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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绿阔叶林降水截留量分析

刘 玉 洪

(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 )

哀牢山 自然保护区内的景东县徐家坝生

态工作站
,

位于北纬2 4
“

3 2 ‘ ,

东经1 0 1
0

0 1 ‘ ,

海拔 2 4 5 0米
。

在海拔2 1 0 0一 2 6 0 0米为中山湿

性常绿阔叶林带
,

主要优势树种有木果石栋

(L fth o c a ; P ,‘: 二夕lo c a P u s )
、

景 东 石 栋

(L fth o c a , P, ‘5 e h f, ; t , , n 口。 , ; s fs
)

、

腾冲拷

(C
a “ta n o 夕: 15 二 a t til’)

,

下层为箭竹 (, i
-

,‘a r ,‘护, d 犷, , a r ia , ; it‘d a ) 等
。

乔木树高一般

为20 一 25 米
,

林冠浓郁整齐
,

外 貌 常 绿
,

林冠树叶以单叶
、

椭圆形的中型叶为主体
,

树叶一般光滑无毛
,

排列与光源垂直
。

落叶树

种不足15 %
。

在常绿 阔叶林内
,

设20 厘米口径

雨量计 4 个观测林 内降水量
。

林 内降水取 4

点平均
;
在林外旷地的生态站也设点观测相

应雨量
,

代表实际大气降水量
。

林内与林外

旷地两测点相距约5 00 米
。

本文用1 9 8 6 年 上

述实测降水资料研讨哀牢山北段地区中山湿

性常绿阔叶林的降水截留特征
。

一
、

年降水与林冠截留

哀牢山北段地区的徐家坝生态站
,

地处

西南季风气候区
,

降水量特别丰盛
,

年降水

量为1 9 0 0
.

0毫米
。

由图 1 看出
,

降水量全年

分配极不均匀
。

11 一 4 月为干季
,

天气晴朗

少雨
,

其间降水2 3 3
.

3毫米
,

只占年降 水 量

的 12 % ; 5 一 10 月为雨季
,

降水非常丰盛
,

此间降水 16 6 6
.

7毫米
,

占年降水量的 8 8%
,

降水最丰的 7 月降水量近 6 00 毫米
,

占 年 降

水量的1邝弱
。

上述降水
,

在哀牢山地区的中山湿性常

绿阔叶林内不能全部下降到地表
,

全年有占

年降水总量1 2
.

4% 的降水被林冠截留
,

直接

蒸发回到大气中
,

即一年 中有 2 35
.

5 毫 米的

降水被林冠截留 (表 1 )
。

林冠对降水的截

留量年变化也不均匀
,

雨季 (1 9 2
.

1毫米)远

大于干季 (4 3
.

4毫米)
,

截留量最多的 7 月

(66
.

1毫米 ) 同时也是降水量最多的月份
。

林冠截 留量与降水量是正比例增加的关系
。

林冠截留率则与截留量相反为反比例关系
。

降水量较多的月份截留率较小
。

干季截留率

为1 8
.

6%
,

大于雨季的1 1
.

5 %
。

这是 因干季气

候特征所决定的
,

干季降水量少
,

空气湿度

较低
,

而 日照较丰
,

风速较大
,

故林冠能把

较多的降水截留住
,

且在较快的时间内蒸发

掉
。

久晴天气后下小雨时
,

林冠常能截留住

大部分降水
。

就某一次小雨来说
,

截留率可

达 10 0% (全部降水被林冠截留)
。

本 地 区

) 0
.

1毫米的全年降水 日数为1 56 天
,

而林内

只有1 35 天
,

有21 天的降水波林冠全量截留 ,

在雨季期间
,

降水量丰盛
,

林冠截留量相应

增大
,

但幅度远不如降水量增加的幅度
,

所

以林冠截留率也相对较小
。

截留率雨季相对

较干季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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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林外旷地与林 内降水量的年变化

表 1 林冠截留, (班米) 和截留串 (% )的年变化

项 目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年

任月nbnjJ.上J.1QU9‘no

截留食

截留率

1
。

B O
。

1 3
。

4

3 9
。

4 1 0 0 7 9
。

1

。

6 1 4
。

2 2 2
。

1 6 6
。

1

。

4 1 6
。

0 1 0
。

6 1 1
。

1

.

0 3 8
.

3 1 7
.

4 1 0
.

8 6
.

2 2 3 5
。

5

。

3 1 7
。

2 5
。

1 8
。

2 2 1
。

2 1 2
。

4

’

另外
,

从表 1 看 出
,

本地区的林冠截留

率较小
,

’

年平均为 12
.

4%
。

这与本地区的地

形
、

气候
、

林分组成的特殊环境有关
。

因本

地区海拔高
,

降水特丰
,

日照少
,

湿度大
,

特

别在雨季期间
,

整个森林带昼夜大多处于云

雾缭绕之中
,

难见夭 日
,

林冠在充分湿润后
,

由于树叶多光滑无毛
,

截留能力减弱
,

所 以截

留率较小
。

比 日本的天然赤松林 (2 2
.

