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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林一茶栽培模式小气候特征研究
‘

黄寿波 范兴海 傅愁毅 傅金和

摘典 在安徽省黄山市
,

于夏季对杉木一茶
、

板栗一茶间作园和纯茶园同步进行小气候测 定
.

结 果 表

明
:

相对光强
、

气温和土温
、

温度日较差
、

风速均随茶园内的植被覆盖度增大而减少
,

空气湿度则随植被覆

盖度增加而增大
。

杉木一茶
、

板栗一茶间作园和纯茶园的相对光强分别是 41 %
、

63 %和 100 %
,

日平均气温分

别是 25
.

0
、

2 6
.

4和 27
.

2 ℃
,

0 e m 地温 日较差分别是 6
.

4
、

1 0
.

5 和 1 9
.

7 ℃
,

Zo o e m 高处平均 风 速 分 别 是

。
.

3
、

0
.

4和 0
.

6 。
· s 一 1 。

空气相对湿度和绝对湿度
,

杉木一茶间作园比纯茶园分别增加6%和 4 hp a ,

板栗一

茶间作园比纯茶园分别增加 4 %和 2 五p 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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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ca
m e ll‘。 s‘n e n s‘s (L

.

) K u n te e )是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植物
仁‘’,

性 喜温 暖
、

湿润
、

散射光和排水良好的酸性土壤
,

极端的高温
、

低温
、

干旱
,

强烈的直射光
,

地下水位

过高
,

土壤碱性太重等对茶树生育不利
〔昌1 。

为了创造 良好的茶园生态坏境
,

提高茶叶产量和

品质
,

人们除了选择合适的地区“’和海拔高度
〔‘1
栽培茶树外

,

还采用林
、

茶间作
〔‘’
等方法

,

以改善茶园内的生态环境
,

提高茶园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

关于茶园及茶树树冠内的小气候特

征
〔“, 了」,

茶园遮荫对茶树生理
、

生化特性的影响
仁。J,

茶树与乌柏间作的气候效 应
〔, ”。1 ,

已有

报道
。

本文仅对杉木一茶间作园和板栗一茶间作园的小气候特征进行探讨
。

1 试验区自然概况

试验区设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黄山林科所岩寺分所 (2 9
0

5 1 ‘N
,
1 1 8

0

1 8 尹E
,

海拔 1 17 m )
。

该地区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红黄壤地区
,

亚热带东岸型湿润季风气候区
,

具有温暖湿润
、

雨

量充沛
、

四季分明
、

雨热同季的气候特征
。

全年太阳总辐射为 4 5 o kJ
· 。 m

一 , ,

年平均日照时数

1 9 7 9 h
,

年平均气温16
.

4 ℃
,

最冷月 (1 月 )平均气温 3
.

7 ℃
,

最热月 (7 月 )平均气温 28
.

2 ℃
,

极

端最低气温 一 1 0
.

9℃
,

极端最高气温 4 0
.

5 ℃
,

) 10 ℃期间活动积温 5 1 6 5 ℃
.

日, 年降水 量

1 50 8 m m
,

其中春季 (29 % ) 和夏季 ( 44 % )较多
,

秋季 ( 16 % ) 和冬季 ( 11 % ) 较少
,

年

平均空气相对湿度 79 %
。

试验区土壤为红壤
,

土层深厚
,

有 20 一 3 0 o m 的腐殖质层
, p H S

.

0 ~

5
.

5
。

生态条件适合当地林木和茶树生育
,

但 7 ~ 8 月份
,

有时会发生茶树早热害 ;冬季和早春

也会引起茶树冻害
,

对提高茶叶产量和品质不利
。

19 93
一

0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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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材料及方法

试验共分三个小区
,

衫木一茶间作园
、

板栗一茶间作园和纯茶园 (对照 )
。

杉木 〔伪
n -

n‘n 夕h a沉ia la n c e o l‘ta (L a m b
·

)H o o k
.

〕于 1 9 7 7年定植
,

株距 3 m
,

行距6
.

