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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地区热带季节雨林与橡胶林林冠水

文效应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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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季节雨林和橡胶林是西双版纳热带森林系统中可以代表原始林和大面积种植的人工林两种林型3采

用水量平衡法3利用对以上两种林分林冠水文各分量 #AA9E!$$#年的观测结果3初步分析其林冠水文效

应3结果表明>一年内3季节雨林林冠截留量 99$89FF3树干径流量 <$8DFF3穿透降雨量3<:"8!FF3分 别

占同期降雨总量的 C#8C"no:8!Cno:"8DCn;橡胶林林冠截留量 "A"8:FF3树干径流量 #$C8#FF3穿透降

雨量 #$A98<FF3分别占同期降雨总 量 的 !C89<no989<no9D8<:n;两 种 林 分 森 林 水 文 各 分 量 干o雨 季 差

异 显著;在研究中还发现3季节雨林中树干径流量随径级的增大而减小3干季出现密林7季节雨林=的穿透

降雨量大于疏林7橡胶林=的反常现象;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3季节雨林和橡胶林有较大的林冠截留率及干

流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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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水文效应是森林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森林和水相互作用及其功能的综合体现a森林对大

气降水的再分配是其水文效应中的重要一环%即通过对大气降水的再分配影响到森林的水量平衡%从而对

森林生态系统和流域的水分循环产生影响a作为森林水文的热点之一%多年来国内外许多专家b学者从理

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森林对大气降水的再分配作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Z实验方面%林业部建立了

森林生态系统实验研究的 \\个网络生态站%中国科学院建立了 6个森林生态定位实验站%这些站点和各

地相关研究机构对此做了全面而详尽的研究和报道%得出全年林冠截留占大气降水的 \]4c‘2174%树干

径流占 ]1\4c_1/4%穿透降雨占 234c36124A见表 _Da除此之外%还对实验方法d\eb森林降水的化学特

征d/c2e及气候影响规律d6e等进行了实验和探讨a理论方面%已经从对单一或少量的实验b观测下结论%发展

到对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与集成%使认识有进一步的提高d3e%提出了若干理论模型%并对其 进

行了总结和评述d_c\\ea但是%在这些研究中对不同林分再分配作用的研究却很少%对热带地区的研究更为

鲜见a而且已有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再分配过程的某一方面a同时由于森林水文各要素均为多种因子综合影

响的结果%而被研究的两种林分相距较远d\/e%存在着诸多地理b气候b水文等方面的差异%难以用实测的结

果比较因林分不同而对大气降水产生的不同分配效果a
西 双版纳州地处北回归线以南%面积 \_//‘f>/%其中山地A坡度 gh3iD面积占 _74%山间盆地A坡度 g

j3i面积占 74D%以热带森林茂密而著称a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是分布在热带北缘水热和海拔高度极限条

件下的森林类型%具有热带森林的结构和群落特征%但在种类组成上又有向南亚热带森林过渡的特点%与

赤道潮湿雨林有所不同d\‘ea橡胶林人工群落是西双版纳地区的又一大景观%从 /]世纪 2]年代初期开始%
由于对天然橡胶的迫切需要%我国在西双版纳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橡胶种植工作a据k中国森林 1第 0卷l
所述%西双版纳景洪b勐腊是我国橡胶林最适宜的造林区%也是发展我国制胶业的重点地区a本区的气候b
土壤b水分条件十分适合橡胶树生长%产胶量不但高于我国海南岛%在世界范围内也比较高d\0e%因此在西双

版 纳种植面积较大%占有林地面积的 /71_4A\__3Dm%近年来随着山地承包到户%橡胶的种植面积又 进 一

步增加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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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季节雨林和橡胶林作为西双版纳热带森林系统中两个极端的林型!在当地森林系统中占有很大

的比重!有其不可取代的森林水文效应"热带季节雨林多层多种!结构复杂#橡胶林单层单种!结构简单"在

同一地区内!这两种差异较大的极端林型同时存在!其水文效应如何$有何差异!值得探讨"另一方面!我国

热带原始林位于赤道热带雨林带的印度%马来雨林区内!为世界热带林分布的北缘!仅见于海南 省 和 云 南

省南部的西双版纳地区"西双版纳地处内陆!属西南季风区!其气候$水文特征与属东南季风区$海洋性气

候的海南岛有很大差异!相应两地的热带雨林也有很大差异!西双版纳的雨林有显著的季相变化!有其特

殊性!由此带来的森林效应必将有所差异"近几十年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增加!使热带雨林正以惊人的速度

急剧减少!使生态环境失去平衡!国内外虽有相关研究!但仍远远不够!对它的研究亦有紧迫性"本文利用

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和橡胶林的观测资料!探讨两类林型对大气降水的再分配及相关过程!以此揭示西

双版纳热带森林系统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林型的森林水文效应特征"

& 研究地概况和研究方法

&’& 研究地概况

西双版纳终年受西南季风控制!属热带季风气候!一年中有雾凉季())*翌年 +月份,$干热季(-*.月

份,和湿热季(/*)0月份,之分"在雾凉季和干热季降水较少(约占全年降水的 )/1,!2/1的降水则主要

集中在湿热季!因此!通常将雾凉季$干热季合称为干季())*.月份,!将湿热季称为雨季(/*)0月份,"季

节雨林的观测样地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的热带季节雨林自然保护区内(+)3/456!)0)3)+57!海拔

4/89,!年 平 均 气 温 +)’/:!;)0:积 温 4280:!平 均 最 低 气 温 4’/:!年 日 照 时 数 )2+2<!年 降 水 量

)//499!年相对湿度 281!干燥度 )’0)!年径流量 48.99=)/>"
此次研究所选的两种林分位于西双版纳州勐仑自然保护区内!其中橡胶林样地选在中科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的人工林试验区内!热带季节雨林样地选在距该站 )0?9(直线距离 2?9,的热带季节雨林内的

永久定位样地内"两样地均建有的 @A76的森林水文观测系统"
热带季节雨林样地的植物群落为千果榄仁%番龙眼林!群落高度 -/*./9!结 构 复 杂!分 层 现 象 明 显!

