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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油松冠层气孔导度和蒸腾变化特征与模拟

朱昊阳１ꎬ２ꎬ李洪宇１ꎬ２ꎬ王晓蕾１ꎬ２ꎬ姜　 婷１ꎬ２ꎬ孙　 林１ꎬ罗　 毅１ꎬ２ꎬ∗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生态系统网络观测与模拟重点实验室ꎬ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ꎬ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摘要:油松是黄土高原重要的造林树种ꎬ模拟其冠层气孔导度和蒸腾对区域水量平衡计算和人工林可持续经营具有重要意义ꎮ
基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 ＴＤＰ(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ｅｓ)方法所测得液流数据ꎬ分析了黄土高原地区油松冠层平均气孔导度(ｇｃ)与
冠层蒸腾(Ｔｒ)的变化特征与影响因素ꎬ并采用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 公式和 Ｊａｒｖｉｓ 型气孔导度模型模拟了其 ｇｃ和 Ｔｒ 的变化过程ꎬ结
果表明:(１)该地区油松 ｇｃ和 Ｔｒ 日内变化均呈现单峰型ꎬ日均蒸腾耗水量为(１.２５±０.５７) ｍｍ / ｄꎬ生长季(４—１０ 月)总蒸腾耗水

量均值为 １９５.４７ ｍｍꎮ (２)ｇｃ的日内变化受太阳辐射(Ｒａｄ)驱动(偏相关系数为 ０.６５)ꎬ当 Ｒａｄ 高于 ３００ Ｗ / ｍ２时ꎬ驱动作用减弱ꎻ
ｇｃ的日内变化受水汽压亏缺(ＶＰＤ)控制(偏相关系数为－０.４１)ꎬ随 ＶＰＤ 的增加而降低ꎻｇｃ的日际变化受土壤水分限制(偏相关

系数为 ０.４６)ꎬ当根区相对有效含水率(ＲＥＷ)低于 ０.４５ 时ꎬ限制作用明显ꎮ (３)结合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 公式与 Ｊａｒｖｉｓ 型模型能有

效模拟黄土高原油松 ｇｃ与 Ｔｒ 变化ꎬ小时尺度 ｇｃ与 Ｔｒ 模拟的纳什效率系数(ＮＳＥ)分别为 ０.８０ 和 ０.７８ꎬ日尺度 Ｔｒ 模拟的 ＮＳＥ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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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ꎬ 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９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ｌｉｍｉｔ ｐｌａ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ꎬ ｔｈｅ ｔｒｕｎｋ ｓａｐ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ｗａ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ｅｓ (ＴＤ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５ ｔｏ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ｇ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ａｎｄ Ｊａｒｖｉｓ￣ｔｙｐｅ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ｔｓ ｇｃ ａｎｄ Ｔ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ｃ ａｎｄ Ｔｒ 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ｕｎｉｍｏｄａｌ ｃｕｒｖ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ｗａｓ ( １. ２５ ± ０. ５７) ｍｍ / 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Ａｐｒｉｌ ｔｏ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ｗａｓ １９５.４７ ｍｍ. (２) Ｓｏｌａｒ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Ｒａｄ)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ｃ(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ａｓ ０.６５)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ａｓ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ａｄ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３００ Ｗ / ｍ２ . Ｖａｐｏ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ＶＰＤ)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ｇｃ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ａｓ －０.４１) ａｎｄ ｇｃ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ＶＰＤ.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ｃ(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ａｓ －０.４６).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Ｒ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ｚｏｎｅ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０.４２ꎬ ｇｃ ｗｏｕｌ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３)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ａｎｄ Ｊａｒｖｉｓ￣ｔｙｐ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ｕｌ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ｃ ａｎｄ Ｔｒ. Ｔｈｅ Ｎａｓｈ￣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ＮＳＥ) ｏｆ ｈｏｕｒｌｙ ｇｃ ａｎｄ Ｔ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０.８０ ａｎｄ ０.７８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ＮＳＥ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Ｔ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０.７６.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ꎬ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ꎻ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ꎻ Ｊａｒｖｉｓ￣ｔｙｐｅ ｍｏｄｅｌꎻ ｍｅａｎ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ꎻ ｃａｎｏｐｙ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黄土高原地处干旱半干旱区ꎬ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ꎬ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建设区ꎮ 近年来随着大规

模退耕还林(草)和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ꎬ黄土高原植被类型明显转变[１]ꎬ植被覆盖度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３２％增

长到了 ２０１３ 年的 ６０％[２]ꎮ 但植被恢复也造成了新的问题:植被覆盖度的增加引起了黄河流域干支流径流量

的持续降低[３]ꎻ外来树种的引进和高密度种植引起了土壤水分下降ꎬ限制了树木生长[４]ꎮ 植物蒸腾耗水占森

林生态系统总蒸散量的 ６０％以上[５]ꎬ有必要研究黄土高原地区造林物种的蒸腾耗水规律及其对环境因子的

响应ꎬ以实现人工林可持续经营ꎮ
树木以水分利用最优[６]和避免空穴栓塞[７]为目标调节气孔行为、控制蒸腾耗水ꎬ以响应环境变化ꎮ 冠层

气孔导度反映了林冠层气孔状况[８]ꎬ是蒸腾和光合等生理过程模拟的关键参数[９]ꎮ 据此ꎬ结合气象条件、土
壤水分条件和植物生理特征[１０]ꎬ建立冠层气孔导度与环境因子的响应关系ꎬ阐释环境因素对蒸腾的作用机

制ꎬ是森林生态系统水循环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１１]ꎮ
油松(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根系发达、耐寒抗旱ꎬ是黄土高原主要造林树种之一[１２]ꎮ 已有研究在干旱半干

旱区探究了油松冠层蒸腾特征及影响因子[１３—１５]ꎬ并基于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 公式和 Ｊａｒｖｉｓ 型气孔导度模型模拟

了其冠层蒸腾的日内变化[１６]ꎬ但模型未考虑土壤水分对冠层气孔导度的影响ꎬ难以准确模拟水分胁迫条件下

的冠层蒸腾[１７]ꎮ 土壤水分是黄土高原植物生长的重要限制因素[１８]ꎬ是冠层气孔导度在长时间尺度下的主要

限制因子[１９]ꎮ 因此ꎬ需考虑该地区油松冠层气孔导度对土壤水分条件的响应ꎬ以准确模拟其冠层蒸腾ꎮ
本文基于树干液流观测数据ꎬ探究黄土高原地区油松冠层气孔导度和蒸腾在不同时间尺度下的变化特

征ꎻ分析冠层气孔导度和蒸腾对气象因子和土壤水分的响应规律ꎻ结合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 公式与 Ｊａｒｖｉｓ 型模

型ꎬ基于冠层气孔导度计算冠层蒸腾ꎬ为开展森林冠层水汽交换过程的机理性研究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野河山森林保护区(３４°３１.７６′Ｎꎬ１０７°５４.６７′Ｅ)ꎬ地处中国黄土高原南部ꎬ海拔

１０９０ ｍꎮ 该地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ꎬ年平均气温为 １２.７℃ꎬ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５８０ ｍｍꎬ主要

集中于 ６—９ 月ꎬ约占全年降水总量的 ７０％ꎮ 研究区土壤主要由粉砂壤土组成ꎬ砂粒、粉粒和黏粒含量分别为

５.８％ꎬ７３.３％和 ２０.９％ꎬ黄土层厚度超过 ５０ ｍ[２０]ꎮ
野河山森林保护区占地 １０９９６ｈｍ２ꎬ原为公社集体耕地ꎬ自 １９８５ 年居民搬迁后ꎬ封育种植刺槐(Ｒｏｂｉｎ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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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油松(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和侧柏(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等树种ꎮ 本研究选取于 １９９４ 年种植的人

