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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西双版纳望天树林干热季不同林窗间的小气候差异进行了观测3对比分析了 6个不同大小林窗5!""B!A$C"B!A

#"B!9内的温度A相对湿度和光强分布状况及温度垂直分布形式=结果表明3各林窗内温度A湿度日变化均比林内大3其中

以大林窗最为明显3且最小林窗内的温湿度变化最为缓慢7林窗内的光照强度为林内的 $"倍以上7大林窗中央地表温度

及冠层 "28B处气温A相对湿度日较差比最小林窗分别高 $82>DA62;DA$CE3但夜间各林窗内的温湿度差别不明显7昼

间3大林窗5形成最晚9内具有两个加热层5幼苗冠层A地表93小林窗5形成较早9仅有一个加热层5幼树冠层93且前者的加

热强度大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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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窗作为一种森林干扰的驱动因素G$H3是在 >"年代以后才普遍受到重视的=林窗干扰被公认为是推

动植被演替和更新的重要生态动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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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植被动态研究也始终是围绕着干扰体系和植物对林窗的反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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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林窗形成后%林窗内的物理特征及辐射状况的改变%极大地促进了林窗内幼苗幼树的生长%而植

物的生长又不停地改变着林窗内的微环境!&#$林窗内的小气候随着林窗形状’面积’纬度及位置的变化而

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我国在林窗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且多是针对林窗内物种变化方面的研究%林窗小

气候方面研究较少$
西 双版纳望天树林是以龙脑香科植物望天树+,-./012-34045356为上层优势树种%在水分’热量和海拔

均达到极限条件的热带北缘季节雨林群落$其性质与特点不同于中国热带北缘地区的各种热带山地雨林%
是一种最接近湿润雨林的季节雨林$由于地处具有山原地貌和季风气候特点的热带北缘%该群落受到了季

节干旱和冬季一定低温的影响!*&%*(#$本文对西双版纳望天树林 &个不同大小林窗间的小气候要素进行了

观测研究%比较了林窗中央至林内小气候要素的水平差异及林窗中央温度的垂直分布形式%为深入研究热

带雨林树种更新与环境小气候的关系提供参考$

7 样地自然环境与群落结构特征

观测样地在西双版纳勐腊县东南部 *89:处的补蚌望天树林内+"*;"<=>%*?*;&(=@6%海拔 A8?:%属北

热带西南季风气候$一年中有干季+雾凉季 **)"月和干热季 &)(月6和雨季之分!*8#$与世界热带雨林分

布的主要地区相比%本区纬度偏北’海拔偏高’气候偏干%表现为热量偏低’年和日温较差偏大’降雨偏少和

降雨季节变化明显$年均温 "*B*C%相对湿度 DAE%年均风速 ?B8:FG$年降雨量 *8??)*H??::%主要分布

在 雨季+占 D&E6%干季仅占 *AE%但干季多大雾’重露+热带雨林覆盖区几乎天天出现6%部分弥补了降雨

的不足$
群 落上层优势种为望天树+高 (?)H?:6%中层树种主要有小叶藤黄+I1/234312.J16’番龙眼+K.L0M31

M.L04M.516’大叶白颜树+I3/.4430/15NO10PN1Q356等+高 *D)&?:6%下层主要树种有三桠果+R1221N/01/1L3S

TQ./16’假海桐+K3MM.5U./.U535V0//36+高 H)"?:6等$其中林冠不连续的望天树可高出下层林冠 "?)&?:%
成为耸出巨树$群落结构特征详见文献!*&%*(#$

所选的 &个林窗+林窗 *’林窗 "’林窗 &6近似圆形+面积分别约 "??:"’*(?:"’H?:"6%所在地坡向分别

为W@’W@’WX%坡度分别约 *?;’*?;’*8;%位置均为坡中部%&个林窗相距约在 *9:内$林窗 *内多为望天树

幼苗+占 <?E左右6%平均径级约 *Y"Z:%幼苗分布较稀疏%其冠层不连续%冠层高约 [:$林窗 "内也以望天

树幼树居多+占 (?E左右%平均径级约 "Y?Z:6%但混有其它幼树%幼树冠层较连续%冠层高约 "Y&:$林窗 &
内树木林冠较高+高约 ()8:6%且树种较为混杂+望天树仅占 *8E左右%平均径级约 8Y?Z:6$从林窗的形

