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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林小气候特征及其与大气候的关系 

王春林 ，董永春3刘锦銮 ，何 健 
(1．广东省气候与农业气象中心，广州 510080；2．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广州510650；3．广州国际专业气象台，广州 510080) 

摘要：利用 2002—2003年间荔枝林小气候梯度观测资料，分析荔枝林小气候特征及其与背景大气候之间的关系。受 

“山谷风”下沉气流影响，荔枝林冠层气温与背景大气候相比，夜间气温明显偏低，其 日变化幅度偏高，年平均偏低 

0．35—0．75~C，冬春季和夜间更加明显。因此在冬季冷空气过程中，荔枝林将承受较长的低温时间。不同梯度气温相比， 

冠层气温比冠层上偏高 0．2—0．4℃，夏秋季和白天更加明显。荔枝林具有显著而稳定的增湿效应，全年月平均相对湿度 

均高于背景大气候 7％左右。荔枝林气温、相对湿度等小气候因素与背景大气候相比，具有相同的时间变化趋势，并存 

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此研究结果可为应用常规气象站监测、预测气象资料推算荔枝林小气候状况，开展农用天气服务 

和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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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climatic Characteristics in Litchi Forest in 

Relation to M acroclimate 

WANG Chun-l in ，DONG Yong-chun ，LIU Jin-luan ，HE Jiall 

(I．G Climate and Agrometeorology Center,Guangzhou 510080，China；2．South China Botanical Garden，the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 

Guangzhou 510650，China；3．Cuangzhou International却ecialised Weather Servers，Guangzhou 510080，China) 

Abstract：Using microclimatic dada recorded from 2002 to 2003 in litchi(Litchi chinensis)forest in Huadu，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croclimate and macroclimate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verage monthly 

air temperature in litchi forest canopy was lower bv 0_35—0．75oC than that obtained at meteorological station in 

Huadu。This was particularly obvious in winter and spring，and at night．Temperature in the canopy was by 0．2— 

0．4℃ higher than that above the canopy．which was more obvious in summer and autumn and in the daytime． 

Average monthly relative humidity in litchi forest increased by 7％ compared to that in macroclimate．indicating 

that the humidification in litchi forest always causes diseases and pests． 

Key words：Guangdong；Litchi；Microclimate；Agricultural weather 

农田小气候与代表区域平均状况的大气候相 

比，对露天农业生产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研究农 

田小气候特征及其与背景大气候之问的关系，对深 

入了解农田生态系统水热平衡特性及其生态功能 

具有科学意义D-3J，对充分利用气候资源、保证作物 

的正常生长及防御气象灾害具有实践意义。随着农 

业生产集约经营对田间气象服务保障的迫切需求， 

国内外对农田小气候的研究不断深化 】。20世纪 

7O年代中期以后，研究对象由水稻等大宗作物扩展 

到果蔬园艺、畜禽饲养等产业，许多学者还研究了 

多种森林群落的环境特征[2-81，但对荔枝林等亚热带 

经济林果的研究并不多见。 

荔枝 (Litchi chinensis Sonn．)是典型的南亚热 

带常绿果树，分布于北纬 l8~-25。之间，广东是荔枝 

主产区之一，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积温、 

日照时数和有效水分等气候因子与荔枝产量高低 

以及品质优劣密切相关，其中温度条件对荔枝花芽 

分化和安全越冬至关重要。本研究利用小气候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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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资料，结合代表背景大气候的花都气象站同步 

