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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丘陵区茶林复合系统 

小气候特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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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瑞兴 
(南 京农业 大学) 

摘 要 

对普通茶菌，茶树一乌抱复合同和茶柯-板栗复合同的光照、温度爰温度状况的粟缝观捌表明- 蓉树 
一 乌抱复合固可有救稠节茶园小气谣，使之通音茶树正常生长代谢，尤其是夏秋季节， 遗有利于茶 叶 优 

质稳产。文中还对夏季茶同太 阳辐射能丹配虢睫进行了初步丹新 ，井提出茶树一乌桕复合系统值粹在江南 

丘睦茶医试行 和推广，为建立能够保证一定产量木乎和较高质量且稳定持续发晨的茶菌生态熏 坑 提 供 

科 学嵌据。 

美■一一荣#复台系境，小气侯。 

通过对亚热带丘陵区茶树不同栽培模式的系统研究，发现茶树一乌桕复台园具有较大优越 

性 ，本文报道了复台茶园小气候特征井评价其生产意义和生态效益，为丘陵茶区调整生 

产结构的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一

、 材料和方法 

1．研究地点溉况 

研究地点位于江南丘陵茶区安徽省黄山市俅宁县洪里 乡境 内，’属于亚热带湿润型气候。 

年辐射量为 43．96—46．05GJ／m ，曰照百分率为 44 ，年均气温16．4~C，≥35~C 日最高气 

温 29．3d／a，年均降水量 1670mm，蒸发量 1357．2mm，相对湿度8O ，但降水量年分配不 

均，变异很大。伏早对常发生。 

该地植茶较久，既有单纯普通茶园，速成密植茶园，也有茶树和乔术组合晌成的复合茶 

园，如茶树一乌报复台园 ，茶树一板栗复合园及茶树一梨复合园等。它们主要分布在沿河洲地和 

丘陵 岗地上，土壤主要为河流冲积物上潮土和砂岩上发育的红 壤， 呈 酸 性 反 应(pH4．5— 

5．9)，无障碍层，适合茶树生长。 

以普通纯茶园(PTG)为对照，选择茶园管理水平相近，茶树品种(祁门槠叶种 )和 树 龄 

(2O年)相同的复台茶园，进行小气候观测。岗地纯茶园茶树单行种植，树高 0．7～O．8m，冠 

幅0．8—1．0mj荣树一乌怕复合园(TTCG)茶树单行种植，树高0．8—1．0m，冠幅 1．2～1．5m； 

瑁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谍题。奉项研究先成于南京农业大学， 参加车]哽研兜野外观禚的还有盘玉中，王璃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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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柏树插植其行内，树冠直径5．0—5．4m，树间行距3—4m，株距 6— 8 m，郁闭度为0．78， 

洲地纯茶园茶树高0．8—1．0m，冠幅1．2一 1．4ml茶树一乌桕复合园茶树高、冠幅 与 对 照 相 

仿。乌桕树冠直径8 ．毒 荇]~3--．4m，锋距5一 郁闭戾。了s， 茶树一板栗 复合园 

(TCCG)茶树长势较差，高0．6—0．am，冠幅0．6—0．8m，板栗树冠直径8．2-10．5m，间距 

7—8至1 0--1 2m，郁闭度0．95。 

2．研究方法 

在1987年春、夏、秋三季对 茶园小气候进行观测。观测项目有茶树冠层 硬其 上 下 层 气 

温，空气湿度以及光照强度和 0、5、10、15crn深土壤温度。一般每季连续观测 5天，每天 

隔2小时测定一次，按照常规方法进行 ” 。使用通风干湿表(0．2~C 刻度)、地面普通 温 度 

表、最高温度表和最低温度表、曲管地温表和照度计。 

在 5月24—30日，还进行 了太阳辐射状况观测。观测项目有总辐射，直接辐射，散射辐 

射、透过辐射和反射辐射等。卿测仪器为DFY 型直接辐射表和DFY 型天空辐射表等，采用 

常规法观测 。复合荣围园乔术树下光照不均匀，在观测前先用照度计在乔木冠层下齄机选 

择5—8个点测量光照强度，取近 似平均值点为辐射观测点。 

二、结果和讨论 

1．茶林复合目的光状况 

影响茶林复台园光分布的主要因素有乔木树种及其树冠郁闭度，茶树冠层几何特征和生 

物学性质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以茶树一乌桕复合园为例 ，比较不同季节茶树冠层接受光照强度 

