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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常绿阔叶林对林内近地层

温度和湿度的调节效应
*

陈国瑞 李天佑 俞益武 蒋秋怡

(浙江林学院
,

临安 3 11 3 0 0)

摘 要 1 9 9 0 ~ 1 9 9 1年
,

观测 了杭州风景区天然常绿阔叶林内的温度和湿度
,

并 以

此与杭州市 气象台的同期 气象资料进行对比分析
。

其结果表明
:

天然常绿阔叶林时

林 内地表温度的调节效应最为显著
,

林内年平均温度比市区下降2
.

6 ~ 3
.

3℃
,

年平

均最高温度下降 1 2
.

1一 13
.

2℃
,

年极端最高温度下 降25
.

3 ~ 29
.

4℃ ; 使年平均最低

温度上升 1
.

2~ 1
.

4℃
,

年极端最低温度上升了
.

9 ~ 8
.

0℃ , 使平均 日较差下降 13
.

3~

1 4
.

6℃
。

村林 内 5一 20 c m 深度地中温度的调 节作用也甚为明显
,
可使年平均温度比

市 区下降2
.

0一 3
.

0℃
。

对地表
、

地中温度的降温效应都 以盛夏午后 1:4 00 前后最为显

著
,

在严 冬季节具有一定的增温效应
。

衬林内近地层 气温的调 节趋势与地温基本一

致
,

但调温幅度比地温小
。

可 使林内近地层空 气的年平均绝讨湿度比 市区提高 0
.

5 ~

O
.

6 h P a ,

年平均相衬湿度上升 7 % ~ 8 %
,

且都 以 午后 1 4 :
00 前后增湿最 为明显

。

关键词 常绿阔叶林 , 温度 , 湿度
;
杭州

中图分类号 5 7 1 6

森林的涵养水源
、

保持水土
、

调节气候
、

净化大气功能 已被举世公认
。

浙江省林地面积

广大
,

仅据《杭州市林业用地及蓄积量预测》 * *

记载
:

该市在 19 8 6年前有林地面积 已达 78
.

5万

h m
艺 ,

今 后将继续增加
。

森林对气候的调节效应究竟有多大? 不同的林分结构对气候的调节

效应又有何差异 ? 探索上述课题
,

为充分开发利用森林小气候资源提供依据
,

对提高林地生

产力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

这就是我们对杭州常绿阔叶林对林内近地层温度和湿度的调节

效应进行探讨之 目的
。

1 林内小气候观测点的设置和概况

林内观测场设在灵隐韬光寺旁东伸小山脊北坡的夭然常绿 阔叶林中
,

即位于 3。 。 1 4 ` N
,

1 2 0
0

0 6 ,

E
,

海拔 1 6 o m
。

主要树种由木荷 ( S c hi m a s u p e : b a
)

、

细叶香桂 ( C i: n

翻
。优姗 c h ig i )

、

收稿 日期
:

1 9 9 3
一

12一 2 4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族研究所开放实脸室资助项 目

* *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

杭州市林业区划
.

19 86
,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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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储 ( C a了t a n op : f : ` a;l e s i i)
、

青冈栋 ( C夕 cl ob al a n op s i s gl a uc a
)等组成

。

平均树高 9
.

0 ~ 10
.

o m
,

平均树龄 32 ~ 39 a ,

郁闭度为。
.

85
。

场内安装了百叶箱
,

箱内安放干湿球温度表
、

最 高最低

温度表
,

自记温湿度计
,

以测定离林地 1
.

5 m 高处空气的温度和湿度 , 场内设置 了地温场
,

测定地表和地中温度
。

每天定时观测 3 次
,

即8 : O。
、

14 : 。。
、

2 0 :
00

,

并按照《地面气象观测规

范》【̀ 1中的统计方法求得 2 :
00 气象要素值

、

挑选极值和统计平均值
。

自1 9 9。年 1 月 1 日至 1 9 9 1

年 12 月 3 1日连续观测 Z a 。

对照点选用杭州市气象台
* ,

两个测点水平距离较近
、

海拔高度差

异不大
,

故直接应用两测点的要素值或两地要素差值进行讨论分析
。

2 对温度的调节效应

2
.

1 对地温的调节作用

2
.

1
.

