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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尾巨桉(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 Ｅ. ｇｒａｎｄｉｓ)在南部大面积种植ꎬ尤其是在广西ꎬ其水分利用效率对

森林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管理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ꎬ因此了解其水分利用特征具有一定的意义ꎮ 该文通过

Ｇｒａｎｉｅｒ 热扩散探针法(ＴＤＰ)对广西黄冕国有林场 ４ ~ ５ 年生尾巨桉人工林液流密度(ＳＦＤ)的年变化规律、不
同个体变化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进行了研究ꎮ 结果表明:尾巨桉年平均日液流密度为 ８３０.１ Ｌｍ￣２ｄ￣１ꎻ从
尾巨桉日液流密度的年变化来看ꎬ最大值不超过 ２ ０００ Ｌｍ￣２ｄ￣１ꎬ与相似研究比较ꎬ该研究得到的结果偏低ꎮ
不同直径尾巨桉 ＳＦＤ 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ꎬ胸径相近其液流密度也大致相同ꎬ但胸径相差很大时ꎬ其液流密

度相差也大ꎬ相差最大可达 １ ３００ Ｌｍ￣２ｄ￣１ꎬ这主要与不同生长状况的植物根系从土壤吸收水分能力不同有

关ꎮ 相关研究表明光合有效辐射和水汽压亏缺是树木冠层蒸腾的主要动力ꎬ该研究也发现树干液流密度与水

汽压亏缺(ＶＰＤ)、光合有效辐射(ＰＡＲ)在年变化上有很好的同步性ꎬ主要表现出夏秋季节较高、春冬季节较低

的现象ꎮ ＳＦＤ 与 ＰＡＲ 的关系比较显著ꎬ与 ＶＰＤ、空气温度(ＡＴ)、土壤温度(ＳＴ)有一定的关系ꎬ但与空气相对湿

度(ＲＨ)和土壤湿度(ＳＭ)没有呈现规律ꎮ 环境因子和植物生物学特征是树干液流密度主要的影响因素ꎬ进一

步探讨尾巨桉如何响应这些因子的变化显得尤为重要ꎮ
关键词: 尾巨桉ꎬ 热扩散技术ꎬ 液流密度ꎬ 环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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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ｐ ｆ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ꎬ ｂｕ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ｈｏｗ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Ｅ.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 Ｅ. ｇｒａｎ￣
ｄ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 Ｅ. ｇｒａｎｄｉｓꎬ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ｅꎬ ｓａｐ ｆ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近年来为了满足经济快速发展对木材的需求ꎬ
桉树作为一种速生丰产木材在全国特别是在华南地

区大面积种植(祁述雄ꎬ２００２)ꎮ 这对缓解华南地区

的木材短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ꎬ然而桉树人工林生

态问题一直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ꎬ尤其桉树的水分

利用问题是人们争论和关注的焦点(白嘉雨和甘四

湖ꎬ１９９６)ꎮ 桉树对水分和养分利用率很高ꎬ在建立

桉树生态林方面存在其可能性和可行性(杨民胜

等ꎬ２００６ꎻ于福科等ꎬ２００９ꎻ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ꎮ 但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ꎬ桉树人工林经常被认为大量耗

水及破坏当地生态环境ꎬ大面积种植桉树势必会对

当地水文过程以及生态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ꎮ 目

前ꎬ水资源短缺已成为突出的环境问题ꎬ如何权衡人

工林种植与水资源的关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ꎬ树木

的蒸腾耗水量是人工林树种选择的重要参数(Ｐｏｏｒｅ
＆ Ｆｒｉｅｓꎬ １９８５ꎻＣａｌｄｅｒꎬ１９９２ꎻＤｙｅꎬ １９９６)ꎮ

目前研究蒸腾作用的技术很多ꎬ其中热技术根

据不同原理及适用范围可分为热脉冲法、热平衡法、
热扩散法(Ｓｗａｎｓｏｎꎬ １９９４)ꎮ 热扩散法(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ｉｓ￣
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ｅ ｍｅｔｈｏｄꎬ ＴＤＰ)在研究植物水分利用方

面有其自身的优点ꎬ目前越来越多地被利用于研究

树木的水分利用(Ｇｒａｎｉ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２ꎬ １９９６ａꎻＬｏｓｔａｕ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６ꎻ赵平等ꎬ２００５)ꎬ该方法的基本理论是植

物根系吸收的水分仅少部分用于自身结构组成ꎬ而
大部分通过蒸腾散失到大气中 ( Ｓｃｈｕｌｚｅ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８７)ꎬ所测定的通过树干木质部液流量ꎬ经转化求

