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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片口珙桐种群土壤理化性质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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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片口珙桐野生种群土壤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珙桐种群土壤的理化性质( 容重、孔隙度、pH 值、有机

质、全氮、碱解氮、全磷、有效磷) 。结果表明: 片口自然保护区珙桐种群土壤 pH 值在 4. 93 ～ 6. 57 之间，呈酸性; 土

壤容重平均值为 1. 27 g·cm －3，土壤孔隙度平均值为 52. 22%，适宜珙桐生长; 随着土层的加深，土壤有机质、全氮、
碱解氮、全磷、有效磷含量都呈下降的趋势，各项指标的含量普遍偏低，尤其是土壤有效磷的含量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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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Davidia involucrata Soil in Piankou Nature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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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aking soil of Davidia involucrata wild population in Piankou as the research object，studies
were made of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 soil bulk density，soil porosity percentage，pH value，

organic matter，total nitrogen，hydrolysis of N，total phosphor，available phosphorus) ．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pH value of Davidia involucrata soil in Piankou was between 4. 93 and 6. 57，acidic; the average
value of soil bulk density was 1. 27 g·cm －3，and the average soil porosity was 52. 22%，thus being suit-
able for the growth of Davidia involucrata; soil organic matter，total nitrogen，available nitrogen，total phos-
phorus，and available phosphorus content had the tendency of becoming less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soil
layer，whose contents were generally low，especially soil available phosphorus content was very poor．
Key words: Davidia involucrata，Population，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珙桐( Davidia involucrata) 又名“鸽子树”，是我

国特有的单型属珍稀濒危植物，作为起源古老的第

三纪古热带植物区系的孑遗植物及著名的木本观赏

花卉，在世界范围内有极高的知名度，被列为我国的

Ⅰ级重点濒危保护植物已有 10 多年。有关珙桐的

研究也已开展多年，主要集中在珙桐的群落学、地植

学、人工繁殖技术及引种栽培、形态解剖学、组织化

学、细胞学和组织培养及休眠机制等方面［1］，但对

珙桐种群重要值与环境因子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

入，尤其是对珙桐种群种群土壤理化性质的研究鲜

有报道。
土壤理化性质是陆地生态系统研究的热点之

一，不同的森林土壤具有不同的理化性质，研究种群

土壤的理化性质，对于了解森林的更新、森林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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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重建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本文以片口

自然保护区竹林沟珙桐野生种群土壤理化性质为研

究对象，了解其珙桐野生种群土壤容重、孔隙度、氮、
磷及有机质含量等土壤理化性质指标，掌握该种群

土壤特性及营养现状，为保护该保护区珙桐这一珍

稀濒危植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片口自然保护区地处四川省北川县的正北方

向，海拔1 300 m ～3 326 m，该保护区植物区系南北

渗透明显，是第四纪冰川期间植物物种分化和扩散

中心。冰川的反复进退和自然演化，使得这里的植

物成份复杂而古老，集原始性、复杂性和演化中心等

特点于一体。区内自然资源丰富，植被垂直带完整，

风光绮丽、原生生态保持完好，有珙桐、水青树、连香

树等多种珍稀濒危植物分布在这里［3］。
1． 2 实验设计与样品采集

研究地设在北川片口自然保护区竹林沟保护站

旁边的野生珙桐林，人为干扰小，蛇形布置 9 个样

地，每个样地 S 形选取 9 个样点，取土壤剖面为 0 ～
20 cm 和 20 cm ～40 cm 土壤，带回实验室，进行容重

( Soil bulk density ) 、孔 隙 度 ( Soil porosity percent-
age) 、pH 值( pH value) 、有机质( Organic matter) 、全
氮( Total nitrogen) 、水解氮( Hydrolysis of N) 、全磷

( Total phosphor) 、有效磷( Effective phosphor) 等指标

的分析测定。
1． 3 土壤理化性质的测定

①土壤容重和总孔隙度采用土壤环刀法测定

( LY /T 1215 － 1999 ) ; ②土壤含水量采用烘干法测

定( LY /T 1213 － 1999) ;③土壤 pH 值用酸度计测定

( LY /T 1239 － 1999 ) ; ④土壤有机质用油浴重铬酸

钾氧化法测定( LY /T 1237 － 1999 ) 。⑤全氮用半微

量凯氏定氮法测定( LY /T 1228 － 1999 ) ; ⑥碱解氮

用氧化镁浸提—扩散法测定( LY /T 1229 － 1999 ) ;

