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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湖山针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水文效应研究 

尹光彩 周国逸 刘景时 张德强 王 旭 
(1．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广东 广州 510650；2．广东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 510090) 

摘要：对鼎湖山针阔叶混交林水文效应的研究表明：2002年8月-2003年7月，大气总降水量为 1 690衄 ，林内净降 

水量为 l 212．7 inn]，占总降水量的72％，其中穿透雨量和茎流量分别为 l 125．3和 87．4 inn]，占总降水量的．66．6％和 

5．2％。林冠截留量为 477．3 nil／1，截留率 28．2％。地表径流量 62．1 into，占总降水量的3．7％。在一定的降水量范围内，林 

冠对降水的截留量随着降水量的增加而增加，不同的雨量级，林冠截留量变化的趋势曲线不同，且一次截留降水量饱 

和值约为 25 mm；穿透雨量、茎流量均随着林外大气降水量的增加呈线性增加；当日大气降水量在 0—30衄 时，地表 

径流量很小，且呈线性递增；当日大气降水量>30mill时，地表径流量随降水量增加以对数递增。与马尾松纯林和季风 

常绿阔叶林相比，针阔叶混交林在减少地表径流和保持水土等方面具有更好的水文生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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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logical Effects of Coniferous and Broadleaved 

M ixed Forest Ecosystem in Dinghushan 

YIN Guang—cai1,2 ZHOU Guo—yi ’ LIU Jing—shi ZHANG De．qiang WANG Xu 

(1．South China Botanical Garden,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angzhou，510650，China； 

2．Facult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C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090，China) 

Abstract：Hydrological effects of coniferous and broadeaved mixed forest ecosystem in Dinghushan were studied 

from August 2002 to July 2003． The total precipit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was l 690 mln． of which the net 

precipitafion under canopy Was l 2l2．7 inln． accounting for 72％ ofthe tota1． The amoun ts ofthroughfall and 

stemflow were l 125．3 mm and 87．4 nllYl，respectively，accounting f0r 66．6％ and 5．2％ ofthetotal precipitation． 

respectively．Can opy interception Was 447．3 inln，with an interception rate of 28
．2％ ．The surface runoff Was 

62．1 mln(about 3．7％oftotal precipitation)．It Was shown that the amount ofcanopy interception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of precipitation，but having various tendency for different precipitation intensity classes
． However, 

the critical canopy interception for precipitation event was about 25 mm
． Throughfall and stemflow were linearly 

related to the precipitation．The surface runoff was also linearly related to precipitation when ttle daily precipitation 

Was ≤ 30 Il1rIl， but nonlinearly related to precipitation at >30 inln
． Compared with monsoon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or pure coniferOLlS forest，the coniferous and broadleaved mixed forest had a greater 

hydro-ecological effect on decreasing surface runofr and water an d soil conservation
．  

Key words：Hydrological effect；Coniferous and broadleaved mixed forest；Dinghushan 

森林与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也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对森林 

与水相互关系的研究报道较多n ，认为森林生态系 

统具有调蓄径流，改善土壤结构，减少土壤侵蚀，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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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产流汇流过程等水文效应。 