工油松林作为研究对象ꎬ油松林密度为 ２８００ 株 / ｈｍ２ꎬ尚未抚育间伐ꎬ人为扰动弱ꎮ 乔木冠层郁闭度 ０.７ꎬ平均

树高 ７.２ ｍꎬ平均胸径 １１.９ ｃｍꎬ叶面积指数(ＬＡＩ)为 ２.２ ｍ２ / ｍ２ꎬ林下植被发育较差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油松树干液流观测

Ｇｒａｎｉｅｒ[２１]提出 ＴＤＰ 测量方法能长期、准确、稳定地获取树干液流数据ꎬ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植物蒸腾耗水

及冠层气孔导度的研究中ꎮ 按照树木生长良好、树干通直的基本原则ꎬ选取多株油松作为典型样树ꎬ在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生长季内(４—１０ 月) 进行树干液流测定(表 １)ꎮ 树干液流采用 ＳＦ 插针式液流测量系统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ｃ. ＬｏｇａｎꎬＵｔａｈꎬＵＳＡ)测定ꎬ将探针统一安装在树干南向离地面高 １.３ ｍ 处ꎬ安装时去除

油松表面硬化树皮ꎬ用铝箔和防雨装置覆盖探头以避免太阳辐射和雨水的影响ꎮ 数据采用 ＣＲ１０００(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ｃ. ＬｏｇａｎꎬＵｔａｈꎬＵＳＡ)数据采集器记录ꎬ数据测定和存储时间间隔为 １０ ｍｉｎꎮ

表 １　 样木基本情况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ｗｏｏｄ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胸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 ｃｍ

边材厚度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ｐｗｏｏｄ / ｃｍ

边材面积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ａｒｅａ / ｃｍ２

１ １１.５ ５.３１ ７３.６３

２ １３.１ ５.５６ ８６.８１

３ １２.１ ５.２８ ７８.５２

４ ９.８ ４.６１ ６０.１５

在样地附近另选取 ８ 棵油松ꎬ于树干胸径处利用生长锥取样确定边材面积ꎬ拟合胸径－边材面积关系式

(Ａｃ ＝ ０.９６ＤＢＨ１.７３ꎬＲ２ ＝ ０.７９ꎬｎ ＝ １２)ꎮ
１.２.２　 环境因子观测

气象数据由自动气象观测装置同步监测ꎮ 降水量(Ｐꎬｍｍ)观测装置为 Ｔ￣ ２００Ｂ (ＧｅｏｎｏｒꎬＮｏｒｗａｙ)型雨雪

量计ꎬ布设于无遮蔽林间空地内ꎮ 其他气象传感器位于架设在样地附近的 １６ ｍ 高塔上:太阳辐射(ＲａｄꎬＷ /
ｍ２)传感器型号为 ＣＮＲ４ (Ｋｉｐｐｚｏｎｅｎꎬ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ꎬ空气相对湿度(ＲＨꎬ％)和气温 (Ｔꎬ℃) 传感器型号为

ＨＭＰ１５５Ａ (ＶａｉｓａｌａꎬＦｉｎｌａｎｄ)ꎬ风速观测装置为 ＣＳＡＴ３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ｃ. Ｌｏｇａｎꎬ ＵＴꎬ ＵＳＡ) 型三维超声

风速仪ꎮ 数据采集器为 ＣＲ３０００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ｃ. Ｌｏｇａｎꎬ ＵＴꎬ ＵＳＡ)ꎬ所有气象因子测定和存储时间间

隔均为 １０ ｍｉｎꎮ
土壤体积含水量( θ ꎬｃｍ３ / ｃｍ３)测定传感器型号为 ＨｙｄｒａＰｒｏｂｅ Ⅱ(ＳｔｅｖｅｎｓꎬＵＳＡ)ꎬ测定深度设定为 ５ꎬ１５ꎬ

３５ꎬ５０ꎬ８０ꎬ１１０ꎬ１４０ꎬ１８０ ｃｍ 和 ２３０ ｃｍꎬ其中样地土壤 ２３０ ｃｍ 深处存在浆石层ꎮ 数据采集器为 ＣＲ１０００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ｃ. ＬｏｇａｎꎬＵＴꎬＵＳＡ)ꎬ数据测定和存储时间间隔为 １０ ｍｉｎꎮ 利用环刀取原状土样ꎬ使用离

心机法(ＣＲ２１Ｇ)测定土壤水分特征曲线ꎮ
１.３　 数据处理

１.３.１　 环境因子预处理

冠层饱和水汽压亏缺(ＶＰＤꎬｋＰａ)计算采用公式:

ＶＰＤ ＝ ０.６１１ × ｅｘｐ (１７.５０２
× Ｔ

Ｔ ＋ ２４０.９７
) × １００ － ＲＨ

ＲＨ
(１)

式中ꎬ ＲＨ 为空气相对湿度(％)ꎬ Ｔ 为气温(℃)ꎮ
考虑到油松根系在不同深度土层内分布的差异ꎬ采用根区土壤有效含水率(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ꎬ

ＲＥＷ)表征土壤水的可利用程度:

ＲＥＷ ＝ ∑
９

ｉ ＝ １

ＲＤ( ｉ)

∑ ｚ
ＲＤ( ｉ)

×
θｉ － θｗｉ

θｃｉ － θｗｉ
(２)

２３１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式中ꎬ θｉ 为 ｉ 层土壤含水量(ｃｍ３ / ｃｍ３)ꎻ θｃｉ 为 ｉ 层田间持水量(ｃｍ３ / ｃｍ３)ꎬ根据所测得土壤水分特征曲线ꎬ取土

壤水势为－３３ ｋＰａ 时的土壤含水量ꎻ θｗｉ 为 ｉ 层萎蔫含水量(ｃｍ３ / ｃｍ３)ꎬ取土壤水势为－１５００ ｋＰａ 时的土壤含水

量ꎻ ＲＤ ｉ( ) 为 ｉ 层土层的细根生物量密度(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ＤｅｎｓｉｔｙꎬＦＲＢ)ꎬ取值参考黄土高原地区油松根系

分布的相关研究[２２]ꎮ
１.３.２　 林分冠层蒸腾计算

采用 Ｇｒａｎｉｅｒ[２１]提出的公式及参数值计算油松小时液流速率:

Ｆｄ ＝ ０.０１１９ ×
ΔＴｍａｘ － ΔＴ

ΔＴ
æ

è
ç

ö

ø
÷

１.２３１

(３)

式中ꎬ Ｆｄ 为液流速率( ｇ ｃｍ－２ ｈ－１)ꎻ ΔＴ 为两探针之间的实测温差(℃)ꎻ ΔＴｍａｘ 为两探针之间的日最大温

差(℃)ꎮ
分别将不同时滞(１５ꎬ３０ꎬ６０ ｍｉｎ)的树干液流速率与太阳辐射和 ＶＰＤ 进行相关分析并比较相关系数ꎬ结

果表明油松树干液流并无明显时滞ꎮ 将太阳辐射低于 ５ Ｗ / ｍ２时产生的液流定义为夜间液流[２３]ꎬ发现样地油

松夜间液流仅占 ３.５％ꎬ低于 Ｃｈｅｎ 等[２４] 计算的油松夜间液流占比(１２.３％—１３.１％)ꎮ 因此ꎬ忽略夜间液流对

油松蒸腾计算的影响ꎮ
结合胸径－边材面积关系式与平均液流速率计算林分小时冠层蒸腾速率:

Ｔｒ ＝ １０ × Ｆｄꎬａｖ ×
Ａｃꎬｔ

ＡＧ
(４)

