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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山地逆温资源评价

刘文杰
申

李红梅
中

【摘要】 探讨了西双版纳山地逆温发生几率
、

厚度及最大逆温强度
.

阐述了逆温形成的原

因
、

时空分布规律及某些因素对逆温层分布的影响
.

书提出了山区逆温资源开发利用途径
。

【关键词】 山地逆温 逆温层 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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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逆温层有抑制低层大气对流
、

湍流和阻挡污染物质
、

有害气体扩散的作用
,

因而被

列为严劣气象条件之一
。

在西双版纳
,

由于橡胶产业的发展
,

景洪
、

橄榄坝等地
、

胶厂抖傲
的恶臭气体时常笼罩坝区

,

尤以冬春季早晚为甚
。

据测定
,

西双版纳冬春季逆温 日数高达

7 0% 一 80 %
.

逆温层厚度平均 2 00 一 4 00 m ‘”
,

这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
。

但是逆温层

在山区农业生产中却是一种气候优势层
,

可为热带经济作物橡胶
、

咖叫洋的立体种植提供保
障

,

提高种植上限高度
,

减轻澎壁免冷冻害
。

同时与逆温相伴出现的浓雾
.

对茶叶的高产优

质
、

弥补冬春季干旱时雨水不足均是有益的
。

因此分析逆温资源
.

对山区农业立体布局有重

要意义
。

2 西双版纳山区逆温及主要类型

西双版纳山区
,

四季均可出现逆温 (表 l)
,

频率达 33
.

6 % 一 38
.

8%
。

其中冬季逆温较

强
,

且 日数多
.

占 70 % 一 90 %
.

厚度达 200 一 4 00 m
。

浅山坝区及高山谷地是逆温的多发

区
、、

冬春季
,

偏南季风退缩
,

本区受西风带中南支西风急流控制
.

因地形条件作用
.

低层空

气较稳定
、

干燥
,

地面风速小 (0
.

s m / s)
、

为辐射逆温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

观测发现
,

大

励龙山区
.

月均逆温 日数在 16 d 以上
.

其中 2 月达 22 d
。

夏秋季
,

受暖湿气流影响
.

云雨较多
.

大气湿润
。

虽然空气中含有长波辐射力强的水

汽
,

因其对地表的逆辐射也是非常强
,

达到与地面长波辐射相同数量
〔”

,

故在这种情况

下
,

近地层空气便不易因辐射而冷却
.

也就不易形成逆温层
。

虽然晴好天气也可形成逆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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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阴雨天多
,

所以逆温频率很低
、

表 1 西双版纳地区逆温频率及逆温层垂直分布状况

坡向 全年逆温日数 冬春季逆温 日数 冬季逆温 日数 逆温层平均征拔高度 逆温层平均厚度 最大逆温弓虽度

(℃ / 1(10 m )

3 3
.

6

3 8
.

8

7 0 ~ 80

7 () ~ 80

70 ~ 9 0 6 ()0 ~ l0(j 0 0
.

6 ~

7(1 ~ 9 0 8 0 0 ~ 10 0 0

3 0 0 ~ 4 0 0

20 0 ~ 3 0 0 6 ~ 2
.

8

南北

本区逆温类型主要以辐射型为主
.

为地表层强烈辐射冷却所致
。

此外还有以辐射和地形

共同作用所致的混合型逆温
。

另外
.

在地形影响下
,

冷空气强弱及升降速度差异
,

使同一山

坡不同高度可出现冷暖相间的地带
,

加之盆谷本身的强烈辐射冷却
,

形成强烈的地形型逆温

分布
。

3 山区逆温的时空分布

3
.

1 逆温的时间变化

以辐射型为主的山地逆温
,

通常出现在晴朗无风或微风的夜间
,

日落后开始形成逆温

层
。

由于坝内地表强烈辐射冷却
,

逆温首先从地表形成
。

随着山坡冷空气下滑汇集坝底
,

生

成
“、

冷气湖
‘’ .

形成逆温层底部
.

且逆温层顶部不断向上伸展
。

较暖空气位于冷空气之上
,

成为山坡暖带
、、

初期暖带位于山坡下部
,

随冷空气不断汇入坝内及辐射冷却
.

逆温带位置逐

渐抬升
。

清晨最低温度出现前后
,

逆温层厚度达最厚
。

夜间各时刻逆温层的变化曲线显示
.

逆温生成时间约在 19 时 3 分
.

最低温度在地面
.

温度向月弟增
、

22 时 50 分
.

400 m 以下为整层逆温
.

