夏季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反而高

于春季 , 秋季是孕笋季节也同样消耗营养而冬季竹子处于休眠阶段 , 呈现冬季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最

高而春季最低的季节格局 。

2.1.2　土壤全氮质量分数的季节和层次变异　从表 3发现 , 0 ～ 10 cm 层次各林分土壤全氮质量分数

季节变幅为 1.5 ～ 3.2 g·kg
-1
, 春季和冬季全氮质量分数以未垦复毛竹纯林最高 , 毛竹木荷混交林次

之 , 垦复毛竹纯林最低;夏秋两季以毛竹木荷混交林最高 , 未垦复毛竹纯林次之 , 依然是垦复毛竹纯

林最低。林地垦复之后土壤变得疏松 , 非毛管孔隙度增大 , 加之氮素养分易随径流和渗漏水而淋失 ,

由于夏秋两季长竹孕笋消耗较多养分 , 使得土壤全氮质量分数下降最多 , 因而林地表层土壤全氮质量

分数以垦复毛竹纯林最低 。

分析表3数据得出 , 10 ～ 30 cm层次土壤全氮质量分数季节变幅为 0.8 ～ 2.8 g·kg
-1
, 与 0 ～ 10 cm

层次相比较 , 全氮降低 12.5%～ 46.67%。秋季和冬季土壤全氮质量分数均以未垦复毛竹纯林最高 ,

垦复毛竹纯林次之 , 毛竹木荷混交林最低。春季以未垦复毛竹纯林最高 , 毛竹木荷混交林次之 , 垦复

毛竹纯林最低。夏季却以毛竹木荷混交林最高 , 未垦复毛竹纯林次之 , 垦复毛竹纯林最低。春季和冬

季土壤全氮质量分数均以未垦复毛竹纯林最高 , 夏季以毛竹木荷混交林最高 , 垦复毛竹纯林最低 , 说

明夏季混交竹林枯落物氮素养分释放补充较多 , 在春季由于木荷和林下灌木抽梢发叶生长以及毛竹发

笋所需养分较多 , 所以毛竹木荷混交林全氮质量分数较低 。

分析表 3数据 , 30 ～ 50 cm层次土壤全氮质量分数季节变幅为0.8 ～ 2.4 g·kg
-1
, 与 0 ～ 10 cm 层次

相比较 , 全氮降低25.0%～ 46.7%, 较 10 ～ 30 cm 层次降低0.1%～ 14.3%。春季和冬季土壤全氮质量

分数未垦复毛竹纯林高于毛竹木荷混交林和垦复毛竹纯林接近 , 出现这一结果与混交竹林中阔叶树根

系吸收养分较多有关 , 而且林地垦复之后土壤疏松 , 有利于毛竹鞭根生长致使消耗氮素养分增多 。夏

秋季节土壤全氮质量分数以垦复毛竹纯林最高 , 未垦复毛竹纯林次之 , 毛竹木荷混交林最低 , 这可能

是夏季林地高温湿润 , 微生物活动旺盛 , 有助于枯落物的分解培肥 , 为该时期毛竹及木荷等树种生长

也吸收较多的土壤氮素养分 , 因而表现出毛竹木荷混交林土壤氮素养分居各林地最低水平。

总体而言 , 0 ～ 10 cm和 10 ～ 30cm土壤层次碳氮养分季节变化特征相似 , 而 30 ～ 50 cm 层次由于

鞭根分布的影响 , 碳氮养分的季节变化特征与前者有所不同。春季和冬季有机碳和全氮质量分数以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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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复毛竹纯林最高 , 毛竹木荷混交林次之 , 垦复毛竹纯林最低;而夏秋季节则以垦复毛竹纯林最高 ,

未垦复毛竹纯林次之 , 毛竹木荷混交林最低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林分之间土壤全氮质量分数差异不

显著 , 0 ～ 10 cm 和10 ～ 30 cm层次全氮质量分数差异显著 , 0 ～ 10 cm 和 30 ～ 50 cm 层次全氮质量分数

差异极显著。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可从林地垦复之后土壤结构变得疏松透气 , 土壤温度和湿度状况得

