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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林是城市具生命绿色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壤是人工林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在上海市域范

围内选取
5

种主要人工林群落类型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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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分层采集
&8#&& 9:

土壤剖面样品! 对人工林土壤理化性质与植物

群落特征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

上海市人工林土壤容重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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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匮乏( 土壤
<=

值) 碱解氮和有机质随土层加深表现出一定的变化规律! 并在不同土层间差异显著( 土壤

容重) 有效磷和
>?

在各土层间无显著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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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质分别与土壤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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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层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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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层! 群落郁闭度与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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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负相关"

7＜&-&5

'! 碱解氮和有机质与样地乔木平均胸径和草本层盖度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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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城市化和人类

活动影响! 在对人工林进行管理时! 应考虑城市人工林的复杂性与差异性! 针对不同类型林地制定相应的个性化

管理措施! 促进人工林长效健康可持续发展%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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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林是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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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显示' 中国森林面积达

!'%$

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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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人工林面积
%'(R

亿
3,

!

' 占林地总面积
--S

' 居世界首位& 现阶段' 人工林已占据了

宜林荒山荒地的优越地段' 在国家严格实施生态红线保护政策' 要求扩大森林覆盖率加强森林保护的背

景下' 在造林地数量和立地质量增长潜力有限且人工林地力逐渐衰退的情况下' 未来林业发展过程中'

如何保护好现有林地' 提高人工林生态功能' 促进林地健康可持续发展' 是事关林业发展战略的重大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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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是植物群落发生和发展的基础' 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

%

' 也一直是生态学研究的

重点内容之一& 土壤作为森林生态系统中诸多生态过程的载体'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林木的健康发展$

D!@

%

'

而森林植被的存在亦不断地影响森林土壤的形成与发育$

(

%

& 有别于天然林土壤' 人工林土壤' 尤其是高

度城市化背景下的人工林' 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在保留自然土壤特征的基础上' 同时具有自身独特的土

壤特征' 如土壤紧实' 碎石( 玻璃和木屑等外源侵入物高' 偏碱性' 有机质低和生物活性低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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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乃至全球的贸易( 经济和工业中心' 上海的城市化率从
&R)R

年的
(%')S

上升为
!%&@

年的

$)'(S

' 居全国之首& 上海市经过近
!% 9

的造林绿化' 森林覆盖率从
&RRR

年的
-'&)S

增加到
!%&(

年年

底的
&@'@(S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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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人工林$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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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上海城市森林土壤' 学者从土壤质量评价( 土壤自身理

化性质( 土壤养分和土壤微生物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

%

& 但以往的这些研究' 多集中于浅层土壤' 且较

多地局限于土壤本身特征' 对于土壤和植物群落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则鲜有报道& 本研究选择上海

市域范围内具代表性的人工林为对象' 分层采集
%T&%% +,

人工林土壤剖面样品' 结合植物群落特征调

查' 明确上海人工林林下土壤理化性质状况' 探讨植物群落与土壤理化性质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以期为

人工林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

研究区概况

上海市"

-&#&D$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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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江三角洲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的东缘' 属长江三角洲冲积

平原的一部分' 为北亚热带季风气候' 冬冷夏热' 年均气温为
&@'!T&@'R '

' 雨量充沛' 光照充足' 年

无霜期约为
!@% =

& 境内平均海拔为
D ,

左右' 整体特点是地势低平$

&-

%

& 地带性植被为含有落叶成分的

常绿阔叶林' 在长期人为活动影响下' 自然植被遭到很大程度破坏$

&D

%

& 目前较常见的植被类型为常绿阔

叶林( 落叶阔叶林(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和落叶针叶林( 针阔混交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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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上海全市林地面积

为
&&'&-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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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森林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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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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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面积中' 乔木林地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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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3,

!

