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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典型的生态交错带，高山林线因其特殊的结构、功能及对气候变化的高度敏感性，已成为全球气候变
化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分析了贡嘎山高山林线动态，林线峨眉冷杉径向生长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基于贡嘎山地

区现有的峨眉冷杉、川西云杉、川滇高山栎３个林线树种非结构碳水化合物（ＮＳＣ）测定，探讨了贡嘎山高山林线形
成生理机制，贡嘎山地区林线树木可能遭受冬季碳限制，“碳源与碳汇”的平衡关系影响高山林线的位置与分布，生

长在高山恶劣环境条件下林线树种的发育和幸存，不仅依赖于最小需求的ＮＳＣ浓度，而且要求冬季高于３的可溶
性糖：淀粉比率，以成功越冬和维持其正碳平衡；指出了今后应重点关注气候变化背景下区域尺度高山林线动态长

期观测与模拟、高山林线树木对极端环境的生理生态适应机制、高山林线森林植被碳源汇关系的长期监测等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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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典型的生态过渡带，高山林线因其特殊的
结构、功能及对气候变化的高度敏感性，已成为全球

气候变化研究的热点之一。高山林线格局与动态、

高山林线形成机制、林线树种的生理生态、高山林线

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等受到广泛关注［１－４］。川西、滇

西北和藏东南为我国高山亚高山的连片、集中分布

区，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林线分布区域和气候变化最

为明显的区域之一［５］。贡嘎山位于青藏高原东缘，

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带。作为横断山脉

最高峰，贡嘎山拥有青藏高原东缘最完整的垂直植

被带谱，为开展高山林线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场所，并

成为我国高山林线研究关注的重要区域［６］。本文

分析了贡嘎山高山林线动态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

系，综述了中国科学院贡嘎山高山生态系统观测试

验站在高山林线形成生理机制的研究成果，并展望

今后的研究趋向。

１　贡嘎山高山林线动态及其与气候变
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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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嘎山高山林线动态
　　林线位置变化作为林线响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指
标，在温度升高条件下，理论上林线位置将向高海拔

迁移。大量研究表明气候变暖会导致林线向上扩

张，植被带上移［６－８］，如云南白马雪山长苞冷杉

（Ａｂｉｅｓｇｅｏｒｇｅｉ）样方调查和树木年轮学的结果发现
林线以每十年１１ｍ的速率向高海拔迁移［９］。但同

时有研究发现气候变暖后林线无明显变化［１０，１１］，或

者其变化不是由气候变暖引起的［１２，１３］。贡嘎山雅

家埂阴坡和阳坡６个样方调查表明，在过去１００多



年的时间里，峨眉冷杉（Ａ．ｆａｂｒｉ）林线位置基本保持
稳定［１４］。Ｌｉａｎｇ等（２０１１）也表明，在过去２００多年
期间，位于藏东南的色季拉山急尖长苞冷杉（Ａ．
ｇｅｏｒｇｅｉｖａｒ．ｓｍｉｔｈｉｉ）林线位置也没有显著迁移［１１］，

暗示高山林线位置与温度升高并不呈简单的线性关

系。作为一条重要生态界限，高山林线是长时间气

候变化和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林线位置可能会

滞后于气候变暖，干扰等离散极端事件可能显著影

响当前林线位置和群落结构。在气候变暖背景下，

干扰可影响林线向上爬升的时空过程［１３］。

尽管有研究报道林线附近幼树更新在最近几十

年有所减少［１５，１６］，但是，相比于林线位置的变化，越

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林线树种种群密度响应气候变

暖更为快速和敏感［１１］，尤其是在最近１００年的时间
尺度上，林线海拔位置的变化有可能不是很明显，但

林线树木密度却有显著地增加［１６，１７］。在近 ５０年，
贡嘎山雅家埂阴阳坡林线附近峨眉冷杉种群密度呈

显著升高趋势［１３］，随着气候变暖，高山林线种群密

度增加的现象在西南高山林线较为普遍［１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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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嘎山林线树木径向生长及其与气候变暖的
关系