Ｆｄꎬａｖ ＝
∑ ｎ

ｉ ＝ １
Ｆｄꎬｉ × Ａｃꎬｉ

∑ ｎ

ｉ ＝ １
Ａｃꎬｉ

(５)

式中ꎬ Ｆｄꎬｉ 为第 ｉ 棵树液流速率(ｇ ｃｍ－２ ｈ－１)ꎻ Ａｃꎬｉ 为第 ｉ 棵树的边材面积ꎻＴｒ 为林分冠层蒸腾(ｍｍ / ｈ)ꎻ Ｆｄꎬａｖ 为

平均液流速率(ｇ ｃｍ－２ ｈ－１)ꎻ Ａｃꎬｔ 为林分边材总面积(ｍ２)ꎻ ＡＧ 为林分面积(ｍ２)ꎮ 将林分小时冠层蒸腾速率在

日内合计得到林分日冠层蒸腾速率ꎮ
１.３.３　 冠层平均气孔导度计算

本文采用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 等[２５]基于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 公式提出的简化公式计算冠层平均气孔导度:

ｇｃ ＝
γ × λ

ρ × ｃｐ × ＶＰＤ × ３.６
× Ｔｒ (６)

式中ꎬｇｃ为冠层平均气孔导度(ｍｍ / ｓ)ꎻ γ 为干湿表常数(ｋＰａ / ℃)ꎻ λ 为汽化潜热(ＭＪ / ｋｇ)ꎻ ρ 为常温下平均大

气密度(ｋｇ / ｍ３)ꎻ ｃｐ 为定压比热容(ＭＪ ｋｇ－１℃ －１)ꎻＶＰＤ 为饱和水汽压差(ｋＰａ)ꎮ 该公式适用于冠层与林下通

风条件较好ꎬ且冠层表面空气动力学导度远大于冠层平均气孔导度的情况ꎮ
１.４　 模型构建

１.４.１　 冠层气孔导度与冠层蒸腾模型

Ｊａｒｖｉｓ 型模型假设各环境因子对叶片气孔的影响相互独立ꎬ将气孔导度表示为与环境因子相关的经验方

程的连乘ꎬ可直观反映植物叶片气孔导度与辐射、饱和水汽压差和土壤含水量等环境因子的关系ꎮ 本文采用

Ｊａｒｖｉｓ 型模型模拟冠层平均气孔导度:
ｇｍｏｄ
ｃ ＝ ｆ Ｒａｄ( ) × ｆ ＶＰＤ( ) × ｆ ＲＥＷ( ) (７)

式中ꎬ ｇｍｏｄ
ｃ 为模拟冠层平均气孔导度(ｍｍ / ｓ)ꎬ ｆ Ｒａｄ( ) 、 ｆ ＶＰＤ( ) 、 ｆ ＲＥＷ( ) 分别为 ｇｃ对太阳辐射、水汽压亏

缺、根区土壤有效含水率的响应方程ꎮ
ｇｃ对 Ｒａｄ 的响应方程选取了 Ｓｔｅｗａｒｔ[１１]提出的驱动方程形式:

ｆ Ｒａｄ( ) ＝ Ｒａｄ
Ｒｍ

æ

è
ç

ö

ø
÷

Ｒｍ ＋ ｋＲ

Ｒａｄ ＋ ｋＲ

æ

è
ç

ö

ø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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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ꎬ Ｒｍ 为最大太阳辐射ꎬ通常设定为 １０００ Ｗ / ｍ２ꎮ
ｇｃ对 ＶＰＤ 的响应方程形式有多种ꎬ常用的指数或双曲线函数形式难以确定气孔导度最大值ꎬ因此选取对

数函数形式[２６]:
ｆ ＶＰＤ( ) ＝ ｇ０ － ｋＶＰＤｌｎ(ＶＰＤ) (９)

式中ꎬｇ０为参比冠层平均气孔导度(ＶＰＤ＝ １ ｋＰａ 时对应的气孔导度)ꎮ
土壤水分对植物气孔导度的胁迫作用通常存在阈值[２７]ꎬ故选取 Ｓ 型函数形式土壤水分胁迫方程[２８]:

ｆ ＲＥＷ( ) ＝ １
１ ＋ ＲＥＷ ∕ＲＥＷ０( ) －ｋＲＥＷ

(１０)

式中ꎬＲＥＷ０为 １ / ２ 最大气孔导度时的根区土壤有效含水量ꎬ即 ｆ ＲＥＷ０( ) ＝ ０.５ꎻ土壤水分胁迫阈值点(ＲＥＷｔ)
定义为 ｆ ＲＥＷｔ( ) ＝ ０.９５ꎮ

根据公式(６)可得ꎬ由气孔导度计算冠层蒸腾计算公式:

Ｔｍｏｄ
ｒ ＝

ρ × ｃｐ × ＶＰＤ × ３.６
γ × λ

× ｇｍｏｄ
ｃ (１１)

１.４.２　 模型率定与检验

将观测数据分为数据集 Ａ(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数据ꎬｎ＝ ７７５９)和数据集 Ｂ(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数据ꎬｎ ＝ １０２０７):利用

数据集 Ａ 分析 ｇｃ和各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并拟合响应方程ꎬ率定模型参数ꎻ利用数据集 Ｂ 检验模型ꎬ并使用

纳什效率系数(ＮＳＥ)、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平均绝对误差(ＭＡＥ)三个指标评价模型模拟效果ꎮ
ＮＳＥ 常被用来评定模型模拟的精度ꎬ取值范围从负无穷到 １ꎬ其值越接近 １ 表明模型拟合度越高ꎬ模拟效

果越好[２９]ꎮ 其计算公式如下:

ＮＳＥ ＝ １ －
∑

ｎ

ｉ ＝ １
Ｙｏｂｓ

ｉ － Ｙｓｉｍ
ｉ( ) ２

∑
ｎ

ｉ ＝ １
Ｙｏｂｓ

ｉ － Ｙｍｅａｎ( ) ２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１２)

式中ꎬ Ｙｏｂｓ
ｉ 为第 ｉ 个观测值ꎬ Ｙｓｉｍ

ｉ 为第 ｉ 个模拟值ꎬ Ｙｍｅａｎ 为观测值均值ꎮ
ＲＭＳＥ 和 ＭＡＥ 能够反应模拟的误差情况ꎬ当 ＲＭＳＥ 和 ＭＡＥ 小于测量数据标准差的一半则可认为模拟效

果较好[２９]ꎮ 其计算公式如下:

ＲＭＳＥ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Ｙｏｂｓ

ｉ － Ｙｓｉｍ
ｉ( ) ２ (１３)

ＭＡＥ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Ｙｏｂｓ

ｉ － Ｙｓｉｍ
ｉ (１４)

式中ꎬ Ｙｏｂｓ
ｉ 为第 ｉ 个观测值ꎬ Ｙｓｉｍ

ｉ 为第 ｉ 个模拟值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冠层平均气孔导度与冠层蒸腾变化特征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生长季内(４—１０ 月)ꎬ油松日均 ｇｃ为 ２.０２ ｍｍ / ｓꎬ日均 Ｔｒ 为 １.２５ ｍｍ / ｄꎬ样地油松日均单株

耗水量为 ４.４４ ｋｇ ｄ－１株－１ꎻ生长季总蒸腾耗水量均值为 １９５.４７ ｍｍꎮ
Ｒａｄ 和 ＶＰＤ 为 ｇｃ日内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ꎬ偏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６５ 和－０.４１(表 ２)ꎮ 晴天典型日过程显

