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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6#!

年
#&#!

月! 通过定位监测麻栎
7#+$8#4 &8#5-44-9&

林林内外温湿度! 探究林分对空气温湿度的调节作

用% 选取
73 8

树龄的麻栎林为研究对象! 以裸地作为对照组! 在麻栎林& 裸地样地中选择光照条件& 土壤状况一

致的试验点! 使用
9:;8<(2

自动气象站收集温湿度数据! 分析并建立回归方程! 并分季节& 时间段进行均值检验%

研究表明$

!

林内外温度日变化曲线为抛物线型! 相对湿度日变化曲线为
=

型! 林内外温湿度日变化呈对称关系%

"

麻栎林处在生长旺季时! 林内温湿度变化幅度小于林外!

3"-

月麻栎林降温作用最显著!

-

月麻栎林增湿作用最

显著%

#

从全年来看! 麻栎林全年降温
+. %%+,7 #

! 季节温度林内外差值夏季＞春季＞冬季＞秋季% 较裸地全年相

对湿度增加
7+ 4%$,%$>

! 季节相对湿度林内外差值夏季＞秋季＞春季＞冬季% 对比夏季不同时段温湿度相关性!

+7*""

温湿度变化相关性显著! 全年气温林内"

6

'和林外"

:

'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6 ? ",--% %: @ #,!64 %

!

;

!

? 6,$4! .

%

全年相对湿度林内"

6

'和林外"

:

'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6 ? 6,$%# -: A 6,67! .

!

;

!

? 6,$4- 6

% 结合全年观测数据进行均

值检验! 全年林内外温湿度变化不显著! 夏季林内外相对湿度变化显著! 对比夏季不同时段温湿度相关性! 在中

午时分麻栎林降温增湿作用较显著% 图
+6

表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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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周边森林蒸腾作用显著% 可以有效降低城市周边气温% 补充空气湿度% 因绿化面积集中% 其降

温增湿作用远优于城市内部小面积绿地% 是城市居民健康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研究城郊树种的温湿

度变化特征具有现实意义#

#

$

& 吴力立#

F

$通过研究城郊和市区日空气相对湿度% 得出了城市森林能有效地

对邻近空间 '补湿(&

2<NOP

等#

!

$调查不同城市景观形态的室外气温变化% 观察到不同的城市地区小气

候分布有着显著的差别% 城市景观形态和小气候变动关系紧密& 欧阳学军等#

%

$通过分析鼎湖山
%

种不同

海拔高度森林温湿度差异% 认为正确评价不同森林类型的小气候功能时% 应准确区分开海拔高度) 地

形) 植被类型等各个因素的影响% 才能得出具有科学结论* 邵永昌等#

Q

$通过对上海地区
#>

种绿化树种

的蒸腾特性对比分析% 筛选出了降温增湿效应较好的城市绿化树种* 麻栎
$%&'(%) *(%+,)),-*

为落叶乔

木% 广泛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是南京地区典型的优势树种* 目前% 关于麻栎林对小气候温湿度变化

影响特征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以南京市城郊麻栎林为研究对象% 以裸地作为对照% 分析麻栎林林内外温

湿度变化规律% 探讨其降温增湿能力% 旨在为南京市城郊植被恢复+ 人工林营造提供科学依据% 为麻栎

林的合理经营以及选择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降温增湿效益相结合的城市绿化树种提供理论基础,

#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

试验区概况

试验区位于长江三角洲区西部南京市国有东善桥林场铜山分场!

!#$!Q%R!#$!H%O

%

##D$QC%R##D$QF%

K

"% 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年平均气温为
#Q$# &

% 无霜期为
FFH$C .

% 年日照时间为
F #HH$C '

, 区内

气候温和湿润% 四季分明% 水热资源比较丰富% 生长季长, 年平均降水量为
# #CC$C 33

% 地形为苏南丘

陵% 土壤类型为黄棕壤% 坡向均为东北向!

