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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贵州清镇市王家寨小流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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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测定贵州省清镇市王家寨小流域内不同背景区(喀斯特与非喀斯特)

土壤的含水量以及16种植物叶片的鑫13C值，比较了不同背景区从退化生态到非退

化生态过程中各样地之问，以及石漠化和土山样地不同坡位之间土壤含水量与植

物叶片鑫13C值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不管是喀斯特背景区还是非喀斯特背

景区从退化到非退化的过程中，随着土壤含水量的逐渐增大，植物叶片的813C值

与土壤含水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土壤含水量越大，植物的水分利用效率

就越低；而从不同坡位土壤含水量与植物叶片8¨C值的相关关系分析表明，石漠

化样地植物叶片艿13C值并不随坡位土壤含水量的不同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而坡

位自上而下土山样地植物叶片的8”C值则表现出随土壤含水量的增大而逐渐趋

负。这些研究结果均反映了植物叶片的8”c值对不同生境土壤水分条件的适应机

制，其中石漠化样地上的植物对土壤含水量变化的响应最迅速和最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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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植物叶片813C值作为其长期水分利用效率

(wuE)的可靠指标在近30年来取得了大量的研究

成果[1~111。而影响植物叶片艿”C值的因素很多，如在

时空方面的不同气候带、方位、海拔高度、季节、时辰

等，外在环境影响方面的光照、水分、空气湿度、叶温、

饱和差、C0。、干旱等，以及植物自身内在影响方面的

叶水势、气孔、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光合途径等因素

均会对占13C值的判别产生影响[12q副。在我国森林、草

原、沙漠、农田等生态系统方面对此类研究已有许多

报道，这为从环境以及植物的细胞、单叶、群体等水平

上评价不同地区植物的水分利用特性、遗传改良等提

供了大量的研究实例。但至目前为止，在喀斯特背景

条件下该方面的研究工作还很薄弱。

王家寨小流域内同时存在着喀斯特与非喀斯特

分布区。就喀斯特背景区，尤其是喀斯特石漠化样地

而言，由于其独特的地质条件，如岩石可溶、土壤浅

薄、植被覆盖率低等，使得其生境条件非常脆弱，常伴

随有临时性干旱发生。此外，喀斯特区样地士壤含水

量与地表地下连通的水文网络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

使得植物的水分利用模式主要以土壤水和表层岩溶

水为主，形成了完全不同于非喀斯特地区的水文特

征。而作为非喀斯特背景区，虽然其地质条件、土壤类

型、水文特征等方面均与喀斯特背景区存在差异，但

由于与喀斯特背景区同处一小流域，光、热、气、水(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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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等生境上垫面条件均有一致性，而且其生境上同

