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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阔叶林与杉木连栽林地

土壤肥力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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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然阔叶林林地土壤具有比衫木林林地 良好的水分状况
、

孔隙状况和土攘

结构体 , 土攘非毛管孔隙和总孔隙度分别比籽木林增加 2
.

82 %和 4
.

15 % , 0
.

25 n l l n

以上和 5
。

00 r 。刀。 以上的水稳性 团聚体含量分别比衫木林高 6
。

56 % 和 9
.

86 % , 而土

味容重
、

结构破坏率和分散系数却比衫木林低
。

天然阔叶林土滚养分贮量较杉木林

丰富
,

表层土壤有机质比杉木林高1
。

07 %
。

因此
,

应注意保护和发展阔叶林
,

控制

杉木纯林营造规模
,

尽量采用与阔叶树进行混交或轮栽
,
以便防止杉木 多代连栽所

造成的地力衰退
。

关恤词 天然林 , 常缘阔叶林 , 杉木 , 林地 , 土城肥力

中圈分类号 5 7 1 4
.

8

杉木 ( C如 , 扭g加耐 a

aln ces alt a) 是我国南方重要的速生用材树种
,

生长快
,

产量高
,

材质

优
,

深受产区广大林农喜爱 l[J
。

杉木人工林纯林营造规模不断扩大
,

砍阔栽杉也成为一种普

遍现象
,

造成天然阔叶林面积逐渐减少
。

同时
,

同一块林地也经常进行多代连栽杉木
,

造成

生态环境恶化
,

林地土壤肥力和生产力下降
。

这已成为林业工作者当前普遍关注的间题 .tz
3 ]

。

有鉴于此
,

我们对天然阔叶林林地与杉木林林地的土壤理化性质进行了比较测定分析
,

试图

摸清其土壤肥力演变规律及差异
,

为合理保护
、

发展阔叶林和防止杉木连栽地力衰退提供理

论依据
。

1 调查地自然概况

本试验地设在闽中尤溪县林科所后坑科研基地
。

杉木林地为 2 代杉木林
,
前身也是天然

阔叶林
。

因此
,

我们选择其邻近的老龄天然阔叶林作为对照
。

该县位于戴云山脉西北面 (尤

溪县位于 25
.

8
。

~ 26
.

4
O

N
,

1 17
.

8
。

~ 1 18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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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性与海洋性兼并季风气候
,

年平均降水量 1 5 99
.

6 m m
,

年蒸 发 量 1 3 83
.

4 I n 力n ,

年平均气

温 1 8
.

9℃
,

平均相对湿度为83 %
。

土壤为山地红壤
。

平均坡度为 25 ~ 28
。 。

夭然阔叶林主要为

木荷 ( S c h i m a s u p e r b a
)和壳斗科 ( F a g a e e a e )树种组成

。

林龄大约 5 0 ~ 6 0 a
。

杉木林 下植被主

要是芒其 ( D i c l a n o p七e : 15 d i
e ho t o二a)

、

黄瑞木 (A d i n a n
d

r a 二 i l l e t t f i )和狗脊 (才
o o

d拟
a r d f a i

a p o o f c a )

等
。

2 土壤测定方法

在两种林分类型中的中部分别设置两块标准地 ( 20 m X 20 m )
。

在标准地内
,

按照梅花型

布设 5 个土壤取样点
,

按 。 ~ 2 0 c m和 20 ~ 4 0 c m 分层 取样
,

不同层次土样分别混匀后供室内

分析用
。

土壤化学性质按常规方法测定 t’J
。

土壤水分物理性质采用环刀法 0[J
,

取层状土壤带回

室 内分析
。

土壤水稳性团聚体采用机械筛分法 [’J
。

土壤微团聚体和机械组成采用吸管法 [’J
。

3 结果分析

.3 1 土城物理性状

3
.

1
.

1 土壤水分状况 森林土壤水分是森林土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它积极 参 与土壤中

物质的转化过程
,

是植物生长所必需 的
,

也是土壤肥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

从表 1 可 以看出
,

天然阔叶林林地的土壤水分状况优于杉木纯林林地
,

而且上层均高于底层
。

天然阔叶林林地

表层自然含水量比杉木林高 4
.

91 % , 最大持水量
、

毛管持水量和最小持水量分别是杉木林的

1
.

3 3 , 1
.

2 7和 1
.

1 7倍 ; 表层土壤最大贮水量和排水能力分别比杉木林增加 20
.