示(图 １)ꎬｇｃ和 Ｔｒ 日内呈单峰型变化ꎬ与 Ｒａｄ 基本同步ꎬ其日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 ６:００ 开始ꎬｇｃ和 Ｔｒ 随
Ｒａｄ 的上升迅速升高ꎬ在 １０:００ 达到峰值ꎬ此时 Ｔｒ 为 ０.２３ ｍｍ / ｈꎬｇｃ为 ７.０６ ｍｍ / ｓꎻ此后ꎬＴｒ 相对稳定ꎬ而 ｇｃ随

ＶＰＤ 的增加显著减少ꎻ１７:００ 之后ꎬｇｃ和 Ｔｒ 随 Ｒａｄ 与 ＶＰＤ 迅速下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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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环境因子与冠层平均气孔导度的偏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环境因子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太阳辐射
Ｒａｄ

水汽压亏缺
ＶＰＤ

气温
Ｔ

降水量
Ｐ

根区土壤有效含水率
ＲＥＷ

偏相关系数(小时尺度)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ｈｏｕｒｌｙ) ０.６５∗∗ －０.４１∗∗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２０∗∗

偏相关系数(日尺度)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ａｉｌｙ) ０.３８∗∗ －０.３３∗∗ ０.１３７∗∗ －０.０４ ０.４６∗∗

　 　 Ｒａｄ:太阳辐射 Ｓｏｌａｒ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ꎻＶＰＤ:水汽压亏缺 Ｖａｐｏ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ꎻＴ:气温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ꎻＰ:降雨量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ꎻＲＥＷ:根区土壤有效含水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ꎻ∗∗ Ｐ<０.０１ꎬ∗ Ｐ<０.０５

图 １　 黄土高原油松冠层平均气孔导度、冠层蒸腾及环境因子晴天典型日变化特征(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６ 日到 ３０ 日)

Ｆｉｇ.１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ｎ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ａｎｏｐｙ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ｕｌｙ ２６ꎬ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Ｊｕｌｙ ３０ꎬ ２０１５

ＲＥＷ 为 ｇｃ年内变化的主要控制因子ꎬ偏相关系数为 ０.４６(表 ２)ꎮ 以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生长季实测数据为例

分析 ｇｃ年内变化过程ꎬ由图 ２ 可知:ｇｃ与 ＲＥＷ 在晴天同步降低ꎬ这是由于 ＲＥＷ 随着植被蒸腾耗水持续减少ꎬ
植被调节气孔控制水分散失以适应水分胁迫ꎻ当 ＲＥＷ 受降水补给增加后ꎬｇｃ也同步增加ꎮ ４—６ 月土壤水分

较低时ꎬｇｃ和 Ｔｒ 与 ＲＥＷ 变化趋势一致ꎬ在 ５ 月共同到达生长季最低点ꎮ ７—１０ 月土壤水分充足时ꎬｇｃ保持稳

定ꎬＴｒ 在 ７ 月达到峰值(４２.６７ ｍｍ)后随 Ｒａｄ 和 ＶＰＤ 的下降而减少ꎮ
２.２　 冠层平均气孔导度模拟

基于实测环境因子与 ｇｃ拟合响应方程(表 ３ꎬ图 ３)ꎬ在参数率定阶段ꎬＮＳＥ ＝ ０.８１ꎬＲＭＳＥ ＝ １.１４ꎬＭＡＥ ＝

０.８５ꎮ
ｇｃ随 Ｒａｄ 的升高而增加ꎮ 在 Ｒａｄ 较小时 ｇｃ对 Ｒａｄ 更加敏感ꎬＲａｄ 超过 ３００ Ｗ / ｍ２后ꎬｇｃ随太阳辐射增加趋

于饱和ꎮ
ｇｃ随 ＶＰＤ 的增加而减少ꎮ 利用对数函数能较好的描述 ｇｃ与 ＶＰＤ 的关系ꎬｇ０拟合值为 ７.４０ ｍｍ / 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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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黄土高原油松冠层平均气孔导度、冠层蒸腾及环境因子典型(２０１６) 与多年平均年内变化

Ｆｉｇ.２　 Ｔｙｐｉｃａｌ (２０１６)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ｎ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ａｎｏｐｙ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ｇｃ对 ＲＥＷ 的响应存在阈值(ＲＥＷｔ ＝ ０.４５)ꎮ 阈值点之前ꎬｇｃ随 ＲＥＷ 的减少迅速下降ꎬ二者相关性较高ꎬ
ＲＥＷ０为 ０.３０ꎻ在 ＲＥＷ 达到 ０.４５ 之后二者相关性较低ꎮ

表 ３　 冠层平均气孔导度模型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Ｆｉｔ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ｍｅａｎ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描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拟合值
Ｆｉｔ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描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拟合值
Ｆｉｔ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ｋＲ 气孔导度太阳辐射驱动系数 ２９８.６４ ｋＶＰＤ 气孔导度水汽压亏缺驱动系数 ５.２９

Ｒｍ 最大太阳辐射 １０００.００ ＲＥＷ０ 半气孔导度土壤有效含水率 ０.３０

ｇ０ 参比冠层平均气孔导度 ７.４０ ｋＲＥＷ 气孔导度土壤水分影响系数 ７.００

利用数据集 Ｂ 的实测环境因子数据检验 ｇｃ模拟效果ꎬ结果表明拟合较好(ＮＳＥ ＝ ０.８０)ꎬ能准确模拟 ｇｃ日

内变化(图 ４)ꎮ
２.３　 冠层蒸腾模拟

结合 Ｊａｒｖｉｓ 型冠层气孔导度模型和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 公式构建冠层蒸腾模型ꎬ利用数据集 Ｂ 进行检验ꎮ
结果表明ꎬ冠层小时与日蒸腾量模拟效果较好ꎬＮＳＥ 分别为 ０.７８ 和 ０.７６(图 ５)ꎮ 基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气象和土

壤水分数据模拟冠层蒸腾ꎬ求得生长季内林分蒸腾耗水总量均值为 １９７.０５ ｍｍꎬ占同期降雨量的 ３９.１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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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冠层平均气孔导度对环境因子的响应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ｈｏｕｒｌｙ ｍｅａｎ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图 ４　 小时冠层平均气孔导度(ＤＯＹ １７４￣１８７)测量值与模拟值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ｈｏｕｒｌｙ ｍｅａｎ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ＤＯＹ １７４￣１８７)

ｇｃ:冠层平均气孔导度 Ｍｅａｎ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３　 讨论

３.１　 油松冠层气孔导度和蒸腾对环境因子的响应

　 　 油松 ｇｃ和 Ｔｒ 日内变化主要受 Ｒａｄ 和 ＶＰＤ 影响(图 １ꎬ表 ２)ꎮ Ｒａｄ 能调节保卫细胞的离子吸收和有机质

积累ꎬ从而改变其渗透压ꎬ控制气孔ꎻ另外ꎬＲａｄ 也可以促进叶片光合作用ꎬ使细胞间二氧化碳浓度减少ꎬ从而

刺激保卫细胞ꎬ影响气孔开闭[３０]ꎮ 这种响应机制可以确保气孔仅在能够进行光合作用时张开ꎬ以提高光合水

分利用效率[６]ꎮ 因此ꎬ油松 ｇｃ和 Ｔｒ 日内变化的上升(６:００—１０:００)和下降(１５:００ 之后)阶段ꎬＲａｄ 控制效果

明显(图 １)ꎮ ＶＰＤ 能从影响气孔和改变水汽扩散速率两方面控制蒸腾[１０]ꎮ 因此在图 １ 中ꎬ１０:００ 之后ꎬ随
ＶＰＤ 升高ꎬ尽管 ｇｃ开始下降ꎬ但由于水势梯度的增加ꎬＴｒ 仍保持稳定ꎮ 受气象因子调控ꎬ样地油松 ｇｃ和 Ｔｒ 在