OK

"% 土壤厚度为
"C 53

%

"C 53

以下为砂岩风化母质层% 海

拔
F"$C 3

% 地下水位位于
#C$C 3

以下, 选择不受林缘和林窗影响的麻栎
$%&'(%) *(%+,)),-*

林与裸地为

测量试验地点% 试验样地均为
#CC 3 ' #CC 3

% 麻栎林地平均坡度为
#D$

- 林木平均胸径为
F%$! 53

% 平

均冠幅为
Q$> 3

% 平均树龄为
%Q (

% 平均树高为
#"$D 3

- 林分密度为
%FQ

株.
'3

(F

% 郁闭度为
C$DH

,

*+,

研究方法

#$F$#

温湿度的测定 在麻栎林+ 裸地样地中选择光照条件+ 土壤状况一致的试验点设置
F

个
S/5(:*)

自动气象站% 间隔
#Q 3-)

记录
#

次数据% 气象站距离地面
#$F 3

, 麻栎林试验点位置距离样地中心
Q

3

% 裸地试验点距离样地中心
C$D 3

, 于
FC#F

年
#

月
#

日至
FC#F

年
#F

月
FQ

日连续监测麻栎林地与裸

地气温和相对湿度, 以麻栎林温湿度作为林内温湿度数据% 裸地温湿度作为林外温湿度数据, 采用气候

学统计法进行四季划分% 以公历
!TQ

月为春季%

"TD

月为夏季%

HT##

月为秋季%

#F

至次年
F

月为冬季,

为消除降雨对林内外气温的影响% 选择前
! .

无降雨的
!

月
#"

日+

"

月
#

日+

H

月
%

日+

#F

月
F!

日代

表春+ 夏+ 秋+ 冬各季林内外气温的日变化, 取
D

月
#Q

日+

D

月
#D

日+

D

月
FC

日数据分别代表晴天+

雨天+ 阴天林内外相对湿度的日变化- 取
FC#F

年
#T#F

月每月瞬时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该月温湿度值% 进

庄家尧等/ 南京城郊麻栎林林内外温湿度变化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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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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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林内外温湿度季节变化分析! 取
!"&!

年
&'&!

月每日瞬时数据的平均值作为日温湿度" 计算季节积温

和相对湿度#

&(!)!

降雨量的测定 为减少林缘的影响" 在距离麻栎林林外
#% *

处采用雨量筒和
+,-!.

翻斗式自记

雨量计测定降雨量和降雨历时" 记录间隔
/ *01

#

&)!)-

数据处理及方法
!

湿润度的计算# 伊万诺夫湿润度综合考虑了气温$ 降雨量$ 相对湿度对干旱

程度的影响" 可以更好地分析林分的干旱趋势%

2

&

# 本研究采用伊万诺夫湿润度
!

说明麻栎林林内外湿润

状况" 其表达式为
3

!"

!

#$##% &'

'

()*"

(

(

+

'

%##,#

(

#

其中)

!

为湿润度"

"

为降雨量"

#

为平均气温"

$

为平均相对湿度#

!＞#)%

为湿润"

%)24#)%

为半湿

润"

%)-4%)/$

为半干旱"

%)#-4%)!$

为干旱" ＜%)#-

为极干旱#

"

数据处理# 使用
56789 !"&-

进行数据

处理和表格制作"

:;0<01 =)/

绘制图件"

>?>> &$)%

进行方差齐性检验$ 均值
%

检验和相关性分析#

!