1 时地表温度的调节作用 由于常绿阔叶林林冠层的存在减小了林内地表的太 阳 射入

辐射
。

从表 1地表温度栏中可知
,

常绿阔叶林对地表温度的调节效应最为 显 著
,

使 1 9 9 0 和

1 9 9 1年的年平均温度分别下降了2
.

6和 3
.

3℃
,

年平均最高温度分别下降 12
.

1和 1 3
.

2℃
,

年极

端最高温度分别下降25
.

3和 2 9
.

4℃
。

同样由于林冠层的存在也减小了林内地表的射出长波辐

射
,

使林内年平均最低温度分别上升了 1
.

2和 1
.

4℃
,

年极端最低温度分别上升了7
.

9和8
.

0℃
,

具有较明显的增温效应
。

由于林冠层作用的结果
,

导致林内地表温度的变化趋于缓和
,

使林

内平均 日较差比杭州分别要小 1 3
.

3和 1 4
.

6℃
。

2
.

1
.

2 对地中温度的调节作用 浅层地中温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地表温度的高低
,

同时也受

表 1 1 9 9 。~ 1 , 91 年林内和市区年平均温度及其差值 (℃
,

T林 内一 T市 区 )

T
a b l e 1 A n n u a l a v e r a g e t e

m p e r a t u r e a n d t h e d i f f e r e n e e s b e t w e e n t e
m P e r a t u r e s i n t h e

f o r e s t

a n d t h a t i n t h e u r b a n d i s t r ie t o
f H a n g z h o u i n z 。。 0~ 19 9 1

年 份 1 9勺0 1 99 1

侧 点 林 内 市 区 差 值 林 内 市 区 差 值

地表温度

平 均

平均最高

极端最高

平均最低

极端最低

平均日较差

5 C
m

1 5 C m

1 5 C m

2 0 C I】1

平 均

平均最高

极端最高

平均最低

极端最低

平均 日较差

1 5
.

3

1 8
.

0

3 8
.

1

1 3
.

6

一 2
.

4

4
.

4

3 1
.

2

6 7
.

5

一 10
.

3

19
.

0

一 3
.

3

一 1 3
.

2

一 2 9
.

4

1
.

4

7
.

9

一 14
.

6

1 4
.

9

1 8
.

1

4 0
.

0

1 2
.

5

一 4
.

5

5
.

6

1 7
.

5

3 0
.

2

6 5
.

3

1 1
.

3

一 1 2
.

5

1 8
.

9

一 2
。

6

一 1 2
.

1

一 2 5
。

3

1
.

2

8
.

0

一 1 3
.

3

地中益度

空气温度

1 5
.

4

1 5
.

5

1 5
。

7

1 5
.

6

l e
.

1

1 9
.

5

3 6
.

5

1 3
.

1

一 7
.

6

6
。

4

18
.

0

18
.

0

18
.

1

18
.

1

一 2
.

6

一 2
.

5

一 2
.

4

一 2
.

5

14
.

8

14
.

8

1 5
.

1

1 5
.

1

1 7
.

3

1 7
.

4

17
.

5

17
.

7

一 2
.

5

一 2
。

6

一 2
.

4

~ 2
.

8

17
.

2

2 1
.

4

3 8
.

2

1 3
.

8

一 e
.

2

7
.

0

一 1
.

1

一 1
.

9

一 1
.

7

~ 0
.

7

一 1
.

4

一 1
.

2

1 5
.

3

18
.

8

3 5
。

4

1 2
.

1

一 1 0
.

1

6
.

7

2 0
.

8

3 8
.

6

一 8
.

透

7
。

7

一 1
.

1

一 2
.

0

一 3
.

2

一 1
.

0

一 1
.

6

~ 1
.

0

* 同期气象资料由杭州市气象局服务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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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常绿阔叶林对林内近地层温度和湿度的调节效应

深层地热状况的影响
。

常绿阔叶林林冠作用层对林内地表温度的影响
,

也必然给林内地中温

度带来影响
。

从表 1地中温度数据可见
,

这 2:a 中呈现出了一致的降温效应
, 5 ~ 20 c m 深度

的地中温度年平均降温幅度为2
.

4 ~ 2
.

6℃
。

2
.

