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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森林林冠对大气降水的再分配是水分输入森林的第一个环节, 其过程涉及到森林生态、

森林水文、森林气象及水土保持等诸多方面 1热带地区森林林冠水文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 也
存在着很多问题1 对热带地区林冠降水截留、穿透降雨和树干径流的研究进展和现状进行简要
概括, 总结其中得到认可的规律性认识和依然存在的争议, 以期对热带地区森林林冠水文生态

效应有个较为正确和全面的认识 1 需要在热带地区林冠降水再分配研究中加以关注的方面包
括: ( 1)附生植物、大型藤本植物、板根、不定根等热带雨林特有现象在水量和降水化学元素

输入与分配中的作用; ( 2)对热带雨林以外的其他森林类型的林冠截留降水过程的研究; ( 3)对

林冠降水再分配各过程的更为精确的数学表述, 或改进现有的机理模型使其能够更为准确的反

映各森林类型的降水再分配过程; ( 4)对热带美洲、热带亚洲和热带非洲森林林冠降水再分配

的全景式了解和认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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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w on the Partitioning of Gross Rainfall into Stemflow,

Throughfall and Interception of Canopies in the Tropical Fo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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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partitioning of gross rainfall into t hroughfall, stemflow and w ater inter cepted is t he first step as rainfall falling in for-

est ecosystems and is of hydrolog ical and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The research w ork in the tropical forests has its ow n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 ith t he temperate forests, and the knowledge in measuremen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odelling is still limited in t his

field. This review tries to summarize our curr ent understanding of t he par titioning of gross rainfall and many disagr eements involved in

it, and to get a relative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f hydrological and ecolog ical effect of the forest canopies in the tropics. More re-

search w orks ar e needed to fo cus on: ( 1) the effect of some phenomena in tropical rainforest, such as epiphyte, liane and buttress

on water and nutrient input of r ainfall; ( 2) reports on the gr oss rainfall and its part itioning of other forest types in the tropics, for in-

stance ever- green forests, sparse forests, plantations, agroforests and cropping systems; ( 3) mathematic expression of the pro cess of

interception, stemflow and throughfall, or modificat ion of t he former models to fit differ ent tropical fo rest types; and ( 4) w hole un-

derstanding or view of the par titioning of gross r ainfall in tropical America, tropical Asia and tropical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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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林冠对大气降水的再分配是水分输入森林的第一个环节, 其过程涉及到森林生态、森林水文、森

林气象及水土保持等诸多方面, 是经典森林水文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对它的研究在 20世纪 40年代森

林水文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前就开始了[ 1]1探究森林对大气降水的再分配状况, 不仅为森林生态系统的水
养平衡、能量流动提供基本的研究数据, 对了解森林的水文生态功能、水资源管理与评价, 以及寻找合理

的土地利用方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1
FAO5全球森林资源评价 20006 报道, 热带森林占全球森林面积的 47%, 它以其复杂的结构、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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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较高的受损程度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之一[ 2]1 热带森林的水文效应研究, 尤其是林冠对大气
降水再分配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 其森林本身的特点又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 致使我国在这方面

的研究和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1 对近几十年来热带森林水文的研究进展和现状进行简要概
括, 总结其中得到认可的规律性认识和依然存在的争议, 以期对热带地区森林水文效应有个较为正确和全

面的认识, 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帮助1

1  林冠降雨再分配各要素的研究

大气降水输入到森林生态系统首先受到林冠的拦截作用, 被拦截的这部分水分最终通过蒸发作用返回

大气, 是森林生态系统水分损失的重要方面之一, 也是水文水资源分析计算和森林生态系统能量平衡中常

被忽略的部分[ 3] 1大部分降水则以穿透降雨和树干径流的形式到达林地, 被树干、灌草层和枯枝落叶层截
留后输入到林地土壤, 是森林生态系统接收到的降雨部分, 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林分利用大气降水