结果与分析

!"#

林内外气温变化特征

!)&)&

气温日变化特征 经调查" 四季林内外气温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图
&

() 气温日变化均表现为林外

大于林内# 整体变化呈抛物线型"

23%%,&@3%%

呈上升趋势" 并在
&@3%%

达最高值# 上升阶段气温除夏季

外均为林外高于林内" 其中夏季林内外的气温变化幅度最大" 因为夏季是麻栎林生长旺季" 白天植物蒸

腾作用$ 夜晚的呼吸作用均较强" 微生物活动较为频繁" 使夏季林内外气温日变化波动较大%

A

&

# 春季林

内外气温日变化幅度最小" 温度差保持在
&4! -

内# 随着时间的推移"

=3%%,&23%%

气温均为林外高于林

内" 这可能是由于麻栎林的林冠反射和吸收作用消弱了太阳辐射到达林内的能量" 大大降低了白天林内

气温 %

=

&

#

&=3%%,!@3%%

林内外温度基本保持一致" 因为夜晚辐射冷却" 麻栎林对气温的调节作用降

到最低#

!)&)!

气温日较差变化特征 各月气温日较差均值结果显示'表
&

和图
!

() 各月气温日较差均为林内小

于林外" 除
$

月林内最高气温大于林外" 各月份日较差均为正值" 除
2

"

$

"

&%

"

&&

月林内最低气温大

于林外" 各月份日较差均为正值" 林内气温最大日较差出现在
$

'

&-)! -

(" 林外气温最大日较差出现在

@

月'

&@)= -

(" 说明麻栎林林分具有降低高温$ 提高低温的调节作用#

$

月南京铜山地区出现极热天气"

林分阻止了林内外热量的交互" 随着林内蒸发增多" 负反馈大于正反馈" 出现了林内最高温$ 最低温高

图
&

不同季节林内外气温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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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林外的现象!

"

和
$

月麻栎林林内微生物活动较为频繁"

#%

和
##

月麻栎林枯枝落叶物增多" 致使林

内夜晚保温作用较为明显" 白天林冠的遮荫和林分的摩擦阻挡" 林内风速较林外小" 热量交互作用减

少" 使得林内白天保温作用较好#

$

$

!

表
!

林内外气温日较差

&'()* # +,-./') 0*12*.'0-.* .'/3* 45 ,/6,7* '/7 4-06,7* 08* 54.*60

月份
平均最高气温

9!

平均最低气温
9!

月份
平均最高气温

9!

平均最低气温
9!

林外 林内 差值 林外 林内 差值 林外 林内 差值 林外 林内 差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气温月变化特征 如图
!

所示% 各个月份平均气温均为林内低于林外" 各月份林内气温分别降低

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内外平均气温均为
>

月最高&林内

<";" !

" 林外
<>;! !

'!

="?

月林内气温降幅最大" 此时正处于麻栎林生长旺季" 说明麻栎林在生长旺

季能有效降低林内气温!

$"#<

月林内外温差均小于
%;= !

" 由于麻栎是落叶乔木" 在冬季落叶后" 随着

枯枝落叶的腐烂" 土壤呼吸作用随之增加" 使林内降低气温的作用减弱!

图
<

各月林内外气温日较差平均值

@,3-.* < AB*.'3* 0*12*.'0-.* 7',)C .'/3* *'D8 14/08

图
!

各月林内外气温平均值

@,3-.* ! AB*.'3* 0*12*.'0-.* ,/6,7* '/7 4-06,7* 08* 54.*60 *'D8 14/08

<;#;:

气温月较差 如图
:

所示% 各月份气温月较差均为林内小于林外" 林内气温月较差平均值为
<<;"

!

" 林外气温月较差平均值为
<=;> !

! 林内外气温月较差从大到小均依次为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这主要是是因为苏南丘陵区地处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春暖秋凉" 夏热冬寒" 四季分明" 春夏季气温昼

夜变化较大" 使土壤呼吸作用速率增加" 有利于麻栎林的生长复绿!

<;#;=

麻栎林的降温效应 全年四季的积温&为所有气温瞬时数据的总和'结果显示&图
=

'% 春季( 夏

季( 秋季( 冬季均为林内积温低于林外积温" 其中林内外积温差" 夏季最多&

= #">;: !

'" 春季次之"

秋季最少&

#?";< !

'! 总结林内外气温日( 月( 季节分析发现" 麻栎林林内气温较林外气温低" 对气温

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降温作用较明显!