2 对气温的调节作用

地表的长波辐射是空气热量的主要来源 [
2

]
。

常绿阔叶林对林内地表温度的调节作用
,

也

必然导致林内近地层气温的变化
。

从表 1所列的数据看
,

除对林内年平均最低气温和年极端

最低气温有微弱的降温效应外
,

其他都与地表的调温趋势相一致 , 但由于受平流
、

乱流等因

素的制约
,

对气温的调节幅度比对地表温度要小得多
。

2
。

3 调沮效应随时间的变化特征

2
.

3
.

1 调温效应随 月份的变化 从图 1可见
,

林地和杭州地表月平均温度差值
,

自 2 月到 n

月为负值
,

其中 7 月负值最大
,

达到 一 8
.

7℃
,

自 2 月至 7 月负值逐增
, 8 ~ 11 月负值逐减 ,

1月和 12 月有微弱的增温效应
。

从表 2可知两地各月地表平均最高温度差值和极端最高温度

差值全年均为负值
,

降温效应以夏季 (6 ~ 8月 )特别明显
, 7 月极端最高温度的降温幅度可达

34
.

5℃ ,

冬季 ( 12 ~ 2月 )降温幅度最小
。

就地表月平均最低和月极端最低温度差值看
, 7 ~ 8月

皆为负值
,

10 ~ 5月皆为正值
,

并以 11 ~ 2月增温效应较为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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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9 9。年 月平均温度差位 (劳林 内 一于市区 ) 变化 曲线

F i g
.

1 e h a n g e : o r m o n t h一y a v e r a g 。 t e m p e r a t u r e d s f f
e r e n e e , (云

。 一

元沁
b一 n ) s

。 z。 。 o

地中1 0 c m 月平均温度差值的变化趋势与地表月平均温度差值的变化相一致
,

只 是其负

值略小
,

n ~ 2月有 4 个月呈现出增温效应
。

月平均气温差值曲线变化甚为平缓
,

且全年都为负值
,

在 一 。
.

5 ~ 一 1
.

5℃之间变化
,

降

温效应夏季比冬季明显
。

从表 2 极端气温差值数据可见
,

全年均为负值
,

且都在 一 3
.

。℃之内

变动
。

2
.

3
.

2 调温效应随时次的 变化 从表 3 所列的数据可以看出
:
就平均而言

,

在 白{天 ( 8 : 。。

和 1 4 :
00 )每个层次的平均温度羞值全为负值

,

且以 1:4 00 的负值为最大 , 2 :
00 在 地表平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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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99 0年各月极端温度差值 ( ℃
,

T 林内一 T市区 )

T a b l e 2 D i f f
e r e n e e , ( T , 。 一

T
o r b o n ) o

f
e x t r e

m
e t e m P e r o t u r e i n e a e h m

o n t h i n 2 0 9 0

4甘盛

声̀一目̀ù勺勺̀一.,

..6

.口4
.̀二月.

.

…
,人
200ùóù一

差 位
温度项目

—
-

- - - - - -

—
一 -

一一

— —
- - -

一
-

—
一

- -

-

一
-

一一 一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 0月 1 1月

平均最高 一 5
.

9 一 5
.

1 一 1 1
.

9 一 1 4
.

5 一 1 6
.

6 一 1 8
.

9 一 2 4
.

8 一 1 9
.

9 一 1 2
.

0 一 1 2
.

1 一 9
.

6

极端最高 一 6
.

2 一 8
.

3 一 1 8
.

0 一 2 0
.

7 一 1 8
.

0 一 3 1
.

4 一 3 4
.

5 一 2 5
.

1 一 22
.

8 一 19
.

2 一 1 6
.

1

地表 平均最低 2
.

a 2
.

3 2
.

0 x
.

6 0
.

6 一 1
.

2 一 0
.

7 一 0
.

6 一 0
.

5 x
.

7 `
.

2

极端最低 3
.

8 7
.

0 1
.

6 5
.

0 2
.

9 0
.

8 一 1
.

7 一 1
.

3 2
.

6 5
.

2 5
.

6

平均最 高 一 1
.

3 一 1
.

2 一 1
.

2 一 1
.

4 一 2
.

2 一 2
.

5 一 2
.

4 一 2
.

3 一 2
.

1 一 2
.

4 ~ 2
.