　　高山林线树轮宽度响应温度变化敏感，利用树
轮宽度重建温度变化，可为认识和理解区域历史气

候变化提供重要资料，弥补高山区域气象资料的缺

乏。林线处树轮宽度主要反映夏季最低温度的变

化，基于此重建过去两百年多年的温度变化表明，西

南地区自１８２０ｓ以来温度持续升高［１８］。川西高山

林线一般降水充足，低温成为限制林线树种径向生

长的最主要气候因子。气候变暖可缓解低温对树木

生长的限制，因此升温将加速林线树木个体径向生

长。贡嘎山东坡峨眉冷杉林带上限和下限树轮宽度

年表对比表明，自１９８０ｓ中期以来，峨眉冷杉海拔
分布上限（林线，海拔３７００ｍ）树木径向生长呈增加
趋势，而海拔分布下限（海拔２７００ｍ）近６０年来树
木径向生长呈显著下降趋势（图１），生长季温度与
林线树木径向生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海拔分

布下限树木径向生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暗示温度

升高对于贡嘎山地区高山林线树木径向生长的影响

要大于低海拔区域。

２　贡嘎山高山林线形成的生理机理

林线形成的生理机制是当前高山林线研究的热

图１　贡嘎山东坡峨眉冷杉森林
上限（Ａ１）和下限（Ａ２）树轮宽度年表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ｔｒｅｅｒｉｎｇｗｉｄｔｈ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ｂｉｅｓｆａｂｒｉａｔ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ｍｉｔ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ｌｏｐｅｏｆＧｏｎｇｇａＭｔ．

点，也是预测气候变化背景下林线动态的关键所

在［１９，２０］。低温究竟是限制碳吸收（ｓｏｕｒｃｅｌｉｍｉｔ）还是
限制碳分配（ｓｉｎｋｌｉｍｉｔ）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并成为
当前国际上林线形成生理机理研究的两大主流。碳

（源）限制假说（ｃａｒｂｏｎ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认为，由于低温、干
旱、生长期短及其它环境胁迫因子，植物光合效率下

降，光合固碳难以平衡呼吸碳损失，没有足够的正的

碳收支维持林线树木的最小生长，使高海拔地区树

木长期处于“碳饥饿”状态，碳吸收与碳消耗关系的

失调限制了树木的生长及分布，导致林线的形

成［２１，２２］。生长限制假说（即碳汇限制）（ｇｒｏｗｔｈ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认为，高山植物普遍存在高光合生产能
力，生长季节碳水化合物不是限制林木生长，因而

高海拔树木处于“碳过剩”而不是“碳饥饿”状

态［２０］，低温并没有限制高海拔植物的碳吸收和生

长，而是限制了光合产物分配 （ｓｉｎｋｌｉｍｉｔ），低温下
碳水化合物不足引起树木不能耐寒，从而导致高山

林线的形成。

植物体内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ＮＳＣ）可反应植
物长期碳供应与碳消耗间的关系，被用来评估高山

林线植物碳平衡状态［２０］。通过测定林线植物 ＮＳＣ
含量随海拔变化模式，可评估从低海拔到高海拔植

物的碳积累过程［２０］。如果随着海拔的升高树木遭

受到碳限制，那么接近林线树木 ＮＳＣ浓度降低
（ｓｏｕｒｃ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相反，如果林线树木组织形成受
到限制（ｓｉｎｋ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那么随着海拔的升高其
ＮＳＣ浓度增加，因为树木生长对碳的需求减少。为
探索贡嘎山高山林线形成的生理机理解释，贡嘎山

站李迈和等［２３，２４］和朱万泽等［２５，２６］以贡嘎山地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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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沟、康定河流域）２个针叶林线树种峨眉冷杉、川
西云杉（Ｐｉｃｅａｌｉ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ｖａｒ．ｂａｌｆｏｕｒｉａｎａ）和贡嘎山
地区（折多山）一个阔叶林线树种川滇高山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ｓｅｍｉｃａｒｐｉｆｏｌｉａ）为对象，通过测定不同海拔、
不同组织、不同季节 ＮＳＣ含量，探讨了贡嘎山地区
高山林线形成的生理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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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眉冷杉和川西云杉
李迈和等［２３，２４］对贡嘎山峨眉冷杉和川西云杉２