"#"

相对湿度日变化特征

<;<;#

晴天 晴天林内外相对湿度的日变化曲线显示&图
"

'" 无论是林内还是林外" 温湿度变化均呈现

对称规律" 且在
>E%%"#?E%%

" 林内气温低于林外气温" 林内相对湿度高于林外相对湿度! 林内外相对湿

度在
%E%%">E%%

处于相对稳定阶段" 在
>E%%"#?E%%

" 林内外相对湿度出现明显变化" 在
#:E%%

相对湿度达

最低点! 林内外相对湿度最小值差值为
#!;:F

! 主要是因为林内麻栎冠层的存在" 使林内的乱流强度变

弱" 减少了林内水汽的上升扩散" 林内气温低和林内地表植被的作用使锁湿能力变强" 当林内气温高时"

蒸腾作用使林内相对湿度减少以保证林下植被的生长" 所以增湿作用的峰点和降温作用的峰点相对应#

#%

$

!

<;<;<

雨天 雨天林内外温湿度变化曲线和晴天相似" 温湿度变化曲线呈对称特征" 林内气温高时相对

湿度低&图
>

'! 麻栎林在
>E%%

相对湿度开始呈减少趋势" 裸地在
?E%%

相对湿度呈减少趋势" 说明了麻

庄家尧等% 南京城郊麻栎林林内外温湿度变化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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栎林在白天会提前减少林内相对湿度! 且麻栎林相对湿度减少和增加的速度小于裸地! 麻栎林的呼吸作

用和林冠层起到了保湿的作用"

"&%%!#'&%%

林内外相对湿度变化曲线呈
(

型! 在
##&%%

达到谷底! 最大

差值为
#%)*+

!

#'&%%!!,&%%

林内外相对湿度变化曲线呈现第
!

个
(

型! 在
-*&%%

达到谷底"

图
'

晴天林内外相对温湿度日变化

./0123 ' 43563278123 79: 23;783: <15/:/8= :/1297;

><7903? @9 ?199= :7=?

图
A

雨天林内外相对温湿度日变化

./0123 A 43563278123 79: 23;783: <15/:/8= :/1297;

><7903? @9 27/9= :7=?

!
B
"

!
B
"

,%

C*

C%

!*

!%

!)!)C

阴天 阴天林内外空气温湿度变化规律较雨天和晴天弱#图
D

$! 林外相对湿度变化和林内气温变

化规律性较差! 林内变化在
,&%%!A&%%

!

-%&%%!-'&%%

!

-$&%%!!-&%%

较平稳! 相对湿度和气温的变化规律

晴雨天一致! 呈现对称现象% 白天林内相对湿度小于林外! 林内气温小于林外"

!)!),

月相对湿度变化特征 各月份林内外相对湿度平均值结果显示&图
$

$' 林内外相对湿度均为
D

月

最大&

$!)C+

!

$%)A+

$!

A

月次之&

$%),+

!

DD)D+

$%

C

月林内相对湿度最小! 为
'*)'+

(

,

月林外相对湿

度最小! 为
'*)A+

% 林内外差值幅度最大出现在
*

月! 为
!)'+

% 夏秋两季均为林内相对湿度大于林外!

平均高幅为
-),+

! 表明在枝繁叶茂的夏秋季节麻栎林的增湿效应较明显%

-

!

!

!

C

!

-!

月林内相对湿度

小于林外!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春) 冬两季麻栎林季节型落叶! 林内蒸发强度增强! 林冠遮光保湿作

图
D

阴天林内外相对温湿度日变化

./0123 D 43563278123 79: 23;783: <15/:/8= :/1297;

><7903? @9 @E32>7?8 :7=?

图
$

不同月份林内外相对湿度平均值

./0123 $ FE32703 E7;13 @G 23;783: <15/:/8= @G

:/GG32398 5@98<?