2

极端最高 一 1
.

2 一 0
.

9 一 0
.

8 一 1
.

9 一 2
.

3 一 2
.

7 一 1
.

7 一 2
.

5 一 2
.

6 一 1
.

8 一 1
.

9

空气 平均最低 一 。
.

9 一
.0 8 一 。

.

6 一 。
.

5 一
.0 6 一 。 .6

一 。
.

8 一 1
.

1 一 1
.

1 一 。
.

5 一 。
.

1

极端最低 一 1
.

4 一 1
.

4 一 1
.

0 一 0
.

9 一 1
.

5 一 2
.

5 一 1
.

0 一 1
.

1 一 1
.

3 一 1
.

0 一 1
.

7

表 3 1 , 90 年不同季节各时次平均沮度差值 (℃ T林内一 T市区 )
T a b l

e 3 D一f f
e r e n e e s

汀
, 。 一

了
。 : 。 一 n

) o f
e v e r a g e t e m p e r a t u r e i n e a e h s e a s o n i n l 。 ,, o

地 中 温 度 地 表 温 度 空 气 温 度
月 份

— — —
2 :

0 0 8
:

0 0 1 4
:

0 0 2 0
:

00 2
:

00 8 : 0 0 14
一

0 0 20 : 0 0 2
:

0 0 8
*

0 0 1 4
:

0 0 2 0
,

0 0

1 月 0
.

9 0
.

8 0
.

4 1
.

2 2
.

5 1
.

6 一 4
.

9 1
.

7 一 0
.

3 一 0
.

7 一 1
.

4 一 0
.

9

4 月 一 0
.

6 一 1
.

0 一 8
.

1 一 4
.

1 0
.

9 一 3
.

7 一 13
.

0 0
.

4 一 0
.

3 一 0
.

8 一 1
.

8 一 1
.

1

7 月 一 3
.

0 一 6
.

5 一 I J
.

1 一 7
.

1 一 2
.

0 一 7
.

8 一 2 1
.

0 一 4
.

0 一 0
.

4 一 0
.

8 一 2
.

4 一 1
.

0

1 0月 一 1
.

0 一 1
.

5 一 3
.

0 一 1
.

2 1
.

9 一 2
.

8 一 9
.

8 0
.

8 一 0
.

2 一 0
.

9 一 2
.

2 一 1
.

5

平 均 一 0
.

9 一 2
.

1 一 5
.

2 一 2
.

8 0
.

8 一 3
.

2 一 12
.

2 一 0
.

3 一 0
.

4 一 0
.

8 一 1
.

9 一 1
.

1

度差值中呈现为增温效应
。

平均温度差值随时次的变化也因季节而异
,

在盛夏季节 ( 7 月 )各

层次平均温度差值在 4个时次中全为负值
,

其中 1 4 :
00 的地表平均温度差值高达 一 2 1

.

。℃ ,

严冬 ( 1 月 )时段
,

地表和地中平均温度差值中除地表14 :
00 平均温度差值为一 4

.

9 ℃外
,

其他

各时次都为增
、

温效应
,

且以夜间 ( 20
:

00 ~ 2 :

00 )正值为大
,

各时次的平均气温差值全为负值
,

也以 14 :
00 的降温幅度为最大

。

在春季 ( 4 月 )和秋季 ( 10 月 )时段内
,

除夜间 ( 20
,
00 ~ 2 ,

00 )地

表平均温度差值表现为增温效应外
,

其他层次各时次的平均温度差值都为负值
,

降温幅度也

是白天大于夜间
,

并都在 14 :
00 出现最大降温值

。

3 对空气湿度的调节效应

3
.

1 对空气湿度的润节效应

从森林对林内空气湿度的影响机制看
,

增湿和降湿原理并存
,

但在一般情况下增湿效应

大于降湿效应
,

所以导致林内空气的湿度比林外高
,

表 4 中所列的数据也再次证明了这点
。

3
.

1
.

1 对绝时湿度的调节作用 从表 4 的上半部中可以看出
,

1 9 9。~ 1 9 9 1年两地平均绝对湿

度及其平均差值各月都反映出增湿效应
,

其中以 5~ 9月较为明显
,

等于或大 于 0
.

5 h P a , 年

平均差值为。
.