34 I n i l l 和 1 5
.

80

m m
。

这 说明天然阔叶林土壤不仅持水能力比杉木林强
,

而且能及时供应林木生长所需要的

水分
。

T a b l e

表 1

T h e s c i l

不同林分类型土壤水分状况

m
o i s t u r e e o n d i t io n i n d i f肠 r e n t s t a n d s

土 深

/
e
m

自然含水量 最大持水量 毛管持水量 最小持水量
林分类 型

土壤最大
贮 水 量

衫木 纯林
0 or 2 0

2 0~ 4 0

/% /% / % /%

2 0
.

9 8 4 2
.

5 9 3 4
.

5 1 3 1
.

0 4

2 1
.

19 3 3
.

9 8 3 0
.

1 9 2 6
.

6 9

/m m

排水能力

/ m m

9 8
.

3 0 2 6
.

6 6

9 3
.

1 6 19
.

9吕

天然阔叶林
0~ 2 0

2 0~ 4 0

2 5
.

8 9

2 4
.

C I

5 6
.

5 0

4 5
.

1 0

4 3
.

7 2

3 5
.

8 4

3 6
.

2 8

3 1
.

8 6

1 18
.

6 4

10 4
.

1 4

4 2
.

4 6

3 0
.

5 7

3
.

1
.

2 土攘孔隙状况 土壤孔隙状况直接影响土壤通气状况和根系穿插的难易
,

并对土壤中

水肥气热和生物活性等发挥不同的调节功能
。

由表 2 可知
,

天然阔叶林林地表层 (0 ~ 20 c m )

和底层 ( 20 ~ 40 c m ) 土 壤 容 重 比 杉 木林分别减少 0
.

2 04 和 0
.

2 1 6 ; 非毛管孔 隙 度
、

毛管孔

隙度和总孔隙度均大于杉木林
,

其中表层和底层非毛管孔隙度 比杉 木 林 分 别 高 2
.

82 %和

5
.

49 % , 非毛管孔隙度占总孔隙度的比例也 比杉木林高
。

从土壤通气度来看
,

天然阔叶林分

别是杉木林的 1
.

17 和 1
.

62 倍
。

这说明天然阔叶林林地土体构造较疏松
,

不仅 有利 于 土壤渗

水
,

保水和通气
,

也有利于土壤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和根系的生长发育
。

这可能是天然阔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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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林分类型土壤孔隙状况

T a b l e 2 T h e 5 0 11 p o r e e o n d i t i o n s i n d if f e r e n t s t a n d s

土 深
林分类型

/
e m

容 重

/ g
·

c m
一 “

非毛管孔隙度

/ %

杉木纯林
oew Z C

2 0~ 4 0

l
,

15 4 0

1
.

3 7 0 8 :;

毛管孔隙度 总孔隙度 通 气 度 非毛管孔破 占总
孔隙度的 比例

/ % /写 / % / %

3 9
.

8 2 4 9
.

14 2 4
.

9 3 1 8
.

9 7

3 8
.

5 0 43
.

70 14
.

65 1 1
.

9 0

天然 阔叶林
0~ 2 0

2 0 ~ 4 0

0
.

9 4 9 9

1
.

15 4 5

12
.

14

10
.

6 9

4 !
.

5 3

4 1
.

3 8

5 3
.

6场

5 2
.

0 7

2 9
.

0 8

2 3
.

6 6

2 2
.

6 2

2 0
.

5 3

枯枝落叶较多
,

土壤有机质含量高 ( 3
.

55 % )
,

有利于良好的土壤结构体的形成的缘故
。

而杉

木林由于多代连栽
,

耕作频繁
,

造成土壤团聚体结构破坏
,

从而使土壤变得板结和粘重
。

因

此
,

采用与阔叶树种混交
,

保护恢复林下植被生长是解决杉木多代连栽地力衰退的一个有效

途径
。

3
.

1
.

3 土壤结构体 一是土壤水稳性团聚体组成
。

团聚体是指 由一些土壤机械成分相互凝聚

和粘结而成的土壤个体
。

土壤水稳性团聚体数量和组成决定土壤结构的稳定性
,

影响土壤通

透性和抗蚀性
,

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

从表 3 可见
,

天然阔叶林表层土壤 0
.

25 ~
以

上水稳性团聚体含量比杉木林增加 6
.

56 %
,

结构体破坏率比杉木林连栽林地低 6
.