5 m
,

树高 1 2 ~

15 m
,

分枝高度 2 ~ 4 m
,

主干胸径 20 ~ 25 c m
,

树冠直径 2~ 3 m
,

茶树间 种 在 杉 木 园

内
,

双条种植
,

树高约 1
.

l m
,

树幅 1
.

4 m
。

植被覆盖度 ( 包括杉木及茶树树 冠 )约 70 %
,

其中杉木郁闭度5 0 %
。

板栗(C a s ta n e a fn o llis s i优 a B l
.

)于 1 9 7 7年定植
,

株行距6 m x 6 m
,

树高 5 一 6 m
,

分枝高度。
.

3~ 0
.

s m
,

树冠直径 5 ~ 7 m
,

茶树间种在板栗园内
,

双 条 种

植
,

茶树高约 1
.

2 m
,

冠幅约1
.

5 m
,

植被覆盖度约 55 %
,

其中板栗郁闭度 37 %
。

纯茶园于 1 9 7 5

年定植
,

品种为当地地方 品种
,

树高约 1
.

3 m
,

双行条栽
,

株行距 0
.

5 m x l
.

s m
,

双条间 距

离 4
.

5 m
,

管理水平较差
,

树冠覆盖度约40 %
。

试验区布置如图 1 所示
。

薰蒸蒸一鬓鬓彝
000

鬓彝鑫一OO一彝彝馨一
O 0

户|
m..ee灿

O

O

o 6

O

OO

几.

月抽一 6
.

s m 曰帅. 卜奋归~ 6
.

5 m
.

一一巾
A

峨 .
一

.

6 m , 闷闷帅 6
。

0 m es 争

甘

1谭袅
4

.

5略
C

图 1 试脸区布工示意

人 : 衫木一茶间作园
, B :

板菜一茶间作园
, C : 纯茶园

(小圆圈表示杉木和板栗树位里
,

小 黑点表示茶树位里
,

斜线部分表示茶树友盖 的地面 )

小气候观测于 1 9 9 2年 7 月 15 ~ 22 日和 8 月 21 ~ 28 日进行
,

相当于当地的夏茶末和秋茶始

采期
。

各小气候因子每隔 3 h 观测 1 次
,
在离地面 50

、

1 2。
、

2 00
c m 高处测定气温

、

空 气 湿

度和风速 , 在离地面 1 2 0 o m 高处测定净辐射和 光 强
。

测定 0 c m 及 地 下 5 、

10
、

15
、

20 c m

土壤温度
、

并在 0 o m 处侧定地面最高和最低温度
,

用国产 Z F
一
2 型照度计 测 定 光 强

,

用

D F Y
一 5型净全辐射表测定净辐射 , 用阿斯曼通风干湿表测定气温和湿度 , 热电式微风 仪 测

定风速 ; 套管式地温表
、

地面最高温度表和地面最低温度表测定地面( 0 o m )温度
、

地 面 最

高和最低温度 ; 用曲管地温表测定地面以下 5
、

10
、

15
、

20 c m 土壤温度
。

3 结果及分析

3
.

1 相对光强的分布

太阳光进入农林系统后
,

受到植被中茎叶的层层削弱
,

使系统内发生着对太阳光能多次

反射
、

吸收和透射过程
。

这个过程与农林系统的结构
,

特别是植被盖度有关
。

在小气候研究

中
:

通常用透光率 (S , )表示农林系统中的透光情况
,

其表达式为
:

R , = (I / I
。

) x 100 %
。

式 中

I 为农林系统中某一高度的光强
,

I
。

为农林系统上方或对照点 (裸露地 ) 的光强
。

用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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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

S ,
也称相对光强

。

表 1 是不 同林
、

茶栽培模式内透光率的分布
。

由表 1 可见
,

杉木一

茶间作园的平均透光率为4 1
.

3 %
,

板栗一茶间作园平均为6 3
.