个林线树种的测定表明，除７月（生长季）碳汇组织
（细根、干边材）外，林线川西云杉和峨眉冷杉树木

组织Ｎ含量均显著高于低海拔树木，表明林线树木
的生长和发育没有遭受 Ｎ限制。然而，ＮＳＣ与林线
的关系较为复杂，康定河流域川西云杉林线形成可

能在冬季和夏季遭受生理碳限制；相反，生长在同一

流域林线上的峨眉冷杉却不支持“碳限制假说”。

而海螺沟林线树种峨眉冷杉似乎遭受到冬季碳短
缺（表１）。由于光合同化产物的不足而导致的碳限
制假说长期以来被认为可以解释全球尺度高海拔或

高纬度林线形成的生理机制［２１］。碳限制假说可能

低估了碳汇活动对碳平衡的影响，但碳汇或碳转移

遭受限制，导致叶片碳水化合物的积累，引起光合作

用的反馈抑制［２０，２７，２８］，即生长限制或碳汇限制，峨

眉冷杉和川西云杉林线树种没有发现生长限制的一

致证据。在单个树种或林线水平，生长在林线的树木

组织未表现出一致的较低海拔同树种低的 ＮＳＣ浓
度，因此，没有一致的证据表明林线树木遭受碳限制。

但是综合３个林线位置测定结果表明，对于康定河流
域和海螺沟两个研究区域的川西云杉和峨眉冷杉两

个林线树种，生长在林线的树木组织冬季 ＮＳＣ浓度
显著低于生长在低海拔的同种树木，林线树木可能遭

受冬季碳限制（表１）。无论在４月还是在７月，林线
树木碳源组织（针叶）ＮＳＣ浓度均显著低于低海拔的
同种树木，而碳汇组织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冬季碳

限制可能是由于林线树木冬季碳源活性受限而导致

的。但是，林线树木没有遭受整个冬季总的 ＮＳＣ或
其成分的耗尽。另一方面，树木 ＮＳＣ浓度与不同树
种、研究地有关，树木的碳源和碳汇能力影响其组织

ＮＳＣ浓度和碳平衡。因此，生长在高山恶劣环境条件
下林线树种的发育和幸存，不仅依赖于最小需求的

ＮＳＣ浓度，而且要求冬季高于３的可溶性糖：淀粉比
率，以成功越冬和平衡碳源汇关系，维持其正碳平
衡。林线和低海拔树木在４月具有相似的源汇ＮＳＣ
比率（ＳＳＲＮＳＣ），但是在７月林线树木的ＳＳＲＮＳＣ比
率（２．８）低于低海拔树木（３４）（表１）。

表１　树木ＮＳＣ含量、碳源碳汇组织ＮＳＣ含量比率（ＳＳＲＮＳＣ）和可溶性糖与淀粉浓度的比率
Ｔａｂ．１　ＮＳＣ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ｕｒ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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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ｋｒａｔｉｏｏｆＮＳＣ，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ｕｇａｒｓｔｏｓｔ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ｔｉｍｂｅｒｌｉｎｅｔｒｅｅｓ

地点
ＮＳＣ

碳源组织

（针叶）

碳汇组织

（细根、干边材）

碳源碳汇组织ＮＳＣ

含量比率（ＳＳＲＮＳＣ）

可溶性糖与淀粉

浓度的比率

４月 ７月 ４月 ７月 ４月 ７月 ４月 ７月 ４月 ７月

康定河流域：川西云杉（Ｐｉｃｅａｂａｌｆｏｕｒｉａｎａ），海拔３４００～３８００ｍ（林线）

３８００ｍ １１．６７ １２．４６ １５ １６．０９ ６．６８ ７．０１ ２．２ ２．３ ２．８ ２．１

３４００ｍ １４．１４ １５．７４ １８．４ ２１．３９ ７．７４ ７．２７ ２．４ ２．９ １．６ １．１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８４ 　 　 　 　