8 % )〔4 〕

小
,

也比西双版纳劫龙热带雨林 (25 % ) 的

截留率〔l 〕小
。

二
、

日降水强度和林冠截留

降水强度是影响林冠截留的一个因子
,

二者是密切相关的
。

由表 2 看出
:

林冠对降

水的截留量是随着不同级别降水强度的增加

而逐渐增大的
,

但增加的速率不均
。

在( 劲
、
卞

毫米以下的降水内
,

截留量的增 加 速 度
,

较

大
,

而 日降水大于 20 毫米以上时
,

截留量的

增加速度减小
。



表 2 各级别日降水 , 的平均截 留t 和截留率

降水级别
(毫米)

项 目

统计 日数 (天 )

降水量 (毫米 )

截留量 (毫米)

截留率 (%)

0
。

[ i
。

l

~ 1
。

O ~ 3
.

0

3
。

1

~ 6
。

0

6
。

,

~ 1 0
。

O

] O
。

1

~ 2 0
。

0

2 0
。

~ 3 0
。

3 0
。

1

~ 4 0
。

0
> 4 0

.

1

2 5

O
。

4

0
。

3

7 5

1 斗

7
。

7

1
。

7

2 2

2 3 1 2 6 7

1 4
。

4 2 6
。

5 3 3
。

9 4 7
。

7

2
。

6 3
.

6 3
。

7 4
。

3

1 8 ] 4 1 1 9

林冠截留率与截留量相反
,

是随着不 同

级别降水强度的增加而减少
,

如在日降水强

度为 0
.

1一 1
.

0毫米时
,

截 留率平均可达 75 % ;

日降水强度小于10 毫米
,

截留率可达 22 % 以

上 , 当日降水强度大于 30 毫米时
,

截留率就

降为 1 0 %左右
。

由于林冠对降水的阻截
,

使得林内各级

别降水强度日数 均少于林外旷地 (表 3 )
,

并且这种差异随着降水强度的增加而减小
。

如林内全年降水 日数比林外旷地的实际大气

降水 日数减少21 天
,

》 1
.

0毫米的降水 日 数

休内也比林外旷地减少近半月
,

而) 50 毫米

的降水 日数
,

林内
、

外相差仅 1 天
。

另一个

特点是
,

林内与林外旷地不同级别的降水 日

数的差异是在小雨时 (0
.

1一 4
.

9毫米)
,

干

季大于雨季
,

而》 5
.

0毫米以上级别的 降水

日数则是雨季大于干季
。

表 3 林内与林外旷地各级别降水 日数差 (夭)

代了一一一砰泳玩别
(毫米)

季 节

全
一

午

千 季

雨 季

) 0
.

1 》 1
.

0 》5
.

0 》1 0
.

0 》 2 5
.

0 》 5 0
。

0

一 2 1

一 ] 2

一 9

一 1 4

一 1 0

一 4 一 7 一 6 一 6 一 1

由以上分析可知
,

一般情况
,

降水强度

增大
,

截留量也随之增大
,

但二者并非线性

相关
,

由各级别 日平均降水量与截留量的关

系 (图 2 ) 直观看出
,

在降水强度较小时
,

截留量增加较快
,

当降水强度较大时
,

截留

量的增加量逐渐减小
,

即森林对降水的截留

有一个极限
,

当截留量达到或接近这个极限

值时
,

降水量再增加
,

截留量也增加甚微
。

降水量与截留量有明显的相关性
,

拟用

下式指数 函数方程式表示
:

R = 0
。

6 8 9 6 e l
·

0 5 4 9 X r = 0
。

9 6 0 0

式中: R 为降水量
; 。

为 自然对数
; x 为截

留量 ; r 为相关系数
。

上述方程式的图象为

图 2 虚线所示
,

降水量与截留量的相关程度

达极显著水平
。

三
、

林冠湿润程度和截留

林冠对降水的截留与雨前的林冠湿润程

度有直接关系
,

一次降水过程的截留量大小
,

与前一次降水停止到这一次降水开始之间隔

期的长短有关
。

与前一次降水的间隔时间愈

长
,

雨前林冠愈干燥
,

则林冠截留降水的能

力就愈强
;
反之林冠截留降水能力就较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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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均 日降水量与平均截留量的关 系

如
: 1 月 1 日一15 日连续无降水

,

16 日 加
,

林冠截留率有减小的趋势, 2) 截留量的

降水 0
.

2毫米
,

林内无降水
,

雨量全 部 被林 大小与林冠湿润程度有直接关系
,

如降水量

冠截 留
,

截留率为1 00 % , 17 日有降水 3
.

1毫 相同的 6 日和 8 日
,

截留量和截留率则是连

米
,

林内降水 1
.

2毫米
,

林冠截留量为1
.