5~ 。
.

6 hP ao

3
.

1
.

2 对相对湿度 的调 节作用 由于林内的绝对湿度比市区大
,

气温又比市区低
,

故林内相

对湿度势必大于市区
。

从表 4 下半部分所列数据表明
,

常绿阔叶林能使林内空气的月平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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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9, 0~ 1, , 1年各月平均派度及其差值

(
e 林 内一 e 市区 ,

U 林内 一 U 市区 )

aT b一
e ` A v e r 。 g。 h u

m i d l t y 。 n a t h e a s f r e r e n e e s (万
, 。 一

云
r b。 。 ,

玩
。 一

仄
r 、 。 n )

b e t w e e n h u
m i d i t i e s i n t h e

f o r e s t a n d t h a t i n t h e u r b a n d i s t r i e t

o f H a n g z h o u i n 1 0 90 ~ 1 0 9 1

项 目 年份 侧 点 1 月 2 月 3 月 一月 5 月 6 月 7 月 s 月 。 月 1 0月 1 1月 2 2月 年平均

7
.

3 0 3 1
.

6 3 1
.

0

1 9 00 7
.

1

0
,

2

8
.

4

8
.

2

2 8
.

2 6
。

3 0
.

4

7 1 6
.

1

2 1 5
.

8

0
.

2

1 1
.

2

1 1
.

0

0
。

2 0
.

2 1
.

0 1
.

3 黑 0
.

6 0
.

5 0
.

3

13
.

5

1 3
.

3

0
.

2

17
.

6

17
.

1

0
。

5

2424

ùù
内区值林差市

绝对湿度 e

l h p a

27巧7
.

0

6
.

8

0
.

2

7
.

9 1 0
.

1

1 9 9 1 奋
。

7

0
。

2

9
.

9

4 3 2
.

0

8 30
.

3

呼̀
.

嘴三927

曰J7

0
.

2

1 3
.

9

1 3
.

7

0
.

2

1 9
.

4

1 8
.

9

0
.

5

,

:
.

:
1

.

6

2 8
.

9

2 8
.

0

0
.

9

2 4
.

2

2 3
.

5

0
.

7

15
.

1

14
.

7

0
.

4 0
.

2

1 7
.

0

1 6
。

4

0
.

6

内区值林市差

5st才nol才

7
.

3

7
.

1

0
.

2

8
.

3

8
.

1

0 2

7 5

7 0

5

内024
6心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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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 0

林 内 88

市 区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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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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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 1

林 内 8 8

市 区 81

差 值 7 6 8 9 9 6 4 8

对湿度提高 4 %一 12 %
,

年平均值可提高 7 % ~ 8 %
。

3
.

2 调湿效应随时次的变化

图 2 描绘了 19 9 0年各季 (代表月 )平均湿度差值随时次变化的情况
,

从中可见以下明显特

征
.
其一是除冬季 ( 1 月 )和秋季 ( 10 月 )的个别时次外

,

其他任一季节
、

任一时次的平均绝对

湿度和相对湿度差值随时次变化曲线的峰点都出现在午后 1 4 :
00

,

其中以 7 月的 14 :
00 最为突

沃\自叼

141210864△亡

l、.

-卜月

,
|
0

l’.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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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一

城月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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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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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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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F i g
.

2

时次

1 9 9 Q年各季 ( 代表月 ) 近地层平均湿度差位 (万林内 一 万市区
,

云林 内 一 石市区 )的时次 变化

C h a n g e s o f a v e r a g e h u m i d i t y d i f f e r e e e s (亡 , 。 一 己 n r b 。 。

a t g r o u n d l a y e r w i t h t i m e i n e a c h s e a s o n o
f l匀9 0

“ , n 一 u o r b a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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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林内的平均绝对湿度和相对湿度比市区高艺
.

o h P a 和 14 %
。

导致林内绝对湿度比市区大的原因是由于常绿阔叶林林冠作用层的存在
,

使林内乱流强

度大为减弱
,

减少和阻止林 内近地层水汽的向上扩散 , 也因林 内的风速小
,

从而大大减弱 了

林内近地层水汽向林外的平流输送
。

林 内空气的相对湿度 比市区高是因为林内绝对湿度比市

区高而气温比市区低导致的
。

增湿效应的峰值出现在午后 14 ,
00 是因为林冠作用层 对 林内近

地层温度的降温效应以午后 14
:

00 最为明显而导致的
。

4 讨论与建议

4
.