可分为上$中$下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和藤本植物 8个层次B上层乔木高 -09以上!优势种主要为千果榄仁

(CDEFGHIJGIFKEGLMIENI,$番龙眼(OLFDPGIPLFDHPLQI,等#中层乔木高度在 )8*-09之间!常见种有云南玉

蕊(RIEEGHSPLHGIFIMELQPIMTKI,$大叶白颜树(UGELHHGDEIQVWIDXVIJGQ,$山焦(YGPEDNTLEIFIGHSIKG,等#下层

高 )89以下!主要 种 包 括 云 树(UIEMGHGIMLZIJ,$假 广 子([HDFIDEEIPGMI,$细 罗 伞(\E]GQGIPDHDEI,$蚁 花

(YD̂ D̂PPGLNQGQMEDISTGG,及毒鼠子(_GMTFNDPIJVFSDJLHGLG]DQ,等"灌木层除上层乔木的幼苗幼树外!常见种

有染木(‘INELQFIPDEHIPVF,$狭叶巴戟(YLEGH]IIHSVQPGaLJGI,$玉叶金花(YVQQIDH]Ibc’,等"草本层与灌

木 层 处 于 同 一 层 次!种 类 不 多!常 见 的 有 凤 尾 蕨(OPDEGQbcd,$海 芋(\JLeIQGQFIMELEETĜI,$盈 江 南 星

(\EGQIDFIGHfGIHSDHQD,等=)8>"该群落林内藤本及附生植物丰富!板根及茎花现象显著!是西双版纳季节雨

林中分布面积较大$保存完好$具有代表性的群系类型=)->"
橡 胶(gDhDIWEIQGJGDHQGQ,林 样 地 设 在 中 科 院 西 双 版 纳 热 带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研 究 站 的 橡 胶%云 南 大 叶 茶

(iIFDJJGIQGHDHQGQ,%小粒咖啡(iLaaDIIEIWGMIjGHHd,人工群落试验区内(+)3/856!)0)3)/57!海拔约 /209,!

)k8k年 定 植 于 坡 度 小 于 83的 西 南 坡 上!采 用 宽 窄 行 密 株 的 种 植 方 式(株 距 -’)9!窄 行 距 +’/9!宽 行 距

)k’09,!橡胶树平均高度为 +/9!其林冠已经完全郁闭!在宽行间中间种有茶叶$咖啡等"

&’l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水量平衡法!即在林冠层次内!存在如下平衡B

Om no Co ‘ (),
式中!O为林外降水量(99,#n为林冠截留量(99,#C为穿透雨量(99,#‘为树干径流(99,"

本研究中观测项目为林外降水$穿透雨和树干径流!所使用资料的期间为 )kk8*+00)年"

&’l’& 林外降水的测定 本研究中林外降水资料使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

站气象观测站的降水资料!为口径为 +0p9的雨量器定时观测资料和虹吸式雨量计自计记录资料"

&’l’l 穿透降水的测定 根据公式 Hmqr()oqs+rt+,!qm\r\5计算出试验区需要的雨量计个数!式中

//8+)+期 张一平等B西双版纳地区热带季节雨林与橡胶林林冠水文效应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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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需的雨量计个数"#为抽取样本所代表的区域大小"$为精度"%为变异系数"&为调查区面积’()*"

&+为雨量计受雨口面积’()*,
季节雨林内"植被繁多"林冠疏密程度不均"且层次较多"样点选择具有一定难度,为使观测更具代表

性"采用自制的 )-.(/.-0(1型承水槽来收集穿透降水"通过增大集水面积来弥补林冠的不均匀性,具

体方法为将集水槽固定在林冠下"2.个为一组"用 34三角堰与自计水位计自动记录,橡胶林则 3个为一组"
记录方法相同,

5-6-7 树干 径 流 的 测 定 采 用 镀 锌 铁 皮 环 状 收 集 槽"用 虹 吸 式 雨 量 计 或 34三 角 堰 与 自 计 水 位 计 自 动 记

录,热带雨林共设 8块样地"样地 2取不同径级的树干 3棵"样地 )取径级 239(:;<0)9(的树干 2棵"样

地 0取径级 2.9(:;<239(的树干 8棵"样地 8选取径级 ;<2.9(的树干 8棵,橡胶林树种单一"径级相

差不大"取径级 2.9(:;<239(的树干 )棵,取得总量后"用有效树冠面积’对产流做贡献的树冠面积*计

算单位林冠下的树干径流量,

5-6-= 树冠截留量的计算 采用差值法计算"在已测得林外降水>穿透降水>树干径流的基础上"据公式

’2*得?