1 %
,

这主要受林冠盖度影响
。

一般枝叶愈密
,

林冠盖度愈大
,

相对光强也愈小
,

晴天正午前后这种差异最明显
。

表 1 林一茶间作园与纯茱园的茶树树冠面上的透光率 (单位 : %
,

199 2)

日期(月一日) 衫木一茶间作园 板栗一茶闻作园 纯茶园 天气类型

07一18

07一 19

07一20

07一21

08一25

08一26

08we 27

0 8一28

平均

午后阵离

午后阵雨

晴晴昙晴晴县晴晴
�“��”n“nU八”份Un�nUnU101010ID1010101010

J

O尹0nU八11�n�21勺��,�“5663弘5367766663n.4八U0nUO山n山7内」52.34.44.38.36.44.47.34.41.

3
.

2 空气温度的分布

农林系统内的气温状况
,

主要决定于辐射和湍流状况
。

在林
、

茶间作园中
,

林冠是外活动

面
,

茶树树冠是中活动面
,

土壤表面是内活动面
。

白昼
,

太阳辐射从进入林冠表面开始
,

就

价尸/

占、、、

!/

竹妙衅淤斌
八日:侧健裂谊趁

受到植被 (林冠) 的削弱
,

使到达茶树表面的辐

射量大为减少
,

到达地面的就更少
,

因此近地空

气层温度不可能升得很高
,

中午前后 (如14 时)
,

茶树树冠表面获得的辐射热量 比 较 多
,

湍 流

弱
,

蒸腾较小
,

出现最高温度
,

并由此向上
、

向下递减
。

土壤表面仍然为内活动面
,

出现第

二个最高温度 (图 2 )
。

夜间或清晨(如 5 时)
,

茶树树冠表面和地面失热多于得热
,

树冠表面

出现温度垂直廓线的最低点
,

树冠以上为辐射

型的温度分布
,

离地面50
c m 高度到树 冠 表面

为 日射型分布
,

50 c m 以下到地面又为辐射型分布
。

气温 ( ℃ )

图2 不 同茶园气温垂 直变化 比较
( 199 2年 8 月27 日

,

晴 )
( A S ,

A “示杉木一茶 间作园
, B S , B“示板栗一茱

间作园 , C S ,

Cl ‘示纯茶 园 )

林
、

茶间作园内近地空气层温度具有周期性变化特点
,

其日变化轨迹为一单峰型正弦曲

线
,

一 日中有一个最高值和一个最低值
。

据 1 9 9 2年盛夏和初秋观测
,

最高值出现在 14 时前后
,

最低值出现在日出前 ( 图 3 )
。

从图中还可 以看出
,

不 同林茶间作园内
,

茶树树冠表面的 气

温 日变幅是以对照区 ( 纯茶园 ) 最大
,

板栗一茶间作园其次
,

杉木一茶间作园最小
,

因为杉

木一茶间作园植被盖度最大
,

太阳辐射被植被削弱较多
,

气温 日变幅最小
。

另外
,

从图中还

可 以看出
,

不论是那类林
、

茶栽培模式
,

其气温日变幅都是晴天大于昙天
。

3
.

3 土坡温度的分布

受植被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
,

土壤表面
,

白天直接接受太阳辐射而增热
,

夜间放射长

波辐射而冷却
,

因而引起温度的昼夜变化 (图 4 )
。

土壤上层 (耕作层 )温度 日变化具有下列特

征
: ¹ 温度变化曲线是一条单峰型的正弦曲线

,

一天中有一个最高温度 出现在正午以后
,

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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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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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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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叫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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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犷 飞
、

。

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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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 8 11 14 17 2 0 q 3

观洲时间(时 )

::
胜2 3 2 5 8 1 1 1 生 1 7 2 0 2 3

观利时间 ( 时 )

图 3 不 同条园的气温 日变化

A 图 : 1992年 7 月 17
,

18日 ,

晴天 , B 图: 1992年 8 月25
,

26日
,

昙天 ,

a : 衫木一茶间作园
,

b 。 板果一茶间作园
, 。 。 纯茶园

, 洲定高度
: 茶树树冠表 面 ( 12 0 cm )

.