' 占森林总面

积的
$@'(S

' 树种主要有樟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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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栾树
-'./,.(0.,#% *%$#)(/%0

' 女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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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杉
5.0%3.6('#% 2/7*0'30,'8'#4.3

' 池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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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羽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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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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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从上海城市森林径级结构看' 小径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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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径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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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径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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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大径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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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径阶组#＜"'- $%

!分别占森林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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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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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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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 上海市共划分为
0#

个区'

0

个县" 不同区县

间" 崇明县森林覆盖率最高" 占整个上海市森林面积的
&+'"./

" 中心城区森林覆盖率最低" 仅占上海市

森林总面积的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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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区内除西南部零散山丘为残积弱富铝化母质所发育的黄棕壤外" 平原地区均

为江' 海' 河' 湖等不同沉积母质所发育而成的水稻土' 灰潮土和滨海盐土&

&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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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选择与调查

&-0#

年
+

月" 在上海市崇明' 宝山' 虹口' 长宁' 青浦'

浦东' 松江' 奉贤' 金山共
*

个区县范围内" 按照(生态系统固

碳观测与调查技术规范)

$

0#

%中森林样地野外调查和设置方法" 选

取代表性人工林样地
!.

个" 采样点分布见图
0

&

在样地四周保留至少
")0- %

缓冲区的林地内" 选取
&" % !

&" %

的样地" 对样地内胸径#

123

!超过
" $%

的林木进行每木测

量" 记录其种名' 胸径和高度* 对胸径小于
" $%

的树木" 估测

其盖度及高度& 树高采用激光测距仪#

456758 49"

!进行测量" 样

点地理坐标采用全球定位系统#

:;<

" 佳明
=>?#&0<@

!进行定位"

乔木层郁闭度和灌木层及草本层盖度用目视法进行估算& 各样

地基本信息见表
0

&

!"!

土壤样品采集与测定

在每个样地外
0)" %

范围内" 挖取
0 % ! 0 % ! 0 %

土壤剖

面" 按
-)0-

"

0-)!-

"

!-)0-- $%

分层采集土壤样品" 重复
!

次+样品A0

" 用于测定化学性质的土壤样品混匀后装袋带回实验

室" 样品除去石砾' 根系等杂物后" 自然风干" 粉碎后过
& %%

筛" 于
&(0#

年
*"0(

月进行测定&

土壤容重采用环刀#

0(( $%

!

!取样分析法测定*

?3

值采用
!

#水!

#!

#土!

$&,"#0,(

的电位法测定* 土壤

电导率#

B@

!采用
!

#水!

#!

#土!

$",(#0,(

的电导法测定* 碱解氮用碱解
%

扩散法测定* 有效磷采用
(," %CD

+

9

"0碳酸氢钠浸提法测定* 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氧化
%

外加热法测定&

!"$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 &!,(

对土壤理化性质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CE5%F>G HIJ4H

!& 当方差齐性时" 采用最小

显著差法#

9<1

!进行多重比较* 方差不齐时" 采用塔姆黑尼法$

K&

#

=

!%进行多重比较& 土壤理化性质及

与群落特征的相关性在
L!'&'-

中进行分析&

!

结果与分析

$%&

土壤理化性质

上海市人工林各土层土壤容重在不同样地间表现为弱变异& 土壤
?3

值整体表现出随土壤深度增加

而递增趋势"

-)0- $%

和
!-)0-- $%

土层间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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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样地间
?3

值呈弱变异性& 土壤电导

率不同样地间表现为中等变异& 土壤碱解氮各土层间差异显著#

"＜-'-"

!" 且随着土壤深度增加而降低"

不同样地间表现出中等强度变异& 有效磷在不同样地间表现为高度变异" 变异系数随土层深度增加分别

达
0'0&

"

0'-*

和
0'0#

& 有机质在不同土层间差异显著" 随土壤深度增加而显著递减#

"＜-'-"

!#表
&

!&

$%!

土壤理化性质之间的关系

由表
!

