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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哀牢山常绿阔叶林林窗小气候特征
‘,

张 一 平 马 友 鑫 刘 玉 洪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

昆明
,

摘 要 利用哀牢山北部常绿阔叶林林窗的小 气候实际观测资料 对林窗小 气候进行 了初 步分析
。

得出结

论 由 于受太阳辐射和林窗边缘树木的影响 在哀牢山北部常绿阔叶林林窗同样存在小气候要素的空间分布动态

位移现象 最大值区域随时间发生变化 造成林窗实际边缘气象要素的变化最为激烈
。

小气候要素的水平空问差

异在不 同时段也是各异的 一般在受太阳辐射影响较小的上午和下午
,

差异不大 而受太阳直接辐射影响较大的

中午 差异显著
。

林窗不 同区域气地温差符号的不同
,

引起热量传递方向截然相反
。

如此光照
、

温度分布状况和

热量传递的不 同
,

将导致林窗的环境异质性差异 进而影响到林窗区域种子萌发
、

幼苗生长
、

发育 植物种群分

布等 最终影响到森林的更新
。

关键词 林窗 小 气候要素 时空分布 常绿阔叶林 二 哀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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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窗在森林的更新和演替中扮演着极其重要

的角色 〔 ”
。

由于林窗小气候环境中光照
、

温度
、

湿度状况直接影响植物的生命活动
,

间接影响其

它多种生态条件
,

因此国外研究者已对其开展了

研究 〔’一 〕
‘

国内林窗研究已有报道 〔’一 ’ ’ ,

但

是对林窗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尚不多 ‘ ’, 一 ” 〕 。

作者

在对我国西双版纳地区热带森林林窗的研究中发
现 〔” ’

,

由于受地方气候
、

太阳高度和林窗边缘

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中国科学院
二

九五
“

重点项目 一 一 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资助项目部分

研究结果
,

第 作者简介 张一平
,

男
,

年 月生
,

中国科学院西

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

研究员
。

收稿日期 年 月 日
。

责任编辑 戴芳天
。

树木的共同影响
,

形成不同季节
、

不同时间林窗
区域的小气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明显差异

,

最大

值区域均存在随时间和季节变化而动态位移的现

象
。

最大值区域不一定出现在林窗中央
,

而较多

出现在林窗北侧一东北侧林缘处
。

导致了林窗区

域的光强
、

地表面温度及近地层温度等小气候要

素的分布存在空间不对称性
。

为了进一步探讨其他地区的森林林窗是否具有

同样特征
,

笔者利用 年 月份在云南哀牢山北

部常绿阔叶林林窗进行的小气候观测所得资料
,

试

对该类型林窗的小气候时空变化规律进行初步分

析
,

旨在为探讨林窗小气候形成机制及其又巾沐窗生

物多样性的影响等提供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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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研究地概况
‘ 一

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纵贯云南省中南部
、

保存着我国亚热带地区面积较大的
,

且以云南特有

种为优势的原生常绿阔叶林
。

本研究所选择的观测

地在哀牢山北部的徐家坝 北纬
‘

东径
,

、’ ’