康定河流域：峨眉冷杉（Ａｂｉｅｓｆａｂｒｉ），海拔３３００～３７５０ｍ（林线）

３７５０ｍ １３．８２ １５．０６ １９．３６ １９．８５ ５．５２ ７．８７ ３．５ ２．５ ３．５ ２

３３００ｍ １２．６３ １３．７９ １７．５８ １８．３７ ５．２１ ６．９３ ３．４ ２．７ ２．１ ２．４

ｐ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４８ ０．６８ ０．４８ 　 　 　 　

海螺沟：峨眉冷杉，海拔２７５０～３６７０ｍ（林线）

３６７０ｍ １８．６ １６．５８ ２５．３７ ２３．５２ ８．４３ ６．１６ ３ ３．８ ３ ４

２７５０ｍ １８．８９ １５．８９ ２６．６５ ２２．６８ ８．８１ ５．３２ ３ ４．３ ３．１ ５．９

ｐ ０．９６ ２．０１ ０．０２９ ０．４７ ０．５４ ０．０７ 　 　 　 　

以上３个林线树木平均

林线 １４．７ １４．７ １９．９１ １９．８２ ６．８８ ７．０２ ２．９ ２．８ ２．７ １．３

低海拔 １５．４３ １４．９１ ２０．８８ ２０．８１ ７．２５ ６．０６ ２．９ ３．４ １．５ ２．４

ｐ ６．８ ０．３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９ ０．２９ ０．１５ 　 　 　 　

注：根据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３，２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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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滇高山栎
根据Ｚｈｕ等［２５，２６］分析表明，海拔对川滇高山栎

组织 ＮＳＣ及其构成的影响取决于季节。海拔对
ＮＳＣ浓度的显著影响主要发生在休眠季，而不是在
生长季。在生长季，同低海拔相比，生长在海拔上限

的川滇高山栎灌丛组织 ＮＳＣ浓度水平没有显著差
异。相似地，Ｈｏｃｈ和 Ｋｒｎｅｒ［２９］，Ｓｈｉ等［３０，３１］表明，

在夏季，林线树木可移动碳水化合物含量未发现没

有任何不足，林线树木在光合作用期间没有碳限制，

但是他们的研究没有分析冬季树木的 ＮＳＣ状况。
在冬季，随海拔的升高，川滇高山栎叶片和枝条ＮＳＣ
呈增加趋势，而干和根系 ＮＳＣ呈降低趋势。Ｓｈｉ
等［３０］也发现，在生长季末，４种木本植物根系 ＮＳＣ
浓度随着海拔增加到分布上限而逐渐降低。Ｇｅｎｅｔ
等［３２］发现，在生长季节，生长在西藏色季拉山林线

（４３３０ｍａ．ｓ．ｌ．）的长苞冷杉（Ａ．ｇｅｏｒｇｅｉ）根系较低
海拔区域（３４８０ｍａ．ｓ．ｌ．）具有显著低的ＮＳＣ浓度。
因此，生长在海拔上限的川滇高山栎干和根系在冬

季可能遭受到显著的ＮＳＣ不足，暗示植物碳汇组织
（干和根系）冬季碳储存对于生长在海拔上限植物

冬季幸存的重要性。

除海拔影响的季节性外，海拔对 ＮＳＣ及其构成
的影响与植物组织有关。海拔对川滇高山栎叶片和

枝条可溶糖含量有显著影响，但对干和根系没有；干

和根系淀粉含量受海拔的显著影响，但叶片和枝条

不受其影响。碳源和碳汇组织影响树木水平的碳平

衡［３３］。生长在恶劣环境的植物能储存较多 ＮＳＣ，主
要用于提高其幸存率，而不是用于生长［３４］。高山栎

灌丛高度随海拔的下降似乎不是由于生长季的碳限

制引起的，而是由于高海拔短的生长季，因为生长季

组织 ＮＳＣ浓度并没有随海拔的升高而降低［２５］。

Ｂａｎｓａｌ和 Ｇｅｒｍｉｎｏ［３３］也观测到生长在海拔上限的
Ａｂｉｅｓｌａｓｉｏｃａｒｐａ树木在呼吸作用较弱时，其地上组织

具有较高的 ＮＳＣ浓度。Ｒｅａｄｅｒ［３５］和 Ｃｈａｐｉｎ等［３６］

认为，在冬季常绿植物不会将叶片资源储存运输到

干和根，而是原地保留在叶片，这可能就是川滇高山

栎和其它研究中常绿植物干和根系 ＮＳＣ浓度随着
海拔的升高而降低的重要原因［３１，３２］。

树木个体水平的 ＮＳＣ储量大小可用于回答高
山林线树木是否生理上遭受到碳限制，因为林线树

木可依靠组织积累更多的 ＮＳＣ，以补偿其植物个体
的减小［３７，３８］。随着海拔的增加，灌丛高度和生物量

而显著减少，叶片和枝条 ＮＳＣ含量增加，干和根
ＮＳＣ含量降低（表２），因此，植物 ＮＳＣ储量随着海
拔而显著减少。但是，ＮＳＣ浓度和ＮＳＣ储量的减少
并不暗示生长在海拔上限植物可移动碳水化合物的