个最低温度出现在日出以前
。

º 土壤温度日较差随土壤深度增加而减小
,

土表日较差最大
,

越

向深层
,

变幅越小
。

如杉木一茶间作园 。 c m 温度日较差为6
.

8 ℃
,

而20 c m 深为1
.

2 ℃
。

»

一 日中出现最高
、

最低温度的时间
,

地表最早
,

愈向深层愈落后
,

平均深度每增加10 o m ,

最

高
、

最低温度出现的时间落后约 2~ 3 h
。

¼不 同林
、

茶栽培模式的土温日较差
,

以纯茶园最大
,

板栗一茶间作园其次
,

杉木一茶间作园最小
,

如 7 月 18 ,

19 日 (晴天 )0 。m 的温度日较差各处理

分别是
: 12

.

8
、 8

.

3和6
.

8 ℃ 。

土壤温度的上述变化特征
,

主要决定于地面辐射平衡 日变化和

土壤的热特性 ( 土壤热容量和导热率 ) ,

同时还受地面与大气间乱流交换的影响
。

B
尸.卫胜.尸

一七
‘几弓口勺g

::{
人

科众
、

-

夕

了尸\ 石
.

_
_

/
,

,

又
、二 洲

崛冷荟
厂

.

丫息
~ . ‘. 州‘~ 曰匕. 曰曰~ J . ~

4 8 12 16 20 2么 4

观滋时间(时)

火之

认
了
丫、卜

二

义 :

343632即28262422

32韵2526到22
(��照刊

1 2 1 6 2 0 2 4

观沮时间 (时 )
1 2 16 2 0 2 4

观目时间 ( 时 )

A 图
:

杉木一茶间作园
,

图 4

B 图
:

不 同茶园的土温 日变化 ( 19 蛇年 7 月18
,

19 日
,

晴 )

板果一茶间作园
,

C 图 : 纯茶园 , a 示距地表 20 c垃
,

b 。
10 。皿

, c : 0 c m 的土温
。

地表接受太 阳辐射后
,

土壤中各层热量也进行上下交换
,

因而土壤温度的垂直分布也具

有一定的特点
。

据观测
,

典型晴天昼夜土温垂直变化可 以归纳成 4 种基本的分布型式
,

¹ 日

射型
: 以14 时为代表

,

土温随深度增加而降低
,

热量向下输送 ; º 辐射型 : 以 5 时为代表
,

土温随深度增加而增加
,

热量 向上输送 ; » 清晨转换型
:
以 8 时为代表

,

10 o m 深度以 上是

日射型
, 10 c m 以下是辐射型 ; ¼傍晚转换型 : 以20时为代表

,

上层是辐射型
,

下层是日 射

型 ( 图 5 )
。

不 同林
、

茶栽培模式晴天的土温垂直变化
,

都具有 以上几种分布型式
,

但温度的

垂直廓线各不相同
,

一般纯茶园上下层之间温度差别最大
,

衫木一茶和板栗一茶间作园差别

较小
。

一天 中
,

则以14 时上下层的温度差别最大
,

清晨 5 时差异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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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

茶间作后
,

由于林冠对太阳辐射的遮荫

和地面长波辐射的阻挡作用
,

因而使增温期 (夏

季或白昼 ) 的土表温度降低
,

降温期 ( 冬季或

夜间 ) 的土表温度增高
,

温度 日较差减小
,

在

亚热带地区来讲
,

这对茶树生育是有利的
。

据

观测
,

在湿润亚热带地区 7 ~ 8 月
,

林
、

茶间作

园比纯茶园 0 c m 温度 日较差降低 10 ℃ 左右
,

个别的 日子可减少 15 ℃以上 ( 表 2 )
,

这主要

也是 由于植被对太阳辐射减弱所 致
。

在间作 园

中
, 二汉排}直接辐射很少到达地面

,

致使 白昼地

温不能升得太高
,

夜间也不会降得过低
。

3
.