@A BC ’DE F* ’)*

6 结果与分析

6-5 降水特征

观 测 期 间’2GG3H)..2年*勐 仑 地 区 平 均 年 降 水 量 2IGI(("其 中 干 季 )0)(("占 总 降 水 量 的

28-IIJ"雨季 2030(("占总降水量的 K8-8IJ,多 年 平 均 年 总 雨 日 2I2L"其 中 雷 暴 日 2.)L"占 总 雨 日 的

3M-3J,
从 图 2中 可 以 看 出")I((以 下 各 量 级 日 雨 量 分 布 比 较 均 匀"I((以 下 的 日 降 雨 占 总 降 雨 量 的

8I-)J"2.((以上的日降雨占总雨量的 0M-MJ,由图 )可知"西双版纳地区的降雨量呈现明显的季节分

异 特 征"全 年 降 雨 多 集 中 在 IH2.月 份"占 降 雨 总 量 的 KI-IJ,M月 雨 量 达 到 最 大 值"占 全 年 降 雨 量 的

))-MJ"占雨季的 )3-3JN2H)月份最小"占全年降雨量的 )-.J"占干季的 20-KJ,

图 2 不同等级日降雨量百分率

OPQR2 STU9TVWXYLPYYTUTVWLZP[\]UT9P]PWZWPXV
图 ) 降雨量年变化

OPQR) 1ZUPZWPXVXY]UT9P]PWZWPXV

6-6 林冠截留

林 冠 对 大 气 降 雨 的 截 留 缓 冲 是 水 分 输 入 森 林 进 行 的 第 一 次 分 配"通 过 这 次 分 配"降 雨 到 达 地 面 的 数

量>速度>时间均发生了变化"但不能一味强调林冠对降雨动能的阻截和减弱作用 2̂M_,大部分研究认为"林

冠截留量与降水量呈正相关关系 2̂KH)2_,一般来说"二者之间的关系在降雨初始或雨量很小时表现十分明

显"但随降雨量的增加"截留量的增长率迅速减小"最后增加缓慢或不再增加"达到饱和状态"接近树冠的

最大截留量,另外"林冠截留量也受到林冠结构>前期降水>雨量及雨强等因素的影响,
本 研究中季节雨林林冠的最大截留量’图 0*出现在 IHM月份"最小出现在 22H翌年 )月份"截留量变

化趋势呈倒‘1a型N季节雨林林冠截留率曲线较为平缓’)I-3IJH3M-2IJ*"最大截留率出现在 0月份"最

小出现在 G月份"大体上随降雨量及截留量的增加而减小,季节雨林树冠截留量季节差异十分明显"雨季

截留量是干季的 8倍还多"截留率不到干季的 )b0,橡胶林最大林冠截留量’图 8*出现在 8>I月份"K月份

3I3) 生 态 学 报 )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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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最小在 ""#翌年 $月份!%月份为次低值!呈&’(型变化趋势!雨季随降雨量的增大而减小!干季则随

降雨量的增大而增大)橡胶林林冠截留率变化较大*+,-.#/0,%-.1!截留率最大值出现在 $月份!最小

值出现在 %月份!$#/月份截留率随降雨量的增大而减小!"2#翌年 "月份较为复杂!没有明显的规律)橡

胶林树冠截留率也存在明显的季节差异3干季截留量是雨季的 45-!截留率却是雨季的 4,-倍)

图 4 季节雨林林冠降雨截留年变化

67894 :;<7;=7>?>@A;?>BC7?=D<ADB=7>?7?=<>B7A;E

FD;F>?;E<;7?@><DF=

",G?=D<ADB=7>?*HH1I$9J;7?@;EE*HH1I49G?=D<ADB=7>?

*.1

图 K 橡胶林林冠降雨截留年变化

6789K :;<7;=7>?>@A;?>BC7?=D<ADB=7>?7?<LMMD<

@><DF=

",G?=D<ADB=7>?*HH1I$9J;7?@;EE*HH1I49G?=D<ADB=7>?

*.1

图 - 树干径流量年变化

6789- :;<7;=7>?>@F=DH@E>N

O,P 树干径流

冠层中叶片和枝条截留降雨达到饱和后多余的水

分 中 的 一 部 分 或 直 接 降 至 树 干 的 雨 水!经 树 干 表 皮 吸

收湿润形成重力水!沿树干汇集而下成为茎流)从图 -
可以看出!树干径流集中产生在 -#"2月份!最大值出

现在 %月份!""#翌年 4月份各月茎流量小于 ",-HH!

