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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家早已注意到，具有长叶寿命的植物通常生长于营养和（或）水分较为缺乏的环境，而具短叶寿命的

植物一般生长在具有较高的营养可利用性地带。国外大量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单位重量的叶氮含量（Nmass）
与叶的最大光合速率存在密切正相关，而比叶面积（单位干重量的叶面积）与植物生产单位叶面积的物质成本呈

负相关，二者又随叶寿命的增加而降低,这种相互关系几乎在所有植物种群和群落中都普遍存在，反映了植物对环

境适应的趋同进化特征，是进一步理解生态系统行为特征的基础。松属(Pinus)及云杉(Picea)、冷杉(Abies)等
常绿针叶树种的叶寿命一般随海拔的升高而增大，其相关叶性状也普遍存在明显的垂直分布格局：随着海拔升

高，单位面积的叶氮含量（Narea）及最大光合速率增加，而比叶面积则减少。一般认为，长的叶寿命是对高寒
及养分、水分贫乏等胁迫环境的适应，而短的叶寿命和（或）落叶性被认为是植物为了快速生长以及对干旱或寒

冬等季节性胁迫环境的适应结果。根据成本-效益分析理论，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叶寿命大小取决于形成并维护单位

叶面积所需要的物质消耗与叶片碳收获的平衡，与常绿/落叶森林植被纬向/垂直地带性分布存在一种内在联系机
理。因此，叶寿命及其相关叶性状成为将叶片水平上的生理生态实验数据扩展到整个群落冠层乃至生物地理群区
的关键因子。加强叶寿命及其相关叶性状的格局分析研究，可为现有的区域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模型与植被地理模
型的连接（即区域植被动态模型）提供科学依据，这将有助于从机理上解释区域植被对全球变化的适应与响应机
制。但是，以往植物生理生态研究大多注重于个体叶片水平的测定，仍不清楚如何实现这些叶性状在不同尺度间
的转换，尤其是从叶片水平上升至整个群落冠层。国际上至今仍缺乏在生态系统水平上的大量野外观测数据来定
量描述这些叶性状与群落特征、气候因子的数量关系；国内相关研究基本尚属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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