4 空气混度的分布

林
、

茶间作园中空气湿度的分布及变化
,

除

决定于总蒸散量和空气温度外
,

还决定于乱流

水汽变换强度
。

通常在林
、

茶间作园中
,

由于总

的蒸散量增大
,

且湍流交换弱
,

地面蒸发和植

物蒸腾的水汽不易逸散
,

因此空气湿度总比裸

地大些 ( 表3 )
。

林
、

茶间作园的空气湿度 均 比

纯茶园大
,

一般日平均相对湿度 比 纯 茶 园 大

3 % ~ 5 %
,

日平均绝对湿度大 2~ 3 hp a 。

两类

、

最

\叼乏吞产一户
.

。、
2\o, ‘F\

r二户,P
.‘,

今:二O
!.二��工
‘石,丫‘、勺竺

,苦

;
‘、占、‘.
-1.

。

, l
声尸
,
·

心J?、,弓工
,,‘,

,

、;月,才岑
、b

。巧-l0心训
�兰忿赵送禅阅健

{
、了

飞厂

1

,啪心
�‘巴侧汾粥月健

图 5 不 同茶园土温的垂 直变 化
( 19 9 2年 7 月 1 8

,

19 日
, 仁青)

A 图 : 衫木一茶间作园
,

B 图 : 板菜一茶间作园
,

C 图。 纯茶园

表2 林
、

茶间作目与纯茶因0 c m 地沮日较差 (单位
:

℃
,

199 2 )

日 期 衫木一茶间作园 板某一茶间作园 纯 茶 园

(月一日 ) 最 高温度 最低 温度 日较差 最 高温度 最低沮度 日较 差 最高温度 . 低沮度 日较差

2 3
。

9

19
。

4

18
。

1

1 7 。

6

18
。

1

2 0
。

5

20
。

l

19
。

7

22222322212122222�勺
.166nU27464140403942424111

.

3

10
。

7

9
。

5

1 1
。

0

,8口召目勺.

⋯
O产.且9�U

‘
立
J.
1

7861
几内J
J

O3622.22.23.23.21.22.22.22.
O�5
j.l‘.几八”45
曰.五

3433333431343133
心自,二
曰1nU�匀�匀54..

⋯⋯
SJ马77�j
户

b‘U6
j

6o产,J�”O
唱主1
.

弓」
222323双232323230 7一18

0 7一19

07一20

0 7一2 1

0 8一26

0 8一2 7

0 8一2 8

平均

30
。

8

2 8
.

0

30
。

4

3 1
。

0

28
.

5

29
.

6

2 9
。

6

29
。

7

间作园之间的湿度差异不大
,

虽然杉木一茶间作 园的植被盖度比板栗一茶间作园大些
,

但板

栗树的分枝高度 比衫木低
,

近地空气层的水汽不易向高空逸散
,

同时板栗树枝叶茂盛
,

蒸腾

强度 比杉木大
,

因此空气湿度则是板栗一茶间作园略大些
。

在湿润亚热带暖季
,

林
、

茶间作园中空气绝对湿度的大小
,

与地面蒸发和植物蒸腾大小关

系最为密切
。

当温度升高时
,

蒸发
、

蒸腾强
,

空气中含有水汽多
,

因此绝对湿度大
;
反之

,

绝

对湿度小
。

绝对湿度的最大值出现在 14 时左右
,

最小值出现在 日出前 (图 6 一 A )
。

空气中相

对湿片心日变 化与气温 日变化相反
,

最大值出现在日出前后气温最低时
,

最小值出现在 14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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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3 林
、

篆间作. 与纯茱E 上的空气绝对纽度 (e) 和相对湿度 (, )
(19 9 2 )

日 期

(月一 日 )

高 度

(cm )

衫木一茶间作园 板栗一茶间作园 纯 茶 园

e (hPa ) r (% )
e (肚p a ) r (% ) e (五Pa ) r (% )

5 0 30
.

3 84 3 1
.

0 87 为
_

6 R l

848390书
0 7一15~ 2 1

12 0

200

31
。

2

3 0
.

9

3 1
。

8

3 0
.