其顶部温度比地表高出 5
.

6
’

C 其中

1 50 一 200 m 为最强逆温
,

2 50 一 3 0 0 n 、为次强
.

150 n l 高处气温下降布反快
.

降温率达 2
.

3

℃ / h Z 时左右
,

由于冷空气不断汇入
.

混合降温
,

气温降至露点以下形成雾
.

释放潜

热
,

50 m 处逆温被破坏
,

100 m 处逆温加强
。

此后雾迅速下伸至地面
.

雾顶上抬
,

不断消

弱逆温层
。

7 时
,

200 m 处气层降温很快
、

雾顶也随之上升至此高度
.

而雾底已离开地面

9 时后
,

因日出贴地层气温急增
、

上层气温也逐渐升高
,

地表层湍流加强
,

下层逆温破坏
.

而上层逆温至 1 1 时才消失
。

3
.

2 逆温强度和厚度随环境和山体高度变化

山体大
、

坡陡
,

白天增温多
、

夜间山顶辐射冷却强
,

形成的逆温就越深厚 ; 反之
,

山体

小
,

逆温就浅薄
。

西双版纳南糯山最大逆温强度达 1 一 2 ℃ / 1OOm
、

而大励龙山区最大逆温

强度为 2
.

7 一 3
.

6
‘

C / 100 m
.

这与其特定的地理环境有关
。

大励龙是一个南北长
、

东西窄

的
,

四周被中
、

低山环抱的
、

三面较高而北部低的冷空气易进难出的山间盆地
.

对输射型逆

温形成有利 而南糯山北高南低的坝内却没有此种有利条件
。

表 2 为各测点夜间气温
、

可看出
,

山顶至山谷落差仅 400 m
.

但逆温现象相当明显
‘

离

地表 150 en , 和 50 e n l 处
.

晴朗夜间山坡上 4 个测点的气温
.

除 94 0 n l 处与谷底 ( 6 26 n l
)相

同夕卜 其它测点均高于谷底的气温
。

多数山体各层次均可出现逆温
,

但以相对高 200 一 400 m 处最多
,

其次为 200 m 以下层

次
‘、

200 一 4 00 m 高度也是逆温强度最强处
,

可达 4
.

0 ℃ / 100 m
。

虽然逆温出现的海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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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差异很大
,

如低谷可出现山坡逆温
,

而海拔 1 400 m 以上的山坡仍有明显的山腰逆温暖带

存在
,

甚至大的山体可同时出现 2 个或 3 个逆温层
、

但由于海拔高
.

可被农业生产利用的深

厚逆温暖层都在 7 0 0 一 1 100 m 左右
,

逆温层厚度为 100 一 3O0 m
。

表 2 劫龙辐射型天气各测点的气温 (19 87 一 0 1一 13 一 29 1

测点海拔高度 ( n l) 10 26 9 4 0 8 2 6 7 2 6 6 8 6 6 2 6

15 0e m 夜间平均气温 (℃ ) 1 1
.

6 10
.

8 12
.

1 1 1
.

7 9
.

9 10
.

8

5 0c m 夜间平均气温 (℃ ) 10
.

7 9
.

9 1 1
.

9 1 1
.

0 9
.

8 10
.

7

1 50 e m 最低气温 (℃ ) 7
.

9 7
.

0 8
.

2 6
.

7 5
.

8 7 6

4 天气条件对逆温分布的影响

4
.

1 不同天气型对逆温的影响

逆温在晴
、

昙天均可出现
.

碧空情况下的辐射冷却程度远大于多云雨时
,

因而逆温厚

度
、

强度和持续时间
.

晴天均比昙天及阴天大
。

锋面过境时也可形成逆温
,

只是强度较弱
。

观测发现
,

l月份晴天和有雾晴天 100 % 在离地表 4 00 一 500 m 以下生成逆温
。

西双版纳在

无雾晴天
、

无雾昙天
、

有雾晴天
、

有雾昙天
、

阴天
,

全年逆温出现频率依次为 23
.

1%
、

16
.

9 %
、

50
.

3 %
、

6
.

2 %
、

3
.

1%
,

可见
.

有雾晴天极易生成逆温
。

4
.

2 雾对逆温的影响

雾多出现在潮湿气团中当天气晴朗和风小时
、

它的形成可表示低层空气呈逆温分布
.

或

最低限度表示在夜间有逆温生成
〔’〕

,

即雾总是与逆温相伴出现
,

且滞后于后者
。

但由于逆

温形成后空气呈稳定层结
,

不仅抑制雾向上发展
、

且使雾顶呈整齐水平面
。

如雾生成过早
.