⑦全磷用酸溶 － 钼锑抗比色法测定( LY /T 1232 －
1999) ;⑧有效磷采用盐酸 － 硫酸浸提法测定( LY /T
1233 － 1999) 。

2 结果与分析

2． 1 土壤物理性质的分析

土壤容重是反映土壤坚实度的直接指标，影响

着土壤蓄水和通气性，影响植物生长及对 N、P 等营

养元素与水分的吸收与利用［4］。土壤容重超过 1. 6
g·cm －3时，便会限制植物根系的生长，但是土壤容

重随孔隙度而变化，与土壤质地、结构、腐殖质含量、
土壤松紧状况有关［5 － 7］。本次测定结果如图 1 所

示。片口珙桐种群土壤容重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

逐渐增大，其含量变化范围是在 1. 2 g·cm －3 ～ 1. 35
g·cm －3 之间，平均为 1. 27 g·cm －3，其中，0 ～ 20
cm 土层的平均值为 1. 24 g·cm －3，20 cm ～ 40 cm
土层的平均值为 1. 31 g·cm －3，总体来说，片口珙

桐种群土壤容重较低，有利于珙桐的生长。
土壤孔隙度影响土壤的通气透水性、保肥性和

耕性，并最终对林木生长发育产生重要影响。一般

土壤总孔隙度为 35% ～ 65%，最适宜的为 50% ～
60%［8，9］。经测定如图 2 所示。片口珙桐种群土壤

孔隙度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逐渐降低，与容重恰

好相反，其含量变化范围是在 49. 81% ～ 55. 04% 之

间，平均为 52. 22%，其中，0 ～ 20 cm 土层的平均值

为 53. 32%，20 cm ～ 40 cm 土层的平均值为 51. 12，

总体来说，片口珙桐种群土壤孔隙度几乎在最适宜

之间，能够满足珙桐的生长。

图 1 各样地土壤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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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样地土壤孔隙度

2． 2 土壤化学性质分析

2． 2． 1 土壤 pH 值

土壤 pH 值是土壤各种化学性质的综合反应，

可影响植物生理代谢酶活性，进而影响植物体对环

境营养物质的利用，另外，有机质的合成和分解、土
壤微生物的活动、根系的生长发育和吸收功能等都

与土壤 pH 值有关，土壤 pH 值是反映土壤质量的重

要指标，对土壤其他性质都有着深刻的影响［10］。一

般在自然土壤中比较稳定，受人为措施以及盐基饱

和度的影响较大，过酸过碱均不利于林木生长［11］。
从测定结果看( 如图 3 所示) ，片口下珙桐土壤 pH
值随着土层的加深逐渐降低，其变化范围为 4. 93 ～
6. 57 之间，平均为 5. 64，偏酸性，pH 值变化不大，珙