日内呈现单峰曲线ꎮ 与栓皮栎[３１]、侧柏[８]、樟子松[３２] 等 Ｔｒ 日内呈现双峰型的树种相比ꎬ油松倾向于采用等

水调节策略[３３]ꎬ更能适应长期的干旱胁迫[１２]ꎮ
油松 ｇｃ和 Ｔｒ 年内变化主要受土壤水分控制(图 ２ꎬ表 ２)ꎮ 土壤水分亏缺会导致植物体内脱落酸浓度升

高ꎬ叶片保卫细胞膨压降低ꎬ促使气孔关闭[３０]ꎮ 这种响应机制使得植物蒸腾耗水不会超过土壤可供水量[７]ꎬ
可以避免由叶片—根系水势差过大导致的木质部栓塞ꎮ 因此ꎬ ｇｃ和 Ｔｒ 的年内变化与 ＲＥＷ 同步(图 ２)ꎬ与陈

胜楠等[１５]和 Ｊｉａｎ 等[１４]对油松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在 ４—５ 月份ꎬ样地日降雨量均小于 ５ ｍｍꎬ难以有效补充土

壤水分ꎬ所以 ｇｃ和 Ｔｒ 随 ＲＥＷ 在 ５ 月共同达到生长季最低点(图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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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黄土高原油松小时、日冠层蒸腾量模拟结果

Ｆｉｇ.５　 Ｈｏｕｒｌｙ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ｃａｎｏｐｙ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Ｔｒ:冠层蒸腾 Ｃａｎｏｐｙ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３.２　 油松冠层气孔导度模拟

通过模拟油松 ｇｃꎬ能够得到反映油松用水策略的特征参数ꎮ Ｏｒｅｎ 等[３４]指出ꎬ植被对 ＶＰＤ 的敏感度随 ｇ０

的增加而提高ꎬ且 ｋＶＰＤ与 ｇ０存在线性关系ꎬ斜率约为 ０.６ꎮ 样地油松 ｇ０为 ７.４０ ｍｍ / ｓꎬ与美洲山杨[３５]、桉树[３６]

等树种相近ꎬ高于马占相思[３７]、荷木[１９] 等树种(表 ４)ꎮ 样地油松 ｋＶＰＤ与 ｇ０ 的比值为 ０.７１ꎬ与陈胜楠等[１５]

(０.７４)对油松的研究结果相近ꎬ均高于 ０.６(图 ６)ꎮ 因此ꎬ与同等 ｇ０的树种相比ꎬ油松 ｋＶＰＤ更大ꎮ 这表明随

ＶＰＤ 的升高ꎬ油松 ｇｃ降低更为迅速ꎬ能够通过调节气孔避免高 ＶＰＤ 引起的过度蒸腾ꎬ对环境水分变化较敏

感ꎮ ｋＲＥＷ与 ＲＥＷｔ分别代表了植被对土壤水分变化的敏感性和土壤水分对油松产生胁迫的关键阈值ꎮ 样地油

松 ｋＲＥＷ(７.００)与黄土高原地区华北落叶松相似[１８]ꎬＲＥＷｔ(０.４５)与柠条相同[４２]ꎮ ｋＲ代表油松对太阳辐射的敏

感性ꎬ与白柏松(２５７.９９)相似[１０]ꎮ 本研究得到的模型参数值符合油松耐旱的基本特征ꎬ能够为评估黄土高原

油松冠层气孔导度和蒸腾变化特征提供重要参考ꎮ
油松 ｇｃ和 Ｔｒ 在不同土壤水分条件下对环境因子的响应存在显著差异[３３]ꎬ因此本研究构建 Ｊａｒｖｉｓ 型模型

时考虑了 ＲＥＷ 对 ｇｃ和 Ｔｒ 的影响ꎮ 然而部分研究指出冠层气孔导度或植物耗水与土壤水分之间关系较

弱[１４ꎬ ４３]ꎬ在构建 Ｊａｒｖｉｓ 模型时未考虑 ＲＥＷꎬ其可能原因是:(１)在较小时间尺度(小时尺度)ｇｃ主要受气象因

子的影响ꎬ与 ＲＥＷ 关系较弱[３７]ꎻ(２)土壤水分充足时 ＲＥＷ 的限制作用不明显[４４]ꎻ(３)植物根系较深时ꎬ深根

吸水对蒸腾贡献更大[４５—４６]ꎬ仅考虑浅层土壤(如表层 ２０ ｃｍ)计算的 ＲＥＷ 与 ｇｃ关系不明显[１７]ꎮ 本研究开展

于黄土高原ꎬ水分是该地区植物生长的主要限制因素[４７]ꎬ研究时段内 ＲＥＷ 低于胁迫阈值的时间占比为 ６８％ꎮ
此外ꎬ样地土层深厚ꎬ油松根系发达[２２]ꎬ深层土壤吸水对其蒸腾有重要贡献[４５—４６]ꎮ 通过对比考虑 ＲＥＷ 前后

ｇｃ和 Ｔｒ 的模拟效果(图 ７)ꎬ可以发现:在土壤水分胁迫发生时ꎬｇｃ和 Ｔｒ 随 ＲＥＷ 减少持续下降ꎬ而不考虑 Ｒ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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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拟结果未出明显变化ꎬ对 ｇｃ和 Ｔｒ 产生了高估ꎮ 因此ꎬ为准确模拟黄土高原地区人工林的蒸腾耗水ꎬ在构

建 Ｊａｒｖｉｓ 型气孔导度模型时需要考虑 ＲＥＷꎮ

表 ４　 不同树种冠层气孔导度对 ＶＰＤ 增高的敏感度(ｋＶＰＤ)与参比冠层气孔导度(ｇ０)

Ｔａｂｌｅ ４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ＶＰＤ ( ｋＶＰＤ )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ｇ０ )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植物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代码
Ｃｏｄｅ

ｇ０ /
(ｍｍ / ｓ)

ｋＶＰＤ /
(ｍｍ ｓ－１ ｌｎ(ｋＰａ) －１)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ｓ

油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Ｐｔ１ ７.４ ５.２９ 本文

Ｐｔ２ １.０３ ０.７７ 陈胜楠等ꎬ２０２０[１５]

南欧油松 Ｐｉｎｕｓ ｐｉｎａｓｔｅｒ Ｐｐ ３.３６ ２.４１ Ｇｒａｎｉｅｒ 等[３８]

樟子松 Ｐｉｎｕｓ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 Ｐｓ ６.３９ ３.７８ Ｋｏｒｎｅｒ 等[３４]

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 ｃｏｎｔｏｒｔａ Ｐｃ ５.１４ ２.１７ Ｓａｎｄｆｏｒｄ 等[３９]

美洲山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ｔｒｅｍｕｌｏｉｄｅｓ Ｐｔ′ ８.１１ ５.２６ Ｄａｎｇ 等[３５]

桉树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ａ Ｅｐ ７.９９ ４.７２ Ｋｏｒｎｅｒ 等[３６]

柠檬桉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ｃｉｔｒｉｏｄｏｒａ Ｅｃ １.９２ １.３２ 胡彦婷等[４０]

荷木 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ｐｅｒｂａ Ｓｓ ３.８５ ２.０４ 曹庆平等[１９]

马占相思 Ａｃａｃｉａ ｍａｎｇｉｕｍ Ａｍ ２.１９ １.７６ 赵平等[４１]

　 图 ６　 不同树种冠层气孔导度对水汽压亏缺增高的敏感度( ｋＶＰＤ)

与参比冠层气孔导度(ｇ０) 的关系

Ｆｉｇ. ６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 ｋＶＰＤ )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ｏ ｖａｐｏ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ｇ０)

Ｐｔ１—２:油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ꎻ Ｐｐ:南欧油松 Ｐｉｎｕｓ ｐｉｎａｓｔｅｒꎻＰｓ:樟

