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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茶群落及胶林
、

茶园太阳辐射光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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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行了胶茶人工群落及胶林
、

茶园对太阳辐射光谱吸收利用状况的探索 研 究
。

着

重对可见光谱区的两个吸收带
,

4 0 0 0一5 。。。入 (蓝紫光 )
、

6。。。一 7 6 。。入 (红橙光) 以及 红 外光 谱 区 的

1 0 0 0 0一1 3 2 0 0入 (近红外)
、

1 4 8 0 0一1 8 0 0 0入 (远红外) 进行了分析讨论
,

以期从生态和生理的角度阐 明

群落结构 比单一结构的优越性及其对胶
、

茶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

一
、

材料和方法

试验地位于北纬2 1
“
5 4

‘ ,

东经 1 01
’
4 6

’

的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人工群落实验地里
。

选取同一

品种
,

相同林龄的单纯茶林
、

胶林群落层的茶层
、

单纯胶林
、

胶茶群落的胶层 (以下简称茶林群落 茶层
、

胶林群落胶层 ) 为观察对象
,

用野外辐射光谱仪分别对它们的林冠入射光谱
、

反射光谱
、

林下透 射 光谱和

冠层吸收光谱进行扫描测定
。

在晴朗无云天进行测定
。

观测用野外辐射光谱仪系由新天精密先学仪器公司研制生产
、

光栅 型
、

分 4 0 0 。一 1 0 0 。。入 和 g。。。一

2 5 0。。入两个扫描谱段
。

观测前后均经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能谱组进行波长位置校正和能量 标 定
,

现场

也由该组科技人员协同观测
。

试验结果数值为1 9 8 4年春
、

夏
、

秋
、

冬四季平均值
。

二
、

初步结果

(一 ) 可见光谱在不同群落结构中的分布和吸收

l
、

群落结构对入射光谱的影响

茶林
、

胶林及群落胶层林冠面没有阴蔽物遮挡
,

其入射光谱与 无 林旷地光谱一致
,

而群落茶层由于受

到橡胶林带的荫蔽
,

到达茶层 冠面的辐射量被削 弱
,

光质亦发生了一些变化
。

我们测得群落茶层林冠面蓝

紫光谱段能量为旷地这一光谱段的 7 5
.

4 1 %
,

辐射能为 77
.
0 98 x l。

“ ‘
瓦/ 厘米

2 ,

红橙光谱群落茶层为旷地

本光谱段的 8 2
.

6 7 %
,

辐射能为 1 59
.

2 46 x 10
一 ‘
瓦 /厘米

2 ,

即 分 别 被削 弱 2 4
.

5 9%和 1 7
.

3 3 %
。

2
、

群落结构对入射光谱的反射作用

橡胶林 (包括单纯胶 林和群落胶层 ) 与茶林 相比
,

冠面对可见光谱的反射作用有较大差异
,

特别是波

长较短的蓝紫光
。

胶林冠面对蓝紫光的反射很低
,

仅为本光谱段能量的 1
.

17 %
,

而茶林反射作用则很强
,

为本光谱段能量的7 1
.

83 %
.

差值高达 7 0
.

6 6 %
,

在红橙光谱段中
,

茶林的反射作用略低于胶林
,

但 比较接

近
,

前者为1 1
.

3 3 %
,

后者为1 3
.

96 %
,

差值仅为 2
.

63 %
,

而群落茶层林冠面对蓝紫光的反射作用与旷地茶

林相比则显著下降
,

为本光谱段入射量的1
.

12 %
,

几乎和胶林冠面反射一致
。

3
、

不同群落结构冠层下近地面的透射光谱

在可见光谱区内
,

群落茶层下透射光能是最低的
。

蓝紫光透射量为入射量的 0
.

95 %
,

占旷地 总 量 的

。
.

72 %
,

红橙光透射量为人射量的 1
.

56 % 占旷地总量的 1
.

29 %
,

透射最高的为胶林下蓝紫和红橙两光谱

段分别为6
.