的效率1 因此可以认为, 大气降水输入森林后, 林冠截留、穿透降雨、树干径流构成了新的水量分布格局
1
111  林冠截留

林冠对降雨的截留作用是有限的, 通常采用林冠截留率(即截留量占相应时空范围降雨量的百分

比)作为比较不同林分截留作用的表征量1我国热带雨林和人工林林冠年平均截留率在161 81% ~

4114% [ 4~ 6] ; 热带不同地

区森林类型的平均截留率

在6% ~ 50%不等 (表 1) 1
已有的研究结果显示 (表

1、表 2) , 热带天然林尤其

是热带雨林具有较高的截

留率, 这除了要归功于热

带雨林特殊的群落结构,

还与热带地区较高的温度

和较强的蒸发有关1
11111  测定方法  林冠截

留量的确定一般采用水量

平衡法, 即通过实测得到

的林外降雨、树干径流和

穿透降雨量, 基于林地表

面以上的水量平衡公式( 1)

来确定

表 1 热带地区不同森林类型的林冠截留

Table 1  Intercept ion loss in various t ropical forest s

地   点 林   型 截留率 / % 时   间 文献

波多黎各 热带雨林 50 66 d [ 7]

波多黎各 次生林 3817 1 a [ 8]

印度 漆树林 31 105 场 [ 25 mm 的降雨 [ 9]

文莱 沿海低地雨林 18 4 a [ 10]

斯里兰卡 森林公园 131 0~ 131 4 2 个月 [ 11]

印度尼西亚 人工林 11, 18 2 a, 雨季 [ 12]

印度尼西亚 低地雨林 11 55场 815~ 1351 5 mm 的降雨 [ 13]

印度尼西亚 农作物 8, 18 2 a, 作物生长季 [ 14]

哥伦比亚 热带雨林 111 9~ 161 9 2 a [ 15]

肯尼亚 人工林 1012 33个月 [ 16]

肯尼亚 混农林系统 918 33个月 [ 16]

巴西 热带雨林 819 1 a [ 17]

印度尼西亚 砍伐后雨林 6 95 场降雨 [ 13]

I = P - T - S ( 1)

式( 1)中, I 代表林冠截留量, P、T 、S 分别代表相应时空区间的林外降雨量、穿透降雨量和树干径流量

1对一次降雨事件而言, 林冠截留量 I 实际上不仅指降雨结束时林冠上蓄存的水分, 还包括树干蓄存的水

分(如果降雨量足够使树体湿润的话)以及降雨过程中林冠和树干的蒸发量 1
11112  影响因子  林冠截留主要受到林分本身特点(林木种类、林冠结构、林分年龄等)和环境因素(降水特

征、风速、温度等)的共同影响 1林冠截留与各影响因子之间的量化研究, 目前主要集中在林冠截留与林分
组成及大气降水特征的相互关系上, 但对热带湿润地区雨量较大的降雨, 由于存在较大的标准差, 因此难

以对林冠截留进行可靠的估计[ 25] 1表 2反映了不同纬度对林冠截留的影响, 也反映了同一地区(有大致相

同的气候条件)不同林分之间的林冠截留差异: 从叶片形状来说, 针叶树种的截留降水量较大, 阔叶树种

次之; 从林木生长规律来说, 常绿树种较大, 落叶树种次之; 从林冠结构的复杂程度来说, 天然林较大,

人工林次之1大部分研究认为, 林冠截留量与降水量呈正相关关系[ 5, 12, 23, 26, 27] , 一般来说, 二者之间的关

系在降雨初始或雨量很小时表现十分明显, 但截留率随着降雨量的增加而减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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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热带树种研究表明, 林外降雨的雨滴

