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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多穗柯生长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和
养分含量的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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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多穗柯在重庆市生长环境的土壤养分和有 机 质 含 量 的 差 异，为 该 区 野 生 甜 茶 的 资 源

管理提供参考。［方法］采集多穗柯生长区土壤样品，对土壤样 品 化 学 性 质 进 行 测 定。［结 果］（１）经 过 不

同地区土壤剖面有机质含量比较，重庆市奉节 龙 池 乡 华 吉 村 多 穗 柯 生 长 区 土 壤 表 层 有 机 质 在 各 个 地 区 含

量最多，为３．９５ｇ／ｋｇ，并对多穗柯茶生长区土壤化学性质具有很大的影响。（２）各个地区多穗柯生长区土

壤剖面化学性质存在显著性差异，尤其是土壤全Ｎ含量在土壤表层和深层存在及其显著性差异。（３）土壤

全Ｎ含量在重庆梁平龙胜乡龙胜村样地表层出现最大值，达到了０．９４ｇ／ｋｇ；土壤速效钾含量也是在 重 庆

市梁平龙胜乡龙胜村样地表层出现最大值，达到了１１５ｍｇ／ｋｇ；土壤速效磷含量在重庆北碚东阳镇艾路村

样地出现最大值，为４．７ｇ／ｋｇ。［结论］依据多穗柯甜茶生长区土壤肥力状况差异，结合样地实际情况分析

表明，重庆市梁平龙胜乡龙胜村地区的土壤肥力水平在各个调查样地是最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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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穗 柯（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ｐｏｌｙｓｔａｃｈｙｕ），别 名 甜 茶

（通称）、甜叶子树（云南）、胖稠（广东）、甜味菜、大叶

稠子、甘茶（贵州）、多穗石柯等，系壳斗科石柯属常绿

乔木［１－２］。多穗柯甜茶为多穗柯的叶经加工而成的代

茶饮料和保健食品，民间常采集多穗柯的嫩叶食用，

其茶甘甜清爽，香气浓郁，色泽鲜艳，回味持久，风味

独特，据称有生津止渴消除疲劳之功效［３］。该植物萌

发力强，每年春、秋可摘两次嫩叶，摘去嫩叶后又从叶

腋中生长出新枝条，即使是砍伐整个植株，又能从根

部萌发出多数新的植株，此特性为利用提供了资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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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４］。以野生状态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各省区海拔

５００～２　５００ｍ以 上 的 低 山 密 林 中，尤 以 江 西、广 西、
湖南、安徽等省资源丰富，广东、云南、四川、福建等省

次之。印度、泰 国 也 有 分 布［５］。古 代 清 水 岩 志 载［６］：
岩上出有甜 茶，茶 树 似 灌 木，采 以 嫩 芽 而 制 之，冲 泡

后，味道甚甜，故称甜茶，一杯只用一二叶，太多过浊，
可清暑解渴。前人对甜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甜

茶的成分物质研究，即集中在多穗柯成分———黄酮的

研究。例如韦宝伟［７］研究多穗柯总黄酮的降糖作用，
但是对于甜茶在某个地区的资源分布以及甜茶生长

环境因子———土 壤 养 分 和 有 机 质 含 量 研 究 比 较 少。
本研究主要对多穗柯在重庆市地区的资源分布情况

和生长环境因子土壤的养分含量进行分析，由于土壤

Ｎ，Ｐ，Ｋ是林木生长关键的养分和土壤生产力的主要

指标［８］，且与有机质含量具有重要关系，研究结果也

可为当地野生甜茶的资源管理提供参考，为开发重庆

地区多穗柯资源奠定基础。

１　研究区概况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

重庆市地处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

地带，地跨１０５°１７′—１１０°１１′Ｅ与２８°１０′—３２°１３′Ｎ，
全市海拔７５～２　７９７ｍ，国土面积８２　３００ｋｍ２，山地

占７５．８％，丘 陵 占１８．２％，台 地 占３．６％，平 原 占

２．４％。土壤为酸性黄壤［９］。重庆属北半球副热带内

陆地区，年平均气 温 为１８℃；１月 份 气 温 最 低，月 均

值为７℃，最低极限气温为－３．８℃；７—８月气温最

高，多在２７～３８℃，最高极限气温可达４３．８℃；雨季

集中在夏秋，年 降 雨 量 为１　０００～１　１００ｍｍ，尤 以 夜

雨为多；秋末至春初多雾，年均雾日６８ｄ．地带性植被

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由栲属（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青