完全消耗。

可溶性糖与淀粉的比率可帮助理解林线形成。

川滇高山栎冬季植物组织平均可溶性糖：淀粉比分

别为：２．７８（海拔 ３０００ｍ）、３．２５（海拔 ３５００ｍ）、
３７２（海拔３９５０ｍ），而在夏季分别下降为：１．１４（海
拔３０００ｍ）、１．３４（海拔３５００ｍ）、１．５６（海拔３９５０
ｍ）（表２）。
#"$

　贡嘎山高山林线形成的生理机理
目前尚没有一致的证据证实林线树种是遭受碳

限制还是生长限制［２７，３９］。使用 ＮＳＣ作为指示剂，
Ｈｏｃｈ和 Ｋｒｎｅｒ（２００３）发现，生长在瑞士阿尔卑斯
山、瑞典北部和墨西哥高山林线的松属 ３个树种
（Ｐｉｎｕｓｃｅｍｂｒａ，Ｐ．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Ｐ．ｈａｒｔｗｅｇｉｉ）ＮＳＣ浓度
较 生 长 在 低 海 拔 的 同 种 树 木 高［２９］。然 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２００４）观测到生长在美国东北部高山林
线的Ｐｉｃｅａｒｕｂｅｎｓ和Ａｂｉｅｓｂａｌｓａｍｅａ遭受到显著的碳
限制［４０］。相似地，Ｃａｖｉｅｒｅｓ等（２０００）发现生长在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ｎＡｎｄｅｓ的热带林线树种Ｅｓｐｅｌｅｔｉａｎｅｒｉｉｆｏｌｉａ
遭受碳限制［５６］，但是生长在同一地点的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Ｏｌｅｉｆｏｌｉｕｓ树种没有遭受碳限制［４１］。Ｓｕｓｉｌｕｏｔｏ等

表２　川滇高山栎ＮＳＣ含量、碳源碳汇组织ＮＳＣ含量比率（ＳＳＲＮＳＣ）和可溶性糖与淀粉浓度的比率
Ｔａｂ．２　ＮＳＣ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ｕｒｃｅ

"

ｓｉｎｋｒａｔｉｏｏｆＮＳＣ，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ｕｇａｒｓｔｏｓｔａｒｃｈｉｎＱｕｅｒｃｕｓｓｅｍｉｃａｒｐｉｆｏｌｉａｓｈｒｕｂｓ

海拔（ｍ） 生长季 冬季

碳源组织

（叶片、枝条）

碳汇组织

（根系、干）

碳源碳汇组织ＮＳＣ含

量比率（ＳＳＲＮＳＣ）

可溶性糖与淀

粉浓度的比率

生长季 冬季 生长季 冬季 生长季 冬季 生长季 冬季

３０００ １０．１１ １２．３３ ８．５６ １０．７１ ５．２５ ６．３６ １．６３ １．６８ １．１４ ２．７８

３５００ １０．４３ １２．０９ ９．２１ １１．４４ ５．３７ ６．１３ １．７２ １．８７ １．３４ ３．２５

３９５０ １０．４９ １１．９５ ９．４６ １２．１７ ５．３７ ５．９５ １．７６ ２．０５ １．５６ ３．７２

注：根据Ｚｈｕ等［２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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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也报道了在当前气候条件下，芬兰东部
Ｌａｐｌａｎｄ的林线树种（Ｐｉｎｕｓ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的生长遭受碳源
限制［４２］。然而，与低海拔相比，Ｈｏｃｈ等（２００２）［４３］