图
,

各月林内外气温月较差平均值

./0123 , H@98<;= 27903 @G 83563278123 37>< 5@98<

图
*

各季节林内外气温积温

./0123 * F>>151;783: 83563278123 37>< ?37?@9

气
温
月
较
差
B
"

!
B
"

''



第
!"

卷第
#

期

用减弱! 同时春季植物生长消耗大量林内水分! 冬季凋落物腐化吸收大量地表水分! 使得林内相对湿度

较林外低" 夏# 秋季节林分郁闭度高! 降雨截留和林内蒸发的水分得以长时间存在林内! 使林内相对湿

度较林外高$

##

%

"

$%&%'

麻栎林的增湿效应 统计各个季节林内外相对湿度积累

量&春# 夏# 秋# 冬四季所有湿度瞬时数据的总和'显示&图

()

'( 春# 夏# 秋# 冬季均为林内高于林外" 夏季相对湿度积

累量最多! 秋季林内外相对湿度积累量次之! 春季相对湿度积

累量最少" 林内外相对湿度积累量差值夏季最大! 林内外相对

湿度积累量差值为
#* )+*,--.

! 最小的为冬季
+ +"+%&/.

"

由麻栎林各月降雨量计算得出林内外湿润表&表
&

'" 由表

&

可知( 全年无干旱天气! 林内湿润指数均高于林外" 林内外

湿润度有较强的同步性"

&

!

/

!

*

!

-

!

0)

!

00

!

0&

月林内外

湿润度表现为湿润)

0

!

!

!

+

!

'

月林内外湿润度为半湿润)

0

!

!

!

+

!

'

月林下植物生长繁茂! 呼吸作用下消耗大量林内

水分"

&

月降雨补充较多! 所以表现为湿润" 全年林内湿润度为
0%'+

! 为苏南地区麻栎林的生长提供湿

润的生长环境"

表
!

麻栎林各月份降雨量及林内外湿润表

12345 & 62789244 52:; <=8>; 28? ?5@A55 =9 B5>85CC 78C7?5 28? =D>C7?5 >;5 9=A5C>

月份 月份 月份

0 " 00

& / 0&

! *

全年

+ -

' 0)

降雨量
E

<<

&)%*

/'%!

"#%&

"/%#

*)%!

)%/+ )%"*

&%#' &%)#

)%-) )%**

)%"- )%"+

)%*# )%/&

湿润度

林内 林外

降雨量
E

<<

!/%*

#/*%&

&)"%)

/!%!

'*%!

)%*! )%"-

!%** !%&'

'%/- +%"'

#%!' #%&#

#%&* #%#*

湿润度

林内 林外

降雨量
E

<<

+'%/

+'%&

-+-%&

#%&" #%)#

#%"! #%"&

#%'+ #%!-

湿润度

林内 林外

!"#

相关性

&%!%#

线性分析 根据全年的观测数据! 对林内外温湿度进行统计分析和曲线模拟得到表
!

! 发现林内

外气温和林内外相对湿度均有较强的相关性! 林内外气温相关系数除
-

月外! 均在
)%-*

以上! 具有显

著的线性关系! 经检验相关性显著&

!＜)%))#

'"

-

月林内气温波动较大!

-

月
#"!#/

日出现日平均气温

达
!)%*

和
&*%! "

! 均明显高于本月其他日平均气温" 林内外相对湿度变化相关性和气温变化相关性基

本一致! 在
-

月气温波动剧烈时! 相对湿度相关性显著程度最差! 其余各月相关性均在
)%-'

以上" 夏

季林内外温湿度相关性最差! 可能是因为夏季树冠遮荫和林内植物蒸腾作用达到最高$

#&

%

! 林内温湿度主

要受林内植物自身活动影响" 其他季节! 林内外温湿度变化走势趋于一致"

&%!%&

全年温湿度相关性分析 根据全年观测数据对麻栎林林内外气温# 相对湿度进行独立样本
"

检

验" 结果显示( 显著性
! 气温F),'*&＞),)'

!