可知,

-)0- $%

土层" 有机质与土壤容重呈显著负相关#

"＜-'-"

!" 与
?3

值呈极显著负相关

#

"＜-'-0

!" 与碱解氮' 有效磷呈极显著正相关 #

"＜-'-0

!* 碱解氮与
?3

值呈极显著负相关#

"＜-'-0

!&

0-)!- $%

土层" 有机质与土壤容重呈显著负相关#

"＜-'-"

!" 与
?3

值呈极显著负相关#

"＜-'-0

!" 与碱

解氮' 有效磷呈极显著正相关#

"＜-'-0

!* 碱解氮与
?3

值呈显著负相关#

"＜-'-"

!&

!-)0-- $%

土层" 土

许俊丽等, 上海市人工林土壤理化性质与群落特征的相关性

图
0

采样点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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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样地基本信息

&'()* + ,'-./ .01234'5.20- 21 -'46).07 -.5*-

样地

编号
群落优势种

植被

类型

平均

高
84

平均

胸径
8

/4

单位胸高

断面积
8

!

/4

!

"

4

!!

#

郁闭

度
89

灌木

层盖

度
89

草本

层盖

度
89

林龄
8

'

龄组

+

喜树
!"#$%&%'()" ")*#+,"%""

女贞
-+.*/%0*# 1*)+2*# :&! ++;% ++;$ +<;+ == + >= +% ?@+

!

栾树
3&(10(*%(0+" $",+)*1"%"

杜英
41"(&)"0$*/ 2()+$+(,/ :&! >;= !!;< +=;A A= % % +< ?@A

A

池杉
5"6&2+*# "/)(,2(,/"

樟树
7+,,"#&#*# )"#$'&0" :&= +%;% +<;$ +>;+ =% = B% +B ?@!

B

樟树
"

旱柳
8"1+6 #"%/*2"," :&! $;% +B;> <;< A% A A= ++ ?@!

=

落羽杉
5"6&2+*# 2+/%+)'*# :&B ++;% +=;< A+;+ $% % % ++ ?@!

<

栾树
:&A C;= +B;% +%;+ =% % % +! ?@!

>

水杉
9(%"/(:*&+" .1;$%&/%0&<&+2(/ :&B +$;% +>;% !$;$ $= % % +< ?@A

$

喜树
"

樟树
:&! $;< +!;$ =;> <% B% A% C ?@+

C

樟树
:&+ >;% +=;> +A;A A% B% >% +A ?@!

+%

水杉
"

国槐
=&<+,+" $/(*2&")")+" :&= +$;% +%;$ !C;C $= ! % +$ ?@A

++

广玉兰
9".,&1+" .0",2+>1&0""

栾树
:&! C;% +!;C +!;+ B% $ % +% ?@+

+!

樟树
"

石榴
?*,+)" .0","%*# :&! $;= +!;< $;+ == B% % +C ?@A

+A

喜树
"

樟树
:&! C;% +<;> +$;% B% != A% +C ?@A

+B

旱柳
8"1+6 #"%/*2",""

紫叶李
?0*,*/ )(0"/+>(0" :&A <;< +B;< !%;= B% += +% +B ?@!

+=

杨
?&$*1*/ -6; :&A +C;% !A;A +<;= <= + % +< ?@A

+<

樟树
:&+ $;% $;$ BB;= C= A % += ?@!

+>

水杉
:&B +A;= +A;< !C;B $% A % !C ?@B

+$

女贞
:&+ <;% <;B >;$ =% % % ++ ?@!

+C

水杉
"

女贞
:&= +!;% +!;< ++;B <= += % !$ ?@B

!%

银杏
@+,A.& <+1&<""

杜英
:&! =;< $;= +%;> <= +% % +% ?@+

!+

水杉
"

樟树
:&= C;= +B;A C;= B% % % +! ?@!

!!

水杉
:&B +B;= +C;B +>;$ !% % !% A< ?@B

!A

构树
B0&*//&,(%+" $"$;0+>(0""

毛竹
?';11&/%")';/ (2*1+/ :&A C;% <;> A;C >= +% = ++ ?@!