成时间来看%林窗 "比林窗 *约早半年%而林窗 &又比林窗 "约早一年到两年%即它们处于不同林窗期!*H#%
且林窗 &的物种多样性明显高于林窗 "和林窗 *%以林窗 *的最低$

\ 研究方法

在林窗 *’林窗 "’林窗 &中央的林冠层以上 ?B8:’地表以上 ?B8:各布设一套 ]̂ SA*型自记温湿度计

+日本 ]_>‘株式会社生产6测定其空气温湿度的变化$从各林窗中央至林内 "(:处每 &:间距布设 ]̂ S

A*型自记温湿度计和通风干湿表+天津气象海洋仪器厂生产6及最高’最低温度表+距地 *Y8:6测定温湿度

的水平变化%同时测定各林窗中央地表及林内地表最高’最低温度$以上项目观测日期为 *<<D年 (月 *?)

*"日$与此同时%测定了各林窗中央地面至冠层以上 *:的昼间温度垂直分布变化%林窗 *的测定日期为 (
月 **日+以 &?Z:间距布设 ]̂ SA*型自记温湿度计和温度表6%林窗 "’林窗 &的测定日期为 (月 *"日+以

8?Z:间距布设 ]̂ SA*型自记温湿度计和温度表6%并将林窗 *的垂直温度分布采用其内布设的最高’最低

温度表测值订正到 *"日%用于比较$在 (月 *?)*"日分别测定了林窗 *%林窗 "’林窗 &中央至林内光照强

度的水平变化+用照度计+德国 abWW@>公司生产6自林窗中央至林内移动观测6$以上观测日期均为晴朗

无云天气%人工观测频度每小时一次%自记为 *?:cd一次$观测时间选择在干热季 (月%是因为此时是本区

最为干热的时期%小气候差异较为明显$

e 结果

eB7 林窗间的温度差异

eB7B7 温度的水平差异 由图 *可看出%干热季昼间冠层 ?Y8:处气温以林窗 *+大林窗6的最高’林窗 &

&&<H期 刘文杰等f西双版纳望天树林干热季不同林窗间的小气候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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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窗"的较低#其中林窗 $和林窗 %的差别小于林窗 &与林窗 $及林窗 %的差别#即林窗 $的日变化最

为剧烈’林窗 &的日变化最为缓慢(夜间各林窗冠层气温变化较相近#但林窗 $的降温强度比林窗 %’林窗 &
的大#其最低温度也是最小!表 $"(在 )&点雾生成后#各林窗冠层 )*+,处气温均有回升#以林窗 $的最为

明显!升高 )*-."#但此后气温又均在缓慢下降#仍以林窗 $的降温强度较大(冠层 )*+,处气温日较差如

表 $所示#其中林窗 $的气温日较差最大!$%/0."#林窗 &的最小!1*1."#且林窗 $与林窗 %的较相近(

图 $ 不同林窗中央冠层 )/+,处温度!23"及地表 )/+,处温度!24"日变化

!干热季"$#林窗 $5%#林窗 %5&#林窗 &

678*$ 97:;<=>?@=<8ABC=7;DA,EA;=D:;A=D)/+,=FBGA?=<BEH!23"=<I8;B:<I!24"7<I7CCA;A<D8=E?A<DA;7<I;HJ

@BDKA=KB<#$#%=<I&;AE;AKA<D7<8L=E$#L=E%=<IL=E&#;AKEA?D7GA>H*

表 M 不同林窗中央极值温度及湿度比较!干热季"

NOPQRM STUVOWXYTZT[R\]WRUR]RUVRWO]̂WROZ_WRQO]X‘RâUX_X]bXZ_X[[RWRZ]cOVdRZ]RWXZ_WbeaT]YROYTZ

2f!." 2f!." 2f!."

g=h g7< i=<8A g=h g7< i=<8A g=h g7< i=<8A
林窗 $ L=E$ &)*j $1*% $%*0 k)*0 $0*1 %%*j $)) +% k1
林窗 % L=E% &)*$ $1*& $$*1 %1*0 $1*& $)*k $)) +1 k%
林窗 & L=E& %0*$ $1*& 1*1 %+*- $1*+ 0*$ $)) -- &k