$Q4月份最小)季节雨林雨季茎流量占全年茎流总量的

/K,0.!%月份茎流量占全年的 4",-.I橡胶林雨季 茎

流 占 全 年 茎 流 总 量 的 /4,4.!%月 份 茎 流 量 占 全 年 的

4%,4.)比较两种林分的树干径流*表 "1!橡胶林各项

的数值均大于季节雨林)
表 R 季节雨林和橡胶林树干径流的对比

STUVWR XYZ[\T][Ŷ ][W_ V̂Y‘UW[‘WWZ[\YabcTV]WT]YZTV\TbẐY\W][TZd\eUUW\̂Y\W][

林分

f=;?g

月平均最大值

’>?=hECHD;?
H;i7HLH
*HH1

干季径流量

f=DH@E>N7?
g<CFD;F>?
*HH1

雨季径流量

f=DH@E>N7?
<;7?FD;F>?
*HH1

年平均径流量

jD;<ECHD;?
F=DH8E>N
*HH1

分配率

k7FBD?F;=7>?
*.1

年平均分配率

jD;<ECHD;?
g7FBD?F;=7>?
*.1

季节雨林

fD;F>?;E<;7?@><DF=
$-,2 K,$ %+,- %/,$ 2,$K#0,$4 -,"-

橡胶林

J>MMD<BE;?=;=7>?
40,/ %,2 /%,$ "2K," 2,K/#"2,%$ +,+0

O,l 穿透降雨

穿透降雨包括从林冠空隙直接降落到林地表面的降雨量和从林冠上汇集而下的冠滴量!它是林地土

壤水分及径流的主要来源)穿透降雨量的大小与林型Q林分密度等因素有关!也要受大气降雨量及强度的

制约)从多年平均资料来看*图 +1!季节雨林穿透降雨最大值出现在 0月份*"04HH1!最小在 "#$月份!不

足 "2HHI全 年 穿 透 降 雨 量 为 0-4HH!其 中 -/,-.集 中 在 %#/月 份I橡 胶 林 最 大 值 出 现 在 %月 份

*422HH1!最小也在 $月份*m"2HH1I全年穿透降雨量为 ""4+HH!其中 +$,4.集中在 %#/月份)
随着穿透降雨量的增加!橡胶林与季节雨林穿透降雨的差值也逐渐增加*表 $1!%月份差异最大!占全

%-+$"$期 张一平等3西双版纳地区热带季节雨林与橡胶林林冠水文效应比较研究

万方数据



年总差值的 !"#!$%&’(月份差异较小%占全年总差值的 )#*+$,两种林分穿透降雨差值的季节分异比较

显著%干季比雨季小 -!#)$,
表 . 橡胶林与季节雨林穿透降雨差值的变化

/0123. 4056076898:;6::3539<38:7=58>?=:022137@3395>1135A20970768909;758A6<02B30B89025069:853B7

月份 CDEFG "" "& " & ( ! 干季 HIJKLMKDE
差值 HNOOLILEPLQRRS *#* T&#& U#& T)#" "#- &#U "U#)
月份 CDEFG + U * V - ") 雨季 WMNEKLMKDE
差值 HNOOLILEPLQRRS "(#+ UU#- ""*#" "+#U "!#* (*#" &U+#)

图 U 穿透降雨量年变化

XNYZU [MINMFNDEDOFGID\YGOM]]

^ 讨论

#̂_ 关于林冠截留

截留能力是指在不受其他气象环境因素影响的理

想条件下%林冠对某一雨量的可能截留量%其大小完全

取决于林 冠 本 身 的 结 构 特 征‘"&a%在 不 同 类 型 的 森 林 之

间%林冠截留率能更好地比较截留效能,林冠对大气降

雨 的 截 留 作 用 是 森 林 发 挥 其 水 文 作 用 的 第 一 步%它 一

方 面 减 小 了 林 下 径 流 量%另 一 方 面 又 推 迟 了 林 下 的 降

雨时间和产流时间,对一场特定降雨而言%林冠的截留

作 用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影 响 到 林 内 降 雨 的 特 征%继 而 影 响

到其他森林水文过程%对森林生态系统的水分b养分循

环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表明Q图 (%图 !S%不同林分的截留率变化趋势呈现较大差异%其原因来源于两

种林分结构特征上的不同,两种林分的叶片大都为长卵圆形%光滑革质%大小相差不多,表面光滑的叶片截

留降雨的多少受机械作用的影响很大%下落到叶面的雨滴动能很大时%对叶面的冲击力就比较大%叶面很

难蓄存过多的水分,雨季来临时%雨量和雨强比干季增大很多%大到暴雨的几率也增多%在雨量集中的 Ub*
月份更是如此%单 个 叶 片 的 截 留 量 甚 至 不 如 雨 量 和 雨 强 小 的 降 雨 大%一 个 时 段 内 的 截 留 量 会 出 现 增 长 停

滞%甚至倒退,当雨量b雨强逐渐减小时%单个叶片的截留量相应增加%一个时段内的截留量亦开始有所回

升,橡胶林截留量的cCd型变化趋势正源于此,季节雨林中大多数树种的叶片虽然与橡胶树相似%但是由

于季节雨林结构复杂b层次较多%雨滴冲击到上层叶片后下落%受到下面叶片的层层拦截%动能逐渐减小,
这样%虽然林冠表层单个叶片的截留量很小%但是整个林冠的截留量比较大%因此季节雨林的截留量变化

呈倒c[d型,倒c[d型和cCd型变化趋势差异反映了季节雨林和橡胶林生态学意义上的差异e季节雨林林

冠能较好地截持丰水期的雨水%而橡胶林林冠在丰水期几乎没有发挥截留降雨的作用%使林内有效降雨接

近林外降雨%这无疑不利于减少地表径流对林地的冲刷%对汛期的防洪工作也有较大的危害,
季节雨林和橡胶林在降雨量较小的干季保持了较高的截留率%而在雨量充沛的雨季截留率较低%林冠

截 留率随截留量的增加而减小Q图 (%图 !S%这与我国海南岛尖峰岭b湖南会同b川西米亚罗等地区的森林

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结果相似‘"-%&&’&!a,比较两种林分树冠截留的季节动态Q表 (S%橡胶林在雨季截留量和截