!B

鹅掌楸
-+0+&2(,20&, )'+,(,/( :&A +<;% ++;< !+;$ C% >= A% +< ?@A

!=

樟树
"

栾树
"

女贞
:&! $;= +%;! +B;! != % % +< ?@A

!<

落羽杉
5"6&2+*# 2+/%+)'*#"

樟树
"

池杉
:&= +%;= +%;C AA;+ $% += +% +> ?@A

!>

落羽杉
:&B +%;% +=;< !<;% B% % A +% ?@+

!$

水杉
D

樟树
:&= >;% #A;$ $;% #= % % #% ?@#

!C

杜英
E

樟树
:&+ >;+ +=;B +A;C =% % ! ++ ?@!

A%

枫杨
?%(0&)"0;" /%(,&$%(0""

粉柏
8"<+," /:*"#"%" :&= +>;% +$;+ !+;B >= !% B= +% ?@+

A+

杨
"

白玉兰
9+)'(1+" "1<" :&A +%;C +!;! !!;+ $% + % += ?@!

A!

雪松
!(20*/ 2(&2"0""

乌桕
8"$+*# /(<+>(0*# :&= >;B +>;< +!;> >% += = +< ?@A

AA

樟树
:&+ C;$ +<;< !%;% <% % C= +A ?@!

AB

水杉
"

樟树
:&= +%;% +<;> A$;$ >= = = ++ ?@!

说明$ 单位胸高断面积表示样地内单位面积土地内乔木胸高处的横切面面积!

/4

!

"

4

!!

#% 用以表征乔木密度和植株大小& 林

型
:&+F:&=

分别表示常绿阔叶林!

:&#

#%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

#% 落叶阔叶林!

:&A

#% 落叶针叶林!

:&B

#和针阔混

交林!

:&=

#& 林龄组
?@#F?@B

分别表示林龄
!#% '

!

?@#

#%

##F#= '

!

?@!

#%

#<F!% '

!

?@A

#和＞!% '

!

?@B

#

B

个龄组

壤电导率与容重呈显著负相关% 有机质与
6G

值显著负相关% 与有效磷显著正相关!

?＜%;%=

#'

"#"

土壤理化性质与群落结构特征之间的相关性

群落结构特征仅与
%F#% /4

土层的土壤部分理化指标有相关性% 与
#%FA% /4

和
A%F#%% /4

土层的

土壤理化指标间无显著相关性!

?＜%;%=

#!表
B

#' 其中% 乔木平均胸径与碱解氮( 有机质呈显著正相关%

乔木郁闭度与电导率呈显著负相关!

?＜%;%=

#& 草本层盖度与碱解氮( 有机质呈显著正相关!

?＜%;%#

#'

"#$

不同植被类型间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

不同植被类型人工林土壤理化性质不存在一致变化规律'

%F#% /4

土层% 电导率在落叶阔叶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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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土壤理化性质之间的相关性!

!"!#

"

$%&'( ! )*++('%,-*. /*(00-/-(., &(,1((. 2*-' 3452-/%' %.6 /4(7-/%'

3+*3(+,-(2

!

!8!9

"

指标 土层深度
:/7

容重
3;

值 电导率 碱解氮 有效磷

<=>< <?@A#

3;

值
><=!< <?@!@

<=>< !<?@<# <?@<9

电导率
><=!< !<?@B9 !<?<!A

<=>< !<?@#B !<?"9#CC <?>DA

碱解氮
><=!< !<?!>@ !<?!A>C <?@A@

<=>< !<?!<! !<?@A# <?<B< <?@!"

有效磷
><=!< !<?@>9 !<?@!@ <?>9A <?!>"

<=>< !<?9<9C !<?"<<CC <?@99 <?B@@CC <?"!>CC

有机质
><=!< !<?!9#C !<?"<<CC <?!<! <?ADACC <?9B<CC

!<=><< !<?>D" !<?!#!C <?>#> <?@!> <?9#<CC

!<=><< <?<B"

!<=><< !<?!9#C <?<#<

!<=><< !<?>!@ <?<D> <?@@!