大气降水通过林冠时产生重新分配，一部分形 

成茎流，另一部分形成穿透雨 (包括穿过林冠和不 

穿过林冠而直接进入林地的)，当然，还有一部分被 

林冠截留。茎流在系统水分平衡中通常只占很小的 
一 部分。温带落叶阔叶林茎流约为大气降水的 3％一 

6％ ol，但树皮比较光滑的树种茎流可能比较大。针 

叶林和热带雨林茎流通常不到降水量的2％ “】。林 

冠截留损失是大气降水被林冠截留后被蒸发掉的 

部分，有关研究表 ，落叶阔叶林和热带雨林的 

截留损失约为大气降水的 13％，而针叶林约为26％。 

以往森林水文效应的研究主要 以热带和温带 

的地带性群落为对象，而对亚热带地区的研究很 

少，且大都为成熟的顶级群落。有关鼎湖山针阔叶 

混交林的林分更新、群落结构、自然演替等曾有报 

道【 5-2o]，但对于其水文学方面未见报道。本文选取位 

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鼎湖 山的非地带性但面 

积最大的群落 一 针阔叶混交林为研究对象，该群 

落处于该区植被群落演替的中间阶段，其动态变化 

将影响鼎湖山整个植被空间的分布格局。其生态水 

文功能研究对于探讨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的发展 

演替动态、森林演替过程的机理以及森林经营和管 

理有重要的意义。 

1自然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境内，为南亚热带季风型湿润气候，水热 

条件丰富，年平均气温 21．4~C，最热月 7月25．9~C； 

最冷月 1月 11．O~C，极端最高温 36．1~C(1979年 7 

月)，极端最低温 一0．2oc(1975年 12月)，年平均降 

雨量 1 956mln，多集中在4至9月，多热带气旋和台 

风叫。年蒸发量 1 115 nma,年均相对湿度 80％左右。 

针阔叶混交林Ⅱ号永久样地建于 1999年，面积 

为 1 lam2,位于缓冲区内的飞天燕，为人工种植的马 

尾松林因阔叶树种入侵而 自然形成的针阔叶混交林。 

坡向南，海拔约 250 in，坡度 30。。土壤为砂质壤土，土 

层厚薄不均，表土有机质含量 2．94％_4．27％。该群落 

有近 70-80 a的历史，可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 

层3层：乔木层覆盖度 80~,／0，乔木上层(≥10 In)平均 

胸径 20 cm，平均树高约 12 in，主要种类有马尾松 

(Pinus massoniana)、荷木 (Schima superb 、锥栗 

(Castanopsis chinensis)等，乔木下层(1．5-10 In)平均胸 

径 3．5 cm,平均树高3．5 m，主要有荷木、豺皮樟 itsea 

rotundifolia vat．oblongifolia)、锥栗、九节(Psychotria 

rubra)、黄牛木(Cratoxylon cochinchinense)、变叶榕 

(Ficus variolos 等；灌木层覆盖度为35％，以豺皮 

樟 、九节、桃金Ol~(Rhodomyrtus tomentos 、罗伞树 

rdisia quinquegona)等占优势；草本层中以淡竹叶 

(Lophatherum gracile)、黑莎草(Gahnia tristis)、芒萁 

(Dicranopteris pe 、铁线蕨 diantum c~pillus— 

veneris)等草本植物占多数圈。 

2研究方法 

2．1雨水和林内净降水的测定 

在混交林 Ⅱ号样地外开阔地段设置一虹吸式 

自记雨量计和标准雨量桶，同步测定大气降水。林 

内穿透雨量采用在标地内放置 4根条状承雨槽收 

集，承雨槽用两根4in长、内径200mill的聚氯乙烯 

排水管剖开做成，槽口平面距地面约80 cm，将收集 

的水用一根导水管导入承水装置中，雨后观测穿透 

雨总容量。 

树干茎流采用按重要值和径级选标准木，加权 

计算各径级和林分的茎流。根据样地林分调查的结 

果，选择标准树 5株 (锥栗和荷木各 2株，马尾松 1 

株)，在树干约 1．3 in处用一端剖开的内径 2-6 cm 

聚乙烯管，粘绕样树，固定并用橡皮泥封严胶管和 

树干之间的空隙，环绕树干的聚乙烯管与水平面间 

有30度左右的倾角，便于水分流下，然后用胶管引 

出至有密封口的聚乙烯桶，雨后测量。按每株树的 

树冠投影面积换算成单位面积的茎流量。 

2．2地表径流的测定 

在样地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地段，在同一坡面 

设置 3个面积为 5 mxlO in的径流观测场(植被未 

受干扰)，径流场四周筑互不透水的隔水墙。在径流 

场顺坡下方设集流槽和 100 cmxl00 cmxl00 cm的 

盛水箱，箱内设静水装置，箱上方安装 SW40型日 

记水位计，自动记录地表径流水位高度。 

2．3林冠截留计算 

林冠截留计算公式 ：卢P． S 

式中：，为林冠截流量 (mm)；P为大气降水 

(mm)；T为穿透雨量 (mm)；S为茎流 (mm)。 

3结果和分析 

3．1各水文分量的月动态格局 

表 1反映了鼎湖山针阔叶混交林 2002年8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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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各水文分量的分配及其月变化。整个观 