时存在一些与喀斯特背景区一致的植物种类，因此，

在不考虑环境上垫面影响的情况下，植物的生长以及

其wuE主要取决于其下垫面的土壤含水量条件。因

此，通过对比研究两背景区从退化到非退化过程中土

壤含水量与植物叶片8”C值的关系，可为喀斯特背景

区的植物WUE评价以及更加科学确立该区植物局

地水分利用模式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1材料和方法

1．1研究区概况及样地描述

贵州省清镇市王家寨小流域(东经106。20’5”～

106。21 78”，北纬26。31 745”～26。30727”)，是贵州高原面

上一个典型的喀斯特丘原区，面积约2．4km2，洼地为

浅碟状。该区岩性为T曙关岭组灰质白云岩，地貌为

典型喀斯特峰丛洼地，峰丛与洼地的面积比为1．65：

1。海拔最高点1 451．1m，最低点1 275m，属亚热带季

风湿润气候。年均温14℃，极端最低温一5℃，极端最

高温35℃，年总积温4 700℃；年辐射量361．2kJ／cm2；

年降雨量1 200 mm，雨热同季，降雨集中在5—9月

份。在土地利用类型上，洼地中以耕地为主，土壤类型

为黄壤和水稻土；峰丛以灌木林和草地为主，乔木主

要为村寨附近的风水林，土壤类型为石灰土。由于人

类活动的长期破坏造成峰丛区植被覆盖率低，基岩裸

露率在30％以上，属于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系统(以下

简称石漠化)(图1)。

在小流域的东南面，分布有非喀斯特土山(以下

简称土山)(图1)，土层相对较厚(>200cm)，土壤类

型为黄壤，因人为干扰处于退化状态，植被以灌木灌

丛为主，有少数乔木分布。

囝倒

口耕地
圈非喀斯特土山
衄无石漠化喀斯特区
臣刁石漠化喀斯特区
=道路

· 采样点

图l采样点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sample pIots

喀斯特背景区的石漠化和无石漠化研究样地设

于小流域内不同峰丛坡面上，所选的石漠化样地基岩

裸露率在30％～50％之间，土壤类型均为黑色石灰

土，坡面也较为均一，土层浅薄且不连续地分布于岩

体之间，土层厚度小于40cm。无石漠化样地则选在村

寨附近的风水林分布区内；另选取土山(即图1中的

031、027及032样点)和位于清镇市红枫湖区域内的

平坝农场非喀斯特次生林土山(以下简称次生林土

山)作为对比研究样地。在上述4个退化和非退化生

态系统内分别划定3个样方(表1)，即在山高162m的

石漠化和山高61m的土山坡面的典型地段按上、中、

下坡各设置一个约5m×5m样方；无石漠化与次生林

土山由于受坡高不大条件限制，不能按上、中、下坡设

置样方，因此在其坡面的典型位置各设置3个20m×

20m的样方，样地基本概况见表1。

 万方数据



110 中国岩溶

表1样地概况

Tab．1 General situation of sample plots

注：a)莎草(C咖cⅢ，rof“n也j)、b)青蒿(^一Ⅲ豇缸矽f4fP口)、c)毛轴蕨(Pfm磁“m"口o，“f“，，1)、d)粉枝莓(R“6“s 6们DⅢJ)、e)火棘(毋r口“^fk
伽McⅫ4)、f)金丝桃(冠炉∥fc“m m∞D影月“m)、g)竹叶椒(z口nf^D掣f“m户缸nf舻抽“，，1)、h)小叶鼠李(尺^4mHw加九-怕，i“s)、i)、小果蔷薇
(Rn阳叫优。埘‰“)、j)油茶(Chmf胁a如t厅m)、k)马尾松(P抽比s m口l∞n缸n口)、1)云南樟(C访行4舢舰“m g缸nd“，派Ⅲm)、m)杉木(Ck雄．
打岫咖口辨缸f口n卯D缸细)，n)构树(Br叫"伽“缸户哪r派阳)、o)喜树(＆"炉埘^∞4 4c“班f"口缸)、p)云贵鹅耳枥(＆r户抽“s户“6甜c删s)

1．2研究方法

1．2．1 植物叶片艿13C值测定

2006年9月晴朗天气条件下采集植物叶片样本。

所取植物为本样地中分布广泛的物种，于树冠中上层

4个方位选择充分伸展的新鲜叶片，每一个样点上所

采集的植株数量不低于3株，每个植株采集3～5片叶

片，装入透气性良好的纸质信封带回实验室进行前处

理，最后在MAT-252型质谱仪上测定艿13C值[”]，结

果见图2、图3。

1．2．2土壤含水量测定

为说明不同背景区从退化到非退化过程中土壤

含水量变化的趋势，特选取2006年9月一场30mm降

雨过后的7天(9月7日一13日)，在每个样地用土钻

钻取不同土层(O～5cm、5～10cm、lO～20cm、20～

30cm、30～40cm、40～50cm)的土壤(当土厚<50cm

时，取至基岩)，每个取样点每层土样3个重复。用烘

干称重法测定土壤质量含水量，结果见图4。

数据统计分析采用SPSS软件的ANOVA和

MEAN模块完成。

2结果与讨论

2．1不同背景区的植物叶片513C值分布

图2示不同背景区各样地间所测得16种植物(参

见表1)叶片813C值的分布趋势。植物叶片整体的艿，sC

值的变化范围在一25．60‰～一32．68‰之间，属于典

型的C3植物，其中，石漠化样地小果蔷薇的wUE最

高(艿”C=一25．60‰)，而次生林土山样地莎草的

WUE则最低(艿13C一一32．65‰)。

由于本研究区内分布有从退化到非退化过程的

喀斯特与非喀斯特背景区，因此，植物的WUE会随

着生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变化。结合表1和图2从

植物不同类型的显著性差异分析来看，喀斯特背景区

石漠化样地植物叶片的8”C值在一25．60‰～

一29．77‰之间；无石漠化样地在一28．52‰～一

30．74‰之间、，石漠化与无石漠化样地上的植物叶片

艿13C值存在显著性差异(P草<o．001、尸灌<o．001)。

而非喀斯特背景区土山样地植物叶片的813C值在一

26．17‰～一30．11‰之间；次生林土山样地在

一27．68‰～一32．68‰之间，土山与次生林土山样地

上的植物叶片813 C值也存在显著性差异(P草

<o．001、P灌<o．001、P乔<o．001)。这说明了植物叶

片的艿13C值具有随着从退化到非退化过程中不断降

低的趋势，并且喀斯特背景区植物叶片的艿”C值总体

上也要高于非喀斯特背景区。

2．2同一坡面不同坡位间植物叶片6nc值的变化

由图3可看出，石漠化样地上、中、下坡的植物叶片

的813C值分布在一25．60‰～一28．44‰、一26．13‰

～一29．77‰、一26．10‰～一29．47‰之间。上坡、中

坡的植物叶片813C值随着坡位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

异，上坡的植物WUE要显著高于中坡的植物WUE；

而土山样地上、中、下坡的植物叶片其813C值分布在

一26．17‰～一29．05‰、一26．29‰～一29．4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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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漠化 无石澳化 土山 次生林土山