1 林内温度因海拔因素而引起的降温值

由于气温随海拔升高而降低
,

以上两个测点的高差为 1 18
.

3 m (杭州市气象台观测场的海

拔为 4 1
.

7 m )
,

所以图 1所反映的各月降温值内含有因海拔升高而引起的降温部分
。

为了真正

反映常绿阔叶林林冠作用层对林 内气温的调节效应
,

我们选用与林内测点最相接近的天目山

北侧的气温递减率
* ,

推算出林内观测点因海拔因素而引起的降温值和因林冠作用层而导致的

降温值 (表 5 )
。

表 5 1 , , 0年林内和市区月平均气沮及其各类差值 ( T林内 一 T市区 )的比较

T
a b l e 5 A i r a v e r a g e t e m P e r a t u r e a n d v a r i o u s d i f f

e r e n e e s

( T
, n 一

T
a r b一。 ) i n 1 99 0

项 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温 / ℃

7 月 8 月 9 月 1 0月 11月 1 2月 年平 均

林 内气温 4
.

0 4
.

4 11
.

0

市区气沮 `
.

8 5
.

3 1 2
.

0

实侧温差 一 0
.

8 一 0
.

9 一 1
.

0

因海拔引起 的温差 一 0
.

4 一 0
.

5 一 0
.

5

因林冠层引起 的温差 一 0
.

4 一 0
.

4 一 0
.

5

15
.

0

1 6
。

0

1 9
.

8

2 0
.

9

一 1
.

1

一 0
.

6

一 0
.

5

2 4
。

9

2 6
.

2

一 1
.

3

一 1
.

6

一 0
.

7

2 9
.

Q

3 0
。

3

一 1
.

3

一 0
.

7

一 0
.

6

2 7
.

2

2 8
。

6

2 1
.

7

2 3
.

0

1 6
.

7

1 7
.

9

一 1
.

2

一 0
.

5

一 0
.

7

1 3
.

4

1 4
.

2

一 1
.

4

一 O
。

6

一 0
.

8

一 1
.

3

一 0
.

6

一 0
.

7

一 0
.

8

一 0
.

5

一 0
.

3

6
.

3

6
.

8

一 0
.

5

一 0
.

5

0
.

0

:: ;
一 1

.

0

一 0
.

5

一 0
.

5

一 1
.

1

一 0
.

5

一 0
.

6

分析表 5 所列数据即可得知
:

因海拔因素而引起的降温值
,

各月在。
.

4 ~ 。
.

7℃之间
,

年

平均降温值为 。
.

5℃ , 因林冠作用层引起的降温值各月在 0
.

。~ 0
.

8℃之间
,

降温幅度 以 夏半

年为明显
,

年平均降温幅度为 0
.

6℃
。

以上结果依然与2
.

2所述结论相一致
。

如果以同样的方

法去考虑海拔因素对林内地表
、

地中温度的影响
,

其降温值与林冠层引起的调温效应相比是

甚为微小的
。

4
.

2 林内最低气温比市区低的原因

按一般推理
,

冬半年的夜间由于常绿阔叶林林冠层的作用减弱了林内地表的有效长波辐

射
,

而使林内地表和近地层空气的最低温度都要比市区高
。

但从表 2下半部分所列的数据表

明
,

林内各月的平均最低气温和极端最低气温都比市区低
。

分析其成因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

其一是林地上坡的冷空气向下坡滑动 , 其二是林冠作用层枝叶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巨大
,

其夜

间辐射冷却后的冷空气从林冠层向近地层下沉 , 其三是林内观测点比杭州市观测 场 相 对 高

1 1 8
。

3爪
。

* 浙江 气象局编
.

浙江省综合农业气候区划
.