74 % 和6
.

2 %
,

群落胶层下透射额 比胶林有所下降
,

分别为1
.

62 % 和 3
.

7 4 % 下降额为 5
.

1 2 % 和

2
.

46 %
,

且蓝紫段比红橙段下降 比例大 ( 2
.

6 6 % )
、

茶林下透射量则居于胶林和群落茶层之间
。

本文于 1 9 5 6 年 7 月 g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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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群落结构对可见光的吸收

群落茶层对蓝紫光和红橙光辐射能的吸收分别为75
.

: 9 9 义 : 。
一 ‘
瓦 /厘米

,
和 1 1 8

.

: 1 x l。
一 ‘
瓦/ 厘米

’ ,

分

另I}占入射量的 9 7
.

9 3 %和 7 4
.

1 7 9石
,

两光谱段吸收之和为 i 9 3
.

6 o s x lo
一 ‘
瓦 / 厘米

2 ,

茶林分别为2 6
.
2 s0 x lo

一 ‘

瓦 /厘米
2
和 1 6 4

.

546 K 10
“ ‘
瓦 /厘米

2 ,

分别占入射量的 2 5
.

7 1 % 和8 5
.

4 2 %
,

两光谱段吸 收 之和 为190
.

8 2 6 x

i 。
“ 毛
瓦 /厘米

2 ,

即在此两谱段能最总和
_

卜群落茶层比茶林多吸收 2
.

7 8 3 欠 1 0
“ ‘
瓦/厘米

2 ,

显示了前两 者 的

优越性
,

因为这是在入射光母被削弱的情况下
,

吸收量反而提高
,

群落胶层对蓝紫光的吸收 为 盯
.

21 %
,

对红橙光的吸收为8 2
.

3 %
,

胶林吸收分别为 9 2
.

0 9 %和7 9
.

8 4 %
,

即在蓝紫光谱段群落胶层 比胶林的 吸 收高

5 %左右
,

在红橙光谱段高 2
.

5 %左右
。

从两光谱段能星和石
,

前者大休比后者多吸收 。
.

9 6通 x l。
一 ‘
瓦 /厘

米
2 ,

同样显示群落结构比 单一结构好
。

(二 ) 红外光谱在不同群落结构中的分布和吸收

l
、

不同群落结构对红外光谱的反射作用

在上述四种结构中
,

茶林对近红外反射率最离
,

达到 8 8
.

凌%
,

胶林和群落胶层为7 1
.

12 %
,

比 茶林 有

所减弱 (约 1。% )
,

但仍比胶林反射率离
,

在70 %以土
,

但群落茶层对波长更长一些的远红外反射作用 大

为降低
,

仅约招%左右
,

其次是胶林和群落胶层为5 5
.

3 4 %
,

反射率最高的是茶林
,

为 69
.

82 %
,

它与群落

茶层相比约汀万2
.

8 %
。

2
、

不同群落结构林冠下层的红外透射光谱

胶林下近红外透射最多
,

为4 0
.

9 7 %
,

其次是群落胶层和茶林
,

分别为23
.

84 %和 2 2
.

9 %
,

二者透射量

十分相近
,

最少者的群落茶层
,

仅为 1 3
.

9 %
.

从远红外看
,

茶林最高
,

群落茶层最低
,

胶林居中
,

但群落 胶

哄 比胶林透射略少
。

3
、

不同群落结构对红外光谱的吸收
_

{二述四种结构对近红外吸收甚少
,

全部均在 10 % 以下
。

从远红外看
,

土述四 种结构吸收率均比近红外

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

其中以群落茶层吸收比例最大
,

为 50
.

87 %
,

其次 是 群 落 胶 层 为 3 4
.

2 3 %
,

胶林 为

3 1
.

35 %
,

茶林仅为7
.