9毫 续降水的第 5 天 (6 日
, 1

.

1毫米
,

22 % )较

米
,

截留率达61 %
。

又一例是在雨季盛期的 第 7 天 (8 日
、

0
.

7毫米
,

14 % ) 偏 大 ; 3)

7 月份
,

全 月降水 日数 28 天
,

雨 量 达 5 9 7
.

6 在林冠充分湿润后的连续降水的第 8 天
,

虽

毫米
,

林内月平均相对湿度为98 %
, 7 月 1 降水量很小为 0

.

6毫米
,

但截留量仅为On 毫

日无舞水
,

在 7 月 2 一 g 扫的一次连续 8 天 米
。

充分说明了林冠的湿润程度对林冠截留

的舞水实况
‘

(表 4 ) 中可看出
: l) 降水开始 降水是至关重要的

。 :
:

的前两天 (2 一 3 日)
,

截留率较大
,

随着 在干季林冠截留量平均为 4 3
·

4毫米
,

平
连续降水 日数的增加

,

即林冠湿 润 程 度 增 均截留率为19 %
,

干热的 2 一 3 月在 79 %以

7 月 2 日一 9 日连续降水实况

、

人布袅

日 闷
期 2 日

0
。

3 6
。

7 0
。

6

0
。

0

5 6
。

3

6 2
。

5

2
。

8

4

5
。

7

5
。

1

4
。

0

1
。

1

2 2

2 6
。

3

2 2
。

7

3
。

6

1 4

理
。

4 0
。

5

0
。

8 0
。

3

1 0 0

O
。

7



上
。

雨季的平均截留量为 1 91
.

6毫米
,

截 留

率为12 %
。

从截留量来看
,

虽雨 季 大 于 干

季
,

湿润程度也是雨季大于干季
,

这是因雨

季降水量远大于干季的缘故
。

截留率能更真

实地反映干季林冠较雨季干燥
,

截留率是干

季大于雨季
。

从各种文献资料来看
,

本地区年均截留

率 (12
.

4 % ) 数值似乎偏小
,

这是因林冠较

湿润的生态环境作用的结果
。

林内相对湿度

年平均为86 %
,

大于90 %的月份可达半年之

久
,

特别在雨季期间
,

云雾笼罩着整个森林

带
,

空气湿度达饱和状态
,

所以植物学家把

本地的常绿阔叶林命名为
“湿性 ”

常绿阔叶

林是名副其实的
。

量与截留率均较小
,

反之则较大
。 : “一

; 本
-

2
.

林冠截留还受风 向
、

风速
、

坡向
、

坡

度等因子影响
,

本地区截留量与 截 留率 较

小
,

是因本地区海拔高
,

温 度 低
,

降水丰

声 湿库大
,

加上森林本身的特征属常绿阔

叶林 (多种文献报道阔叶树的截留量 比针叶

树小)
,

叶片光滑无毛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

3
,

一

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内空气湿

度较大
,

这也与林冠截留有关
。

因截留的降

水很容易蒸发到空气中
,

增加空气湿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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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经济木材志》 受到国际好评

《国际木材解剖学家协会公报” (I A W A Bu lle ti “

不‘9 90 年等久
1卷第 2

一

期 攀7 页上 ,

雀
表了木材学专家彼特

·

巴斯和邓亮二位先生对该书约赞誉书评
,

译文如下 , 沙 一
J

、众

《云南经济木材志》
,

中文
,

罗良才
。

全书文字记述 4 5 2页
,

彩色擂明1 6页
,

:袅白播周几邓”

页
。

中国
、

昆明
, 1 9 8 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

。

定价
: 2
卿

。元 (精装本)
。 _

一
.

气
_

-

一
该书主要部份叙述云南主要经济木材3 0 3种的性质, 隶 1 69

· _

私 6 6科
。

每 种李变种的分
布

,

树木大小
,

术材的宏观和微观特征
,

以及物理力学性质和用途方面均有数据记载
。

第二

部份
: 根据用途将云南树种分组

。

对子不能使用中文阅读都该书横切面的插甲部份也是妮
有价值的

。

彩色插图描述6 2种锯材的特征
, 、
也包括一些树干的特写镜头和一般的森林景邓尽

片
。

2 26 种木材 ( 30 种针叶材和 1 96 种阔叶材 ) 的黑白播图是由效果很好的显微照片组忘 既

有特征照
,

也有连续照等
。

虽然云南是
;

中国最南端的省份
,

一直延伸到热带
,

许多云南 J哪
高山为温带植物学家所熟习的科属也包括在内

。

这种典型的热带和亚热滞 气 候 因 素的多样
性

,

不但使木材科学家
,

而且使生态解剖学者
,

对云南众多树种的木材解剑主典雀鲤夕
健

连少
是1 9 7 3年出版的唐摺博士的 《云南热带材及亚热带材》

」

一书的很受欢迎的补充著作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