子松 Ｐｉｎｕｓ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ꎻ Ｐｃ: 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 ｃｏｎｔｏｒｔａꎻ Ｐｔ′: 美国山 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ｔｒｅｍｕｌｏｉｄｅｓꎻ Ｅｐ: 桉 树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ａꎻ Ｅｃ: 柠 檬 桉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ｃｉｔｒｉｏｄｏｒａꎻ Ｓｓ: 荷 木 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ｐｅｒｂａꎻ Ａｍ: 马 占 相 思

Ａｃａｃｉａ ｍａｎｇｉｕｍ

气温对于 ｇｃ有显著影响[４８]ꎬ但是由于 ＶＰＤ 与气温

通常高度相关[４９]ꎬ同时考虑 ＶＰＤ 与气温对 ｇｃ的影响不

符合 Ｊａｒｖｉｓ 模型的基本假设ꎬ将会导致 ｇｃ的低估[５０]ꎬ降
低模拟效果[１０]ꎮ 因此ꎬ本研究构建 Ｊａｒｖｉｓ 型模型时并未

考虑气温的影响ꎮ
３.３　 油松冠层蒸腾特征

研究区油松日均单株耗水量为 ４.４４ ｋｇ ｄ－１株－１ꎬ与
韩磊[１６]计算结果相近ꎬ远低于阔叶树种如橡树(１０ ｋｇ
ｄ－１株－１) [５１]和杨树( > ６.４ ｋｇ ｄ－１株－１) [５２]ꎬ也低于同为

耐旱树种的樟子松(> ５.３１ ｋｇ ｄ－１株－１) [３２]和刺槐(６.６１
ｋｇ ｄ－１株－１) [２０]ꎮ 结果表明ꎬ油松单株耗水更少ꎬ更适合

黄土高原水分限制区的植被恢复ꎮ

４　 结论

本文基于黄土高原实测油松液流和环境因子数据ꎬ
分析了油松 ｇｃ和 Ｔｒ 的变化特征和影响因素ꎬ以准确模

拟黄土高原地区油松冠层气孔导度和蒸腾耗水ꎬ得到以

下结论:
(１)油松 ｇｃ和 Ｔｒ 存在明显的日内和年内变化ꎬｇｃ日

均值为 ２.０２ ｍｍ / ｓꎬＴｒ 日均值为 １.２５ ｍｍ / ｄꎬ日均单株耗

水量为 ４.４４ ｋｇ ｄ－１株－１ꎻ油松耗水量在 ７ 月份达到峰值

(４２.６７ ｍｍ)ꎬ生长季(４—１０ 月)总蒸腾耗水量年均值为 １９５.４７ ｍｍꎮ
(２)油松 ｇｃ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不同时间尺度存在差异:小时尺度ꎬＲａｄ 为 ｇｃ的主要驱动因子ꎬ当 Ｒａｄ 高于

３００ Ｗ / ｍ２时ꎬ驱动作用减弱ꎬＶＰＤ 为 ｇｃ的主要控制因子ꎬ参比冠层平均气孔导度为 ７.４０ ｍｍ / ｓꎻ日尺度ꎬＲＥＷ

为 ｇｃ的主要限制因子ꎬ当 ＲＥＷ 低于 ０.４５ 时限制作用明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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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根区土壤有效含水率对冠层气孔平均导度和冠层蒸腾模拟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ｏｎ ｍｅａｎ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ａｎｏｐｙ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公式一:ｇｃ ＝ ｆ(Ｒａｄ) ｆ(ＶＰＤ) ｆ(ＲＥＷ)ꎻ公式二:ｇｃ ＝ ｆ(Ｒａｄ) ｆ(ＶＰＤ))

(３)结合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 公式和 Ｊａｒｖｉｓ 型气孔导度模型能够有效模拟油松 ｇｃ和 Ｔｒꎮ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Ｆｅｎｇ Ｘ Ｍꎬ Ｆｕ Ｂ Ｊꎬ Ｐｉａｏ Ｓ Ｌꎬ Ｗａｎｇ Ｓꎬ Ｃｉａｉｓ Ｐꎬ Ｚｅｎｇ Ｚ Ｚꎬ Ｌü Ｙꎬ Ｚｅｎｇ Ｙꎬ Ｌｉ Ｙꎬ Ｊｉａｎｇ Ｘ Ｈꎬ Ｗｕ Ｂ Ｆ. Ｒ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２０１６ꎬ ６(１１): １０１９￣１０２２.

[ ２ ] 　 Ｃｈｅｎ Ｙ Ｐꎬ Ｗａｎｇ Ｋ Ｂꎬ Ｌｉｎ Ｙ Ｓꎬ Ｓｈｉ Ｗ Ｙꎬ Ｓｏｎｇ Ｙꎬ Ｈｅ Ｘ Ｈ.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５ꎬ ８(１０): ７３９￣７４１.

[ ３ ] 　 Ｌｉ Ｓꎬ Ｌｉａｎｇ Ｗꎬ Ｆｕ Ｂ Ｊꎬ Ｌü Ｙ Ｈꎬ Ｆｕ Ｓ Ｙꎬ Ｗａｎｇ Ｓꎬ Ｓｕ Ｈ Ｍ.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６ꎬ ５６９ / ５７０: １０３２￣１０３９.

[ ４ ] 　 Ｊｉａ Ｘ Ｘꎬ Ｓｈａｏ Ｍ Ａꎬ Ｚｈｕ Ｙ Ｊꎬ Ｌｕｏ Ｙ.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ｄｕｅ ｔｏ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７ꎬ ５４６:

１１３￣１２２.

[ ５ ] 　 Ｊａｓｅｃｈｋｏ Ｓꎬ Ｓｈａｒｐ Ｚ Ｄꎬ Ｇｉｂｓｏｎ Ｊ Ｊꎬ Ｂｉｒｋｓ Ｓ Ｊꎬ Ｙｉ Ｙꎬ Ｆａｗｃｅｔｔ Ｐ Ｊ.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ｆｌｕｘｅ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１３ꎬ ４９６(７４４５):

３４７￣３５０.

[ ６ ] 　 Ｗｏｎｇ Ｓ Ｃꎬ Ｃｏｗａｎ Ｉ Ｒꎬ Ｆａｒｑｕｈａｒ Ｇ Ｄ. Ｌｅａ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ａ ｓｉｅｂ. ｅｘ ｓｐｒｅ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７８ꎬ ６２(４): ６７０￣６７４.

[ ７ ]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Ｒ Ｂꎬ Ｓｐｅｒｒｙ Ｊ Ｓꎬ Ｄａｗｓｏｎ Ｔ Ｅ. Ｒｏｏｔ ｗａｔｅｒ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ｕｓ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００ꎬ ５(１１): ４８２￣４８８.

[ ８ ] 　 刘文娜ꎬ 贾剑波ꎬ 余新晓ꎬ 贾国栋ꎬ 侯贵荣. 华北山区侧柏冠层气孔导度特征及其对环境因子的响应. 应用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８(１０):

３２１７￣３２２６.

[ ９ ] 　 高冠龙ꎬ 张小由ꎬ 常宗强ꎬ 鱼腾飞ꎬ 赵虹. 植物气孔导度的环境响应模拟及其尺度扩展.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６(６): １４９１￣１５００.

[１０] 　 Ｗｈｉｔｌｅｙ Ｒꎬ Ｍｅｄｌｙｎ Ｂꎬ Ｚｅｐｐｅｌ Ｍꎬ Ｍａｃｉｎｎｉｓ￣Ｎｇ Ｃꎬ Ｅａｍｕｓ 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Ｊａｒｖｉｓ￣Ｓｔｅｗａｒｔ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ｓｔａｎｄ￣ｓｃａｌｅ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ｎｏｐ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９ꎬ ３７３(１ / ２): ２５６￣２６６.