和Ｓｈｉ等［１６，１７］并没有发现生长季高山林线树木ＮＳＣ
浓度有所降低，建议高山林线形成的生长限制假

说［３０，３１，４３－４５］，而 Ｊｏｈｎｓｏｎ等（２００４）认为，生长在高
海拔地区的植物保持较大的碳储量是提高胁迫环境

下幸存能力的一种生理适应策略［４６］。但是他们的

研究没有包括冬季碳水化合物含量。

基于贡嘎山地区峨眉冷杉、川西云杉、川滇高山

栎３个林线树种不同海拔、不同组织、不同季节ＮＳＣ
含量的测定表明，在生长季，生长在林线的峨眉冷

杉、川滇高山栎 ＮＳＣ含量高于低海拔，而林线川西
云杉ＮＳＣ含量低于低海拔，没有发现一致的证据表
明林线树木遭受碳限制。但是，综合测定结果表明，

贡嘎山地区林线树木可能遭受冬季碳限制；进一步

分析发现，生长在林线的川滇高山栎碳汇组织（干、

根系）在冬季可能遭受到显著的ＮＳＣ不足。冬季碳
水化合物短缺可能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碳源与

碳汇”的平衡关系可能影响高山林线的位置与

分布。

３　研究展望

（１）加强气候变化背景下区域尺度高山林线动
态长期观测与模拟研究。现有高山林线动态研究大

多是基于单个山体，通过野外实地调查林线种群结

构与动态，或采用树木年代学重建林线气候特征，进

而预测气候变化背景下林线动态，且大多研究限于

影响林线分布的单个因子，基于林线水热条件与土

壤属性的综合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区域尺度林线动

态研究。通过建立不同区域高山林线观测试验场，

开展不同气候带高山林线／树线树木生长过程及其
环境因子长期动态监测，结合温度、水分、ＣＯ２等控
制实验，综合考虑地形、水热条件、土壤养分、积雪等

因子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和预测高山林线结构和功

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揭示不同时空尺度上林

线动态。同时，应用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开展气候变

化与林线的响应模拟研究，预测区域尺度高山林线

植物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响应与变化趋势。

（２）注重高山林线树木对极端环境的生理生态
适应机制研究。高山林线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有助于

预测全球气候变化对高山林线的影响。高山林线大

多面临土壤瘠薄、寒冷、强紫外辐射等极端或恶劣环

境。近年来，高山林线树种生理生态适应性受到国

内学者的普遍关注。今后应注重高山林线树种细胞

结构变化、树木光合逆境适应机理、糖和 ＲＯＳ等信
号物质在林线树种适应性中的作用、林线植物的养

分与水分利用策略、林线树种分子适应机理等研究，

以更全面揭示高山林线的形成机理，更准确预测高

山林线树木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响应趋势。

（３）开展高山林线森林植被碳源汇关系的长期
监测研究。现有高山林线形成的碳限制和生长限制

两大生理机制，大多是基于不同山体短时间尺度

ＮＳＣ测定结果，可能难以回答长时间尺度林线植被
的碳源汇关系。植被碳利用动态受植被类型、物
种、生长发育阶，以及温度、水分、光照、ＣＯ２浓度、土
壤养分、干扰等的影响，通过开展不同区域高山林线

植被涡度观测，结合碳同位素在线监测、植物 ＮＳＣ
动态，以及植被呼吸碳消耗测定，以揭示全球气候变

化下高山林线植被碳源汇动态关系及其功能演变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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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ＳＨＩＰＬ，Ｋ?ＲＮＥＲＣ，ＨＯＣＨＧ．Ｅｎｄｏｆｓｅａｓ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ｓｕｐｐｌｙ

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ｗｏｏｄｙｓｐｅｃｉｅｓｎｅａｒｔｈｅｔｒｅｅｌｉｎｅ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Ｊ］．

Ｂａｓｉｃ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７（４）：３７０－３７７．

［３１］ＳＨＩＰＬ，Ｋ?ＲＮＥＲＣ，ＨＯＣＨＧ．Ａｔ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ｆｏｒａｌｐｉｎｅｔｒｅｅｌｉｎ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ｔａｘａ

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Ｊ］．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２２（２）：

２１３－２２０．

［３２］ＧＥＮＥＴＭ，ＬＩＭＣ，ＬＵＯＴＸ，ｅｔａｌ．Ｌｉｎｋｉｎｇｃａｒｂｏｎｓｕｐｐｌｙｔｏｒｏｏｔ

ｃｅｌｌｗａｌ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ｔｈｉｇｈ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ｉｎＡｂｉｅｓｇｅｏｒｇｅｉ