动能决定着林冠截留量随雨滴大小的增加而减

小的程度[ 28~ 30] 1Hall[ 11]通过研究比较不同林
型和不同雨型下的林冠截留认为种间的树冠截

留差异完全取决于不同的树冠类型, 降雨量大

小和降雨频次的改变比雨强对林冠截留产生的

影响更大 1另外, 森林经营方式对林冠截留的
影响也不可忽视, Asdak等人[ 13]对印度尼西亚

砍伐和未砍伐的林地进行的研究发现当单位面

积林木株数减少 52%、林木基地面积减少

63%后, 该林区林冠截留率从 11%降低到 6%

1
在一些热带湿润地区的干季, 雾、露水是

另一种主要的大气降水形式 1 在西双版纳热带
季节雨林和橡胶人工林的研究表明, 雾及雾水

极大的弥补了该地区降雨量的不足, 且气温越

低、风速越大, 林冠日雾水截留量越多, 并指

表 2  我国各气候带林冠截留状况
Table 2  Various intercept ion loss in Ch ina in terms of climat ic zone

气候带 实验地 林   型 截留量

/ mm

截留率

/ %
文献

温带

凉水

黑龙江尚志

靖远哈思山

原始红松林

硬阔叶林

灌木林

-

-

8912

2710
1611
2318

[ 18]

[ 18]

[ 19]

暖温带

北京东灵山

秦岭火地塘

秦岭火地塘

落阔混交林

油松林

落叶松林

1341 9
1901 0
1691 9

1816
2010
1719

[ 20]

[ 21]

[ 21]

亚热带

福建南平

广西里骆

江西分宜

杉木人工林

常绿阔叶林

毛竹人工林

213167
1941 2
1861 7

12140
1010
1111

[ 22]

[ 23]

[ 24]

热带

海南尖峰岭

西双版纳

西双版纳

山地雨林

季节雨林

橡胶林

-

6601 6
3931 5

3615
41143
24168

[ 5]

[ 6]

[ 6]

出较小的风速是本地区雾水截留量远小于其他世界其他热带森林的主要原因之一
[ 31~ 34]1

除树冠截留外, 树干截留也是树体截留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但是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很少1Her-
w itz[ 35]结合野外实验与实验室方法, 测定澳大利亚热带雨林不同树种单位叶面积和单位树皮体积的最大

截留量, 认为拥有较大的木质面积和较小的树冠投影面积的在雨量较大的情况下可以截留更多的降雨, 并

认为林冠截留受空气动力学状况的影响, 即在平缓的空气流动状况下, 树干截留占总截留量的 50%以上,

在湍流空气状况下, 占 80%以上 1
11113  林冠截留能力  相同降雨量下所能达到的最大林冠截留量即通常理解的林冠截留能力[ 36] , 不同的

研究者对林冠截留能力的定义不同
[ 36~ 38]1 基于理想环境条件去理解, 林冠截留能力由林地的特性(如树种

组成,叶、枝、茎的表面积指数及表面持水能力等)决定[ 39] , 并且与叶面积指数线形相关[ 14] ; 基于实际降雨

过程去理解, 林冠可到达的最大截留量并非定值, 而是取决于与雨强和雨滴动能相关的雨滴大小[ 29] 1 估
算林冠截留能力常用的 3种方法为基于野外实测数据的回归法、基于实验室测定的尺度上推法, 以及基于

C- 射线和微波衰减技术的遥感法
[ 39] 13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各有特点, 其中回归法受限于测量的方法和

数据的选取, 在穿透降雨空间变率较高的热带地区很难应用, 尺度上推法的精确度取决于林地叶(茎、枝)

面积指数以及生物量的可靠程度, 而遥感法成本较高, 难以实施1
热带地区气温高, 蒸发量大, 雨季雷暴日明显增多1 由于降雨强度大, 历时短, 又常伴随着大风,

在雨季的大多数降雨过程中几乎不存在可以到

达最大截留量的 /理想状态0[ 30] 1热带森林估算
的林冠截留能力在 0112~ 1155 mm不等(表 3)1
11114 林冠截留模型  林冠截留模型是估算
和预测林冠截留量的有效工具, 主要包括经