29 %
。

天然

阔叶林表层土壤 5
.

00 幻以I n 以上水稳性大团聚体含量为 1 9
.

86 %
,

比杉木林高 5
.

63 %
。

这说明天

然阔叶林林地土壤团粒结构性能较为良好
,

土壤保水保肥能力较强
,

从而有利于土壤结构稳

表 3 不同林分类型土壤团聚休组成 (0 ~ 2 c0 m )

T a b l e 3 T h e e o n t e n t o f 5 0 11 a g g r e g a t e i n d i f f
e r e n t s t a n d s

林分类型
不同粒径 ( m m )水稳性团聚体含量 /%

> 5
.

0 0 5
.

0 0~ 2
.

0 0 2
.

0 0~ 1
.

0 0 l
.

0 0 ee 0
.

5 0 0
.

5 0~ 0
.

2 5 < 0
.

25 > 0
.

25

结构破坏率

/%

器粼箫嘿韶黑éù器éó器 黑器器揣
衫木纯林 17

.

8 4

天然阔叶林 1 1
.

5 5

注 : 结构破坏率 (% ) = 干筛大于 0
.

2 5 m m 团聚体含量 一湿筛大于 0
.

25
干筛大于 0

.

2 5 m m 团聚体含量
竺竺鱼里生宣旦

一 、 oI c%
, 表 中数据分 子 为 退

筛
,

分母为千筛

定性的提高
。

这与天然阔叶林的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
,

土壤中有机胶结的稳定性团聚体含量

增加及林下茂密的植被和大量枯枝落叶有关
。

二是土壤颗粒组成
。

土壤颗粒是构成土壤结构

的主要成分
。

它直接影响土壤质地
、

通透性
、

排水和保水能力的大小
。

由表 4 可知
,

天然阔

叶林土壤表层 0
.

01 力。 r 。 以上的水稳性团聚体为 72
.

75 %
,

比杉木林大 5
.

50 %
。

天然 阔 叶林表

层土壤的团聚体状况和团聚度分别为 17
.

05 %和 3
.

“ %
,

比杉木林来得多
,

而土壤分散率天然

阔叶林为 32
.

72
,

比杉木林低 3
.

45 %
。

这说明天然阔叶林林地具有比杉木林林地较好 的 土壤

结构体和抗蚀性能
。

此外
,

天然阔叶林表层土壤小于 o
.

00 l l n r 。 的粘粒含量 也 比杉木林 地低

1
.

93 %
。

这也说明杉木林连栽林地由于人为耕作频繁
,

土壤结构体受到破坏
,

土壤变得粘重
,

不利于杉木的生长
。

这也许也是杉木多代连栽生产力下降的一个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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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不同林分类型土城微团架体
、

机械组成 (0 ~ 2c 0m )

Ta b le 魂 T he 5 011 m
e e ha ni e a le o

m po s i tio na n dm ie ro a g g re g a te i n di f fe e r n ts ta n d,

不 同粒径徽团聚体 /机械组成% 质 地

林分类型 1
.

CO

2
0

.

2 5

0
.

25

之
0

.

0 5

0
.

05

之
0

.

0 1

C
.

0 1

之
0

.

0 0 5

0
.

0 05

2
0

.

00 1

< 0
.

0 0 1

物理性

砂 粒

> 0
.

0 1

物理性

砂 粒

< 0
.

C l

分散

系数

/%

结构

系数

/拓 (卡氏制 )

3 6
.

17 6 3
.

8 3 重城

器揣署éōóù器黑渭甘.99些.70杉木纯林
13

.

4 1

1 8
.

4 2

1 4
.

7 6

13
.

17 兴:

天然阔叶林
3 8

.

6 3

2 9
.

3 1

15
.

1 1

1 2
.

2 5
3 2

.

7 2 6 7
.

2 8 二城

拄
,

分 散系 数 , 小于 0
.

0 01 m m粘粒含量 (机械组成 ) 一小于 0
.

0 01 m m 枯位含量 (徽团聚体组成 )

小于 0
.

0 01 m m 粘粒含量 (机械组成 )
x l OO%

,结构 系数

= 1 0 0% 一 分散系数 , 团聚状况 = (大于 0
.

01 m m微团聚体分析值 一 大于 0
.

01 m m机械组成分析值 ) .团聚度 , (团聚状 况 /大

于 0
.