东 径
,

海 拔
。

最 热 月 气 温
巧

、 ,

最冷月气温 ℃
,

年平均气温
‘

℃
,

‘

活动积温 ℃ 年降水
。

本次观测的林窗样地选择在徐家坝地区原生常

绿阔叶林内
,

系 左右的成熟林 〔” ’ ,

林冠浓

郁整齐
,

植被分层明显
。

乔木上层高 一
,

胸径 一
,

最大
,

主要为腾冲拷
‘, , 。, ,

木 果 石 栋

洲
·

毕。
,

滇木荷 口 ,

景东石栋
五 介 , ‘ 等

、

乔木亚层高 一
,

主要为绿叶润楠 人之 ,

红花木

莲 从 ,
,

米 饭 树
‘ ‘〔

·

‘ 等 灌木层高 一
,

主要以箭竹
, ‘, ‘ 为优势 草本层在

以下
,

主要为滇西瘤足旅 ’ “口 “

,了 ,

细梗苔草 口 等
。

坡向为西

坡
,

坡度约
。 。

土壤为山地黄棕壤
。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选择的林窗 见图 形成约有 ,

图 中的内圈线 为实际林窗边缘 林缘树冠

垂线处
,

外圈线 为扩展林窗边缘 林缘树

干处
、

该林窗基本上为圆形林窗
,

实际林窗直径

约为
。

东侧的林冠冠幅较大 约
,

其它各

侧冠幅在 一
。

实际林窗面积约 扩

展林窗面积约
, 。

在林窗中从中央向 方位 东南西北 设置

条观测样线
,

每条样线设置 个观测点
。

考虑到边

缘效应的作用
,

观测点为不等距分布
,

分别位于林

窗中央
、

林缘树冠垂线处
、

林缘树干处和林内
。

观

测要素为地上 高处气温和最高
、

最低气温

最高
、

最低温度表
,

天津气象海洋仪器厂生

产
,

光照 数字式照度计
,

上海市嘉定学联仪表

厂 生 产 以 及 地 面 温 度 红 外 辐 射 温 度 计
,

日本国 株式会社生产

并在林窗中央
,

实际林窗东侧边缘和林内观测了总

辐射
。

观测在 年 月 一 日的昼间 一

时 整点进行
。

共观测了 次
。

结果分析

卜 不同方向的小气候要素分布

南北向小气候要素时空变化特征

由哀牢山常绿阔叶林林窗葆扫匕向的光照强度
、

地

表翡环口气尉勺日挺勘斟七 见图
、

可见 时以咸环口

时以后
,

由于太阳辐射较弱 图
,

各要素的时空变

化均较小 中午前后 一 时
,

各要素的时空

变化增大
,

巧 时
,

不同测点的各要素均出现最大

值
,

并且最大值中心并不在林窗中央
,

而是出现在引匕

狈琳窗边缘 处 黄织覃 图 可达
,

地表温最高达 ℃以上 气温则肠立 ℃
。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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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林窗概况

图 林窗南北向气象要素时空变化
一 一 一 一 实际林窗 —扩展林窗

光照 地表温 ℃ 气温 ℃

东西向小气候要素时空分布特征

图 显示了东西向各要素的时空变化
。

在东西

方向
,

由于受到太阳位置移动的影响
,

各要素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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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区域随时间变化有动态位移现象
。

上午 时以

前 由于受到地形条件 西坡 和林窗周围树木的

遮蔽影响
,

太阳直接辐射较弱 图
,

各要素的地

域差异较小
,

最大值区域不明显 中午前后
,

受太

阳直接辐射影响
,

光照增强 图
,

各要素先后出

现最大值
。

值得注意的是
,

不同日核
、

最大值的位

置发生位移
,

其中以地表温最为显著 时的最高

地表温出现在林窗西侧边缘
,

而
、

巧 时则移动

到林窗中央
,

在 日握 达东侧扩展林窗边缘
。

各要

素最大值在 时左右出现
、

光照可达
,

地

表温为 ℃以上
、

气温高于 ℃
。

最高
、

最低气温及气温日较差空间分布特征

最高
、

最低气温反映了热力状况的极端情况
、

而气温 日较差反映了气温的变化幅度
。

从图 可

见
,

最高气温 图 的空间分布较规律
,

最大值

区域出现在林窗东侧边缘
,

极大值可达 ℃
,

且

水平差异较大 而最低气温 图 的空间分布呈

现东侧向南至西南侧扩展边缘递增趋势
,

但是水平

差异不大
。

气温 日较差 图 空间分布与最高气

温相似
,

林窗区域 日较差较大
、

林内较小
,

最大值
区域 气 一 编

。

℃ 出现在林窗东侧边缘
,

极

大值为 ℃
。

昼间平均气象要素空间分布特征
综合考虑昼间的平均状况 见图 可见

,

各气
象要素的空间分布同样显示出最大值区域不一定在

林窗中央
,

要素最大值区域 光照
,

地表

温 ℃
,

气温 ℃ 出现在林窗北一东北侧

边缘
。

北个

霎

几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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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礴礴酬
之叱斗尸 厂厂厂

靡靡翻今
冲华创月月月

北

嚼卜之火万下 厂厂

卿卿卿
卿卿卿图 林窗东西向气象要素时空变化 图 林窗极端气温和 日较差空间分布 图 林窗昼间平均气象要素空间

一

一 实际林窗 —扩展林窗 布 ℃ 同心圆为距林窗中心距离 分布同心为距林窗中心距离

光照 地表温 ℃ 气温 ℃
,

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 日较差 ,留覃 心 士断劫温 ℃ 气温 ℃

林窗内热量传递方向 而东西向 图 的气地温差分布显示
,

中午

林窗中存在多个热力作用面
,

不同热力作用
,

前后在林窗中央和东侧边缘气地温差出现负值 但

导致了林窗中小气候的分布差异
。

以下用气温和地 其绝对值小于南北侧
,

最大差异为 一 ℃
。

其他

表温资料所求算的气地温差 对林窗地面附近的热 地区多为正值
。

量传递方向进行了初步分析
。

从昼间平均气地温差的空间分布 图 可见
,

从图 可见
,

南北向 图
,

仅在中午前后的 负值区域在林窗北侧边缘和东侧扩展边缘
,

而其余

实际林窗前后
,

气地温差大于零
。

这说明该区域热 地域为正值区
。

量是从空气传向地面
,

其最大值区域 一 ℃ 由以上分析可见林窗不同地域
,

气地温差的符

出现在林窗北侧边缘附近 林内及早晚时段气地温 号相反
,

显示热量传递方向截然不同
,

说明在林窗

差大于零
,

热量从空气传向地面
。

区域可能存在热量循环的小环流
。

由于没有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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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