!<=><< <?<9D <?<A@ <?<B> E<?<"A

说明#

C

表示差异显著!

"＜<?<"

"$

CC

表示差异极显著!

"＜<?<>

"

表
$

上海市人工林土壤理化性质统计分析!

!"!%

"

$%&'( @ F,%,-2,-/%' +(2G',2 *0 3452-/%' %.6 /4(7-2,+5 3+*3(+,-(2 *0 ,4( 2*-'2 G.6(+ 0*+(2, 3'%.,%,-*.2 -. F4%.H4%- )-,5

!

!8!9

"

项目 土层深度
:/7 ! 土壤:!H%/7

!!

"

3;

值
":

!

7F

%

/7

!>

"

# 碱解氮:!7H%IH
!>

"

# 有效磷:!7H%IH
!>

"

# 有机质:!H%IH
!>

"

<=>< >?#A B?! <?!> >B!?9 B<?" 9@?BB

最大值
><=!< >?#@ B?" <?!9 >"#?# 9@?" !"?<B

<=>< >?>> "?A <?<! D?D @?A B?A@

最小值
><=!< >?>@ #?@ <?<9 "?9 >?9 "?9A

<=>< >?!" % A?# % <?>> % B<?A % >!?B % @<?<# %

平均值
><=!< >?9@ % A?D %& <?>@ % "@?! & ><?> % >9?"" &

<=>< >?!# A?D <?>< A<?# B?" >B?<<

中位数
><=!< >?9! B?> <?>> 9>?> #?! >!?>A

<=>< <?>> <?B <?<# 9B?> >"?9 B?<D

标准差
><=!< <?>! <?# <?<A !A?< >>?<9 #?BD

<=>< <?<B <?>< <?"A <?# >?>@ <?9<

变异系数
><=!< <?<D <?<B <?"# <?A >?<D <?9A

!<=><< <?<B <?<# <?"< <?#B >?># <?9<

!<=><< >?#! B?# <?9< >>"?A 9@?A @A?A"

!<=><< >?<A #?A <?<" "?B >?A !?!!

!<=><< >?9< % B?< & <?>9 % !>?! / A?9 % ><?@# /

!<=><< >?9@ B?@ <?>9 @"?D 9?# D?A<

!<=><< <?>@ <?" <?<A @>?9 B?#> 9?>"

说明#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

J$!

"& 落叶针叶林!

J$9

"和针阔混交林!

J$"

"

间差异显著!

"＜<?<"

"'

><=!< /7

土层& 各林

型间土壤理化性质差异不显著!

"＜<?<"

"'

!<=

><< /7

土层& 落叶阔叶林!

J$!

"土壤碱解氮含

量显著低于其他林型!

"＜<?<"

"!图
@

"'

!&'

不同龄组间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

各土层间& 随龄组增加& 土壤容重无显

著变化趋势$ 不同龄组和不同土层间&

3;

值

无明显变化规律$ 土壤电导率表现出随林龄

增加先降低后增加的趋势&

<=>< /7

土层间&

林龄大于
@< %

的龄组!

KL9

"的电导率显著高

于林龄＜>< %

!

KL>

"&

>>=>" %

!

KL@

"&

>#=@<

%

!

KL!

"的龄组& 但在
><=><< /7

土层间差异

不显著!

"＜<?<"

"$ 对于土壤碱解氮和有机质&

随着林龄增长& 不同土层间均呈现增加!

KL>=

KL@

"(减少!

KL@=KL!

"(增加!

KL!=KL9

"的

趋势& 其中
><=!< /7

土层&

KL!

龄组土壤碱

解氮显著低于
KL@

和
KL9

龄组&

KL!

龄组有

机质显著低于
KL@

龄组!