林内 l<DA;7B; m m m %+*% $1*+ -*0 m m m

n表中 2f’opf’24分别表示冠层 )*+,处气温’相对湿度及地表温度#g=h#g7<#i=<8A分别表示最高’最低及日较差(

2f#opf=<I24;AE;AKA<D7<8=7;DA,EA;=D:;A#;A>=D7GA@:,7I7DH=D)*+,=FBGA?=<BEH=<I8;B:<IK:;C=?ADA,EA;=J

D:;A5g=h=<Ig7<;AE;AKA<D7<8,=h7,:,=<I,7<7,:,

地表 )/+,处气温昼间变化与冠层 )/+,处相似#但林窗 $的变化强度明显增大!比林窗 $冠层 )/+,
处气温变化强度大 +q-.#这与林窗 $内光照较充足’幼苗冠层不连续而地表气层易蓄热有关"#而林窗 %’
林窗 &则减弱#尤以林窗 &最明显#这是因林窗 %’林窗 &的冠层较连续#影响到了地表气温的升高(夜间地

表 )/+,处气温变化与冠层 )/+,处相似#仍以林窗 $的较明显#林窗 %’林窗 &较相近(地面温度日较差则

是林窗 $的最大!%%/j."#其值远远大于林窗 %’林窗 &及林内#其中以林窗 &!0/$."与林内!-/0."最为

相近!表 $"(
由各林窗中央至林内气温!距地面 $/+,"日较差的水平变化如表 %所示(各林窗相比#以林窗 $的水

平变化最剧烈(从林窗 $中央到林内 $+,处气温基本趋于稳定#林窗 %到 $%,处趋于稳定#而林窗 &则到

-,处就己趋于稳定(

r*M*s 温度的垂直分布差异 由图 %可看出#林窗 $!形成最晚"内昼间有两个加热层!幼苗冠层和地面"#
林窗 %!形成较早"’林窗 &!形成最早"内仅有 $个加热层!幼树冠层"5林窗 $内自地面向上首先为绝热分布

k&j 生 态 学 报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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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随后为逆温分布形式!从幼苗冠层向上又为绝热分布形式"而林窗 #$林窗 %自地面至幼树冠层均为

逆温分布形式"林窗 #与林窗 %相比!以林窗 %的冠层至地表温度递减率较低"这说明不同林窗期$不同大

小林窗内的温度垂直分布形式是不相同的"
表 & 不同林窗中央至林内的 ’()*高处气温及相对湿度水平变化+干热季,

-./01& 2.34.5467473.78169.4351*:13.5;31.7<310.54=1>;*4<45?.5’()*./6=1836;7<

@45><4A5.7B1936*C.:B17513564751346347<3?D>65A1.A67

距离 EFGHIJKL+M, N % O P# PQ #N #R

ST

+U,

林窗 P VIWP P#XY P#XY P#XZ ZX# YXN OXZ OXY
林窗 # VIW# PNXO PNXR PNXQ YXN OX[ OXY OXZ
林窗 % VIW% YXQ YXQ OX[ OX[ OXZ OX[ OXZ

\]T

+U,

林窗 P VIWP RZ RQ RO %% %P %N #[
林窗 # VIW# %Q %% %R %N %N #Z #[
林窗 % VIW% %# %P #[ #Z #Z #[ #Z

^表中 ST$\]T分别表示温度日较差及湿度日较差 STIJ_\]T‘LW‘LGLJHFJaHLMWL‘IHb‘L‘IJaLIJ_cbMF_FHd‘IJaL

图 # 不同林窗中央空气温度垂直分布日变化+干热季,
I,林窗 e f,林窗 # K,林窗 %ghg冠层

iFaX# EFbMIeKcIJaLjkIF‘HLMWL‘IHb‘LFJ_FkkL‘LJH
VIWKLJHL‘GcjlJIGFGjWeLHcGjJcLFacHIJ_HFMLKjj‘m
_FJIHLGFJ_‘dmcjHGLIGjJX

I,VIWegf,VIW#gK,VIW%ghgnIJjWd

oX& 林窗间的相对湿度差异

由 图 %可 看 出!各 林 窗 冠 层 N(QM处 及 地 表 NXQM
处 相 对 湿 度 分 布 形 式 几 乎 与 气 温 分 布 形 式 相 反!最 高