到改善 , 枯落物分解释放补充表层养分增多得到解释;又由于毛竹鞭根主要集中分布在 10 ～ 50 cm层

次 , 该层次养分消耗较多 , 10 ～ 30 cm和 30 ～ 50 cm层之间差异不显著。

春季和夏季土壤全氮质量分数差异显著 , 其余季节间差异不显著 , 因为春季毛竹发笋较多 , 夏季

又是毛竹生长的高峰阶段 , 该时期是土壤养分消耗较多的时期 , 秋季孕笋期虽有养分消耗但较少 , 季

节之间差异相对变小 。

2.1.3　土壤有机质碳氮比(C/N)的季节和层次变异　有机碳是微生物活动的能源 , 氮是构成微生物

细胞的要素 , 二者比率大小影响微生物的繁殖和活动 , 从而影响有机质矿化分解速度。一般而言 , 当

C/N比在 15 ～ 25范围 , 有机质供肥状况优越 , 而C/N比较小时 , 微生物分解活动能力增强而使土壤

有效养分增加
[ 2 , 9]
。方差分析表明 , 不同毛竹林或土壤层次之间有机质 C/N比差异极显著 。因此 , 不

同林分之间或土壤层次之间供肥能力变异较大。垦复毛竹纯林有机质 C/N比春季最高 , 其余季节之

间相差不大 。毛竹木荷混交林土壤有机质 C/N 比秋冬季最大 , 春季次之 , 夏季最小 , 除了春季和秋

季外 , 表层土壤 C/N比高于下层 。出现上述现象与鞭根集中生长在 0 ～ 30 cm 层次 , 春季长笋 , 秋季

笋芽萌发等生长过程需要消耗较多氮素养分有关 。未垦复毛竹纯林有机质 C/N 比季节或层次之间差

异不显著 , 未垦复毛竹纯林与毛竹木荷混交林有机质 C/N比差异不显著 。

2.2　土壤有机碳和全氮质量分数的变异分析

表 4　土壤有机碳和全氮质量分数层次变化方差分析
Table 4　ANOVA results of changes for organic carbon or total

nitrogen contents of soil layers in different stands

差异水平
有机碳 全氮

0～ 10 10～ 30 30～ 50 0～ 10 10～ 30 30～ 50 cm

5%显著水平 a b c b a a

1%极显著水平 A B C B AB A

　　由表 4不难看出 , 3种林分

土壤平均有机碳和全氮质量分数

在0 ～ 10 , 10 ～ 30 , 30 ～ 50 cm等

3 个土壤层次之间差异极显著 ,

而全氮质量分数在 0 ～ 10和 30 ～

50 cm 层次之间差异极显著 , 0

～ 10与 10 ～ 30 cm差异显著 , 说

明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的层次变

异幅度大于全氮质量分数的变幅 , 全氮质量分数随土壤加深而逐渐减小 , 而有机碳质量分数随土壤层

次加深而减小的幅度高于全氮质量分数的变幅。

3　小结与讨论

土壤有机碳和全氮质量分数是衡量土壤肥力水平的重要指标 , 土壤碳氮资源的总量和可获得性较

低 , 特别是氮已经成为制约森林第一性生产力提高的主要限制因子 。竹林土壤碳和氮素的存在状况是

影响生态系统平衡和林地生产力提高的关键因素之一 。毛竹纯林和毛竹木荷混交林是竹产区典型的毛

竹林分类型 , 开展其土壤碳氮质量分数的变化特征研究 , 对揭示毛竹林土壤肥力现状 、 演变和科学经

营竹林具有重要意义 。

徐秋芳等
[ 10]
研究指出 , 竹林土壤全氮质量分数以 5月最低 , 水解性氮质量分数在 5 ～ 8月处于低

谷 , 8月之后有所回升。由于毛竹林鞭根主要分布在 0 ～ 50 cm土壤层次 , 尤其集中分布在 10 ～ 30 cm

层次 , 所以土壤碳氮营养的研究以 0 ～ 10 , 10 ～ 30和 30 ～ 50 cm为深度范围 , 考虑毛竹林生长具有明

显的季节性 , 春季发笋长竹 , 夏季茎秆快速生长 , 秋季孕笋等特征 , 必然影响其养分吸收状况 , 又由

于毛竹叶凋落高峰期主要发生在大春(4 ～ 5月)和晚秋(11月), 林地枯落物分解矿化释放而补充土壤

养分存在季节变化。另外 , 挖笋翻耕可能造成有机质矿化加剧而导致氮的下降 。因此 , 按照不同季节

实际测定了土壤碳氮养分状况 。

结果表明 , 3种经营状态的毛竹林土壤碳和氮养分存在差异 , 毛竹纯林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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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秋季和夏季最高 , 0 ～ 10 , 10 ～ 30和 30 ～ 50 cm 3个层次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差异极显著。土壤全氮