"＜<?<"

"$ 对于土壤

有效磷& 随着林龄的增长& 各土层间变化无

明显规律!图
!

"'

许俊丽等# 上海市人工林土壤理化性质与群落特征的相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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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土壤理化性质和群落结构之间的关系!

!"#!

"

&'()* + ,-..*)'/0-1 2-*33020*1/ (*/4**1 5-0) 678502') '19 27*:05/.8 6.-6*./0*5 '19 /7* 2-::;10/8 5/.;2/;.*

!

!<=+

"

指标 土壤深度
>2:

平均高 平均胸径 胸高断面积 郁闭度 灌木层盖度 草本层盖度

"?@" !"A%!$ !%A#B$ !%A!C# %A%!$ !%A%## !%A#+%

容重
#%?=% %A%%% %A%DD !%A%%C %A!DB %A%%# !%A%BD

%?#% !%A#=B !%A!!+ !%A##C !%A#%= %A#E= !%A!!C

6F

值
@"?=" !"A"DB !"A"CB "A""E !"A"$! "A@@$ !"A"E+

"?@" !"A!"@ "A!@+ "A"BC !"A=CCG !%A%$$ %A#DB

电导率
#%?=% %A%CC %A=%! %A=#D !%A#$+ %A%!D %A!BD

%?#% %A#B= %AD#DGG %A!#D %A%=$ !%A%%D %AD#%GG

碱解氮
#%?=% !%A%$$ !%A%BB %A#%= !%A!!+ !%A#=$ %A#C!

%?#% %A#=! !%A##C %A#%% !%A%CD !%A%!+ %A!D!

有效磷
#%?=% %A!!# !%A%=C %A%$C !%A#=B %A%$= %A!BC

%?#% %A%B= %A=D!G %A#DE !%A%%E %A#+C %AD$+GG

有机质
#%?=% !%A%CD !%A%#= %A%DC !%A#ED %A%+! %A!C%

=%?#%% %A#C% %A%=% !%A#+D !%A!$= !%A%%$ %A#%E

=%?#%% %A%!B !%A!#B !%A#D! %A#$# %A#+$ !%A%DC

=%?#%% %A%=$ %A#%E %A%BC !%A##B !%A%+$ %A%C#

=%?#%% %A%BC %A!B! %A#D= !%A#+$ !%A%!$ %A#+D

=%?#%% %A%#E %A%#$ %A%BB !%A!E+ !%A%EB %A#C+

=%?#%% %A!$C !%A%+% %A%+D !%A%E! %A%!% %A%#!

说明#

G

表示差异显著!

"＜%A%D

"$

GG

表示差异极显著!

"＜%A%#

"

+

讨论

!$%

土壤理化性质特征

上海人工林土壤容重均值为
#A=D?#A+! H

%

2:

!=

& 高于'绿化种植土壤(

)

#E

*规定的绿化种植土本底容重

图
!

不同林型间土壤理化性质!

!<=+

"

I0H;.* ! J-0) 678502') '19 27*:02') 6.-6*./0*5 (*/4**1 9033*.*1/ 3-.*5/ 6)'1/'/0-1 /86*5

!

!<=+

"

#

碱
解
氮
>

!

:
H

+

K
H

L
@

"

#

有
效
磷
>

!

:
H

%

K
H

M
@

"

#

有
机
质
>

!

:
H

%

K
H

M
@

"

电
导
率
>

!

:
J

%

2
:

M
@

"

6
F

值

#

有
机
质
>

!

H

%

K
H

M
@

"

!
>

!

:
J

%

2
:

M
@

"

"

土
壤
>

!

H

%

2
:

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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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 &

!

'(

!!的标准" 本研究土壤
)*

值均值为
+%#,-%.

" 就上海土壤本底值而言# 土壤
)*

值多数为

+%.,-%.