宰革本 。灌木 口乔木

图2不同样地植物叶片6”c值散点图

Fig．2 The scatter distribution of 813C values of plant Ieaves at different sample pl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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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不同坡位间植物叶片513C值

Fig．3 613C values of plant leaves at different slope position

一26．21‰～一30．11％。之间，艿13C值总体上存在随着

坡位的不同，其植物WUE逐渐趋负的分布趋势，但

差异不显著。

2．3不同背景区土壤含水量的变化趋势

图4示不同背景区各样地土壤7天内的变化情

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喀斯特背景区石漠化样地的

失水速度最快，尤其是在与该样地植物生长密切相关

的o～20cm厚度范围内，土壤的水分蒸发量较大，含

水量也较低，并且其上、中、下坡的土壤含水量并不表

现出规律性，中坡的土壤含水量要大于上坡和下坡；

无石漠化样地由于受土壤厚度条件限制，其土壤含水

量低于次生林土山；土山样地的土壤含水量也存在较

大变化，而且其上、中、下坡的含水量呈现逐渐递增的

趋势；次生林土山的土壤含水量变化幅度最小，说明

生境条件对土壤水分保持很有利。总之，各样地间土

壤含水量存在次生林土山>无石漠化>土山>石漠

化样地的分布特点。

2．4不同背景区土壤含水量与植物叶片5圩c值的关系

有研究表明，植物适应土壤水分变化而提高其

WUE的机制在于当土壤逐渐变干时，处于干土中的

根系脱水产生脱落酸(ABA)、蛋白质等信号，这些信

号随木质部水流移动到地上部发挥作用。随土壤水分

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根系处于脱水状态，信号强度

增加，从而使植物叶片气孔导度受到抑制以及叶肉细

胞水分COz的交换减少，植物因此而提高wUE来调

节其生长和发育[加~z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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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枫湖非喀斯特区(次生林土山)样地

◆第l天水分含量 -第7天水分含量■—■一澌天水分含量

图4雨后一周内喀斯特与非喀斯特采样点土壤含水量随土壤深度变化对比曲线

Fig．4 Soil moisture curves along with depth at karst and non—karst sampling plots in 7 days after rainfall

图5示喀斯特背景区和非喀斯特背景区土壤含

水量与植物叶片艿13C值的变化趋势，从中可以看出，

在不同背景区从退化到非退化过程中土壤含水量逐

渐增大，而植物叶片的艿坫C值则与之呈现负相关关

系，即土壤含水量越大，植物的wUE就越小。

图S不同背景区植物叶片6”C值随土壤含水量的变化趋势

Fig．5 Changing terldency of 613c value of plant Ieaves aIong with soil moisture under different background

2．5不同坡位土壤含水量与植物叶片5-，C值的关系

有研究认为‘23’2引，当土地利用方式相对一致时，

由于大气蒸发力沿坡向下递减，以及坡面径流的沿程

入渗和侧向水流(饱和、非饱和土壤水分)等的综合作

用，沿坡面向下土壤水分逐渐增加。荒漠流域的研究

结果也表明，位于坡脚处的植物叶片613C值最低，位

驰蛎∞弘∞筋∞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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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坡顶处的植物叶片8”C值最高，这是由于坡脚处土