测期间 ，总降水量为 1 690 mln，林 内净 降水量 

1 212．7 mln，其 中穿透 雨量 1 125．3 mln，茎流量 

87．4 mln。林冠截留量为 477．3 mln，截留率 28．2％。 

地表径流量 62．1 mln。 

林外大气降水、林内净降水量和林冠截留雨量 

各月份动态差异较大，降水主要集中在 6、8、9、10 

月，占全年降水量的71％。最大降水量在 2002年 8 

月为416．9mln，最小在 2003年 2月仅 15．5 mi／1。林 

内净降水量和林冠截留量的月动态变化与林外总 

降水量的月动态变化趋同，即降水量大，林内净降 

水和林冠截留量也大，但林冠截留率随降水量的增 

加而减 少 。2月份 降水量最 少，且 多为降水量 

<10 mln的小雨，降水频率少，强度小，林冠层干燥， 

大气降水几乎全部被林冠截留。降水量最大的 8 

月，由于降水次数多，强度大，持续时间长，林冠经 

常处于湿润状态，尽管其林冠截留量的绝对值最 

大，但林冠截留率却很小，只有 17．33％。茎流量在 

0—24．1 rI1Il1之间，其月变化也是与林外大气降水变 

化一致，但降水量大的月份，尽管树干经常保持湿 

润，茎流量大，但茎流量占林外降水量的比值小；当 

降水量不大时，树枝、树干较干燥，降至树干上的水 

以及沿着树枝流向树干的水几乎被粗糙、较厚的树 

皮吸着，因此，茎流量很小 但茎流 占林外总降水量 

的比值却较大。 

林地地表径流过程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 

表 1鼎湖山针阔叶混交林各水文分■的月动态格局 

Table l Precipitation distribution through the canopy ofconiferous and broad-leaved mixed  forest in Dinghu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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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recipitation；I：Interception；T：Throughfall；S：Stemflow；SR：Surface runoff． 

林分结构、林龄、空间分布模式以及与气候、地形、 

地质、土壤结构和特性等 ，它可以直观反映降水后 

产流及森林的生态效应。从表 1可以看出，除了 

2002年 8月外，其它月份地表径流量均很小，这是 

由于 2002年 6、7月降水量较大，系统处于水分饱 

和状态，到了 8月，降水量大，系统逐渐蓄满后，以 

蓄满产流为主的地表径流随降水量的增加而迅速 

增加；其次，林地内凋落物层厚度大，具有很强的保 

水能力，鼎湖山针阔叶混交林年平均凋落物量为 

8．50 t hrn。闭，凋落物最大持水率可达 313％ ，大量 

凋落物的存在对地表径流的产生起重要的抑制作 

用。整个观测期间，地表径流占林外降水量的比值 

在0-4．79％之间，这表明鼎湖山针阔叶混交林生态 

系统具有很强的水分调节能力。 

3．2各水文分量与降水量的关系 

3．2．1林冠截留 

根据试验年度多次降水统计资料，鼎湖山针阔 

叶混交林林冠截留量与降水量之间的关系如图1。 

林冠截留除受林冠本身特性的影响外，还与降 

雨特性及一些气象要素有关 ，因此雨量级不同，林 

冠截留量随降水量变化的曲线也有差别。当一次性 

降水量 P~<20 mln时，林冠截留量随降水量的增加 

而呈线性上升(图 la)，一次性降水量P>35 rI1Il1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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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开始产生冠流，降水量在 3．5-20 mill，截留量随降 

水量的增加迅速增大；当20 mm<P≤50 mm时，林 

冠截留量随着降水量呈对数级数上升 (图 1b)； 当 

P>50 mill时，林冠截留量与降水量的关系近似抛物 

线，且截留的雨量小于25 mill。这说明本实验年度 

鼎湖山针阔叶混交林一次截留降水量饱和值约为 

25 mm(图 lc)。 

与国内其它地区相 比，鼎湖 山针阔叶混交林 

的 林 冠 截 留 能 力 与 福 建 赤 枝 栲 (Castanopsis 

kawakamii)林接近 (27．83％)口司，而高于武夷山甜槠 

林(18．54％)口 和滇中常绿阔叶林(18．2％) 。由于林 

冠对降雨的截留，使得降雨到达地面的数量有所减 

少，时间有所延迟，从而减少和延缓了地表径流。 

5 10 15 

5O 7O 9O 110 13O 15O 

大气降水 Precipitation(P)(mm) 