日变化(图 I)可知：从初春(2月28日)至乌桕叶萌发期(4月20日)，其光照条件与普通茶园 

的基本相同，此时春茶已进入全面开采季节；到夏季乌桕叶已全部展开，卵菱形树叶疏散地 

着生在当年生新梢上形成 凸”形树冠 截留了部分太阳光，削弱了茶园光照强度的35—80 ． 

日间光照强度变幅亦明显低于普通纯荣日，中午峰值也不明显。 

兰 
甜  

嘲 
《 

囤 1 岗地茶目 不 同季节咒j!f【强崖的 比较 

飘 时 间I A—— 5月30日}B—— 1月 l8日}C—— 2月28日． 

Fig 1 Comlmrisen of light intensity of tea{：rown at PTG _Ⅱd TTCG h different seasons 
’ 

A一 30，May B— l目-April C— l8，February 

茶树一板栗复合园与茶树一乌桕复合目光状况也不相同，主要表现在板栗树春季树叶萌发 

决且早，在春茶开采前，林冠就开始遮光，使茶园光照强度下降。齄着树冠枝叶生长，这种 

作用就更加明显，到达茶树冠层光照强度仅相当于普通茶园的10—30 ，同时茶树光透过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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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20 以上，而普通荣园和茶树一乌桕复台园仍保持在6—15 之间。茶园光强垂直分布状 

况见表 1。 

寰 1 茶圈光舞强度垂直分布状况(k1x) 
Table l The lisht inteslty of diffecent layec in PTG tnd TCCG 

_ 粪 ：m 月 { 一 ～ 一 ⋯ 一 — ——一  
～

上 一一 L m】一一 ：l00⋯ 一  ． !— 一—_1 一 

I 2月26日 i I 

洲地蕾罐 i I 20 l o．8 2．1 2．8 2．4 2．0 1．0 l
— — — — l— — ——{——— — ——⋯ 一 ——————一 

纯蔫冒 I l 口0 { 16．0 38．o 5o．o 51．0 32．o 5．2 
l 8月3o日 l i 
l ， 2o l 1．2 2．0 3．2 2．4 I．8 0． 

l 9O I 19．5 5O．O 58．0 50．O 辅 ．0 20．0 
2胃26日 I l 

洲嫱蓉村一 l 20 2．8 5．I 12．8 6．4 5．6 2．1 

板粟蔓台嗣1 』 9o I 2．4 4．0 4．5 4．6 3．8 1．I 
’ 8月30日 I f 
l I 20 0．‘6 1．1 2．0 1．8 1．5 0．24 

茶园光分布状况的差异，还导致了荣园小气候的其它要素的分化，因此可根据乔木冠层 

状况变化，将复合茶园分为冬春和夏秋两种类型来讨论茶园的温度、湿度的变化。 

2．蓑转蔓台圈的热状况 

茶林复合园热状况取决于系统的热量平衡。在冬春季节，复合茶园热状况与普通茶园基 

本相似，在夏秋季节，二者则有 明·显差异(见表 2)。进～步分析表明，夏秋季节复合茶园与 

裹 2 不l目摹节茶树矗量空气谴灌虞状况 
Table 2 Comparison of fhe almosphez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of tea C~OWn at 

IrIG and TICG jn dI￡l衄 Ⅱt s蚰 ＆o■_ 

繁碡 曩型 f 观 耐 日期 
气 温 (℃) l 相对置蛮(％) l 绝对程度tmb) 

最高 最低 日轻差 l昼均 褒均 日较差 I昼均 夜均 日较差 

崩 地 I。月 日 
6月3O日 

昔盈纯荣圄 l e月24日 

普通茶园相比，热状况的特点是温度明显下降，具体反映在昼温度低，日较差小。茶树冠层 

在夏季正午可相差5—7℃，在秋季差4—5℃，茶园平均气温白昼也分别相差3—4℃和2--3℃， 

但夜间气温基本相同，最低气温略有差异。不同层次间温度变化幅度亦不同，以茶树冠层问 

差异最大，而复合茶园各层日较羞和各时刻温度垂直梯度都变小，使其温度日变化与普通茶 

园相似而平缓。此外，夏季复合茶园茶树冠层温度常常低于冠层上方的空气温度，在正午时 

可相差2--3℃，这是其热状况的另～特征(见图2)。 

复台茶园热状况变化还表现在士壤温度上 如夏秋季复台茶园土温低于普通茶园，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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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2 夏季肉堆著嗣甚度垂直丹布提况 