19 %
。

三
、

初步结果的讨论

(一) 木文着重分析了蓝紫光和红橙光两个可见光区
,

这是对植物生长
、

发育起决定作用的
“

生理 辐

射区
” 。

胶树对波长较短的蓝紫光比较容易吸收
,

茶树对波长较长的红橙光吸收较多
,

这或许与胶树原 为

热带雨林树种和茶树起源于我国西南山地森林带等长期系统发育历史有关
。

研究还表 明胶树和茶树对近红

外的吸收均比较微弱
,

而对远红 外的吸收又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

特别是群落中的茶树对远红外的吸收比较

充分
。

远红外虽然不被叶绿素
、

类 胡 萝 卜素 等 吸收
,

但它能被叶组织中的水分
、

质体色素
、

原生质和某

些细胞酶所吸收利用
,

参与某 些 生 化过 程
,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温度的性质
,

具有强烈的热力学因

素
。

张克映 (1 9 8。) 以及我们的工作均一致 观测到
,

胶茶人工群落具有
“

窝风贮热
”
的效果

,

对有一定寒

害现象的橡胶林它强化了对远红外 吸 收 利 用 的缘故
。

此外
,

有人以群落茶层光照减弱为山
,

推测群落中的茶林比单纯茶林产量可能降低
,

但实践证 明
,

除

夏季西双版纳产茶区正值两季盛期
,

云雨转多
,

光照受到影响产量略有降低外
,

其它各季 (春
、

秋茶季)

均有增产趋势
,

全年平均产量群落 中的茶层仍比单纯茶林对照略有提离
,

这主要由于群落茶层入射光中可

见光的红橙光和人们肉眼不可感知的 红外的总量比茶林有一定数量增加
。

众所周知
,

植物光合作用有个最适温度范田
。

我们曾以点温仪多次测得旷地茶林由于完全暴露于强烈

的全日光照下
,

叶温在中午时刻高达 4 。一50 ℃
,

这大大超过了一般植物光合作用最适范围
,

而群 落中的茶

层 中午时刻可降低10 一15 ℃
,

使之有更长时问处于最适温度范围
。

最近有人观测到茶树普遍表 现出
“

午睡

现象
” ,

即正午前后出现光合作用暂停时段
,

其午睡时间的长短又直接与太阳辐射得强弱和叶温有密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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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因此
,

茶树对短波比重大的晴空烈日是不适应的
。

(二) 旷地单一种植的茶林无论对蓝紫光还是对远红外均表现出强烈的反射作川
。

从形态牛步征变异石

明显表现出叶片厚度增加
,

革质化
。

造成叶芽的快速老化和纤维含量增高
,

降低干茶品质
。

(二) 群落胶林带冠层能向测方反射一定数量 (1 9
.

85 。义 1。
一 ‘
瓦/厘米

2 ) 它不愿吸收的长波辐射 到群

落茶层上
,

从而导致其长波光在总量中的比率反比茶林高 (6
.

38 % )
,

弥补了茶层由于阴蔽削弱了短波光

的不足
。

植物生理生化新资料表明
,

隔除蓝紫光可以促进茶树体内氮代谢
,

明显加强全氮
、

咖啡碱
、

氨基酸
、

叶绿素的合成
,

提高其含量
,

并能抑制多酚类物质的形 成
,

直接改善茶叶的品质
。

此外消除蓝紫光可促进

茶新梢伸长
,

增重
,

展叶数增多
,

叶面积增大
,

叶片稍薄而柔软
,

这种芽叶不 仅产量高而且质量好
。

(四 ) 从胶林的不同结构与对太阳辐射吸收量的变化
,

看出它们对胶产量和胶树生长的明显影响
。

群

落胶层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单纯胶林增长 15 一2 4 % ; 植株茎粗平均增长12 一 15 %
。

综上述
,

把原来单一种植的胶树和茶树配置成二层群落结构可取得相互促进的良好效益
,

值 得广泛推

广应用
。

单再 钟铃声

S h . n Y o n g Z ho n g L in g sh en g

(中国科学院昆明生 态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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