图 l林冠截留与林外大气降水的关系 

Fig．1 Canopy interception VS incident precipitation 

a：P<~20mm；b：20mm<P~50mm；c：P>50mlil 

3．2．2穿透雨、树干茎流 

穿透雨是直接通过叶面和从叶、枝滴落的雨水 

之和，且穿透雨随林分密度的增加而减 川。实验期 

间，穿透雨的变率很大，当降雨量很小时，穿透雨几 

乎为零，随着降雨量的增加，穿透雨量也增加。回归 

分析结果表明：穿透雨 ( )与林外大气降水 (P)之 

间存在如下直线关系(图2A)： 

T=0．76P-2．42，R ，95，n=150 

茎流是指在降水过程中顺树干流到林地的林 

内净降水。茎流雨量虽少，但对树木养分元素的补 

充，以及树体四周土壤的含水量、酸碱度等理化状 

况均有较大的影响 。茎流量除与降水量、降水持续 

时间和强度等有关外，也与树木本身形态特征如树 

木茎围大小，树皮粗糙度等有关 。在一次性降水 

中，只有当树体表面充分湿润并有持续降水时才产 

生茎流，即存在一个产生茎流的降水临界值；研究 

发现，该值受前 24 h降水量和树种两个因素影响较 

大【翊。 

茎流量 (S)与 降水量( 之 间存在 以下关系 

(图2B)： 

S=0．07P-0．24，RZ--_0．80，n=1 50 

3．2．3地表径流 

通过林冠的净降水到达地面后，一部分被林地 

枯枝落叶层吸收，一部分进入土壤，其余的成为地 

表径流，因此，地表径流的形成与降雨量、降雨强 

度、地被物和枯落物持水量以及土壤水分物理特征 

等因子密切相关。一般来说，降雨量越大，地表径流 

量越大；相同降雨量，降雨强度越大，地表径流越容 

易产生。观测期间，在干旱季节 (11-2月)，几乎不 

产生地表径流，雨季 (7-9月)径流量大且集中。如 

果连续几天降水，前期土壤水分比较充足，蓄水较 

多，则地表径流发生的几率就高，引起地表径流产 

流的降水量临界值就小；相反，长期干旱，即使降雨 

量和降水强度均较大，径流量也相对较小，引起产 

流的临界值就会增大。降水量较多的雨季，鼎湖山 

针阔叶混交林地表径流量也很小，其占林外大气降 

水的比重在 1．36％一4．79％之间，而雨季林内净降水 

量占总降水量的比重在67％一83％之间，这表明混 

交林土壤渗透性强，厚厚的枯枝落叶层对于增加水 

分下渗、减少地表径流、保持水土等方面有着十分 

重大的意义。尽管如此，森林对洪水的调节作用是 

有限的。对针阔叶混交林地表径流的观测表明，当 

大气降水量超过 70 mm后，地表径流量随降水量的 

倡 ¨他竹8 6 4 2 O O 巧 加 O 

—E量 u0 ∞u．I a】 ouBo一目暑藏藿f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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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穿透雨㈧ 、茎流(B)和林外大气降水的关系 ． 

Fig．2 Relationshipbetweenthrougfall andincidentprecipitation㈧ ，stemflowandincidentprecipitatio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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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降水Precipitation(mm) 

图 3 地表径流量与大气降水关系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SUl"flIP~runoffand incident precipitation 

增加而剧增。地表径流 (R。)与林外大气降水 (P)存 

在典型的线性关系 (图 3)，可以用以下方程表示： 

f 0．02P-0．05，RZ=0．45，n=86，P≤30 rain 

I6．211nP-21．92，RZ=0．80，n=12，P>30 rain 

4讨论 

林外大气降水和林冠截留、茎流、穿透雨和地 

表径流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是森林生态系统 

水文生态功能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们直接影响 

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不同 

雨量级，鼎湖山针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大气降水和 

林冠截留量、地表径流量之间存在不同的函数关 

系，而与穿透雨、茎流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直线关 

系。这主要是由于林冠截留主要受大气降水和林冠 

表面物理特性的控制，而林内净降水还受树叶、树 

皮物理特性等因素的制约，地表径流是这些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从而导致了不同水文分量形成过程 

机理存在明显的差异。 

90 

鼎湖山针阔叶混交林年林冠截留率(28．24％)大 

于马尾松纯林(17．18％)嗍和季风常绿阔叶林年林冠 

截留率(24．7％)嗍。地表径流量小，仅占林外大气总 

降水量的0_4．79％，远小于鼎湖山针叶纯林(34％)D31 

和季风常绿阔叶林(24．1％) ，这表明针阔叶混交林 

系统具有更好的生态水文效应。因此在造林时应该 

考虑营造多层次、多种类，具有复合空间结构和生 

物多样性的混交林生态系统，这样更有利于水土保 

持。 

引起地表径流变化的因素错综复杂，如：气候、 

土壤、地形、林分组成、林龄和景观空间格局等 鲫， 

因此，相似的气候，不同的土壤、地形和林分条件是 

引起针阔叶混交林与马尾松纯林、季风常绿阔叶林 

地表径流差异的原因之一。此外，马尾松纯林林冠 

稀疏，林下植被稀少，土壤结构致密，极易发生地表 

径流，而处于群落演替顶级阶段的季风常绿阔叶 

林，虽然林分密度大，林下植被丰富，但该群落内树 

木由于生理上的衰老以及虫害、台风、雷电等原因， 

容易造成群落上层的一些优势乔木死亡 ，如 ：黄 

 ̈ 加 8 6 4 2 0 

∞ ∞ ∞ ∞ ∞ 柏 加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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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厚壳桂(Cryptocarya concinna)、云南银柴 porosa 

yunnanensis)等，形成一些较大的林间空隙 一 林窗， 

将会增加穿透雨占林外大气降水的比重，林下疏松 

的土壤结构，容易受到林 内净降水冲刷，所以地表 

径流量也比较大。因此，我们认为处于演替中级阶 

段的针阔叶混交林具有更好的生态水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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