观测资料，分析荔枝林小气候特征及其与背景大气 

候之间的关系，为探讨人工林生态系统的功能提供 

科学依据，为利用常规气象观测、预报资料规划、指 

导荔枝生产，趋利避害，制定防灾减灾措施提供决 

策参考。 

1试验区概况 

试验区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联星村的叶 

海荔枝园，总面积约 200 hm2，2000年定植，品种有 

妃子笑(Litchi chinensis Sonn．CV．Feizixiao)、桂味 

(cv．Guiwei)、糯米糍(cv．Nuomici)3种，其中妃子笑 

占70％。不同品种严格分垄种植，采取统一矮化密 

植栽培方式，行距 3 m，株距 2．2 m，植株高度 1．5— 

2．0 m。试验区符合“典型性、代表性、一致性”原则。 

参照花都气象站资料，试验区年平均气温 21．9~C，最 

冷月 1月平均气温 l3．3℃，最热月 7月平均气温 

28．7℃，历年极端最低气温 0．4℃，极端最高气温 

38．1clC；年均降水量 1 792 mm，4—9月为主汛期，占 

全年近 80％；年蒸发量 l 648 nlnl；平均相对湿度 

78％；年 日照时数 l 823 h；参照广州五山气象站 

1991—1997年资料计算，年总辐射 3 908 MJ m-z，直 

接辐射 l 453 MJ m～，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 

2小气候观测设置 

荔枝 林小 气候梯 度观 测站位 于 23．43。N， 

l13．O8。E，海拔高度 44 m，地形坡度 5。左右，坡向正 

南。根据荔枝林垂直结构特征，设置 3层气温梯度， 

传感器高度 自上而下分别为 2．2 m、1．5 m、0．35 m， 

分别代表荔枝林冠层上方气温 (Ta)、冠层内气温 

(Ti)和冠层下方气温 (Tb)；相对湿度 (RH)观测 

高度为 1．5 m；风速 (WS)、风向(WD)观测高度均 

为 2．4 m。分别采用芬兰 Vaisala公司的HMP45A型 

温湿度传感器 (探测精度分别为 0．2~C和 3％)、长 

春气象仪器研究所的EC9一l型风向风速传感器 (探 

测精度分别为 3。和 0．1 m s )和广东省气象技术装 

备中心的WP3103型自动气象站数据采集系统。资 

料采集频率为 l h，每天 24次连续记录。本文所用 

资料时段为 2002年 1月 1日到 2003年 l2月 31 

日，通过预处理程序去除由于仪器维护、通讯等原 

因造成的异常数据，尚有大约 70％的资料可用。 

采用同步观测的花都气象站资料代表背景大 

气候状况 (文中简称花都站)。花都站位于23．23~N， 

l13．13。E，与荔枝林小气候自动观测站直线距离约 

20 km，海拔高度 5．4 m，观测场环境和仪器安装及 

其型号等符合国家标准。所用资料包括定时 (2：00、 

8：00、l4：00、20：00)气温、相对湿度，以及 24时次 

逐时正点风速、风向资料。 

3结果和分析 

3．1荔枝林小气候年变化特征 

3．1．1气温年变化特征 

荔枝林各层气温年变化情况与背景大气候基 

本一致 (图 1)，最冷月和最热月分别出现在 1月和 

7月，冠层月平均气温 (2年平均)分别为 l3．5℃和 

28．9~C，其中2002年 7月平均气温低于相邻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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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荔枝林和花都站月平均气温 

Fig．1 Average monthly temperature in litchi forest and Huadu Meteorological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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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与当年 7月降水异常偏多有关 (图2)。垂直梯 