温 度 与 最 小 相 对 湿 度$最 低 温 度 与 最 大 相 对 湿 度 分 别

对应!只是各林窗内最大相对湿度+PNNp,在雾生成后

持 续 时 间 较 长 而 已"昼 间 各 林 窗 冠 层 NXQM处$地 表

NXQM处 相 对 湿 度 均 以 林 窗 P的 最 低$林 窗 %的 最 高!
但地表 NXQM处相对湿度变化不如冠层 NXQM处剧烈"
其中!昼间冠层 N(QM处相对湿度变化以林窗 P和林窗

#较 相 近!而 林 窗 %的 变 化 较 缓q地 表 NXQM处 相 对 湿

度变化则以林窗 #和林 %的较相近!林窗 P的变化较剧

烈"夜间各林窗冠层 NXQM处相对湿度差别较小!N%点

雾生成后均达到了 PNNpg地表 NXQM处相对湿度变化

则 略 有 差 异!林 窗 P在 雾 生 成 后 相 对 湿 度 即 达 到

PNNp!而林窗 #$林 窗 %的 相 对 湿 度 在 雾 生 成 约 %c后

才达到 PNNp!这可能与林窗 #$林窗 %较连续的冠层阻

挡冠层上部雾的下沉扩散有关"冠层 N(QM处相对湿度

日 较 差 以 林 窗 P的 最 大+RZp,$林 窗 %的 最 小+%Rp,

+表 P,!其中以林窗 P和林窗 #比较接近"
各 林 窗 中 央 至 林 内 相 对 湿 度+距 地 面 P(QM,日 较

差 的水平变化+表 #,!仍 以 林 窗 P的 最 剧 烈!且 相 对 湿

度趋于稳定的水平距离与冠层 N(QM处气温相似"

oXo 林窗间光照强度的水平变化差异

以 各 林 窗 中 央 的 照 度 为 PNN!则 由 林 窗 中 央 至 林

内相对照度的水平变化曲线+图 R,可看出!林窗 P和林

窗 #的 水 平 变 化 具 r曲 线 特 征!而 林 窗 %则 不 具 此 特

征"由各林窗中央至林内的相对光强持续降低!因林窗

大小不同!林窗 P约至 PQM后光强才趋于稳定!而林窗

#$林窗 %分别为 P#M$[M"同时!林内的光强均不及林

窗中央的 P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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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林窗中央冠层 "#$%处相对湿度&’()*及地表 "#$%处相对湿度&’(+*日变化 &干热季* ,林窗

,-.林窗 .-!林窗 !

/012! 30456789:761;<=7055;87>0?;:4%0@0>A7>"#$%7B<?;976<CA&’()*76@15<46@&DE9*06@0==;5;6>F7C

9;6>;506@5AG:<>H;7H<62,I.76@!5;C5;H;6>061F7C,IF7C.76@F7C!I5;HC;9>0?;8A

图 J 不同林窗内相对光强的水平距离变化&干热季 J月 ,"K,.日 ,JL""*

, 林窗 ,I. 林窗 .I! 林窗 !

/012J M7507>0<6<=5;87>0?;801:>06>;6H0>AN0>:@0H>769;=5<%@0==;5;6>F7C9;6>;5><06>;50<57>8JL""<68"K,.

OC50,I,PPQ#,I.76@!5;C5;H;6>061F7C8IF7C.76@F7C!I5;HC;9>0?;8A

R 结论与讨论

R2S 林窗内温度T湿度日变化均较林内大I其中以大林窗表现最为明显U林窗 ,&大林窗*的冠层 "2$%处

气 温T相对湿度及地表温度日较差比林窗 !&小林窗*的分别大 !2PVT,JWT,$#QVI但夜间各林 窗 的 温 湿

度差别较不明显U

R2X 昼间I大林窗&形成最晚*内具有两个加热层&幼苗冠层和地面*I两个小林窗 .各只有一个加热层&幼

树 冠层*I且大林窗内的加热强度也是最高U各林窗相比I以最小林窗&形成最早*内的林下温湿度变化较

缓U林窗中央 ,JL""时的光照强度为林内的 ,"倍以上I但以最小林窗的水平变化最剧烈U
大 林窗 内 的 两 个 加 热 层 既 有 利 于 上 层 幼 苗 的 生 长I又 有 利 于 土 壤 内 其 它 种 子 的 萌 发&因 土 壤 温 度 较

高*U各小林窗内的一个加热层在幼树冠层上部有利于幼树生长I下部则为荫生植物的生长创造了条件I
即L林窗向高级形式演替发展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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