验、半理论和理论模型, 三者各有利弊, 但结

合理论推导和经验参数的半理论模型更具实用

性
[ 41~ 46] 1 半理论模型中, Calder 的随机模

型[ 28, 29, 47]、Rutter 的微气象模型[ 38, 48, 49]以及

Gash的解析模型[ 37, 50]运用广泛, 热带很多地

区都在各种森林类型实验的基础上对这些模型

进行了检验, Gash 模型及其改进模型与实际

观

表 3  热带森林林冠截留能力
T able 3  Estimations of canopy capacity of rainfall

   intercept ion in various t ropical forests

地点 林型
截留能力

/ mm
方法 文献

印度尼西亚 农作物 0112, 0109 尺度上推法 [ 14]

印度尼西亚 人工林 01 5, 016 回归法 [ 12]

巴西 低地雨林 01 74 回归法 [ 17]

坦桑尼亚 常绿阔叶林 01 89 回归法 [ 40]

印度尼西亚 砍伐后雨林 11 00 回归法 [ 13]

文莱 低地雨林 11 14 回归法 [ 10]

波多黎各 热带雨林 11 15 回归法 [ 7]

哥伦比亚 热带雨林 1116~ 1155 回归法 [ 15]

印度尼西亚 热带雨林 11 30 回归法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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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结果拟和的较好[ 7, 9, 10, 12, 17, 51] ,而Rutter的

双层随机模型则更能贴切地描述热带天然林小时间尺度的林冠加湿过程[ 30] 1 经验模型虽然有很大的局限
性, 不能反映截留过程, 但它简单明了的表明了林冠截留量与降雨量之间的数量关系1

曾庆波[ 5]研究得出尖峰岭热带季雨林 101次降雨中林冠截留 Y 与降雨量X 的关系式为

Y = 01935 4 + 01238 8X   ( r = 0190) ( 2)

Dykes
[ 10]
根据文莱沿海低地雨林 46场降雨得出截留量 I 与降雨量P 的回归方程

I = 0113P + 0193      ( R
2
= 4919%) ( 3)

Jackson[ 40]用线性方程、二次方程和对数方程拟合东非热带森林的各级降雨截留情况, 认为对数方程

拟合更好

I = 0185+ 01541 9lnP ( 4)

式中: I 为截留量, P 为降雨量 1由降雨截留过程可知, 对未使林冠达到饱和的降雨而言, 线性方程拟和
较好, 其中的参数物理意义也更为明确; 对雨量较大的降雨而言, 则应尝试用非线性方程拟和, 可能结果

较好 1
112  穿透降雨  

穿透降雨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没有接触林冠而直接通过林冠的间隙到达林地表面的降雨, 称为自

由穿落雨; 另一部分是雨滴击打林冠表面溅落的雨滴, 以及被叶片和枝条截持后滴落的雨水, 称为冠滴水

量1 和其他地区森林一样, 热带森林接收到的降雨中绝大部分以穿透降雨的形式到达林地 1 各地热带林
(天然林、人工阔叶林、农作物)的穿透降雨占大气降水的比率不等, 大约为 39~ 9018% [ 5, 8, 9, 12, 14, 15, 17, 51, 52]

1
11211  测定方法  穿透降雨的测定工作由集水、测量和记录 3个部分组成 1 集水设施一般采用矩形受雨
口和矩形、梯形或三角形断面的沟槽式收集器1 考虑到热带地区降雨的特点, 收集器的容积都比较大, 必
要的时候可采用分流装置 1收集器中的水被导入测量设施或器具中, 常用的有倾倒式雨量计、雨量筒、三
角堰等1 大多数研究都采用自计仪器自动记录, 便于长期水文资料的收集, 但是仪器的精度容易受到热带
高湿环境的影响[ 53] , 因此有选择的人工观测和记录也是十分必要的1

热带森林尤其是热带雨林林冠盖度、厚度、以及林冠内枝叶密度都具不均匀性, 由此带来的重要问题

就是穿透降雨的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比较大 1 消除这种影响的有效方式是增大收集器或收集器组的面
积