层较厚，土壤含水量高，坡顶处土层较薄土壤含水量

低，从而使植物在土壤含水量较高条件下具有较低的

水分利用效率。

结合表1、图3和图4我们可以看出，在石漠化样

地的不同坡位间土壤厚度相差并不大，表现出较大的

随机性[2引，并不像其它常态地貌那样具有自坡顶到

坡脚依次有规律性的增加。由于存在喀斯特地表地下

双层空间结构，地形地貌复杂多变，小生境类型多样，

加上存在显著的人为加速土壤侵蚀过程，使其物理侵

蚀速率大于成土速率[26。，因此其坡面土壤水分运移

也较其它地区复杂。在植被类型相对一致、坡面较为

均一的条件下，坡位对土壤水分沿坡面的分布影响较

小[2¨，因此，不同坡位间土壤含水量变化并无规律

性，植物叶片舻3C值也不随着坡位呈现出显著的规律

性变化。然而在石漠化样地调查中发现，由于其上、中

坡微地形存在差异，中坡的坡面呈现“凹”状保土坡

形，这有利于土壤保持水分，图4也显示出中坡的土

壤含水量最高，从而使该坡位植物的WUE显著低于

其它坡位；而土山样地的植物叶片艿13C值虽然表现出

随坡位自上下趋负分布，并且从图4可以看出，其土

壤含水量也随坡位自上而下而存在逐渐增大的变化，

但这些变化并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究其原因，这是

由于该样地存在人类活动的干扰，植被遭受破坏，土

壤侵蚀强度加大，是一种不稳定的土壤一地形植被群

落结构，导致土壤水分在不同坡位间的分布强度受到

影响。因此，其植物叶片艿”c值沿坡位的分布趋势不

如其它非喀斯特地区那么显著。

无石漠化和次生林土山样地的土壤含水量表现

有所不同。无石漠化样地，因为属村寨风水林，小生境

均质性较好，土壤养分充足，加上无人为的干扰破坏，

只存在自然的土壤侵蚀过程，而且其表层岩溶带具有

明显的二元结构，林问枯枝落叶垫积层充填在上、下

部裂隙中，从而延缓降水下渗，小生境呈现潮湿、荫蔽

等多样，具有很强的持水性，保水条件优于石漠化样

地。样地植被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特点，植被除了可利

用浅薄但肥力高的表层岩溶带上部土壤的水分养分

外，还能有效地利用下部表层带土壤的水分养分，使

得该区植物具备相对较高的多层次生态空间资源可

利用性的特点[28。。但由于其土壤厚度条件并不优越，

样地土壤含水量虽高于石漠化样地，但却显著低于生

境条件更为优越的次生林土山的土壤含水量，这也从

一个侧面揭示了次生林土山植物具有较低WUE的

原因。

在常态非喀斯特地貌中，由于土壤含水量都呈现

上坡<中坡<下坡的规律变化，因此，植被恢复时通

常在山顶种植抗逆性较强的草本或灌木，在坡面的中

下部配置对水分需求较多的植被[∞，棚。而本研究的

石漠化区，土壤含水量和植物叶片艿”c值并不随坡位

表现出规律性的变化，因此，植被恢复宜在上坡和下

坡种植草本或灌木，在中坡种植需水较多的植物。

3结论

本文着重从土壤含水量的变化方面着手，分别阐

述了小流域内喀斯特与非喀斯特背景区植物叶片艿13

C值的特点。随着土壤含水量逐渐增大，植物叶片艿13

c值总体上存在以下顺序：①喀斯特背景区：石漠化

>无石漠化；②非喀斯特背景区：土山>次生林土山≯

③喀斯特与非喀斯特背景区对比：喀斯特>非喀斯

特。就喀斯特生态系统的水、土、植被而言，它是一种

脆弱的生态环境，土壤保水能力弱，即使是生境条件

较好的无石漠化样地，由于其土壤厚度较小，使之也

处于脆弱的状态中，随时有向石漠化方向发展的趋

势；而次生林土山样地生态结构稳定，水、土、植被配

置和谐，尤其是土壤厚度较大，因此都比较有利于水

分蓄积以及植被的生长。这也说明在喀斯特背景区，

尤其是在石漠化样地，随着生境条件限制性因子的增

多，植物为了取得适生的权利，依靠其独特的小生境

条件及类别，表现出更高的w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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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s between soil moisture and 613C value of pIant

leave under karst and non—karst backgrounds
——A case study in Wangjiazhai basin，Qingzhen city，Guizhou proVince

GE Yong—gan91”，WANG Shi—jiel

(1．．s￡4把磊动工以龇幼y D厂砌廿f，o"m朋缸f＆wkmbf删，J耐以l‘fe o厂G伽km纽删，c^抽倒A∞如掣o，
&拓玎鲫，G“枷以g，G“曲o“550002，c^妇，2．孤￡Gr耐埘缸U砌哪妇o，c^f玎聊A阳d删。厂Sff朗卯j，&伽g 100039，c^fn口)

Abstract：The soil moisture and艿13C value of plant leave from 16 plant species under different backgrounds

(karst and non．karst)are determined by analyz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The plant leaves and soils

are sampled from a smaU catchment basin located at Wangjiazhai in Qingzhen city，Guizhou proVince． By

comparing samples from different plots whether under degrading process to non—degrading backgrounds，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oil moisture and 613C value of plant leaves is showed．The corre—

Iation enhanc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oil moisture under both karst and non—karst backgrounds．With the

increase of soil moisture，艿13C value of plant leaves under karst desertification background does not exhibit

regular tendency at different slope positions，while those under non—karst background show a decreasing ten—

dency along with the sIope position downwards．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adaptive mechanism between the

813C value of plant leave and the soil nloisture conditions unde}different eco—environments，and also reflect

the quick and sensitive response of plants to changes of soiI moisture in karst desert plot．

Key words：艿13C value of plant leave；water use e“iciency；soil moisture；karst area；non．kars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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