冈栎属（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栎 属（Ｑｕｅｒｃｕｓ）、木 兰 属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等树种 构 成［１０］。当 地 植 被 主 要 有：马 尾

松、白背 叶、野 漆 树、盐 肤 木、楤 木、杜 鹃 花、柃 木、黄

檀、悬钩子、求米草、五节芒、珍珠菜、乌毛蕨、泽兰、三
脉紫菀等。

１．２　样地调查与选设

２０１３年７—８月 在 根 据 前 人 多 穗 柯 样 本 采 集 的

资料记载，结合当地的路线图，对重庆市具有多穗柯

甜茶分布的区县进行了踏查和实施多穗柯资源调查，
并且在调查时候根据多穗柯所处的坡位进行标准样

地调查、挖掘标准剖面、采集标准土样等工作。调查

以样方调查为主，样方面积为１０ｍ×１０ｍ，在每个样

地内进行每木检尺，同时记载样地海拔、坡向、坡度等

环境因子；灌木样方面积为２ｍ×２ｍ，共取５个，在

大样方每个角及中间取；草本样方面积设１ｍ×１ｍ，
在每个灌木样方４个角取，按常规记载灌木和草本的

种类、高度、数量和盖度等。植被相关信息详见表１。

表１　部分区县森林土壤调查样地自然概况

剖面
编号

海拔／
ｍ

坡度／
（°）

树高／
ｍ

地径／
ｃｍ

郁闭度 植物种类　　　　　　
多穗柯生

长情况
土壤
质地

１　 ４７０　 ４５　 ２．２　 ２．２　 ０．４
多穗柯、杜鹃花、檵木、杜茎山、

野生 重壤土
狗脊蕨、芒萁、盐肤木

２　 ８１０　 ４０　 ２．７　 ２．７　 ０．６

多穗柯、马尾松、三脉紫菀、泽兰、乌毛蕨、樱花、

珍珠菜、五节芒、求米草、白背叶、悬钩子、黄檀、

柃木、野漆树、杜鹃花、楤木、盐肤木

野生 轻黏土

３　 ４９７　 ４５　 ２．２　 １．８　 ０．８ 多穗柯、杜鹃花、小柴胡、酢浆草、蒲公英 人工栽种 轻黏土

４　 １　０４７　 １０　 ２．２　 １．９　 ０．６
多穗柯、油茶、淡竹叶、鸢尾、石栎

野生 轻黏土
苔草、白栎

５　 ４５２　 ８　 ５．７　 ８．８　 ０．７ 蕨、毛桐、木姜子、酢浆草、狗尾草 野生 重壤土

６　 ６６９　 １５　 ２．５　 １５　 ０．６
多穗柯、木霉、盐肤木、栀子花、酢浆草、商陆、

五节芒
野生 重壤土

７　 ５６３　 ２５　 １．８　 １．３　 ０．６
多穗柯、狗脊蕨、鸢尾、淡竹叶、杜茎山、

野生 轻黏土
酢浆草、艾纳香、淡竹叶、盐肤木

８　 ４５１　 ２０　 ２．３　 ２．４　 ０．５ 多穗柯、艾纳香、芒萁、白栎 野生 轻黏土

１．３　土样采集与测定

在对多穗柯资源调查的同时，分别在样地内挖掘

３个土壤剖面，进行土壤样品采集。由于土壤流失等

多发 生 在 表 层 土 壤，故 分 别 采 集０—２０ｃｍ，２０—４０

ｃｍ，４０—６０ｃｍ土壤样品，总计２４个剖面７２个样品。
各采集地均为自然状态植被，受到人为活动干扰或者

人为干扰影响比较少。土样测定前，根据常规方法处

理土样在实验室自然风干以 后，进 行 磨 细、过 不 同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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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筛子等工 作。有 机 质 测 定 是 采 用 硫 酸—重 铬 酸 钾