留率小于季节雨林%*月份差距最为显著%差值分别为 "()#+RR和 (U#)&$f在干季%除 ""月b"月份外%截

留量和截留率大于季节雨林%各月之间截留量无显著差异%截留率则有较大的波动,两种林分都存在着明

显的季节分异性%所不同的是%当降雨量发生较大的变化Q如干季b雨季的交替S后%季节雨林的林冠截留量

较 为 显 著%而 橡 胶 林 的 林 冠 截 留 率 较 为 显 著,在 研 究 期 间 内Q"--U’&))"年S%季 节 雨 林 的 年 截 留 量 为

U**#(RR%截留率为 !&#!*$f橡胶林年截留量 (-(#URR%仅为季节雨林的 +V#"$%截留率为 &!#UV$%比季

节雨林低 "*#*-$,
本研究中所选取的两种林分的林冠结构处于两种极端的状态%季节雨林结构复杂%层次较多%林分郁

闭较 好%丰 富 的 藤 本 及 附 生 植 物 使 各 层 次 之 间b林 木 之 间 的 界 限 更 加 模 糊f而 橡 胶 林 为 人 工 群 落%结 构 整

齐%层次简单分明,体现在截留能力上%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此次研究的两块样地气象环境因素差距较

V+U& 生 态 学 报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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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可用实测的截留量作为比较截留能力的表征值!比较二者的截留能力"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季节雨林

的截留能力大于橡胶林#橡胶林在雨量较小的干季与季节雨林截留能力相差不多!但在雨季来临之后起到

的 截 留 作 用 不 大!在 雨 量 最 多 的 $月 尤 为 明 显!这 也 符 合 普 遍 认 同 的 林 冠 结 构 越 稠 密!截 留 量 越 大 的 规

律%&’(&)*"另外!由于截留量是由实际的枝叶蓄水量和冠层蒸发量的总和!枝叶会把部分水分蒸发到大气中

去!即便是对于历时较长的降雨!林冠截留降雨的潜力也会有所增加"在西双版纳地区!干季雨量不多!林

冠蒸发量很大!截留能力较大+雨季来临后!大部分降雨历时不长!一场降雨和另一场降雨之间时间间隔较

短!但由于气温高!蒸发量大!林冠的截留潜力依然会不断的发挥出来"在这一点上!季节雨林发挥了复层

林的优势!枝叶量大!林冠蓄水量大!冠层蒸发量大!截留潜力相应就比较大!因此!截留率的最低值比降雨

最大值推迟一个月!而且很快恢复到原有的高水平"橡胶林则在雨季来临后截留能力不断下降!雨量减少

后回升很慢!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
表 , 橡胶林与季节雨林林冠截留差值的年变化

-./01, 2.34.54676894881317:168:.76;<47513:1;5467/15=1173>//13;0.75.5467.79536;4:.0?1.?67.03.478631?5

月份 @ABCD EE E& E & F G 干季 HIJKLMNAB

截留量 OBCLIPLQCRABSTTU VWXY &X’ VFXF WXG ZXG ZX$ EWX)
截留率 HRNQLBNMCRABS[U V&’XF$ WX’W V&FX’G GWX&G E$X$W EEXEG WXYY

月份 @ABCD ’ ) $ W Z EY 雨季 \MRBNLMNAB

截留量 OBCLIPLQCRABSTTU VE$X’ V)’XE VEFYX’ VE)X& VE$XW VFWX’ V&W’X)
截留率 HRNQLBNMCRABS[U VZX)& V&’XY) VF)XY& V’XZW VEYXZ$ VFYX$’ V&YXZ)

,X] 关于树干径流量

对比所研究的两种林分S图 ’(表 EU可见!季节雨林无论是径流量还是分配率都小于橡胶林!其原因和

两种林分的特征有关"季节雨林林冠较厚!层次较多#对于径级较大的树木!其树冠在各个方向上分布不

均!在某些方向上树枝分支角度很大!接近或超过 ZŶ!对树干径流贡献很少!能够从枝条和叶片上汇集而

下的水流又会受到树干上大量附生植物的拦截+对于径级较小的树木!本身冠幅很小!而且往往受到上层

林冠的遮蔽!当降雨发生时接收到的大部分是上层林冠的穿透降雨!因此产生的径流量也比较小"橡胶林

人工群落存在一定的行间距!单层单种!对树干径流的产生起作用的有效树冠面积较大!同时由于该群落

受到人工管理!树干上几乎没有成规模的附生植物!阻碍物较少!易于形成树干径流"
有研究认为!树干径流除了受雨量(雨强的制约外!还受林木分枝角度(叶片形状结构(树皮粗糙度及

松软度等因素的影响+分枝角度小(树皮光滑而质地较硬!则有利于形成树干径流!而树干体积大小与之无

明显规律%EZ(&Y!&$*"而在本研究中!季节雨林的树干径流量随径级及树冠面积的增大而减小!占降雨量的比

率也有同样的变化趋势S表 GU"季节雨林中树木径级不一!径级较大的树木常占有资源和养分上的优势!树

干上有较多的附生植物!使树干表面变得粗糙!已产生的树干径流受到拦截!因此!在季节雨林中径级大的

树木径流量较小"
表 _ 热带季节雨林不同径级树干的茎流量及分配率

-./01_ ‘51a806=.7994?;17?.54673.5466894881317594.a1513.5/31.?5b14cb547536;4:.0?1.?67.03.478631?5
样 地

deQLIRTLBCMf
NRCL

径 级

HRMTLCLIMC
gILMNCDLRhDCSPTU

平均树冠面积

@LMBPMBAQJ
MILMST&U

年最大茎流量

iLMIfJTMeRTjT
NCLTkfAlSTTU

年平均茎流量

iLMIfJTLMB
NCLTkfAlSTTU

分配率

HRNQLBNMCRAB
S[U

雨林 E\MRBkAILNCm E)nopF& $’XZE GXF )FXW GXE&
雨林 &\MRBkAILNCq EYnopE) E&X&Y $X& EGEXW ZXE’
雨林 F\MRBkAILNCr opEY $X)G $XF E)$X) EYXW&