[ 54]
, 但是过大的集水面积要求的集水器数目较大, 因此必须寻找适当的仪器和样点布设方式 1Loesch-

er
[ 55]
运用地学统计的方法检验穿透降雨的空间变率与空间自相关, 确定收集器之间的距离应大于45 m;

Lloyd[ 52]在亚马逊雨林的研究认为每次降雨后随机布设仪器的优于定点观测, 并且仪器在一定的林地纵面

迹线上随机重设优于在整个样地上的随机重设1 在热带其他地区的雨林进行的研究也大多采用了每次降雨
后或每天随机移动穿透雨收集器的方法[ 13~ 15, 51]1
11212  影响因子  穿透降雨中, 自由穿落雨和冠滴水实际上受到不同的因子影响, 即使是同一因子, 对

两者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1 自由穿落雨由林冠覆盖度决定, 即自由穿落雨率(自由穿落雨与总雨量的比
率)与林冠覆盖度之和为 1

[ 37, 47]
; 但是, 实际降雨中风的存在使得雨滴不能垂直降落, 使自由穿落雨率变

小1 在受海洋性气候控制的湿润热带森林中, 风是不可忽略的气候因子, 如我国的海南岛受台风和海风的
共同影响, 平均风速为 115~ 418, 30 m#s- 1以上大大风各月都会出现[ 4]1 由于冠滴水量和林冠截留作用密
不可分, 所以影响林冠截留的降雨因子(雨强、雨量、降雨历时及雨型)和林冠因子(主要是叶片质地和形状)

都会影响到冠滴水量, 风在其中同样是不可忽视的环境因子, 由于风或其他干扰(如持续高强度的雨滴击

打)对林冠的机械晃动作用, 枝叶可能未达到饱和就产生冠滴量 1大部分研究认为穿透降雨和林外降雨存
在较为密切的关系: Scatena

[ 8]
在热带美洲的研究表明不同流域降雨特征比林相特征对穿透雨的影响更大;

M arin[ 15]对西亚马逊 4种不同森林生态系统研究发现穿透降雨量随着雨级的增长而增大; 曾庆波[ 5]认为降

雨强度越大, 阴雨持续时间越长, 林内相对湿度增大, 则穿透雨越大; Sinun [ 56]在马来西亚研究表明穿透

降雨滞后于降雨的时间是降雨强度的函数1 林冠结构对穿透降雨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西双版纳干季一些月
份出现热带季节雨林内的穿透降雨量大于林冠稀疏的橡胶林的状况, 这可能与当地干季沟谷中大量的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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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存在有关[ 6] 1
11213  穿透降雨模型  描述穿透降雨多用基于资料统计的线形回归方程(表 4) , 回归系数 b 反映了穿透

雨量随降雨量增大而增大的速度; 范世香等
[ 57]
借用蓄满产流的概念来描述穿透降雨的产生, 提出了尚待

完善的机理模型, 但是否适合在热带森林中应用还需要验证1

表 4  不同热带雨林穿透降雨 T 和降雨量PG 的回归方程T = a+ bPG 中回归系数a、 b 的取值

Table4  Different values of a and b in the regression equat ions of intercept ion loss ( I ) on gross rainfall ( PG ) for t ropical forests

样    地 a b 备    注 文献

印尼热带雨林

密闭林冠

不连续林冠

林窗

 1139
 1177
 0104

0183
0193
1101

r 2= 01 95
r 2= 01 98
r 2= 01 99

[ 13]

海南岛热带半落叶季雨林   01722 8  01813 3 r = 01986 9, n = 92 [ 5]

马来西亚热带雨林 0151 0184 r 2= 01 97, n= 24 [ 56]

文莱低地雨林 - 01923 01861 n= 46 [ 10]

西亚马逊热带雨林

沉积平原

高阶地

低阶地

冲积平原

- 1102
- 1102
- 1107
- 1148

01926
01918
01906
01887

r 2= 0199, n= 102, 97, 97, 84 [ 15]