湿热法；土 壤 全 氮 含 量 用 ＫＤＹ－９８３０凯 氏 定 氮 仪 测

定；土壤有效磷含量采用钼锑 抗 比 色 法 测 定；土 壤 速

效钾含量采用火焰光度计法 测 定。所 有 土 壤 样 品 的

测定方法是采用国家林业行业标准《森林土壤分析方

法》［１１］，每个样品做３个重复，取平均值。

１．４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与图表绘制在Ｅｘｃｅｌ软件中完成，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进行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各 土 壤 养 分、有 机

质的差 异 以 及 进 行 不 同 剖 面 不 同 深 度 的 多 重 比 较

检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剖面土壤有机质含量差异

土壤有机质的含量只占土壤总量的很少比例，但

它对土壤形成、土壤肥力、环境 保 护 及 农 林 业 可 持 续

发展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 作 用 的 意 义。研 究 表 明

（表２），这些 剖 面 所 处 在 的 地 区 有 机 质 含 量 非 常 少，
都低于４ｇ／ｋｇ，该数据值与戴万宏［１２］等提出的我国西

南地区 森 林 土 壤 有 机 质 算 术 平 均 值 含 量５３．６ｇ／ｋｇ
（７．４～１８４．７ｇ／ｋｇ）数据相比偏低，结合多穗柯生长情

况来说明，其可能的原因是多穗柯处于生长阶段，不存

在或者很少产生凋落物的情况，导致有机质含量偏低。
此外，重庆实奉节龙池乡华吉村多穗柯甜茶生长环境

土壤表层有机质在各个地区是最多的，为３．９５ｇ／ｋｇ。
通过表２可以发现，剖面１，２，４在土壤表层土壤有机

质含量差异及其显著，但是在深层显著不强。

２．２　不同剖面土壤全Ｎ含量变化

土壤的全氮含量是 衡 量 土 壤 氮 素 供 应 的 指 标 之

一，其大小 主 要 决 定 于 土 壤 有 机 质 的 作 用 时 间 和 强

度［１３］。由表３可 以 看 出，土 壤 全 氮 含 量 在 剖 面３表

层最大，剖面５在４０—６０ｃｍ处 出 现 最 小 值，土 壤 全

氮含量在该地区平均值是０．７ｇ／ｋｇ。随着土壤深度

的增加，土壤全氮含量逐渐出 现 降 低 的 趋 势，这 与 祝

滔［１４］在西南地区研究的结论是相接近的。除剖面１，

２，６，９以 外，剖 面 不 同 深 度 的 土 壤 全 Ｎ含 量 存 在 差

异，但是在土壤０—２０ｃｍ和２０—４０ｃｍ层 不 存 在 明

显差异。

表２　研究区不同剖面土壤有机质含量差异

土层／ｃｍ
土壤有机质含量／（ｇ·ｋｇ－１）

剖面１ 剖面２ 剖面３ 剖面４ 剖面５ 剖面６ 剖面７ 剖面８
０—２０　 ２．４２ａ ３．９５ｂ　 ３．８０ｂ　 １．３８ｃ　 １．１０ｃ　 ２．２４ａ ３．４８ｂ　 １．４７ｃ

２０—４０　 １．３２ｃ　 ２．８９ａ ２．８５ｂ　 １．３６ｃ　 ０．８２ｄ　 １．９４ｃ　 １．５８ｃ　 １．３１ｃ

４０—６０　 ０．９２ｄ　 １．７９ｂ　 ２．７３ａ ０．９６ｄ　 ０．４７ｄ　 １．６６ｃ　 １．３５ｃ　 １．０９ｃ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下同。