2

3 0
。

2

28
。

4

8884

82韶
,
‘‘.二�衬�O夕

08一2 5~ 28

5 0

120

2 9
。

6

3 0
。

9

3 0
。

3

3 1
。

,

28
。

8

3 0
。

0

那90

200 30
.

8 84 29
.

5 85 幻
.

6 84

前后气温最高时 ( 图6 一 B )
,

这是 因为相对湿度是绝对湿度和温度的函数所致
。

但不论是绝

对湿度还是相对湿度
,

均是板栗一茶间作园最大
,

杉木一茶间作园其次
,

纯茶园最小
。

板栗

一茶间作园的树冠盖度虽然小于杉木一茶间作园
,

但因板栗的分枝高度低于杉木
,

因而使离

地面 120
c m 高处的水汽不易逸散

,

因而空气湿度较大
。

3 8 r

3 6 卜

(次�侧妞盆籍

厂
/ ~

、

飞誉
2 6

匕工
2 3 2 5 8 1 1 1理 1 7 2 0 2 3

观测时问 (时 )

、

气
、

\
涎323025�璐d国�越赌禽织

观测时间(时 )

图 6 不 同茶园茶树冠层 ( 120 c口 ) 的 空气湿度日夹化

( 1992年 9 月 17
,

18 日
,

晴 ) , 人图 . 绝对湿度
,

B 图 : 相对泣度
,

a 示板某一茶间作园
,

b 示衫木一茶间作园
, c 示纯茶园

。

林
、

茶间作园与纯茶园空气湿度的差异
,

发生在蒸发强烈
、

温度差异最大的白昼 ( 表 4 )
。

在白昼
,

纯茶园虽然蒸发很强
,

但因湍流扩散的结果
,

由地面蒸发的水汽很快地被扩散到自

由空气中去
,

而林
、

茶间作园中的空气从蒸发和蒸腾所获得的水汽
,

因湍流交换弱而不易逸

散
,

所以不论是绝对湿度还是相对湿度均较纯茶园高
;
夜间

,

由于温度下降
,

蒸发较弱
,

林
、

表 4 林
、

茶间作园与纯茶圈 2 00 c m 高处空气湿度差值的日变化

农林系统类型 项 目 17 时 20 时 23 时 02 时 0 5时 0 8时 n 时 14 时 17 时

杉木一茶间作
刁e ( hPa )

刁r ( % )

2
.

9 0
.

9 1
.

2 1
.

5 1
.

1 2
.

5 2
.

7 4
。

3 4
.

0

7 5 5 2 0 9 10 11 8

板架一茶间作
才e (hPa )

刁r ( % )

0
.

7 0
.

9

5 3 2

注 . 拍定时间为 19 92 年, 月17
,

18 日
,

晴
:

刁 e :

绝对湿度差
,

刀r :

相对湿度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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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间作园与纯茶园内外湿度差异不大
,

而且比 自昼要小
。

3
。

石 风的状况

林
、

茶系统中风速的分布
,

除受植被盖度等影响外
,

还与林茶系统结构
、

林木的分枝高度

和密度等有关
。

在林
、

茶间作园中
,

风速受到茶树和林木枝叶的阻挡
,

摩擦作用大为增加
,

通

风性减小
,

风速减弱
,

因此在林冠以下不论那个高度
,

间作 园的风速均 比纯茶园小 (表 5 )
,

但板栗一茶间作园与杉木一茶间作园的风速差异不大
。

衰 5 林
、

共间作. 与纯茶. 日平均风速比较 (单位
:

m 一
1 ,

1992 年》

日 期 衫木一茶间作目 板栗一茶 间作园 纯 茶 园

(月一日) 50 0 皿 120 e位 20 0 e m 弓0 e m 120 c m 2 00 e m 弓0 c m 12 0 c m 2 00 c过

0 7一1 7 0
.

1 0
.

3 0
.

3 0
.

1 0
.

2 0
.

3 0
.

1 0
.

1 0
。

4

0 7一1 8 9
.

2 0
.

2 0
.

3 0
.

2 0
.

2 0
.

3 0
.

1 0
.

2 0
.

4

07一 19 0
.

1 0
.

2 0
.