11214  穿透降雨的空间分布  热带雨林穿透降雨空间变率研究有很多报道: Sinun[ 56]在马来西亚热带雨

林中采用 /观测点固定、收集器移动0 量测方式, 发现 101 个观测点中 25个点收集到的穿透雨量比林外

降雨多 10% , 22个观测点收集的水量少于林外降雨的 40%, 林窗下收集到的穿透雨量占当次雨量的 88%

~ 102%不等; Lloyd[ 52]采用同样的方法在亚马逊雨林中发现 494 个观测点中 29%的测点记录的穿透降雨

大于当时的总雨量1Sinun [ 56]认为林冠密度和树种的差异与穿透降雨的空间分布没有明显的关系, 起主导
作用的可能是叶尖滴水, 一些有藤本植物和攀援植物的树也会使其下的收集器收集到更多的穿透降雨, 而

Loescher[ 55]通过地学统计分析认为收集器上方的枝叶与穿透降雨的关系不大, 大的树冠和林窗是热带雨林

穿透降雨空间变率大的主要原因1
热带雨林中穿透降雨的空间分布比较复杂, 并不能简单的认为密度较大林冠下的穿透雨量小, 林窗下

则比较大 1在雨量不大、不能使林冠饱和的情况下, 高密度的林冠枝叶量较大, 对降雨的截留量大, 穿透
降雨就小; 但是在热带湿润地区的大多数降雨中, 雨量足以使林冠达到饱和, 浓密的枝叶形成更多的冠滴

量, 从而产生更多的穿透降雨 1林窗中接收到的雨量以自由穿透雨为主, 因此比较接近林外降雨, 但由于
收到降雨倾角和林窗边缘枝叶分布的影响, 穿透雨量也会增大或减小1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假定林外降雨
是均匀的, 那么林冠的存在使得降雨到达林地表面的途径变得复杂和多样, 因而使穿透降雨显示出较大的

不均匀性 1
113  树干径流

树干径流也叫茎流、干流, 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研究显示树干径流对径流产生、地下水分交换、土壤水

分的空间分布、土壤化学, 以及林下植被和附生物的分布都有重要的意义[ 58, 59] , 在树干密度较高的森林

生态系统中, 树干径流尤为重要
[ 60] 1 树干径流的产生途径有二: 一是枝叶上拦截的降雨汇集到树干而流

下, 二是雨滴直接滴落到树干上, 加湿树干产生树干径流 1 树干上的水常以扩散和流动的方式向下运动,
或者只是粘着在树干表面, 有些研究定义其中的一种特定方式为研究对象[ 15] , 实际中三种方式都是存在

的, 以哪一种方式为主可能与降雨特性和树干质地有关, 在具体操作中可以简单地认为在树干上可以收集

到的非静止水量就是树干径流 1
各种类型的热带林的树干径流占降雨量 016%~ 18%不等, 其均值远小于温带森林( 1113% )和(半)干

旱森林( 19%) , 在同一生态区内不同森林类型之间树干径流的变率以热带森林为最小; 在热带地区, 天然

林的树干径流所占的比例大于人工林, 以热带雨林为最高[ 14, 58] 1
11311  测定方法  惯常的树干径流测定方法是用剖开的聚乙烯塑料管以螺旋形缠绕在树干上( U胸高处) ,
末端完整的聚乙烯管将收集到的干流水输送到盛水器或雨量计中进行自计或人工记录1 用于收集树干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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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半剖管( Spiral collars)需要伸出树干一定的距离, 一般为 2~ 3 cm , 太宽会收集到冠滴量和飘落的雨滴,

太窄收集到的水流则有可能溢出, 也容易被杂物拥堵1 对于茎干较细的农作物如玉米等, van Dijk等[ 14]采

用人工模拟热带地区典型降雨的方法, 将农作物伐下直接插入瓶中来收集, 需要注意的是应根据茎的粗细

来选择收集瓶的口径 1
针对各种森林类型的特点, 样树的选择必须考虑树种、径级、林木生长状况及其树冠特点等, 在每块

样地中随机选择样树[ 15]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也有研究采用在样地内做若干横切面等到相应的样线、在样