树干径流虽然在总量上不占优势!比例很小!但它一方面可以免除雨滴引起的溅蚀!增加树木根基周

围的水分!对保护土壤和树木生长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它对于某些离子养分经由树干输入到林地!在

某些生态系统中仍然很重要"干流水是溶质传输到树体基部小面积的主要途径!因此会影响到此面积林下

Z’)&E&期 张一平等#西双版纳地区热带季节雨林与橡胶林林冠水文效应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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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的分布!土壤理化性质及微生物的活动"#$%&这对于季节雨林维持其生物多样性十分重要&对橡胶林这

样的人工群落增加生物多样性也有很大的意义’
表 ( )**+,-..)年干季雾!露水出现的平均天数

/0123( 430560789::9;05663<=56>7830895:>94)**+

?9-..)
月份

@ABCD
EE E# E # F G

干季

HIJKLMKB
雾 NAOPQR #S #T #$ #G #T ## EUU
露 HLVPQR #S #W #W #G #U E$ EUX

YZY 关于穿透雨

穿透降雨是林内降雨和林外降落到上层林冠的

降雨相比&其降雨历时!过程!强度!雨滴动能及降雨

量都已经发生了变 化&而 且 林 冠 截 留 作 用 发 挥 的 越

大&这种变化就越显著’在雨季&季节雨林的截留量

较大&其穿 透 降 雨 量 就 小&橡 胶 林 的 截 留 量 相 对 小&
其穿透降雨量就比较大&但总而言之&穿透降雨是林

外降雨到达林冠后的主要去向’在干季&相对来说多层!茂密的季节雨林穿透降雨量比单层的橡胶林还要

大&这是因为 EE,翌年 G月份虽然降雨量不大&但是其他形式的大气降水会弥补降雨量的不足P表 TR[作为

西双版纳特殊的地方气候现象&在一年中&特别是干季&夜间常会升起浓雾&一直维持到次日近中午才会消

散&空气湿度很大&形成雾雨’由于西双版纳这种特殊的气候现象&干季的穿透降雨中雾露水凝结形成的冠

滴水也做了很大的贡献’季节雨林虽然在春旱时期有 EU\的枝叶要换叶&但整个林分的枝叶量依然很大&
是橡胶林人工群落所远不能及的&因此&干季反而会出现密林的穿透降雨量大于疏林的情况’

YZ] 降水的再分配

在研究期间内&随着林外降雨量的变化&两种不同林分森林水文各分量基本上不同程度地保持了同步

变 化P图 T!WR&即在雨量大的月份&各分量也较大&反之亦然P橡胶林 S,W月 份 林 冠 截 留 量 则 有 相 反 的 趋

势&原因见前述R’这表明在一个比较大的时间区间内P例如以月为单位R&某一种林分各森林水文分量的大

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一地区大气降水的制约’从图 T!W还可以看出&两种林分森林水文要素季节动态曲

线中&穿透降雨!林冠截留两项有很大区别’季节雨林的穿透降雨曲线比较缓和&雨量变化越大&穿透降雨

变化越小 橡̂胶林的穿透降雨曲线则十分贴近林外降水曲线&并与之保持了大致相同的变化趋势’两条曲

线之间的差距可近似地用林冠截留曲线来表示&它可以更清晰的看出两种林分的林冠削减降水的程度’一

年中各月两种林分林冠对降雨分配格局如表 S!表 T所示’
表 + 季节雨林林冠对降水的再分配

/0123+ _36=8‘3580?=959:‘>3a=‘=?0?=9595?b3a059‘79:?>9‘=a0283089502>0=5:9>38?

月份

@ABCD

林外降雨

cILdefeCMCeAB

林冠截留

gMBAfJeBCLIdLfCeAB

树干径流

hCLijkAV

穿透降雨

lDIAmODjMkk

PiiR PiiR P\R PiiR P\R PiiR P\R

E EGZ# SZF GGZUF XZG FZE# TZG U#ZFU

# ETZG WZW UXZUE XZF EZUW WZF GTZ$E

F U#Z$ FUZU STZXU XZ# XZFF ETZF F#ZS#

G WTZX GTZG UGZGT EZF EZGG FWZG GGZX$

U EWEZT WXZG GGZ#T FZ# EZTW $WZX UFZ$G

S #U$Z$ EXSZF GXZ$# EEZ$ GZUT EGEZS UGZUE

T FS#ZG EUGZE G#ZU# #UZG TZX# EW#Z$ UXZGS

W #TXZ$ SGZ$ #FZ$U ##ZT WZFS EWFZG STZS$

$ ES#ZU S#ZW FWZSS WZ$ UZGU $XZW UUZW$

EX E#UZE SGZU UEZUG GZG FZUF USZ# GGZ$#

EE FEZT EFZU G#ZUW XZS EZWE ETZS UUZSE

E# #WZ$ ESZE UUZW$ EZU UZ#S EEZ# FWZWU
干季 HIJKLMKAB #F#ZX E#TZS UGZ$$ GZ# EZW$ EXXZ# GFZWT
雨季 nMeBKLMKAB EFS#ZUo UFFZX F$ZE# TSZU UZWT TUFZX UUZFE
年 pLMI EU$GZU SSXZS GEZGF WXZT UZ#G WUFZ# UFZ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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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橡胶林林冠对降水的再分配