表３　研究区不同剖面土壤全Ｎ含量变化

土层／ｃｍ
土壤全Ｎ含量／（ｇ·ｋｇ－１）

剖面１ 剖面２ 剖面３ 剖面４ 剖面５ 剖面６ 剖面７ 剖面８
０—２０　 ０．２７ａ ０．７５ｂ　 ０．９４ｃ　 ０．４１ｂ　 ０．１９ａ ０．３８ｂ　 ０．１９ａ ０．３６ａ

２０—４０　 ０．１５ａ ０．７４ｂ　 ０．３０ｂ　 ０．１９ａ ０．０７ｄ　 ０．３５ｂ　 ０．１５ａ ０．２５ａ

４０—６０　 ０．１０ａ ０．７２ｂ　 ０．１６ａ ０．１０ａ ０．０３ｄ　 ０．３２ｂ　 ０．１２ａ ０．１４ａ

２．３　不同剖面土壤速效Ｋ含量变化

速效养分的高低能 够 判 断 出 近 期 土 壤 营 养 的 供

应情况，与作物生长及产量有一定的相关性［１５－１６］。土

壤速效钾也属于速效养分的 组 成 之 一。从 表４可 以

看出，土壤速效钾在剖面３出现最大值。在剖面４的

４０—６０ｃｍ出现 最 低 值。钾 的 含 量 在 各 个 剖 面 当 中

都比较低，这主要是因为西南 地 区 雨 水 比 较 多，加 上

土壤质地比较轻、通透性比较 好，土 壤 中 速 效 钾 易 被

淋洗而流失掉。剖面７不同深 度 的 土 壤 速 效 钾 不 存

在显著性差异，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剖面７所对应甜茶

正处于生长阶段，没有明显的枯落物养分归还土壤现

象，间接导致土壤深度与速效钾没有直接关系。

表４　研究区不同剖面土壤速效Ｋ含量变化

土层／ｃｍ
土壤速效Ｋ含量／（ｍｇ·ｋｇ－１）

剖面１ 剖面２ 剖面３ 剖面４ 剖面５ 剖面６ 剖面７ 剖面８
０—２０　 ７３．００ａ ５５．００ａ １１５．００ｂ　 ５３．００ａ ６８．００ａ ３６．００ａ ３９．００ａ ３６．００ａ

２０—４０　 ５８．００ａ ４８．００ａ ７５．００ａ ４５．００ａ ５８．００ａ ３４．００ａ ３４．００ａ ３１．００ａ

４０—６０　 ５５．００ａ ５２．００ａ ５８．００ａ ２６．００ｃ　 ６５．００ａ ４５．００ａ ２８．００ｃ　 ２８．００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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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不同剖面土壤速效Ｐ含量变化