繁辩冠展高度80f．~．曩 穗日期 l08 年8月z4H． 

1、 l】-- 5'00， 2、 0-- 2l呻 · 3， 10-- z8_0O， 4--2l：00,5、 14-- 1 ：00 

B 1}一 8：OO， 7、 l5— 1lz0{i, 8， lB一 “ ：们 ， l2— 2O OO 

Fig．2 Comparison of d{ffernt layer atmospl1‘re temparature at PTG aIld TTCG 
(The tea clown height：80cm ，Observatlc~ date：24 Aug．1987) 

差亦减少。乔木冠层状况季节变化和林冠透光性不同均可导致茶园热状况的不同，如夏季茶 

树一乌桕园温度比茶树一板栗园高，尤其是 白天，日较差和温度垂直梯 度均较大。 

a。蓉#童台黑以空气曩虞 

与普通茶园一样，茶林复合园空气湿度随着季节更换和日夜交替而呈有规律的变化。相 

对湿度 日变化与气温 日变化相反，一般在 日间形成低谷，午后l3一l7时最低，向夜间和清晨 

趋于饱和J蓖对湿度 日变化复杂，单波、双波和多渡型均可出现 ，这主要取决于湍流交换条 

件和地面湿阔状况。与茶园热状况变化相似，复合茶园湿度的改变亦主要发生在 夏 秋季 节 

(见表2)。湿度在茶园不同部位变化幅度不同，因而其垂直分布型也出现差异，一般复合茶 

园在茶树冠层上方的绝对湿度 高于普通茶园，茶树冠层及下方的则低于普通茶园，白天尤为 

明显。 由于板栗冠形结构过于紧密和空气端流交换差的影响，茶树一板栗园空气湿 度 甚至低 

于纯茶园，可见乔木种类对复合茶园湿度有重要影响。茶林复台生态系统对 水 分 的 影响， 

不仅表现在空气湿度上，而且表现在土壤水分方面。茶树一鸟桕复合园在旱年具有 较 高的抗 

都能力 ” 。 

4．IIt蔓台蓉瞳太阳辐射能分蠢状况 

通过对 复合茶园光照，温度和湿度状况的比较，可知复台茶园与 普 通 茶 园 小 气 候 变 

化最大时期是夏季，为此对夏季复合茶园太阳辐射能进行了初步分析。得知到迭茶树冠层太 

阳辐射缘由于乔木层截留大大减少，在茶树一鸟桕园中为33．3—68．9 ，在茶树一板栗园中鲥 

仅为鹳．4％，同时直接辐射与散射辐射之比亦不同。据 5月 29日、30日观测，茶树一乌桕园 

直接辐射与散射辐射之比是 1．18，普通茶园是 2．54t Ⅱ在茶树一板栗园中，散射辐射构成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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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辐射量的90％。因此乔木类型是决定复合茶园太阳辐射能分配的首要因子，这种作用还通过 

茶树冠层性质改变而加强 。复合茶园的茶树冠层截留系数比纯茶园降低，反射系数和透过 

系数则比纯茶园增大。但茶树冠层对太阳辐射能分配日变化与普通茶园相比，仍以正午为中 

心，午前午后呈对称状|不同的是各辐射分量的日变幅均有明显下降(见表3)，茶树冠层截 

留辐射通量密度在茶林一乌桕园中一般为0．07—0．35kJ／m ·S，在茶树一板栗中为0．014--0．07 

kJ／m ·S，而在普通茶园则高选0．35～0．84kJ／m S。 

衰 3 不两类型篆圈藁衬冠屡I翠太阳■射鼍分置状况tMJ／m’·d) 
Table 5 l~ dlantfIH  tea c|0'r- at PTG mad TTO[~暑盯d蛆 In ettmmer●e-墨。- 