0 1 m m徽团聚体分析值 ) x 一O C%

3
·

2 土坡化学性质

林木种类
、

凋落物的数量及化学组成
、

元素归还速度等直接影响土壤养分 贮 量 和有效

性
。

分析结果表明 (表 5 )
:

天然阔叶林林地土壤表层和底层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
、

速效性氮

磷钾均 比杉木连栽林地高
。

这表明天然阔叶林采伐后营造速生杉木林
,

土壤营养元素贮量逐

渐下降
。

杉木林地土壤碳氮比值也比天然阔叶林地低
,

对土壤微生物活 动不利
,

同 时 也 表

明杉木林地土壤有机质仍处于分解过程
。

因此
,

当前应注意维护和提高杉木 林 地 的 土壤肥

力
,

可采取与阔叶树混交或轮栽
,

保护林下植被的生长发育
,

防止杉木连栽过程中不合理 的

营林措施 (如炼山
、

整地
、

幼林抚育和皆伐等 )所造成的严重的水土流失
,

特别是对于杉木速

生丰产林
,

应适当施用化肥或套种固氮绿肥
,

及时补充林木所需的营养元素
。

表 s 不同林分类型土城化学性质
T

a b l e 5 T h e 5 10 1 e h e m i s t r y P r o P e rt ie s i n d i f f e r e n t s t a n d s

土 深 全 抵
林分类型

有机质

/%
C / N

/
e
m

全 磷

( P :
O

、 )

0
.

0 3 1 1

0
.

0 1 9 6

0
.

0 5 3 6

0
.

C3 4 3

水 解 据

/ m g
·

k g
一 龙

速 效 麟

/ m g
·

k g
一 1

速 效 钾

/ m g
·

k g
一 ’

杉木纯林
0 ee 2 0

2 0~ 4 0

4 8

4 9

0
.

1 1 3 8

0
.

0 8 3 0

12
.

6 4

1 0
.

4 1

92
.

7 2

6 6
.

6 0 : ::
9 7

.

3 5

7 9
.

0 7

天然 阔叶林
0 ee 2 0

2 0~ 4 0

3
.

5 5

2
.

5 1

0
.

15 3 3

0
.

0 99 6

13
。

4 3

14
.

6 2

1 32
.

8 0

1 0 3
.

6 0

8
.

5 7

4
.

6 4

1 3 4
.

4 0

9 6
.

8 0

4 小结

4
.

1 天然阔叶林林地与杉木连栽林地相比
,

天然阔叶林林地表层 ( 。 ~ 20 c m ) 土 壤的最大持

水量
、

毛管持水量和最小持水量分别是杉木连栽林地的1
.

33
,

1
.

27 和 1
.

17 倍 , 土壤最大贮水

量和排水能力也都高于杉木连栽林地 , 土壤非毛管孔隙
、

总孔隙度和通气度分别比杉木连栽

林地增加 2
.

82 %
, 4

.

53 %和 4
.

15 % , 底层 ( 20 一 4 o c m ) 亦有这种趋势
。

这主要是由于天然阔

叶林枯枝落叶量大
,

土壤有机质较为丰宫
,

使得土壤水分状况和孔隙状况有所改善之故
。

4
.

2 天然阔叶林林地具有良好的土壤结构稳定性和抗蚀性能
,

表层土壤 O
.

2 5 In r n 以上和 .5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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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以上水稳性团聚体含量比杉木连栽林地分别增加 6
.

56 % 和1 9
.

86 % , 土壤的团 聚 体状况

和团聚度分别为 17
.

05 %和 2 3
.

4 4%
,

也比杉木连栽林地高
,

而表层土壤的结构破坏率和分散

系数则比杉木连栽林地低
。

4
.

3 天然阔叶林林地土壤养分贮量较杉木连栽林地丰富
,

表层和底层土壤有机质比杉木连栽

林地分别高 1
.

07 %和 1
.

02 % , 表层土壤的全氮
、

全磷
、

速效性养分也比杉木连栽林地高
。

这

可能与天然阔叶林林分中落叶量大
,

养分含量高
,

分解快
,

养分归还速度快等有关
。

4
.

4 通过天然阔叶林与杉木连栽林地土壤肥力比较
,

结果表明阔叶林是恢复杉木林地地力
、

休养生息和轮栽缓冲基地
,

应尽量减少砍 阔栽杉的做法
,

保持适当比例
。

同时也应注意控制

杉木人工林的发展规模
,

否则将造成森林土壤资源质量不断下降
,

不利于山区的生态平衡
。

本文由林 国清执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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