线上按照径级取样的方法[ 13]1 森林水文研究中需要将收集到的树干径流量换算为水深( stemflow depth e-

quivalents) , 大多数研究用树冠投影面积进行换算, 因为树冠可以看成是大气降水的收集器, 树干在其中

起到了汇集水量的作用, 但也有研究采用了基底面积[ 13] , 即用每块样地的基底面积分布频率将结果集成

到整个样地面积上1 在西双版纳的人工橡胶林群落中, 甚至观察到降雨过程中树干迎风面产生树干径流而
背风面依然干燥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受雨面积则应该是基底面积的一半, 在处理长期的观测数据时往往

不可能考虑到树干径流产生的多种情形 1
11312  影响因子  树干径流的影响因子可归纳为生态区(气候条件)、气象因子、季节变化、树种差异、
林冠结构等几个方面, 且样地差异、附生植物有无、树干质地差异、降雨频率、降雨历时、雨量和雨强是

造成同一气候区内树干径流量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 58] 1 有研究认为除了大风及雨强较大的天气状况外,
树干径流量随林外雨强的降低而减少; 连续的降雨事件由于使树干优先流的通道超载而使树干径流量减

少[ 61] 1在马来西亚热带雨林中的研究表明 118 mm 的降雨后会产生树干径流[ 56] , 而海南岛尖峰岭热带半

落叶季雨林, 4 mm 以下的大气降雨几乎无树干径流产生[ 5] 1 在降雨特征一定的情况下, 林冠持水能力是
决定干流产生的关键因子, Herw itz

[ 35]
研究得出不同热带树种树干持水能力在 0151~ 0191 mL#cm- 3

范围

内, 并且发现树皮较薄的树种明显具有比树皮光滑的树种更大的树干持水能力 1对于同一树种的不同个体
而言, 林冠结构对树干径流产生的影响较大, 但是不能下结论说具有相似形状的同种林木其树干径流量是

定值
[ 58]1 已有很多研究报告了林冠结构参数如枝条的倾斜角、树的基底面积、树干长度、枝条数目和位

置, 以及林窗大小等对林木产生树干径流量的影响[ 61, 62] 1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中树干径流总量随着树
木径级和树冠面积的增大而减小[ 6] , 而其他研究中则认为树干体积与树干径流的大小之间没有明显的关

系[ 5, 27] 1
11313  树干径流的空间分布  在热带雨林中, 树干径流在林木植株个体之间差异很大: 落叶的树和下层

林冠的树产生较多的树干径流, 这些树倒掉后水量增加[ 13, 56] ; Scatena[ 8]在波多黎各的研究表明 1 a 中

50%的树干径流来自于小于 12%的树干; L loyd 等[ 52]在亚马逊雨林中观测的 18棵样树中 15棵测得的树

干径流量占总量的 14% , 而其他 3棵树测得的干流量分别占 7%、23%、56%1与穿透降雨的空间变异相
比, 热带雨林内树干径流分布的空间变异似乎很容易理解 1树干径流不同于穿透降雨, 它是借助树干的定
点水分输入, 在降雨量一定的情况下, 树干径流的大小取决于其 /收集设备0 (树冠)和/导流设备0(树干)

的特征, 而热带雨林中植被物种丰富, 结构复杂, 林木个体显示出较大的不均匀性, 树干径流的分布由此

也存在较大的空间变异1 热带树种特有的板根也会影响到干流向林地输入的空间分布1 通过增进树干径流
的分异和增加树干径流和凋落物层的接触面积, 板根可以降低树干径流转化为地表漫流的可能性, 因此可

以说在大的降雨事件中, 板根的存在限制了热带山地的土壤侵蚀[ 63] 1
11314  树干径流模型  目前预测特定地区林分树干径流量的主要是统计模型 1多数研究认为树干径流量
与降雨量直线相关, 而干流率与降雨量则为幂指数或双曲线关系