"#$%&! ’&()*+&,*#-).,./+0&1)+)-#-).,.,-2&1#,.+3./04$$&0+%#,-#-).,

月份

56789

林外降雨

:;<=>?>8@8>67

林冠截留

A@76?B>78<;=<?8>67

树干径流

C8<DEF6G

穿透降雨

H9;6IJ9E@FF

KDDL KDDL KML KDDL KML KDDL KML

N NOPQ RPS QSPTU NPS VPNV NSPQ VNPUW

Q NVPO NVPN TUPVW SPQ NPQW SPS SPSS

R WQPT OOPT UOPUR SPR SPOT VPU NOPXU

O UVPS WVPN XWPXN RPR RPVO QXPV RSPXW

W NUNPV XRPS ROPXW VPQ RPTX NNNPW XNPRT

X QWTPT ONPQ NWPUX NSPN RPTS QSUPW USPQO

V RXQPO QRPX XPWS RUPT NSPVQ RSSPS UQPVU

U QVSPT OUPV NVPTX QRPQ UPWU NTTPS VRPOX

T NXQPW OWPS QVPXT NQPS VPRV NSWPX XOPTO

NS NQWPN QXPS QSPVT WPU OPXN TRPR VOPXS

NN RNPV WPW NVPQN SPT QPTT QWPR VTPVT

NQ QUPT NUPX XOPOV NPR OPRV TPS RNPNX
干季 Y;BZ<@Z67 QRQPS NOXPN XQPTU VPS RPQS VUPT RWPVR
雨季 [@>7Z<@Z67 NRXQPW QOVPO NUPNX TVPQ VPRR NSNVPT VRPUS
年 \<@; NWTOPW RTRPW QOPXU NSOPN XPXU NSTXPU XVPUW

图 V 季节雨林森林水文各要素年变化

]>ĴV _@;>@8>676E9B‘;6J;@?9>=<F<D<78Z>78;6?>=@F

Z<@Z67@F;@>7E6;<Z8

N 降水 :;<=>?>8@8>67aQ 穿透降雨 H9;6IJ9E@FFaR 茎

流 C8<DEF6GaO 林冠截留 b78<;=<?8>67

图 U 橡胶林森林水文各要素年变化

]>Ĵ U _@;>@8>676E9B‘;6J;@?9>=<F<D<78Z>7;IccF<

?F@78@8>67

N 降水 :;<=>?>8@8>67aQ 穿透降雨 H9;6IJ9E@FFaR 茎

流 C8<DEF6GaO 林冠截留 b78<;=<?8>67

橡胶林与季节雨林林冠对降雨再分配的差值有显著的季节变化K表 ULd在干季橡胶林的林冠截留率大

于季节雨林e雨季相反e差别最大的是 V月份和 Q月份a除个别月份外e橡胶林的树干径流分配率大于季节

雨林e差别最大的是 NQ月份和 W月份a干季橡胶林的穿透降雨分配率小于季节雨林e雨季反之e差别最大

的是 R月份和 V月份d
季节雨林的林冠截留量占林外降水的 ONPORMe树干径流占 WPQOMe穿透降雨占 WRPVOMa橡胶林的林

冠截留占林外降水的 QOPXUMe树干径流占 XPXUMe穿透降雨占 XVPUWMd与我国各地林冠对降雨的分配状

况相比K表 TLe季节雨林有较大的林冠截留率a除海南岛的热带雨林外e橡胶林的林冠截留率比其他人工林

大e比大多数针叶林小d这符合林冠截留的一般规律e即在相似的森林覆盖度下e针叶林f阔叶林e落叶林

f常绿林e复层异龄林f单层林d与同属热带地区的海南岛尖峰岭相比e截留率从大到小依次是g季节雨林

f山地雨林f半落叶季雨林f橡胶林a干流率g橡胶林f季节雨林f半落叶季雨林d从树干径流的分配率

来看e季节雨林和橡胶林的干流率只小于北京东灵山的辽东栎林e与其他地区相比e仍处于较高的水平d

NXXQNQ期 张一平等g西双版纳地区热带季节雨林与橡胶林林冠水文效应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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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橡胶林与季节雨林林冠对降雨的再分配差值的年变化"#$

%&’()! *&+,&-,./0.12,11)+)/3).1+)2,04)/0&-,./.14+)3,4,-&-,././-5)3&/.46’)-7))/+8’’)+&/2-+.4,3&(0)&0./&(

+&,/1.+)0-
月份 9:;<= > ? @ A >> >? 干季 BCDEFGE:;

林冠截留 HG;:IDJ;<FCKFI<J:; L?@MNA AOM?A >PMPO >>M>A L?NM@P OMNO PMQQ
树干径流 R<FSTU:V AMWN LWM@@ WM>P ?M@W >M>O LWMOQ >M@>
穿透降雨 X=C:YZ=TGUU >AM@Q LNM[> L>OMO> L>[MN[ ?AM>Q LPM[Q LOM>A

月份 9:;<= N [ P O Q >W 雨季 \GJ;EFGE:;
林冠截留 HG;:IDJ;<FCKFI<J:; LQM[? L?NMW[ L@[MW? LNMQO L>WMQP L@WMPN L?WMQ[
树干径流 R<FSTU:V ?M>P LWM[O @MPW WM?? >MQ? >MWO >MA[
穿透降雨 X=C:YZ=TGUU PMAA ?NMP@ @?M@? NMP[ QMWN ?QM[P >OMAQ