[１１]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Ｊ Ｂ.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ｉｎ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８８ꎬ ４３(１): １９￣３５.

[１２] 　 温杰ꎬ 陈云明ꎬ 唐亚坤ꎬ 吴旭ꎬ 谢育利ꎬ 崔高阳. 黄土丘陵区油松、沙棘生长旺盛期树干液流密度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应用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８(３): ７６３￣７７１.

０４１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３]　 Ｆａｎｇ Ｓ Ｍꎬ Ｚｈａｏ Ｃ Ｙꎬ Ｊｉａｎ Ｓ Ｑ. Ｃａｎｏｐｙ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７５(５): １￣９.

[１４] 　 Ｊｉａｎ Ｓ Ｑꎬ Ｗｕ Ｚ Ｎꎬ Ｈｕ Ｃ Ｈ.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Ｃａｒｒ. ｉｎ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６７(３): ２７１￣２７９.

[１５] 　 陈胜楠ꎬ 孔喆ꎬ 陈立欣ꎬ 刘清泉ꎬ 刘平生ꎬ 张志强. 半干旱区城市环境下油松林分蒸腾特征及其影响因子.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０(４):

１２６９￣１２８０.

[１６] 　 韩磊. 黄土半干旱区主要造林树种蒸腾耗水及冠层蒸腾模拟研究[Ｄ].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ꎬ ２０１１.

[１７] 　 Ｊｉａｏ Ｌꎬ Ｌｕ Ｎꎬ Ｆａｎｇ Ｗ Ｗꎬ Ｌｉ Ｚ Ｓꎬ Ｗａｎｇ Ｊꎬ Ｊｉｎ Ｚ.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ｂｌａｃｋ

ｌｏｃｕｓｔ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９ꎬ ５７２: ６７１￣６８１.

[１８] 　 Ｌｉ Ｚ Ｈꎬ Ｙｕ Ｐ Ｔꎬ Ｗａｎｇ Ｙ Ｈꎬ Ｗｅｂｂ Ａ Ａꎬ Ｈｅ Ｃꎬ Ｗａｎｇ Ｙ Ｂꎬ Ｙａｎｇ Ｌ Ｌ. Ａ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ｌａｒｃｈ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０(１): ｅ１７６４.

[１９] 　 曹庆平ꎬ 赵平ꎬ 倪广艳ꎬ 朱丽薇ꎬ 牛俊峰ꎬ 曾小平. 华南荷木林冠层气孔导度对水汽压亏缺的响应. 生态学杂志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２( ７):

１７７０￣１７７９.

[２０] 　 Ｍａ Ｃ Ｋꎬ Ｌｕｏ Ｙꎬ Ｓｈａｏ Ｍ Ｇꎬ Ｌｉ Ｘ Ｄꎬ Ｓｕｎ Ｌꎬ Ｊｉａ Ｘ Ｘ.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ｏｎ ｓａｐ ｆｌｏｗ ｉｎ ｂｌａｃｋ ｌｏｃｕ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 ２０１７ꎬ ７: １３１６０.

[２１] 　 Ｇｒａｎｉｅｒ Ａ.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Ｄｏｕｇｌａｓ￣ｆｉｒ ｓｔａｎｄ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ｓａｐ ｆｌｏｗ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ｒｅ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８７ꎬ ３(４): ３０９￣３２０.

[２２] 　 Ｑｉ Ｙ Ｌꎬ Ｗｅｉ Ｗꎬ Ｌｉ Ｊ Ｒꎬ Ｃｈｅｎ Ｃ Ｇꎬ Ｈｕａｎｇ Ｙ 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ａｃｉｎｇ ｏｎ ｒｏｏ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Ｃａｒ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０ꎬ ７２１: １３７５０６.

[２３] 　 Ｄａｌｅｙ Ｍ Ｊꎬ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Ｎ Ｇ. 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ａ ｍｉｘｅｄ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ｒｅ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６(４): ４１１￣４１９.

[２４] 　 Ｃｈｅｎ Ｚꎬ Ｚｈａｎｇ Ｚ Ｑꎬ Ｓｕｎ Ｇꎬ Ｃｈｅｎ Ｌ Ｘꎬ Ｘｕ Ｈꎬ Ｃｈｅｎ Ｓ Ｎ.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ｏｎ ｎｏｃｔｕｒｎａｌ ｓａｐ ｆｌｏｗ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ａ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８４: １０７９０４.

[２５]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 Ｊꎬ Ｕｎｓｗｏｒｔｈ Ｍ.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Ｐｌａｎｔｓꎬ Ａｎｉｍａｌ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Ｍ].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３.

[２６] 　 Ｏｒｅｎ Ｒꎬ Ｓｐｅｒｒｙ Ｊ Ｓꎬ Ｅｗｅｒｓ Ｂ Ｅꎬ Ｐａｔａｋｉ Ｄ Ｅꎬ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Ｎꎬ Ｍｅｇｏｎｉｇａｌ Ｊ Ｐ.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ａｎ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ｖａｐｏ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ｉｎ ａ ｆｌｏｏｄｅｄ Ｔａｘｏｄｉｕｍ ｄｉｓｔｉｃｈｕｍ 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ａｎｄ ｎｏ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ａꎬ ２００１ꎬ １２６(１): ２１￣２９.

[２７] 　 Ｌｅｕｎｉｎｇ Ｒ.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Ｃ３ ｐｌａｎｔｓ. Ｐｌａｎｔꎬ Ｃｅｌ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１９９５ꎬ １８(４): ３３９￣３５５.

[２８] 　 孙林ꎬ 管伟ꎬ 王彦辉ꎬ 徐丽宏ꎬ 熊伟. 华北落叶松冠层平均气孔导度模拟及其对环境因子的响应. 生态学杂志ꎬ ２０１１ꎬ ３０ ( １０):

２１２２￣２１２８.

[２９] 　 Ｍｏｒｉａｓｉ Ｄ Ｎꎬ Ａｒｎｏｌｄ Ｊ Ｇꎬ Ｌｉｅｗ Ｍ Ｗ Ｖꎬ Ｂｉｎｇｎｅｒ Ｒ Ｌꎬ Ｈａｒｍｅｌ Ｒ Ｄꎬ Ｖｅｉｔｈ Ｔ Ｌ. Ｍｏｄｅ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ｉｎ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ＡＢＥꎬ ２００７ꎬ ５０(３): ８８５￣９００.

[３０] 　 Ｌａｍｂｅｒｓ Ｈꎬ Ｃｈａｐｉｎ Ｆ Ｓ ＩＩＩꎬ Ｐｏｎｓ Ｔ Ｌ.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ＮＹ: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２００８.

[３１] 　 聂立水ꎬ 李吉跃ꎬ 翟洪波. 油松、栓皮栎树干液流速率比较.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０５ꎬ ２５(８): １９３４￣１９４０.

[３２] 　 陈彪ꎬ 陈立欣ꎬ 刘清泉ꎬ 刘平生ꎬ 张志强. 半干旱地区城市环境下樟子松蒸腾特征及其对环境因子的响应.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５(１５):

５０７６￣５０８４.

[３３] 　 Ｊｉａ Ｇ Ｄꎬ Ｌｉｕ Ｚ Ｑꎬ Ｃｈｅｎ Ｌ Ｘꎬ Ｙｕ Ｘ Ｘ.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ｗａｔ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ｏｎ ｅａｒｔｈ￣ｒｏｃｋｙ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７ꎬ ７(２４): １０６４０￣１０６５１.