其保温作用有碍于地面的辐射冷却
,

因而又抑制逆温增强
。

同时
.

在逆温层中生成雾而释放

潜热
.

也削弱了已形成的逆温强度
,

使逆温层底上抬至雾顶
。

结果
.

逆温层形成的后期
.

其

底常在离地 50 一 100 m 以上
,

此高度以下却由逆温转化为绝热分布
。

4
.

3 气温 日较差及风速对逆温的影响

利用气象站资料
,

统计发现
,

气温日较差与逆温强度
、

厚度及持续时间有较好的相关
,

即日较差愈大
,

逆温愈强
、

逆温层愈厚
,

持续时间愈长 (表 3)
。

统计还发现
,

当风速小于

0 .l m / s 时
,

逆温出现机率最大 ; 当坏随大于 4
.

o m / s
、

即使晴朗夜间也不出现逆温
。

因此风

速大
,

地表空气湍流强
,

加速了近地层热量交换
.

由此而引起的大气温度结构的调整将使逆

温难以形成
。

表 3 气温日较差与逆温的关系 (19 87 一 0 1)

口 期 14 13 1 7 19 2 6

气温日较差 (℃ ) 10
.

1 10
.

5 1 2
.

4 13
.

2 13
.

5

逆温强度 (℃ / 10 0 m ) 0
.

6 0
.

8 1
.

2 1
.

8 2
.

1

逆温层厚度 ( m ) > 10 0 > 10 0 > 200 > 4 0 0 > 4 0 0

逆温持续时间 (h ) 11 1 1 15 1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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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逆温资源的开发利用

5
.

1 利用逆温暖带提高作物的种植上限高度

由于逆温形成的山腰暖带特定的生态气候环境
,

加上白天因雾消散晚而温度比盆地低
.

温度适宜
、

有效性高
,

且因雾的作用
,

春季干旱轻
,

因此山坡逆温暖带对种植喜温的热带作

物有利
。

引作物上山
,

提高部分作物的种植上限高度
.

如在山坡逆温暖带上币洲直橡胶
、

咖啡

等不耐寒的热带作物
,

在山坡下部发展较耐寒的作物如茶叶
、

花生
、

旱玉米等
、

而在盆地让

出肥田发展三季稻等其它精耕作物
。

与西双版纳纬度相近的芒市
,

利用地形起伏差异
.

典型

热带
、

亚热带作物可一起生长
,

产生
“

胡椒与葡萄共栽
.

咖啡共苹果一色
一

的自然景

观
〔”

.

充分利用了山地逆温资源
。

5
.

2 利用逆温资源避免作物冷冻害及延长生长期

西双版纳以橡胶
、

咖啡为代表的热带高经济作物
,

如不选择适宜的地形条件种植
,

将受

到冷冻害的严重威胁
。

在 19 7 3 一 19 7 4 年及 19 7 5 一 1976 年连续 2 个冬季的寒潮侵袭
,

出现

了严重的橡胶树
‘·

卿却病
”

寒害
.

造成大面死亡 ; 而种植在山坡逆温暖带上的橡胶树则寒害

轻或未出现
。

如景洪东风农场山下坡的橡胶树全部因寒害而死 ( 19 57 年 )
、

中坡也受到相

当寒害
,

但在上坡暖带上的橡胶树却保存下来
.

1963 年已成郁闭林
〔4 〕 。

西双版纳山坡逆

温暖带上种植的橡胶
.

不仅冷冻害减轻或无
,

且年循环始期也比坝内早 10 一 25 d
.

因此
,

选

择适宜的山坡暖带地形小区发展热带作物种植十分重要
。

对地形小区的研究表明
,

冷空气难进易出型的地形
,

寒潮期避风
、

辐射冷却期冷空气易

排出
,

因而冻害轻或无
,

是热带不耐寒作物最好的生态场所 ; 冷空气又倡艺难出型的地形
.

寒

潮期虽避风
,

但辐射冷却期冷空气排出困难
.

故坡下部气温低
、

应将不耐寒作物种在中上坡

的逆温暖带上 ; 冷空气易进易出型地形
,

寒潮期风大
.

辐射冷却期冷空气易排出
,

受平流型

冻害威胁重
.

所以不宜在山顶及风口和迎风坡上种植 ; 易进难出型的地形
,

是最不宜种植不

耐寒的热带作物场所
。

所以
,

发展山区种植业
,

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形的特点
,

趋利避害
.

利

用山区逆温暖带这一优势层
,

合理进行立体农业布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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