桐可能较适宜生长在偏酸性的土壤中。

图 3 各样地土壤 pH 值

图 4 各样地土壤有机质含量

2． 2． 2 土壤有机质含量

土壤有机质对于植物的生长有很重要的作用，

对其他养分的分布影响也很大。土壤有机质是衡量

土壤肥力高低的重要指标，它直接影响着土壤的理

化性质和生物活性，是反映土壤肥力状况和供肥特

性的决定性因素［12］。本次测定结果如图 4 所示。
片口珙桐种群土壤有机质含量总体趋势是随着土层

深度的加深，有机质含量降低，有机质含量变化范围

24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34 卷



为 3. 59 g·kg －1 ～ 13. 12 g·kg －1 之间，按照我国第

2 次土壤普查有机质含量分级表划分，0 ～ 20 cm 土

层有机质含量平均为 9. 68 g·kg －1，为 5 级标准; 20
cm ～ 40 cm 土层有机质含量平均为 5. 94 g·kg －1，

为 6 级标准。说明片口珙桐下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在

偏低水平，土壤有机质不丰富，20 cm ～ 40 cm 土层

有机质含量严重偏低，土壤比较贫瘠。
2． 2． 3 土壤全氮含量

土壤全氮相对较稳定，其含量的多少主要取决

于有机质的含量，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植物对磷和

其他元素的吸收［5］。本次测定结果如图 5 所示。片

口珙桐种群土壤全氮含量总体趋势是随着土层深度

的加深，全氮含量降低，全氮含量变化范围为 0. 25 g
·kg －1 ～ 1. 2 g·kg －1 之间，按照我国第 2 次土壤普

查养分分级标准，0 ～ 20 cm 土层全氮含量平均为

1. 05 g·kg －1，为 3 级标准; 20 cm ～ 40 cm 土层全氮

含量平均为 0. 65 g·kg －1，为 5 级标准，下层土壤全

氮含量偏低。

图 5 各样地土壤全氮含量

2． 2． 4 土壤碱解氮含量

土壤碱解氮也称土壤水解性氮或土壤有效氮，

能够较灵敏地反映土壤近期氮素动态和供氮水平，

其在土壤中的含量与植物生长关系极为密切［13］，本

次测定结果如图 6 所示。片口珙桐下土壤碱解氮含

量总体趋势是随着土层深度的加深，碱解氮含量降

低，碱解氮含量变化范围为 17. 8 mg·kg －1 ～ 96. 6
mg·kg －1之间，按照我国第 2 次土壤普查养分分级

标准，0 ～ 20 cm 土层碱解氮含量平均为 75. 02 mg·
kg －1，为 4 级标准; 20 cm ～40 cm 土层碱解氮含量平

均为 43. 99 mg·kg －1，为 5 级标准，下层土壤碱解氮

含量偏低。

图 6 各样地土壤碱解氮含量

2． 2． 5 土壤全磷含量

磷是植物生长发育不可缺少的大量元素，也是

土壤养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磷含量与土壤供磷量

水平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其反映了土壤供磷水平

的潜在能力，研究测定土壤中全磷含量的高低，对植

物的生长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11］。本次测定结果

如图 7 所示。片口珙桐下土壤全磷含量总体趋势是

随着土层深度的加深，全磷含量降低，全磷含量变化

范围为 0. 21 g·kg －1 ～ 0. 50 g·kg －1之间，按照我国

第 2 次土壤普查养分分级标准，0 ～ 20 cm 土层全磷

含量平均为 0. 4 g·kg －1，为 4 级标准; 20 cm ～ 40
cm 土层全磷含量平均为 0. 33 g·kg －1，为 5 级标

准，下层土壤全磷含量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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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各样地土壤全磷含量

2． 2． 6 土壤有效磷含量

土壤有效磷又叫土壤速效磷，是土壤中可被植

物吸收的磷组分，是土壤磷素养分供应能力的主要

指标［11］。土壤中的磷大部分不能被植物直接吸收

利用，易被吸收利用的有效磷通常含量很低。从图

8 可知，片口珙桐种群土壤有效磷的含量变化趋势

与全磷基本保持一致，随土层的加深，有效磷含量呈

降低的趋势，其含量变化范围为 0. 918 mg·kg －1 ～

3. 68 mg·kg －1 之间。按照我国第 2 次土壤普查养

分分级标准，0 ～ 20 cm 土层有效磷含量平均为 2. 24
mg·kg －1，为 6 级标准; 20 cm ～ 40 cm 土层有效磷

含量平均为 1. 59 mg·kg －1，为 6 级标准，上下层土

壤有效磷含量都严重偏低，是严重缺磷的土壤，有效

磷可能是该珙桐种群生长的障碍性因子，甚至是限

制性因子。

图 8 各样地土壤有效磷含量

3 结论

( 1) 片口珙桐种群土壤容重平均为 1. 27 g·
cm －3，土壤孔隙度为平均为 52. 22%，介于最适宜的
50% ～60%之间，总体来说，其土壤容重和土壤孔隙

度能比较好的满足珙桐生长的要求。
( 2) 片口珙桐种群土壤 pH 值介于 4. 93 ～ 6. 57

之间，偏酸性，pH 值变化不大，可能珙桐较适合生长

在偏酸性环境中。
( 3) 片口珙桐种群土壤中有机质、全氮、碱解

氮、全磷、有效磷的含量且是随着土层的加深而呈降

低的趋势，根据全国第 2 次土壤养分普查分级标准

它们含量都处于中等偏下等级，尤其是有效磷的含

量，上下层土壤都处于 6 级标准，严重偏低，可能成

为片口珙桐种群生长的限制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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