质量分数 0 ～ 10 cm和 30 ～ 50 cm层次之间差异极显著 , 其余层次之间差异不显著。春季或冬季土壤全

氮质量分数以未垦复毛竹纯林最高 , 毛竹木荷混交林次之 , 垦复毛竹纯林最低 , 而秋季仍以未垦复毛

竹纯林最高 , 垦复毛竹纯林次之 , 毛竹木荷混交林最低 , 夏季与之截然相反 , 毛竹木荷混交林最高 ,

未垦复毛竹纯林次之 , 垦复毛竹纯林最低 , 表明不同毛竹林土壤全氮质量分数季节变化较大 。

毛竹纯林土壤有机质C/N比的季节变幅为 5.84 ～ 46.03 , 毛竹木荷混交林为3.43 ～ 15.02。垦复毛

竹纯林土壤 C/N比除春季显著高于其他季节 , 其余 3个季节之间差异不显著 , 未垦复毛竹纯林土壤

C/N比季节之间或层次之间差异均不显著 , 毛竹木荷混交林土壤 C/N 比秋冬季最大 , 春季次之 , 夏

季最小 , 表明不同毛竹林分养分的供应能力季节之间存在差异 , 毛竹木荷混交林土壤供氮能力似乎高

于毛竹纯林。

从C/N比值着眼 , 毛竹木荷混交林土壤有机质供肥状况最优 , 垦复毛竹纯林次之 , 未垦复毛竹

纯林相对较差。因此 , 毛竹林经营应注意混交方式的推广 , 适当垦复可以改善土壤碳氮营养状况 。需

要指出的是 , 该项研究是以毛竹小年的测定数据来比较碳氮养分的相对变异的 , 因此 , 开展长期深入

研究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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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seasonal changes in soil carbon and nitrogen

nutrients of different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st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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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asonal changes in the mass fractions of organic carbon and total nitrogen at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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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layers of soil in different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stands were studied by the orientation research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ss fraction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12.9-38.9 g·kg
-1
)in the reclaimed pure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stands in autumn and winter were higher than in spring and summer.The mass fractions of

soil organic carbon(7.5-31.2 g·kg
-1
)in the non-reclaimed pure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stands in spring and

summer were higher than in autumn and winter.The mass fraction of soil organic carbon (7.5-40.2 g·kg
-1
)in

the Schima superba stands was highest in winter and lowest in spring ,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pure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stands.The mass fraction of soil total nitrogen (0.8-2.4 g·kg
-1
)in reclaimed pure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stands was highest in summer and lowest in spring , that(1.3-3.0 g·kg
-1
)in the non-

reclaimed pure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stands was highest in spring and lowest in autumn and that (0.9-3.2 g·

kg
-1
)in Schima superba stands was highest in summer and lowest in autumn.The C N ratio in the reclaimed pure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stands was between 8.49-46.03 , that in the non-reclaimed pure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stands was between 5.84-11.99 , that in the Schima superba stands was between 3.43-15.02.The results of

varianc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ass fractions of soil total nitrogen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stands ,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spring and autumn ,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autumn and winter ,

much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layers of 0 -10 cm and 30-50 cm ,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layers of 0-10 cm and 10-30 cm.The mass fraction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seasons and different stands , much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the layers of 0-10 cm , 10-30 cm and

30-50 cm.Therefore , the mass fractions of soil carbon and nitrogen in different stands were comparativel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seasons and different soil layers.[ Ch , 4 tab.16 ref.]

Key words:pedology ;Phylloslachys pubescens stands;soil total nitrogen;soil organic carbon;seasonal dynamics

《山核桃品质 、 产量遗传基础及优化控制》项目通过验收

　　2006年 2月 24日下午 , 浙江林学院主持的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山核桃品质 、 产量遗传

基础及优化控制》顺利通过由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的验收。

山核桃投入低 , 产出高 , 产品供不应求 。近年来 , 种植面积虽然不断扩大 , 但是由于一直处于野

生半野生状态 , 山核桃产业的快速发展与研究的滞后已逐渐显现出来。为培育山核桃良种 , 矮化树

体 , 缩短童期 , 达到高效栽培 ,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门设立了研究项目 , 由浙江林学院负责

开展山核桃品质 、产量遗传基础及优化控制研究 。

从2003年开始 , 项目组围绕严重制约山核桃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 开展技术攻关 , 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通过山核桃遗传基础的研究进一步了解了山核桃的遗传背景 , 为山核桃良种培育打下理论基

础;同时 , 通过优化控制技术的研究 , 实现山核桃的优质高产 。研究成果为山核桃的优质高产提供了

理论基础与创新技术 , 对促进山区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在该项目的研究过程中 , 研究专家们先后建立了 38 hm
2
嫁接苗试验基地 , 10 hm

2
种质资源收集

圃 , 6 hm
2
苗木繁育基地 , 繁殖山核桃嫁接苗 10万株 , 建立了省级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和国家科技成果

转化中心 。同时 , 项目组专家还开展了大量的技术培训和科技服务工作 , 举办培训班 128期 , 直接培

训1.2万人次 , 提高了果农的山核桃经营水平 , 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 , 为山核桃产区加快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天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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