$

$-

%

" 对于大多数植物来讲# 最适宜
)*

值范围为弱酸性到弱碱性# 整体上海人工林土壤
)*

值偏

高" 有研究表明& 土壤电导率在
.%!",$%. (/

!

'(

!$最适宜$

$0

%

" 本研究土壤电导率均值为
.%$$,.%$1 (/

!

'(

!$

# 低于植物生长适宜值# 亦低于'绿化种植土壤(

$

$+

%的技术要求)

.%$",.%0 (/

!

'(

!$

*" 此外# 对于非盐

渍化土壤# 电导率值亦可以作为土壤肥力的一个综合性参考指标$

2.!2$

%

" 可认为上海市人工林土壤整体处

于营养匮乏状态" 本研究中土壤碱解氮均值为
!$%!,-.%+ (&

!

3&

!$

# 与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养分分级标准

相比$

22

%

# 碱解氮偏低" 土壤有效磷均值在
+%1,$!%- (&

!

3&

!$

#

.,!. '(

土层处于中上等肥力水平)

$.,$0

(&

!

3&

!$

*#

!.,$.. '(

土层则处于中下等肥力水平)

",0 (&

!

3&

!$

*" 土壤有机质为
$.%2#,2.%.# &

!

3&

!$

# 相较

于'绿化种植土壤(

$

$+

%技术要求# 有机质质量分数应在
2.,-. &

!

3&

!$

# 本研究结果中# 有机质在表层土中

最高# 接近该技术标准最低值# 土壤有机质较为匮乏"

!"#

土壤理化性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土壤是复杂的生态系统# 其理化性质相互作用# 并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本研究中土壤容

重与有机质在
.,!. '(

土层显著负相关# 可能与土壤有机质可以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 降低土壤容

重有关$

2!

%

" 土壤
)*

值与碱解氮和有机质均呈显著负相关# 可能是因为对于本身偏碱的土壤来讲# 随着

)*

值升高# 过碱的环境会抑制土壤微生物的数量$

21

%

# 使得地表枯枝落叶被微生物分解而进入土壤的量

减少# 从而降低了土壤有机质含量" 土壤有机质的改善是土壤理化性质改善的主要原因之一$

2"

%

# 在影响

土壤其他理化性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研究中土壤有机质与碱解氮及有效磷在
.,!. '(

土层显著相

关# 这与魏强等$

2#

%的研究结果一致# 一定程度上表明有机质低可能是导致碱解氮和有效磷偏低的重要原

因" 本研究表明& 作为土壤土壤肥力的一个综合性参考指标# 低的土壤电导率应引起重视# 增加土壤养

分含量# 是提高上海人工林土壤质量的重要任务之一"

!"$

群落特征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植物群落通过其冠层结构和根系的呼吸+ 吸附等作用以及枯落物的分解#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土壤理

化性质$

2+!2-

%

" 有研究表明& 乔木高度+ 胸径及冠幅等生长指标与土壤
)*

值+ 有机质+ 碱解氮及有效磷

存在显著相关性$

20

%

# 而本研究中乔木高度与土壤各理化性质均无显著相关性" 这可能是因为上海人工林

建设初期# 有些林分为大规模幼树造林# 有些林地为大树移植营造# 大树在移栽过程中会进行截杆处

许俊丽等& 上海市人工林土壤理化性质与群落特征的相关性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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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本研究中个别样地乔木高度可能不能完全代表植株理论生长高度! 导致本研究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

不完全一致" 乔木胸径与上层土壤碱解氮和有机质呈正相关! 根据异速生长模型! 胸径大的林木其枝叶

生物量较大! 因此林下凋落物较多! 对土壤有机质养分补充较多"

"&#% '(

土层土壤电导率值与乔木层

郁闭度显著负相关! 可能是因为郁闭度高的群落! 其遮光效果好! 土壤水分蒸散量减少! 造成土壤含水

量相对较高! 而土壤电导率与土壤含水率呈负相关关系"