3 0
.

1 0
.

2 0
.

3 0
.

1 0
.

3 0
.

4

07一 20 0
.

1 0
.

2 0
.

3 0
.

1 0
.

2 0
.

3 0
.

1 0
.

2 0
.

3

0 7一21 0
.

1 0
.

2 0
.

3 0
.

1 0
.

3 0
.

4 0
.

2 0
.

3 0
.

4

0 8一2 5 0
。

1 0
.

2 0
.

3 0
.

1 0
.

2 0
.

3 0
.

2 0
.

3 0
.

3

0 8一2 6 0
.

2 0
.

3 0
.

4 0
.

2 0
.

3 0
.

5 0
.

3 0
.

4 0
.

6

0 8ee 2 7 0
。

2 0
.

3 0
.

5 0
.

2 0
.

3 0
.

7 0
.

2 0
.

3 0
.

9

0 8一2 8 0
。

2 0
.

3 0
。

4 0
.

2 0
.

4 0
.

6 0
.

3 0
.

4 0
.

8

林
、

茶间作园中
,

离地面 2 00 o m 高度以下的风速垂直分布
,

主要受该高度范围植物主干及

枝叶密集程度影响
。

离地面50
o m 高处风速最小

,

这是因为该高度的空气运动
,

受到林木和

茶树枝叶影响
,

使风速明显减弱
。

离地面1 20 c m 高处
,

受到树冠冠层的摩擦作用
,

日平 均

风速大于离地 50 c m 高处
,

而小于离地 2 00
c m 高处的风速

。

4 结论与建议

(1) 在湿润亚热带地区的暖季
,

不 同林一茶栽培模式的小气候特征
,

主要受植被盖度
、

林

木和茶树种类或品种
、

年龄
、

高度
、

树冠结构
、

栽植方式及密度
、

栽培管理措施等因子影响
。

上

述因子影响了农林系统内的各个物质面 (层 ) 内辐射特性及热量平衡各分量的变化
,

衫木一

茶和板栗一茶间作园内有 3 个活动面 (层)
,

即杉木
、

栗树树冠表面
,

茶树树冠表面和土壤表

面
;
纯茶园内只有 2 个活动面 (层)

,

即茶树树冠表面和土壤表面
。

由于不 同林一茶栽培模式

其活动层的高度
、

厚度
、

面积比例不 同
,

引起净辐射及热量平衡各分量不同
,

因而造成不同

栽培模式内光
、

温
、

湿
、

风等小气候要素变化
。

由此认为
,

人为调整各系统内活动面 (层 )的

面积及高度
,

亦即林冠面积和厚度 ( 植被盖度 ) 就可合理调节小气候的变化
。

(2 ) 不同林
、

茶栽培模式内的相对光强
、

气温
、

土温
、

温度日较差
、

风速等
,

均随植被盖度的

增加而减小
,

即杉木一茶间作园最小
,

板栗一茶间作 园其次
,

纯茶园最大
。

空气的相对湿度

和绝对湿度一般与温度和风速变化相反
,

即随植被盖度的增加而增大
。

但本试验中
,

板栗的

分枝高度很低
,

但近地面空气层的水汽不易逸散
,

同时板栗因蒸腾强度大
,

因而使板栗一茶

间作园湿度最大
,

杉木一茶间作园其次
,

纯茶园最小
。

上述小气候特点
,

在亚热带地区的高

温干早季节 (夏
、

秋茶 )
,

林
、

茶间作能满足茶树喜温暖
、

湿润
、

散射光和避免高温
、

干单
、

强直射光的要求
,

这对茶树生育和提高夏
、

秋条产量
、

品质是有利的
。

不过
,

本试验中
,

衫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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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茶的植被覆盖度已达70 %
,

遮光过度
,

通风不 良
,
已对茶树正常光合作用产生不 良影响

。

为了提高林茶系统的经济效益
,

合理利用小气候资源
,

应根据林
、

茶的每年经济投入
、

产 出

和社会需要
,

合理调节林
、

茶栽植密度和植被盖度
。

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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