[ 43, 44]
; 树干径流的机理模型大多数把树

干径流的产生过程和林冠截留过程联系起来[ 58] , 少数研究通过实验室模拟, 考虑降雨强度、降雨历时、

叶倾角、叶的形状、枝干夹角、叶面积指数等参数, 把树干径流的产生作为一个独立过程来建立模

型[ 58, 64]1
Marin[ 15]在西亚马逊热带雨林的 4块样地研究得出的树干径流经验模型为

PS = c( PG )
d

( 5)

式中: PS 为树干径流量, PG 为降雨量, 参数 d 为 11325~ 1153, 参数 c 为 01001 5~ 01003 11

曾庆波
[ 5]
在海南岛尖峰岭半落叶季雨林中得到的干流( Y )与降水( x )经验方程为

y = 01215 3x + 0104   ( r = 01955 3, n = 7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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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与小结

林冠降水再分配提供另一种审视森林与水关系的角度, 它基于植被与水分之间的物理作用而非生理生

态所关注的生理过程, 既要求更进一步探究小尺度上特定林地某一时段的林冠与大气降水相互作用的机

理, 也需要在大尺度上了解不同地区以林冠为交换界面的森林生态系统与大气之间水汽交换的不同过程 1
因此, 目前的林冠水文研究已不仅仅是森林水文学的范畴, 而更多的是从生态学的视角来观察、解决问题

的生态水文学研究内容1
中国的森林林冠对降雨的再分配研究是随着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而全面开展的, 总的来说, 对热带

地区的研究时间相对较短, 资料较少1 从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 中国现有的研究偏重于以观测数据为基
础的讨论, 而对实验方法涉及较少; 直接得出结论较多, 对林冠降雨再分配过程关注较少; 得到的经验模

型较多, 而涉及理论和半理论模型的较少; 对降雨再分配各分量间数量关系讨论较多, 而结合不同林分结

构特征讨论的较少1
从全球来说, 热带森林林冠水文研究需要对热带美洲、热带亚洲、热带非洲各种森林类型林冠水文过

程和特征的全面认识, 尤其是开展了对热带雨林的大量研究后, 应同时对热带稀树草原、常绿阔叶林以及

人工林和农作物系统予以关注 1热带森林林冠水文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 以全球的视角审视热带地区林冠
对大气降水的再分配模式, 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手段探究林冠降水再分配过程和林冠、水分的相互作用机

制, 以及与地球化学循环相关的林冠对降水化学元素的分配应该成为今后研究的趋势和重点, 同时还应基

于降水再分配过程及其相关影响因子更加深入的理解, 加强对林冠截留机理模型的研究 1
从以上分析总结, 认为在热带湿润地区值得关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热带雨林的多层非均质林冠其蓄水的垂直分异性、以及对降雨进行截留能力的水平分异性如何? 采取

怎样的研究方法来反映这种空间变异性?

热带雨林表土贫瘠, 它对大气降水养分输入的依赖程度如何? 树冠、附生植物、树干对大气降水养分

输入有何种程度的影响?

与热带雨林内特有现象相关的林冠降水再分配过程有何特殊之处? 如热带雨林树种利于排水的特性

(如滴水叶尖和光滑的树干)与林内使截留能力增加的大量附生植物同时存在, 如何评价它们对降雨再分配

过程的影响? 大型板根的存在形成养分和水分的定向定点输入对林下植物的生长的分布有多大程度的影

响? 有板根的树干怎样进行树干径流的量测? 如何评价藤本植物和大量不定根在林冠降水再分配中的作

用, 如何进行量化研究?

面对热带雨林的大面积退化消失和人工林的大面积种植的状况, 怎样看待由此引起的水循环过程和水

量分配格局的变化? 同时, 中国热带地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 下垫面性质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强烈变

化, 这就使自然生态系统本来固定的水资源利用模式变得复杂, 如何从森林水文生态效应的角度, 把同一

气候区内对热带雨林、热带次生林、人工林以及农作物系统的研究成果统一起来客观地评价这种土地覆盖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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