度相比，荔枝林各月平均气温均以冠层内为最高， 

比冠层下略高0．1 oC，比冠层上高 0．2—0．4℃，夏秋季 

比冬春季更明显。 

荔枝林 3个梯度月平均气温全年均低于花都 

站，冠层月平均气温比花都站偏低 0．6—1．O~C，考虑 

海拔高度影响 (0．0065~(2 In"-)'荔枝林气温依然低于 

背景大气候 0．35—0．75℃，冬春季幅度大于夏秋季。 

冬季林内气温低于空旷裸地的现象，在鼎湖山南亚 

热带地带性群落季风常绿阔叶林内也有出现『21，原 

因可能是：(1)南亚热带气候特征是太阳辐射较 

强，夏长冬短，甚至无冬，林冠层对辐射能有吸收、消 

弱作用，同时对林内热气流的垂直传输有阻塞作用； 

(2)冬季荔枝林仍然具有较大的储水能力和较强的 

蒸腾作用，使林内保持较大的空气湿度 (图2)，因 

而提高林内温度需要的热量 比裸地多；(3)冬季 

冷空气来临时，荔枝林上空冷空气与林内空气相互 

作用形成湍流，其强度远大于裸地，而湍流热传导 

系数是分子热传导系数的 105倍[41，因此荔枝林气 

温低于裸地。 

3．1．2相对湿度年变化 

荔枝林相对湿度年变化趋势与气温、降水一 

致，但变化幅度不大，即使在降水偏少的相对干季 

(10—3月)，仍然保持在 75％以上 (图2)。荔枝林 

冠层年平均相对湿度为82％，比花都站高 7％左右， 

偏高幅度没有明显季节性规律变化特征，显示荔枝 

林具有显著且比较稳定的增湿功能。 

3．1．3风速风向年变化特征 

荔枝林年平均风速 (x)为 1．7 m s～，比花都站 

(2．6 m s。)小 0．9 m s。(平均衰减 35％)；月平均风 

速绝对变差 (标准差6)荔枝林 (0．18 1TI S )小于花 

都站 (0．434 m s-1)，相对 变差(g／x)也 是荔枝 林 

(0．106)小于花都站 (0．167)，反映荔枝林对风速 

及其振幅均有明显的阻挡作用 (图略)。荔枝林和 

花都站均以北风最多 (分别占 19％、20％)；第二多 

风向荔枝林为东风 (10％)，花都站为东南偏南风 

(12％)，反映局部地形对荔枝林小气候的影响。 

3．2荔枝林小气候日变化特征 

3．2．1气温 日变化特征 

荔枝林气温的日动态明显受太阳辐射影响，各 

梯度日最低气温年平均 l7．2—17．9℃，均出现在凌晨 

6：00左右；日最高气温年平均 24．8—25．4cC，出现在 

正午后的 14：00—15：00(图3)，没有发现r]极端最高 

气温出现时间随着高度下降逐渐延迟现象[51，可能与 

采样频率较低有关。 

荔枝林各梯度气温均与花都站同步观测资料 

呈显著线性关系 (表 1)。夜间荔枝林平均比花都站 

低 1．5~C，白天与花都站差异不大，正午后 (12：00一 

l8：00)冠层内和冠层下气温比花都站还略高(图3)。 

3．2．2气温日较差 

荔枝林气温日较差与花都站显著相关(图4)，荔 

枝林冠层气温日较差年平均达 9．9℃，比花都站同期 

(7．7℃)高2．2℃。进一步分析荔枝林冠层内日最高 

气温 (ym)、日最低气温 ( )与花都站对应因素 ( )的 

相关关系 (y~----1．047x一0．4772， 2=0．9667，n=471： 

Sep一03 

图2荔枝林冠层和花都站月平均相对湿度 

Fig．2 Average monthly relative humidity in litchi forest canopy and in Huadu Meteorological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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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荔枝林不同梯度的气温全年平均的日变化 

Fig．3 Average annual diurnal changes in temperature at different layers oflitchi forest 

表 l荔枝林小气候因素与花都站气候因素的相关分析 

Table l Relationships between microclimatic factors in litchi forest and in Huadu Meteorological Station 

花都站气候因素为自变量 ，荔枝林因素为应变量 y，R 为解释方差，n为有效样本数．Factors in Huadu Meteorological 

Station are considered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while those in litchi forest are dependent variable y．R ：RSQ；n：samples valuable． 

y 1。0309x一1．9608，R 0．9791，n=472)表明：日最 

高气温 (ym)与花都站比较接近 ，而 日最低气温 

(y )比花都站明显偏低，表明荔枝林夜间气温偏低 

是导致其气温日较差大于背景大气候的原因。 

3．2．3气温梯度日变化特征 

不同梯度气温相比，白天 (9：oo—l7：oo)冠层 

内气温高于冠层上方和冠层下方气温，呈现典型日 

射型温度分布；夜间 (18：00—8：oo)冠层下气温最 

低，冠层上气温最高，呈典型的辐射逆温分布 (图 

5)，与中亚热带的常绿阔叶林【 、暖温带落叶阔叶 

林[31均具有类似特征。逆温幅度随着风速增大而减 

小(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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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冷空气过程中荔枝林冠层和花都站气温逐时变化 (2002年 l2月23—3O只) 

Fig．8 Changes in temperature in litchi forest canopy during a cold wave course from 23 to 30，Dec．2002 

研究认为，充分发育的落叶阔叶林具有减缓林内气 

温波动和振幅的功能【3]，且具有气温日变化振幅夏 

季较大的特点阎。本研究中没有发现林冠减缓林内 

气温波动和振幅的效应，除“山谷风”地形影响外， 

可能还与经济林管理措施以及周边水体等因素有 

关，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荔枝林增湿效应显著，对于植被群落水热平衡 

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较高的相对湿度，常常有 

利于荔枝霜疫霉病等病虫害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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