磷是植物生长发育必需的三大营养元素之一，以

多种方式参与植物体内的代谢过程［１７］。我国大部分

地区土壤供磷不足，不仅影响 着 作 物 产 量，而 且 降 低

农产品品质［１８－１９］。土 壤 有 效 磷 含 量 才 是 衡 量 土 壤 磷

素供应状况的较好指标，其在土壤肥力诊断与施肥方

面具有较重要 的 意 义［１３］。表５显 示，土 壤 速 效Ｐ含

量在剖面５表层出现最大值，在剖面１的４０—６０ｃｍ

出现最低值，通过显著性分析说明各个剖面土壤深度

和速效磷 显 著 性 不 是 很 明 显，主 要 是 对 于 南 方 的 土

壤，磷的利用率极低，而且磷在 土 壤 中 易 被 固 定 而 很

难被植物利用。所以在土壤不 同 深 度 速 效 磷 含 量 差

别不大，土壤整体速效磷含量偏低。结合表５可以看

出，速效磷含量在各个剖面都不超过５ｍｇ／ｋｇ，所 以

建议进行多穗柯甜茶资源管理时候应 该 重 点 注 意 磷

肥的施用。

表５　研究区不同剖面土壤有效Ｐ含量变化

土层／ｃｍ
土壤有效Ｐ含量／（ｍｇ·ｋｇ－１）

剖面１ 剖面２ 剖面３ 剖面４ 剖面５ 剖面６ 剖面７ 剖面８

０—２０　 １．０３ａ ０．４３ｂ　 １．０４ａ １．０７ａ ４．６８ｄ　 １．４４ａ １．２４ａ １．２７ａ

２０—４０　 ０．４３ｂ　 ２．２５ｃ　 ０．８５ｂ　 ０．８１ｂ　 １．８４ａ １．０３ａ ０．８３ｂ　 ０．８１ｂ

４０—６０　 ０．４２ｂ　 ０．８３ａ ０．６３ｂ　 １．０４ａ １．０６ａ １．２４ａ ０．７９ｂ　 １．０１ａ

３　讨 论

土壤养分含量与土壤物理性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主要表现在积累和分解上［２０］。有机质是土壤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植物养分的供给、土壤物理性质的改善、