1 987
.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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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
,

杭州市常绿阔叶林对林内地表
、

地中温度有显著的降温效应 , 对林内近

地层空气有明显的增湿效应和一定的降温效应
。

在杭州市境内海拔低于 5 00 m 的丘陵 山 地以

常绿阔叶树为主的次生林面积广大
,

在交通还欠发达
,

游客不多的山区
,

可以积极开发
、

利

用森林小气候资源
,

在林地套种喜荫凉湿润
、

怕高温的中药材
,

例如红豆杉 ( T ax su 而二
: sl’ : )

、

白豆杉 ( p s e u d o , a劣 u : e h f e n i i )
、

江南牡丹草 ( L e o n t i c e k i a n g n a n e n s i s )
、

大叶 金腰 ( hC摺
s o s p乙

e n i u m m a c , o p h g l l u m )
、

六 角莲 ( D g s o s m a p l e i a n t ha
)
、

灵 芝 (召
a n o d e ; 二 a l u c id。二 )

、

太 子参

( P s e u d o s t e l l a : i a h e t e , p hg l l a )
、

唐 松 草 ( T h a l i e t : u m a q 之̀ i l e g f fo l i u m )
、

麦冬 ( O p hf o p o g o n

ia p on l’c 二 )等
,

以提高林区的经济效益
。

杭州的盛夏季节
,

常炎热
、

高温
、

暑气逼人
,

而林区却是适温高湿
、

凉气宜人
。

可选择

一些交通较为便利的天然林区兴建森林公园
,

积极发展森林旅游业
,

为游客提供更多更好的

游乐设施和避暑休息场所 , 尤其是尽快地形成以千 岛湖森林公园为中心的三江 (新安江
、

富春

江
、

钱塘江 )森林旅游网络
,

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甚为巨大的
。

致谢 本文承蒙杭州 大学周子康先生
,

浙江林学院林华刚先生的指导 , 浙江林学院 毕业生揍

焕泽
、

牟华兵
、

尚贤君
、

黄益忠同学参与 了其中部分工作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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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m P e r a t u r e a n d t h e a n n u a l a v e r a g e e x t r e m e m a x im u m t e m P e r a t u r e o f t h e

g r o u n d s u r f ac e b y 2
.

6 ~ 3
.

3℃ , 1 2
.

1 ~ 1 3
.

2℃
, a n d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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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9
.

4 CC r e s P e e t i v e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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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1
。

4℃ n ad 7
。

9~ 8
.

0 ℃
。

Th ed ai ly r an g o e ft h s eu r fa e et em P er at u r ei n

t h e fo r s et w as l o w r et h an t h at in t h u r eb an d i s t r i et o H fan g z h o u
.

li Te fo r es t

h d a an o t i e e ab l e e f fe et o n t h e 50 11t em P er at u r eb el o w t h eg r o u n d s u r fa e e,

a n d i t e o u ld lo w e r t h e a n n au l a v e r昭 e t e m P e r a t u r e b y 2
.

0 ~ 3
.

0℃
。

T h e m o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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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1 4 : 0 0 i n s u m m e r , a n d i n w i n t e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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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 h e f o r e s t t o a e e r t a i n e x t e n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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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s a m e t e n d e n e y w i t h t h o s e o f t h e 50 11 t e m P e r a t u r e ,
b u t f l uc t u a t e d w i t h i n

a n a r r o w r a n g e
.

A n n u a l a v e r a g e
ab

s o lu t e h u m id i t y a n d r e l a t i v e h urn id i t y o f

g r o u n d l a y e r i n t h e f o r e s t w e r e h i g h e r t h a n t h o s e i n t he u r b a n d i s t r ic t o f

F a n g z ho u b y 0
.

5 ~ 0
。

6 h P a a n d 7 % ~ 8%
, a n d t h e e f f e e t o f i n c r e a s in g h u m id i t y

oc e u r r e d m o s t o b v io u s ly a t 1 4 :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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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伟 副 教 授 获 第 3 届

中国林学会青年科技奖

为了促进我国林业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

结合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的评选工作
,

第 3 届中国林学会青年科技奖评选活动已结束
。

我院林工系方伟副教授榜上有名
。

这次评选

活动是在各省市学会和二级学术组织评选推荐的基础上进行的
。

候选人“ 名
,

获 奖 15 人
。

1 9 9 4年 4 月 5 日中国林学会发文
,

表彰获得中国林学会青年科技奖的15 名会员
,

并号召广大

青年科技工作者以他们为榜样
,

学习他们的好思想
,

在林业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
,

在社会主

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作出新贡献
。

( 凌申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