详细的观测资料
,

无法得出明确结论
,

还有待

于今后深入地研究
。

羹羹戴互

‘产,‘︶,二,三山

一

霎

一

距离

蓦交交
口

入〔〔〔

、 艺艺
一

西

一

距离

南 一 北

东

西 一 东

图 林窗气地温差的时空变化 ℃

一 一 一 一 实际林窗 —扩展林窗

北个

受价又势势
图 林窗昼间平均气地温差的空间分布 ℃

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
,

可以看出
,

哀牢山常绿阔叶林

林窗由于受太阳辐射和林窗边缘树木的影响
、

其小

气候要素的时空发表特征在不同时段是不同的
。

最

大值区域不一定出现在林窗中央
,

在南北侧出现在

林窗北侧边缘
,

而在东西侧则随时间而变
,

从西侧

向东侧移动
,

呈现空间位移现象
。

林窗实际边缘各

气象要素的变化最为激烈
,

这与作者在西双版纳对

热带森林林窗的研究结果一致
。

而小气候要素的水

平空间差异在不同时段也是各异的
,

一般在受太阳

辐射影响较小的上午和下午
,

差异不大 而受太阳

直接辐射影响较大的中午
,

差异显著
。

林窗不同区

域气地温差值数值和分布的不同
、

导致不同地域热

量传递方向截然相反
。

林窗不同区域光照
、

温度分

布状况和热量传递的不同
,

将引起林窗的环境异质

性差异 势必造成林窗区域种子萌发
、

幼苗生长和

发育
、

植物种群分布的不同
,

最终影响到森林的更

新
。

以上初步结果可为解释林窗边缘为何生物多样

性较大 〔
,

’
,

’ 〕
,

从小气候环境方面提供依据
。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
,

本研刻又对一个林窗进行

了短期观测
,

更深入
、

系统的研究将是今后的课题
。

参 考 文 献
一

一

鱿 一
,

,

, ,

泳
,

,

。 耐 。 罗
, 、

,

勿
,

伴
, 、

一

奚为民
,

钟章成 林窗植被研究进展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奚为民
,

钟章成
,

毕润成 四川绪云山森林群落林窗边缘效应

的研究 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学报
,

一

班勇 自然干扰与森林林冠空隙动态 生态学杂志

减润国
,

徐化成 林隙 研究进展 林业科学
,

一

藏润国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阔口长江松林林隙干扰状况研究 植

物生态学报
,

一 礴

减润国
,

郭忠林
,

高文韬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阔日们江松林林隙
更新的研究 应用生态学报

,

仔 一

夏冰
,

兰涛
,

贺善安
,

等 云南亚高山云冷杉林林窗的研究

植物资源与环境
, ,

一

巧 夏冰
,

邓飞
,

贺善安 林窗研究进展 植物资源与环境
,

国庆喜 长白山红松林林隙状况与更新研究 东北林业大学学

报
, ,

一

吴刚 长白山红松阔叶林林冠空隙特征研究 应用生态学
,

洪伟
,

吴承祯 林成来
,

等 福建龙栖山森林群落林窗边缘效

应研究 林业科学
, , ·

安树青
,

洪必恭
,

李朝阳
,

等 紫金山次森林林窗植被和环境

的研究
,

应用生态学报
,

一

减润国
,

扬彦承 刘静艳
,

等 海南岛热带山地雨林林隙及其

自然千扰特征
,

林业科学
, ,

一

藏润国
,

刘静艳
,

辛国荣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林隙刁汽候初

步分析 植物生态学报
,

增刊 一

张一平
,

刘玉洪 马友鑫 等 西双版纳热带次森林林窗干热

季勺副洲畔闹眺初步分析 澎勿资源与咐竟
, ,

一

邱学忠主编 哀牢山森林生态系统研究 昆明 云南利技出版

社
, ,

一

致谢 本研究的资料数据由云南大学地球科学来经济地理

级尹利伟同学录入
,

在此表示感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