［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Ｂｏｔａｎｙ，２０１１，１０７（２）：３１１－３２０．

［３３］ＢＡＮＳＡＬＳ，ＧＥＲＭＩＮＯＭＪ．Ｃａｒｂｏ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ｉｆｅｒ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ａｔ

ｔｉｍ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ｕｐｔａｋｅ，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０８，１５８（２）：２１７－２２７．

［３４］ＳＭＩＴＨＡＭ，ＳＴＩＴＴＭ．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Ｊ］．Ｐｌａｎｔ，Ｃｅｌ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３０（９）：１１２６－

１１４９．

［３５］ＲＥＡＤＥＲＲＪ．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ｌｅａｖｅｓｔｏ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

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ｓｈｒｕｂｓ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ｆａｍｉｌｙ［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ｏｔａｎｙ，１９７８，５６（１０）：１２４８－

１２６０．

［３６］ＣＨＡＰＩＮＦＳＩ，ＳＣＨＵＬＺＥＥＤ，ＭＯＯＮＥＹＨＡ．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ｐｌａｎｔｓ［Ｊ］．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１９９０，２１（１）：４２３－４４７．

［３７］ＬＩＭＨ，ＨＯＣＨ Ｇ，Ｋ?ＲＮＥＲ Ｃ．Ｓｏｕｅｅ／ｓｉｎｋｒｅｍｏｖａｌａ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ｂｉｌｅ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ｉｎＰｉｎｕｓｃｅｍｂｒａａｔｔｈｅＳｗｉｓｓｔｒｅｅｌｉｎｅ［Ｊ］．

２００２，Ｔｒｅｅｓ，１６（４－５）：３３１－３３７．

［３８］ＬＩＭＨ，ＫＲ?ＵＣＨＩＮ，ＤＯＢＢＥＲＴＩＮＭ．Ｂｉｏｍａ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ｄｎｅｅｄｌｅｓｉｎｙｏｕｎｇａｎｄｏｌｄＰｉｎｕｓｃｅｍｂｒａｔｒｅｅｓａｔ

７２６第５期 贡嘎山高山林线动态与生理形成机制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ａｎｄｌｏｗｌａｎｄｓｉｔｅｓ［Ｊ］．Ｔｒｅｅｓ，２００６，２０（５）：６１１－６１８．

［３９］李迈和，ＫｒｕｃｈｉＮ．全球高山林线研究现状与发展方向 ［Ｊ］．

四川林业科技，２００５，２６（４）：３６－４２［ＬＩＭＨ，ＫＲ?ＵＣＨＩＮ．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ｎａｌｐｉｎｅｔｒｅ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６（４）：３６－４２］

［４０］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ＡＤ．Ｆｏｌｉａｒ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ｂａｌｓａｍｆｉｒａｎｄｒｅｄｓｐｒｕｃｅ

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ｎｏｐｙｌｉｇｈｔ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ｉｎ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Ｊ］．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Ｓｏｉｌ，

２００４，２６０（１－２）：２９１－２９９．

［４１］ＣＡＶＩＥＲＥＳＬＡ，ＲＡＤＡＦ，ＡＺＯＣＡＲＡ，ｅｔａｌ．Ｇａｓ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ｔｗ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ｎＡｎｄｅｓ［Ｊ］．Ａｃｔ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２０００，

２１（３）：２０３－２１１．

［４２］ＳＵＳＩＬＵＯＴＯＳ，ＨＩＬＡＳＶＵＯＲＩＥ，ＢＥＲＮＩＮＧＥＲＦ．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ｆｏｒｓｕｂａｒｃｔｉｃＳｃｏｔｓｐｉｎ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９８（５）：１１８６－１１９５．

［４３］ＨＯＣＨＧ，ＰＯＰＰＭ，Ｋ?ＲＮＥＲＣ．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ｍｏｂｉｌｅ

ｃａｒｂｏｎｐｏｏｌｓｉｎＰｉｎｕｓｃｅｍｂｒａ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ｓｉｎｋ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ｗｉｓｓｔｒｅｅｌｉｎｅ［Ｊ］．Ｏｉｋｏｓ，２００２，９８（３）：３６１－３７４．