[３４] 　 Ｏｒｅｎ Ｒꎬ Ｓｐｅｒｒｙ Ｊ Ｓꎬ Ｋａｔｕｌ Ｇ Ｇꎬ Ｐａｔａｋｉ Ｄ Ｅꎬ Ｅｗｅｒｓ Ｂ Ｅꎬ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Ｎꎬ Ｓｃｈäｆｅｒ Ｋ Ｖ 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ｖａｐｏｕ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Ｐｌａｎｔꎬ Ｃｅｌ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１９９９ꎬ ２２(１２): １５１５￣１５２６.

[３５] 　 Ｄａｎｇ Ｑ Ｌꎬ Ｍａｒｇｏｌｉｓ Ｈ Ａꎬ Ｃｏｙｅａ Ｍ Ｒꎬ Ｓｙ Ｍꎬ Ｃｏｌｌａｔｚ Ｇ Ｊ.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ｌｅｖｅｌ ｇａ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ｂｏｒｅａｌ ｔｒｅｅｓ: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ｓｈｏｏｔ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ｖａｐｏ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ｒｅ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９７ꎬ １７(８ / ９): ５２１￣５３５.

[３６] 　 Ｋöｒｎｅｒ Ｃꎬ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Ｐ Ｍ.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ａ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ｌｏｎｇ ａｎ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ａꎬ １９８５ꎬ

６６(３): ４４３￣４５５.

[３７] 　 赵平ꎬ 饶兴权ꎬ 马玲ꎬ 蔡锡安ꎬ 曾小平. 马占相思林冠层气孔导度对环境驱动因子的响应. 应用生态学报ꎬ ２００６ꎬ １７(７): １１４９￣１１５６.

[３８] 　 Ｇｒａｎｉｅｒ Ａꎬ Ｌｏｕｓｔａｕ Ｄ.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ｐｉｎｅ ｃａｎｏｐｙ ｆｒｏｍ ｓａｐ￣ｆｌｏｗ ｄａｔ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９４ꎬ ７１(１ / ２): ６１￣８１.

[３９] 　 Ｓａｎｄｆｏｒｄ Ａ Ｐꎬ Ｊａｒｖｉｓ Ｐ Ｇ. Ｓｔｏｍａｔ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ｎｉｆｅｒｓ. Ｔｒｅ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８６ꎬ ２(１＿２＿３): ８９￣１０３.

[４０] 　 胡彦婷ꎬ 赵平ꎬ 牛俊峰ꎬ 孙振伟ꎬ 朱丽薇. 三种植被恢复树种的冠层气孔导度特征及其对环境因子的敏感性. 应用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６

(９): ２６２３￣２６３１.

[４１] 　 赵平ꎬ 刘惠ꎬ 孙谷畴. ４ 种植物气孔对水汽压亏缺敏感度的种间差异. 中山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ꎬ ２００７ꎬ ４６(４): ６３￣６８.

１４１９　 ２２ 期 　 　 　 朱昊阳　 等:黄土高原油松冠层气孔导度和蒸腾变化特征与模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４２]　 Ｓｈｅ Ｄ Ｌꎬ Ｘｉａ Ｙ Ｑꎬ Ｓｈａｏ Ｍ Ｇꎬ Ｐｅｎｇ Ｓ Ｚꎬ Ｙｕ Ｓ Ｇ.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ｎｏｐ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ｏ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２０１３ꎬ ８７(３): ６６７￣６７８.

[４３] 　 Ｔｉｅ Ｑꎬ Ｈｕ Ｈ Ｃꎬ Ｔｉａｎ Ｆ Ｑꎬ Ｇｕａｎ Ｈ Ｄꎬ Ｌｉｎ 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ｏｎ ｓａｐ ｆｌｏｗ ｉｎ ａ ｓｕｂｈｕｍｉ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４０ / ２４１: ４６￣５７.

[４４] 　 Ｂｅｒｎｉｅｒ Ｐ Ｙꎬ Ｂｒéｄａ Ｎꎬ Ｇｒａｎｉｅｒ Ａꎬ Ｒａｕｌｉｅｒ Ｆꎬ Ｍａｔｈｉｅｕ Ｆ.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ａｎｏｐｙ ｇａ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ｇａｒ ｍａｐｌｅ (Ａｃｅｒ ｓａｃｃｈａｒｕｍ Ｍａｒｓｈ.) ｕｓｉｎｇ ｓａｐ ｆ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０２ꎬ １６３(１ / ２ / ３):

１８５￣１９６.

[４５] 　 Ｚｈａｏ Ｙ Ｌꎬ Ｗａｎｇ Ｙ Ｑꎬ Ｈｅ Ｍ Ｎꎬ Ｔｏｎｇ Ｙ Ｐꎬ Ｚｈｏｕ Ｊ Ｘꎬ Ｇｕｏ Ｘ Ｙꎬ Ｌｉｕ Ｊ Ｚꎬ Ｚｈａｎｇ Ｘ Ｃ.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ｗａｔｅｒ￣ｕ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ｆｒｏｍ ｄｅｅｐ ｔｏ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ｒｙ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ｙ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ｉｎ ａ ｗａｔｅｒ￣ｌｉｍｉｔ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５７: １１７７２７.

[４６] 　 Ｌｉｕ Ｚ Ｈꎬ Ｊｉａ Ｇ Ｄꎬ Ｙｕ Ｘ Ｘꎬ Ｌｕ Ｗ Ｗꎬ Ｓｕｎ Ｌ Ｂꎬ Ｗａｎｇ Ｙ Ｓꎬ Ｂａｈｅｔｉ Ｚ.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ｉｔ ａｓ ａ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ｓｉｍｏｎｉｉ Ｃａｒｒ. ｔｏ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１ꎬ ２５３: １０６９４３.

[４７] 　 张涵丹ꎬ 卫伟ꎬ 陈利顶ꎬ 于洋ꎬ 杨磊ꎬ 贾福岩. 典型黄土区油松树干液流变化特征分析. 环境科学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６(１): ３４９￣３５６.

[４８] 　 韩磊ꎬ 何俊ꎬ 齐拓野ꎬ 田佳ꎬ 孙兆军ꎬ 展秀丽. 宁夏河东沙区侧柏冠层气孔导度对环境因子的响应及其模拟. 生态学杂志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７(９):

２８６２￣２８６８.

[４９] 　 罗紫东ꎬ 关华德ꎬ 章新平ꎬ 刘娜ꎬ 张赐成ꎬ 王婷. 桂花树冠层气孔导度模型的优化及其参数分析.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６(１３): ３９９５￣４００５.

[５０] 　 Ｗａｎｇ Ｈ Ｌꎬ Ｇｕａｎ Ｈ Ｄꎬ Ｌｉｕ Ｎꎬ Ｓｏｕｌｓｂｙ Ｃꎬ Ｔｅｔｚｌａｆｆ Ｄꎬ Ｚｈａｎｇ Ｘ Ｐ.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Ｊａｒｖｉｓ￣ｔｙｐｅ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ａｐ ｆｌｏｗ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２０ꎬ ５８７: １２４９８１.

[５１] 　 Ｗｕｌｌｓｃｈｌｅｇｅｒ Ｓ Ｄꎬ Ｈａｎｓｏｎ Ｐ Ｊꎬ Ｔｓｃｈａｐｌｉｎｓｋｉ Ｔ Ｊ. Ｗｈｏｌｅ￣ｐｌａ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ｆｌｕｘ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ｙ ｒｅｄ ｍａｐｌ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Ｔｒｅ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９８ꎬ １８(２): ７１￣７９.

[５２] 　 莫康乐ꎬ 陈立欣ꎬ 周洁ꎬ 方显瑞ꎬ 康满春ꎬ 张志强. 永定河沿河沙地杨树人工林蒸腾耗水特征及其环境响应.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４(２０):

５８１２￣５８２２.

２４１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