表 ] 我国各地林冠对降雨的再分配状况

%&’()] )̂2,04)/0&-,./.14+)3,4,-&-,././-5)3&/.46.11.+)0-,/2,11)+)/-+)_,./.1‘5,/&

地 点

abIFCJSF;<GUEJ<F

林 种

R<G;c

截留率"#$
BJEIF;EG<J:;
:TJ;<FCKFI<J:;

茎流率"#$
BJEIF;EG<J:;
:TE<FSTU:V

穿透率"#$
BJEIF;EG<J:;
:T<=C:YZ=TGUU

时 段

XJSF

文 献

\FTFCF;KF

西双版纳

dJE=YG;ZeG;;G

季节雨林 XC:IJKGU
EFGE:;GUCGJ;T:CFE<

A>MA@ NM?A N@MPA
全年

fgFGC
本研究

海南尖峰岭

hJG;TF;ZUJZijGJ;G;

山 地 雨 林 XC:IJKGU
S:Y;<GJ;CGJ;T:CFE<

@[MN
全年

fgFGC
k?Pl

甘肃靖远

hJ;ZDYG;imG;EY
油松林 H=J;FEFIJ;FT:CFE< @AM@P

全年

fgFGC
k@Wl

海南尖峰岭

hJG;TF;ZUJZijGJ;G;

半 落 叶 季 雨 林 XC:IJKGU
EFSJcFKJcY:YE S:;E::;
T:CFE<

?Q @ [O
全年

fgFGC
k>Ql

湖南会同

jYJ<:;ZijY;G;

杉 木 林 H=J;FEF TJC
IUG;<G<J:;

?NMO WM> PAM>
全年

fgFGC
k??l

西双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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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

fgFGC
本研究

甘肃靖远

hJ;ZDYG;imG;EY
灌木林 R=CYeE ?@MPP

全年

fgFGC
k@Wl

云南会泽

jYJnFigY;;G;

华 山 松 人 工 林 oJ;YE
GCSG;cJJIUG;<G<J:;

?WMQ AMQ PAM?
全年

fgFGC
k@>l

四川理县 pJbJG;i
RJE=YG;

冷杉林 qJCT:CFE< ?WrPW
全年

fgFGC
k?Ql

湖北宜昌

gJK=G;ZijYeFJ

柏 木 人 工 林 HYICFEEYE
TY;FeCJEIUG;<G<J;

>QM> >M>P PQMP@
P月

hYUM
k@?l

北京东灵山

sFJtJ;Z

混 交 林 BFKJcY:YEeC:Gcu
UFGvFcSJbFcT:CFE<

>OM[ AMN P[MQ
Nr>W月

qC:S9GD
X:wK<M

k@@l

秦岭 xJ;UJ;Z
9:Y;<GJ;

油松林 H=J;FEFIJ;FT:CFE< >PM>r??MON k@[l

陕 西 宝 鸡 sG:tJi
R=G;bJ

锐 齿 栎 林 xYFCKYEGUJF;G
vGCMGKY<FEFCC<GT:CFE<

>>MQr>NMN
Nr>W月

qC:S9GD
X:wK<M

k@Al

江 西 分 宜 qF;DJi
hJG;ZbJ

毛 竹 人 工 林 9:E:eGSe::
IUG;<G<J:;

>>M> AMA OAMN
全年

fgFGC
k@Nl

广 西 里 骆 pJUY:i
mYG;ZbJ

常 绿 阔 叶 林 avFCZCFF;
eC:GcuUFGvFc

>W ?MA OPM[
全年

fgFGC
k?>l

总而言之i在西双版纳i每年干季i两种林分截留了多种形式的大气降水i增加了林内湿度和林下土壤

水分y雨季来临时i季节雨林在丰水期减少了形成径流的来水量i减缓了雨水到达林地的时间i对减小汛期

洪水危害有重要的意义z橡胶林截留作用没有季节雨林显著i但茎流量较大i引导水流沿着植物根系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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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下渗或汇流!减轻了穿透降雨对林地地表的溅蚀作用!对保护林地表层土壤有重要的意义"比较而言!季

节雨林在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水分循环#水土保持及保护当地居民生活安全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因此!应加强对西双版纳地区季节雨林的保护力度!减缓季节雨林数量急剧减小的趋势!尽量维持其现有

的数量$橡胶林虽不及季节雨林的作用显著!但和其它地区的人工群落相比!橡胶林也有其自身的优势和

经济价值!在大面积推广的同时向复合农林的方向发展!变单层单种为多层多种!增大它的经济效益#生态

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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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80]! ÂD_‘!_17D?a>]2K27IE1D3LI2EGLG@7@GD373B@IDL1GEED3@23@DH@1IDA81H7FFDHIAbb2ILF73@7@GD3

G39GK1A738b7337>cN;<MNO=OPQN<RQSQN<!.TUd!eXfY,\ZT[\gZ>

-f/ 573h 4>i2JLDI7F73BKL7@G7F017382KG37EGBG@C73B2F2E@IGE7FED3BAE@GjG@CDHHDI2K@LI2EGLG@7@GD3>cN;<

klm;O:NO=OPQN<RQSQN<!\nnn!oeXdY,dgf[dgp>

-d/ 573h4>qHH2E@KDHE73DLCG3@2IE2L@GD3bC01G32K2HGIHDI2K@KD3LI2EGLG@7@GD3E12JGK@IC>RNQ:S;Q<RQ=r<:RQSQN<:!

\nnn!stXd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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