晴 天0 当 云天I． 
项 且 

纯 茶 园 茶树一乌 桕嚣 纯 著 园 茶村 ·乌柏同 

茶村 冠层 总辐射 28．51 9．4i 16．I 3 l1．12 

截留辐 射 {丑量 23．09 B．75 13．15 8．51 

反射 捂 封 量 量 4．1l 1．B6 Z．25 0．74 

遗 垃 辐 射 理 量 1．30 1．06 0．72 1．8 7 

截 留 系 数 0．810 0．71 3 0．8I5 0．765 

反 射 系 数 0．144 0．176 0．140 0．168 

遗 垃 系 薮 0．04B 0．1l1 0．1745 0．067 

·1987年 6月30日，¨1987年 6月28日。 

据报道，茶树光饱和点在 0．2l一0．3skJ／d~ ·S之间，光补偿点为 0．07kJ／m!·s 】。 

我国亚热带丘陵茶区夏秋季光照条件充沛，月太阳辐射能可达 0．50—0．63GJ／m ，加上持续 

高温天气，茶园常处在高光强辐射兼高温低湿的环境下。茶树冠层截留辐射密度常常超出其 

光饱和点数倍，时间长选6～10h／d，且冠层气温可达40~C，相对湿度30 ，这种长 期 胁 迫 

效应可能是茶叶质量低劣的主要原因。建立茶林复合生态系统，可有效改变这～状况。在茶 

树一乌桕复合园中，夏秋季茶树冠层截留辐射 日间大都介于茶树最适强度范国，且散射光比例 

增强j同时由于乌桕遮荫，其林下茶园温度下降，相对湿度增加可防止夏季热害的发生，增 

加茶园抗旱性能，有利于茶树正常光合作用和次生代谢的进行，从而保证茶叶质量。春季则 

由于乌桕叶萌发迟，并不影响茶树光照条件，相反冬季乌桕落叶回归土壤，经分解后反而有 

利于早春茶树舂梢生长萌叶，春茶产量和质量均有所增加 。据 1988年典型样块调 查， 

茶树一乌桕复合园茶叶产量比普通茶园平均增加l8％，加上收获的乌桕籽50公斤／亩，除去成 

本，每亩还可净增加 250元纯收入。同时，乌桕在广大亚热带丘陵茶区均有分布，且生长良 

好，加上乌桕籽开发技术成熟，使其具有较高经济价值 ，因此，这种茶树一乌桕复合 生 

态系统值得在亚热带丘陵区试行和推广。相反，茶树一板栗复台目 由于早春板栗萌发 早， 同 

时冠层结构紧密，通透性差，使林下茶树冠层接受的太阳光弱，不利于茶树光合 作 用； 此 

外，茶树一板栗复合园虫害加剧，天敌减少 ，板栗和茶树争水夺肥现象时常发生，因此这 

种茶园不宜提倡。 

综上所述 ，乔术引入茶园后，茶园的小气候，尤其是夏季茶园的光照，温度和温度状况发 

生了深刻变化。乔木冠层结构特征与复合茶园小 候有着密切关系，春季叶萌发迟，疏透结 

构冠型的乔术适宜作茶园的遮荫树种。据亚热带丘陵茶医现状，改变目前植荼方式，选择建 

立茶树一乌桕复合园是适宜的。 

■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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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CROCLIMATE CHARACTERlSTlCS OF TEA—ARBOR C0I肝 LEX 

GARDEN lN SUBTROPICAL HlLLY AREA 

Huang Xiao-Lan 

‘sI堪 硎d Fertilizer Inst~ute，Anhul AcademU A fr Science，Helen3 

Ding R 一x：mg 

(Na砌 g A 州 u啊土’e搿时' 

Mieroclimatic measurments in pure tea graden，tea-taUow tree complex 

garden and tea-chestaus tree complex garden in SOUthem  part of Anhui 

province h bean made．The tea-tallow tree(Sapium sebifersm)compmx 

garden has the effect o丑 improving microclimatic conditions，‘especially in 

SUffll~er and fall seasons，for tea-growth．In such a tea gar den the absorptive 

solar radiation flux density is in the range of 0．O7。-．o．3skJ／m ·S，which is 

b鲫  fidal to photosynthesis and increasing yield and quality of tea
．
There— 

fore，the "tea -tallow tree complex garden iS valuable in hilly region of sub- 

tropical China
．  

KeY words：tea —arbor complex garden，microclimat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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