防止土壤侵蚀、实现土壤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

方面具有重要 的 意 义［２１－２２］。结 合 前 面 有 机 质 在 不 同

剖面的含量分布，本研究发现 有 机 质 相 对 多 的 剖 面，

土壤的Ｎ，Ｐ，Ｋ含量相应的多，这与前人的研究是一

致的［１２，２３－２４］。这主要 是 因 为 土 壤 有 机 质 作 为 植 物 营

养的主要来源，在协调植物生长方面提供了主要的营

养元素，包括土壤Ｎ，Ｐ，Ｋ等营养元素，而土壤氮磷钾

作为植物生长的主要营养元素，是土壤化学性质和土

壤肥力主要的载体。此外，研究表明在林分发育过程

中随着森林郁闭度、光照、凋落物的变化，土壤有机质

也处于变 化 之 中。胡 慧 蓉 等［２４］发 现，林 地 土 壤 有 机

质含量的变化随杉木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升高．这主要

是种植杉木林后增加了土壤归还物，而森林郁闭又使

林下处于温凉潮湿状态，减缓 了 枯 落 物 的 分 解 速 率，

有利于有机质的积累。而本研 究 的 多 穗 柯 由 于 处 于

生长期，不存在较大林龄的多 穗 柯 林 区，所 有 有 机 质

含量差别不是很大且都偏低。

土壤各个层次表现了土壤化学性质的空间性，各

个地区多穗柯生长区土壤化学性质存在显著性差异，

尤其是土壤化学性质在土壤表层和深 层 存 在 显 著 性

差异。由于剖面所处的不同地 区 代 表 的 森 林 群 落 类

型、密度、物种多样性、枯枝落叶层的发育以及林内小

气候等因素，不同森林群落林下土壤化学学性质存在

很大的差异［９，２５－２６］。通过对不同剖面的相同深度有关

化学性质相关 性 分 析（表２—４），结 合 采 集 土 壤 样 品

地区的化学性质分析，经过综 合 比 较，重 庆 地 区 多 穗

柯甜茶最适应生长环境是重庆市梁平 县 龙 胜 乡 龙 胜

村。本研究认为是由于各个剖 面 所 处 地 区 生 态 环 境

条件不同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条件影响多穗柯生长环

境，包括土壤化学性 质 等 因 素。在 人 为 管 理 方 面，对

多穗柯甜茶人为经营管理措施应该更加精细，建议使

用一定量的磷肥或者将林木残体进行粉碎，覆盖在甜

茶植株周围，使得这些养分逐 渐 归 还 到 土 壤 里 面，为

甜茶后期生长供应养分，便于提高地区多穗柯甜茶的

产量，从而提高甜茶的经济效益。

４　结 论

通过不同地区土壤剖面化学性质数据比较，得出

重庆奉节龙池乡华吉村多穗柯甜茶生 长 环 境 土 壤 表

层有机质在各 个 地 区 是 最 多 的（３．９５ｇ／ｋｇ），对 多 穗

柯甜茶生长环境土壤养分含量具有很大的影响；各个

地区多穗柯甜茶生长区土壤化学性质 存 在 显 著 性 差

异，尤其是土壤全氮含量在土壤表层和深层存在及其

显著性差异；多穗柯甜茶生长环境土壤化学养分含量

与各个剖面不同深度具有显著性差异；土壤全Ｎ含量

在重庆梁平龙胜乡龙胜村样地表层出现最大值，达到

了０．９４ｇ／ｋｇ；土壤速效Ｋ含量也是在重庆梁平龙胜乡

龙胜村样地表层出现最大值，达到了１１５ｍｇ／ｋｇ；土壤

速效Ｐ含量在重庆市北碚区东阳镇艾路村样地出现

最大值，为４．７ｇ／ｋｇ；依据多穗柯甜茶生长环境土壤

肥力状况差异，结合样地实际 情 况，对 各 个 数 据 进 行

综合比较，认为重庆市梁平县龙胜乡龙胜村地区的土

壤肥力在调查样地是最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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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土壤理化性质和 重 金 属 含 量 差 异 研 究．［Ｊ］．水 土

保持通报，２００６，２０（（６）：１５７－１６２．
［１４］　万福绪，陈 平，王 严 星．苏 北 林 粮 间 作 地 土 壤 理 化 性 质

分析［Ｊ］．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３，２７（６）：

２７－３０．
［１５］　刘鸿雁，黄建国．缙云山森林群落次生演替 中 土 壤 理 化

性质的动 态 变 化．［Ｊ］．应 用 生 态 学 报．２００５，１６（１１）：

２０４１－２０４６．
［１６］　国 家 林 业 局．ＬＹ／Ｔ１２１０—１２７５—１９９９森 林 土 壤 分 析

方法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林 业 行 业 标 准［Ｓ］．北 京：中 国 标

准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７］　刘逊，邓小华，周米良，等．湘西植烟土 壤 有 机 质 含 量 分

布及其 影 响 因 素［Ｊ］．核 农 学 报，２０１２．２６（７）．１０３７－

１０４２．
［１８］　王申．山 东 五 莲 县 地 质 背 景 与 浅 层 土 壤 地 球 化 学 特 征

［Ｊ］．物探与化探，２００７，３１（４）：３７７－３８１．
［１９］　杨东，田 娜，焦 金 鱼．植 被 恢 复 措 施 与 土 壤 酶 活 性 和 肥

力的相关性研 究：以 半 干 旱 林 区 为 例［Ｊ］．安 徽 农 业 科

学，２００７，３５（２２）：６８７０－６８７３．
［２０］　徐文远，董春艳，邵洪凯，等．鹤大公路 匝 道 区 的 土 壤 理

化性质［Ｊ］．东北林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９（６）：９３－９５．
［２１］　王清奎，汪思龙，冯宗炜，等．杉木人工 林 土 壤 有 机 质 研

究．［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０４，１５（１０）：１９４７－１９５２．
［２２］　邓仕坚，张家武，陈楚莹，等．不同树种 混 交 林 及 其 纯 林

对土壤理化性质影 响 的 研 究［Ｊ］．应 用 生 态 学 报，１９９４，

５（２）：１２６－１３２．
［２３］　汪金平，何园球，柯建国，等．南方双季 稻 田 秸 秆 厢 沟 腐

熟还田 免 耕 土 壤 生 态 效 应 研 究［Ｊ］．南 京 农 业 大 学 学

报，２００４，２７（２）：２１－２４．
［２４］　史忠强．小 麦 套 作 玉 米 周 年 土 壤 保 护 性 耕 作 及 轮 耕 模

式研究［Ｄ］．山东 泰安：山东农业大学，２００７．
［２５］　葛晓改，黄志霖，程瑞梅，等．三峡库区 马 尾 松 人 工 林 凋

落物和根系输入对土壤理 化 性 质 的 影 响［Ｊ］．应 用 生 态

学报，２０１２，２３（１２）：３３０１－３３０８．
［２６］　李小容，白礼姣，陈本莉，等．不同林龄 木 麻 黄 林 地 土 壤

理化性质与生化活 性 分 析［Ｊ］．西 北 林 学 院 学 报，２０１４，

２９（２）：３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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