! 相对湿度F),&&-＞),)'

! 林内外温湿度全年差异性不显著" 这

说明( 从全年看麻栎林降温保湿作用较弱" 夏季
! 相对湿度F),))+＜),)'

! 春季
! 气温＞全年 ! 气温＞秋季 ! 气温＞

),)'

! 冬季
! 湿度＞秋季 ! 湿度＞春季 ! 湿度＞),)'

" 夏季增湿作用较显著! 降温显著性较差! 春季麻栎林调

节气温的作用最差! 冬季麻栎林调节湿度的作用最差" 麻栎林是落叶乔木! 夏季林分枝繁叶茂! 林内微

生物活动频繁! 林冠遮盖作用和林内蒸发蒸腾作用下保湿作用优于其他季节! 冬季落叶后降温保湿作用

得不到体现! 春季为麻栎林次年生长初期! 林冠盖度小且林内植被生长需水量大! 林内气温受林缘自然

风影响严重! 降温效果为全年最差"

&,!,!

夏季温湿度相关性分析 对全年相关性分析发现夏季气温变化不显著" 张昌顺等$

0!

%在北京城市绿

地对热岛效应的缓解作用中指出( 林分对气温的调节作用在白天和夜晚有较大的差异" 根据夏季收集数

据将
*G))

!

0+G))

和
&)G))

时的数据整合进行
HIHH

分析! 结果显示(

*G))

时夏季
! 气温F),/-*＞),)'

! 夏

季
! 相对湿度F),/*-＞),)'

!

0+G))

时夏季
! 气温F),))'＜),)'

! 夏季
! 相对湿度F),))!＜),)'

!

&)G))

时夏季
! 气温F

图
0)

各个季节林内外相对湿度积累量

J7@DA5 0) K::D<D42>7=8 =9 A542>5? ;D<7?7>L 78C7?5

28? =D>C7?5 =9 52:; C52C=8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庄家尧等( 南京城郊麻栎林林内外温湿度变化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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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夏季
! 相对湿度*%&++(＞%&%)

! 表明在中午时分麻栎林降温增湿作用均较强! 植物主要通过自

身蒸腾作用消耗周围的热量来达到降温效应"

#,

#

! 麻栎林夏季中午时分林内蒸腾作用最强! 所以夏季中午

林分降温作用较其他时段显著$

表
!

林内外温湿度回归方程

-./01 2 -13415.6751 .89 510.619 :73;9;6< 51=51>>;?8 1@7.6;?8 ;8>;91 .89 ?76>;91 6:1 A?51>6

月份
气温%林内

"

! 林外
#

& 相对湿度%林内
"

! 林外
$

&

样本数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B "*"&$', $$!"&)+( ! "&$$! 2 "*"&$+! $$C%&%2# ( %&$$( , ! $+(

! "*%&$(+ ,$!%&)%( 2 %&$'$ % "*%&$(' #$C%&%2% ) %&$$( ! ! (''

2 "*#&%!, %$!%&)2( % %&$$) ( "*#&%%! 2$!%&%%% ) %&$$( + ! $+(

, "*%&$+2 !$!%&%2+ ( %&$$( ) "*%&$,, %$C%&%)# , %&$+$ ( ! ''%

) "*%&$(, )$C%&%'( 2 %&$$( % "*%&$!$ ,$C%&%+) ' %&$'2 % ! $+)