林下植被对土壤理化性质也存在显著影响! 移除林下植被和地上凋落物可降低土壤有效磷的供应能

力! 而植物残体的覆盖能够降低土壤容重! 降低土壤
)*

值! 同时增加土壤养分#

+"

$

" 本研究土壤有效磷

与林下植被覆盖率无显著相关性! 可能与土壤磷元素除受植被影响外! 土壤中岩石也会矿化出磷元素有

关" 草本层盖度与土壤有机质和碱解氮呈正相关! 可能是因为草本层盖度增加! 使得林下植被生物量和

地下浅层根系增加! 相较于乔灌木的枯枝落叶! 草本植物枯死个体更容易被分解% 养分归还速率和归还

量相对较高! 增加了土壤表层腐殖质厚度" 而腐殖质是土壤有机质和氮素的重要自然来源"

总体上! 本研究不同林型间土壤理化性质无显著差异" 舒媛媛等#

+,

$研究表明& 由于凋落物组成不

同! 落叶人工林土壤碳% 氮% 磷含量显著高于常绿针叶纯林' 李宜浓等#

+!

$研究指出& 林型是影响凋落物

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同森林类型间凋落物组成明显不同" 但黄锦学等#

++

$研究表明& 在全国尺度上!

由于环境因素的影响! 亚热带和温带地区森林的树种组成对凋落物的分解没有显著影响" 环境因素和人

为干扰的影响可能是导致没有差异产生的原因"

不同龄组间!

"&," '(

土层大龄组
-./

组群落土壤电导率显著高于其他龄组! 可能是因为电导率不

仅能反映土壤养分含量的高低! 更是反映盐分含量高低的指标" 上海人工林大部分由农田转化而来! 人

工林营造初期! 继承了先前农田积累的营养物质! 这可能是
-.,

龄组土壤养分含量高的原因之一" 到

了后期! 林分生长迅速! 养分消化量大! 导致营养元素降低! 等快速生长阶段结束! 到达稳定增长期!

土壤养分开始积累! 表现出增加趋势! 于是养分质量分数整体呈现出增加(减少(增加的趋势" 碱解氮

和有机质仅在
,%&+% '(

土层表现出一定差异性! 可能是因为表层土壤受人为因素影响严重! 差异性减

弱! 而深层土壤由于人工林发育时间短! 暂未受到影响" 土壤有效磷在不同龄组和土层间未表现出规律

性! 可能是因为部分磷来源于成土母质! 在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不如氮素强烈" 此外! 研究区土层深

度% 立地条件不同! 研究结果也可能存在差异"

0

结论

上海市人工林土壤整体表现容重偏高! 酸碱度偏碱! 养分含量相对缺乏! 尤其是土壤有机质和氮素

的缺乏! 是限制上海人工林健康发展的重要因子" 有机质与其他理化性质相关性较为普遍! 是影响土壤

理化性质% 改善土壤结构和提高土壤肥力的关键因子之一" 受城市化和人类活动影响! 不同区域% 不同

发展阶段人工林土壤理化性质不同! 与群落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不能一概而论! 在对人工林进行管理

时! 不能简单地依据前人或其他地区的研究结果做类比! 而应从实际情况出发! 制定相应的管理和养护

措施" 上海市林业管理部门可在林下种植绿肥和草本植物! 增加林下植被生物量! 在降低刈割% 践踏%

污染等人为干扰的同时! 适量人为增加经无害化处理的有机肥料! 快速提高土壤有机质" 从人工林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角度出发! 应考虑城市人工林的复杂性与差异性! 对森林土壤和实施连续定点监测!

针对不同类型林地制定相应的个性化管理措施! 实现人工林长效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在调查采样过

程中! 更多地关注土壤与植物群落之间的相关性! 不可避免地疏漏了样地其他环境因素和人为干扰的影

响" 在高度城市化和人为干扰背景下! 对城市森林土壤的研究应在保证样本量的基础上! 尽可能详尽地

对研究样点做较为全面与深入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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