［４４］ＨＡＮＤＡＴ，Ｋ?ＲＮＥＲＣ，Ｈ?ＴＴＥＮＳＣＨＷＩＬＥＲＳ．Ａｔｅｓｔｏｆｔｈｅ

ｔｒｅｅｌｉｎｅｃａｒｂｏｎ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ｂｙｉｎｓｉｔｕＣＯ２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ａｎｄ

ｄｅ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Ｊ］．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８６（５）：１２８８－１３００．

［４５］ＰＩＰＥＲＦ，ＣＡＶＩＥＲＥＳＬ，ＲＥＹＥＳ－Ｄ?ＡＺＭ，ｅｔ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ｓｉｎｋ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ｏｓ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ｅ

Ｋａｇｅｎｅｃｋｉａ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Ｄ．Ｄｏｎ（Ｒｏｓａｃｅａｅ）ａｔｔｈｅｔｒｅｅｌｉｎｅ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ｌｅ［Ｊ］．Ｐｌａｎｔ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１８５（１）：２９－３９．

［４６］ＪＯＨＮＳＯＮ ＤＭ，ＧＥＲＭＩＮＯ ＭＪ，ＳＭＩＴＨ ＷＫ．Ａｂｉｏ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ｉｎＡｂｉｅｓｌａｓｉｏｃａｒｐａａｎｄＰｉｃｅａｅｎｇｅｌｍａｎｎｉｉ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ｂｅｌｏｗ ａｎｄ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ａｌｐｉｎｅｔｉｍｂｅｒｌｉｎｅ［Ｊ］．Ｔｒｅ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２４（４）：３７７－３８６．

ＡｌｐｉｎｅＴｉｍｂｅｒｌｉｎ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ｂｅｒｌｉｎ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Ｍｔ．Ｇｏｎｇｇａ

ＺＨＵＷａｎｚｅ１，ＲＡＮＦｅｉ１，ＬＩＭａｉｈｅ３，ＷＡＮＧＷｅｎｚｈｉ１，ＪＩＡＭｉｎ１，２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Ｈａｚａｒｄ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４１，Ｃｈｉｎａ

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３．Ｓｗｉｓｓ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ＷＳＬ，Ｚｕｅｒｃｈｅｒｓｔｒａｓｓｅ１１１，ＣＨ８９０３Ｂｉｒｍｅｎｓｄｏｒｆ，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ｅｃｏｔｏｎｅ，ａｌｐｉｎｅｔｉｍｂｅｒｌｉｎｅ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ｉｔ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ｎ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ｉｍｂｅｒｌｉｎ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ｉｎ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ｔｉｍｂｅｒｌｉｎ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ｕｎｄｅｒｆｕｔｕｒ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ｆａｌｐｉｎｅｔｉｍｂｅｒｌｉｎｅｏｎｔｈｅＭｔ．Ｇｏｎｇｇａ，
ａｎｄｔｒｅｅｌｉｎｅ（Ａｂｉｅｓｆａｂｒｉ）ｒａｄ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ｔｒｅｎ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ｎ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ＮＳＣ）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３ｔｉｍｂｅｒｌｉｎｅ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ｆａｂｒｉ，Ｐｉｃｅａｌｉ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ｖａｒ．
ｂａｌｆｏｕｒｉａｎａ，Ｑｕｅｒｃｕｓｓｅｍｉｃａｒｐｉｆｏｌｉａ）ｏｎｔｈｅＧｏｎｇｇａ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ａｌｐｉｎｅｔｉｍｂｅｒｌｉｎ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ｂｒｉｅｆｌｙ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ｒｅｅｌｉｎｅｓｓｐｅｃｉｅ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ｒｅｅｌｉｎｅｔｒｅｅｓｍａｙ
ｓｕｆｆｅｒｆｒｏｍａｗｉｎｔｅｒｃａｒｂｏｎ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ｎｋ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ｔｒｅｅ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ｉｔｓｔｉｓｓｕｅＮＳＣ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ｒｂｏ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Ｔｈｅ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ｅｅｌｉｎｅｔｒｅｅｓｉｎａｈａｒｓｈａｌｐ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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