( "*%&$#, ($C#&,+$ $ %&$'' ( "*%&'!' ,$C%&#(' + %&$(% 2 ! ''%

+ "*%&''# +$C!&)'! $ %&$$# 2 "*%&(+, 2$C%&2%) 2 %&$), ' ! $+(

' "*%&$%+ ($C#&')) , %&$$! ) "*%&()# '$C%&22! , %&$2( # ! $+(

$ "*#&#%$ #$!!&(,) ' %&$!# $ "*%&''' 2$C%&##2 $ %&'+2 # ! ''%

#% "*%&$)2 $$C%&2+% $ %&$'( # "*%&'(2 $$C%&#!2 2 %&$(( # ! $+(

## "*#&%#2 ($!%&),$ ! %&$$+ ( "*%&$(2 %$C%&%2, ( %&$+' # ! ''%

#! "*%&+!% !$C%&(%+ , %&$$+ $ "*%&$,# #$C%&%,) + %&$(! + ! 2(%

全年
"*%&''( ($C#&!%+ ( %&$+! 2 "*%&$(# '$C%&%,! 2 %&$+' %

说明' 差异显著性水平为
%＜%&%%#

2

结论

通过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的观测! 研究了麻栎林林内外温湿度年际变化特征! 主要结论

为'

!

本研究中林内外气温日变化幅度从大到小排列为' 夏季( 秋季( 冬季( 春季! 林内最大日较差出

现在
$

月! 林外最大日较差出现在
,

月! 林内气温振幅均小于林外气温振幅! 林内由于林冠遮荫减少了

林内外热量的交互! 以及枯枝落叶的覆盖! 使林内气温振幅较林外裸地小! 表明麻栎林在生长旺季由于

林内微生物活动( 蒸腾作用最高! 麻栎林夜晚保温! 白天降温的作用较明显$

")D'

月麻栎林降低气温

幅度最大!

$E#!

月林内外温差均小于
%&) "

! 林内外气温月较差从大到小均依次为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全年积温均为林内低于林外! 季节积温从大到小依次为夏季( 春季( 冬季( 秋季$ 表明麻栎林的

存在可以有效降低全年林内气温总和! 在生长旺季麻栎林能有效降低林内气温! 季节性落叶后降低温作

用越来越弱$

#

晴天( 雨天( 阴天林内外相对湿度日变化曲线为
F

型! 温湿度变化曲线相互对称$ 林

内外相对湿度均为
'

月最大! 夏秋两季相对湿度均为林内高于林外! 表明麻栎林林冠的遮盖作用! 使林

内的风速较林外小! 有效减少了林内外乱流交换! 林内蒸发作用和植被蒸腾产生的水蒸气可以长时滞留

在林内近地面! 使得林内湿度较林外湿度高! 麻栎林具有显著的增湿作用! 春( 冬两季麻栎林落叶后林

内蒸发速度较快! 林冠遮荫保湿作用减弱! 春季植物生长消耗大量林内水分! 冬季枯落物腐化吸收大量

水分$ 夏( 秋季节林分郁闭度高! 降雨截留和林内蒸发的水分得以长时间存在林内! 使林内相对湿度较

林外高$

$

麻栎林可以改良土壤的湿润程度! 可以有效保持林分的湿润度! 为林下生物活动提供良好的

生长环境$ 通过整合全年降雨量数据! 计算出麻栎林林内外全年的湿润度! 全年无干旱! 林内湿润指数

和林内温湿度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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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月林内外湿润度为湿润!

B

!

2

!

,

!

)

月林内外湿润

度为半湿润! 全年林内外湿润度林内%

B&),

&大于林外%

B&2$

&! 为湿润$

%

林内外温湿度具有显著线性关

系! 全年气温线性回归方程为
" * %&''( ($ C B&!%+ (

!

&

!

* %&$+! 2

! 全年相对湿度线性回归方程为
" *

%&$(B '$ C %&%,! 2

!

&

!

* %&$+' %

$ 根据全年观测数据对麻栎林林内外气温( 相对湿度进行均值检验! 林

内外温湿度全年差异性不显著! 但是夏季湿度
%＜%&%)

!

B,G%%

温湿度
%＜%&%)

! 说明了在生长旺季的夏

('



第
!"

卷第
#

期

季麻栎林的降温增湿作用显著! 优于其他季节! 且在中午时分降温增湿作用较显著! 春季麻栎林生长复

绿后林分起到的降温作用最弱! 冬季麻栎林落叶后林分起到的增湿作用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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