算等同于冠层蒸腾量(Ｋｏｚｌｏｗｓｋｉ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６)ꎮ 因

此ꎬ本研究利用 ＴＤＰ 对尾巨桉(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
Ｅ. ｇｒａｎｄｉｓ)的树干液流进行监测ꎬ分析尾巨桉个体

和总体的树干液流特征及其与周围环境因子的关

系ꎬ探讨不同个体尾巨桉间的液流规律及其年际变

化特征ꎬ旨在为桉树水资源利用研究提供基础数据ꎬ
为进一步桉树人工造林耗水的估算和水资源管理提

供理论依据ꎮ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１ 实验样地

野外观测地位于鹿寨县的广西黄冕林场波寨分

场ꎬ地理坐标为 ２４°４８′ Ｎꎬ１０９°５３′ Ｅꎬ海拔为 ３００ ~
３５０ ｍꎬ林地土壤主要是砂页岩发育而成的红壤ꎮ 年

均气温 １９ ℃ꎬ年均降雨量 １ ７５０~２ ０００ ｍｍꎬ降雨量

集中在 ４－８ 月ꎻ年均蒸发量 １ ４２６~１ ６５０ ｍｍꎮ
样地位于东向坡地的尾巨桉人工纯林ꎬ林龄为

４~５ ａꎮ 所选样地面积为 ４００ ｍ２(２０ ｍ × ２０ ｍ)ꎬ样
地内共有尾巨桉 ５５ 株ꎬ平均胸径为 ９.６０ ｃｍꎬ林分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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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密度为 １ ３７５ 株ｈｍ￣２ꎮ 在样地内选取生长状况

良好的 １５ 棵尾巨桉作为观测样树ꎮ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样树树形特征的测定　 边材厚度(Ｔｓ)的测定

方法参见周翠鸣等(２０１５)试验材料的相关内容ꎬ测
定边材厚度ꎬ建立胸径与边材厚度的关系式(Ｓｃｈäｆ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ꎮ

Ｔｓ＝ａ(ＤＢＨ)ｂ (１)
式中ꎬａꎬｂ 分别为通过非线性回归分析得出的

系数ꎬ本研究中 ａ ＝ ０.６４７３ꎬｂ ＝ ０.８１０７ꎮ 通过这个关

系式可以计算得到本实验样树的边材厚度ꎮ
１.２.２ 树干液流的测定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样地样方

里基本特征调查结果ꎬ按实际分布状况从中随机选

取 １５ 株样树ꎬ采用 Ｇｒａｎｉｅｒ 针法测定样树液流密度ꎬ
该方 法 具 有 准 确、 稳 定 和 连 续 不 间 断 的 特 点

(Ｇｒａｎｉｅｒ １９８７ꎻＧｒａｎｉ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２)ꎮ 具体方法见蔡

锡安等(２０１０)、王华等(２００７)、赵平等(２００５)ꎮ 温

差变化反映树木的液流密度 ( ｓａｐ ｆｌｕｘ ｄｅｎｓｉｔｙꎬ
ＳＦＤ)ꎬＧｒａｎｉｅｒ(１９８７)建立了反映二者关系的经验

公式ꎮ
Ｊｓ ＝ １１９ × [(ΔＴｍ－ΔＴ) / ΔＴ] １.２３１ (２)
式中ꎬＪＳ 为瞬时液流密度( ｇＨ２ Ｏｍ￣２ ｓ￣１)ꎬ

ΔＴｍ为昼夜最大温差ꎬΔＴ 为瞬时温差ꎮ
探针外用塑料盖保护以防止机械损伤ꎬ并用太

阳膜包裹ꎬ减少热辐射和雨水浸入的干扰(赵平等ꎬ
２００５)ꎮ 借助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ｒ ３.０ 软件ꎬ将从数据采集仪直

接下载的原始电压数据转换成连续性的液流密度值

(赵平等ꎬ２００５)ꎮ
１.２.３ 环境因子的观测　 林内建有可供长期生态定

位研究的观测塔(２４ ｍ)ꎬ在塔顶安装光合有效辐射

传感 器 ( ＬＩ￣ＣＯＲꎬ ＵＳＡ) 和 空 气 温 湿 度 传 感 器

(ＲＨＴ２ｎｌ￣０２ꎬＤｅｌｔａ￣Ｔ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ＬｔｄꎬＵＫ)ꎮ 同时ꎬ在土

壤 ３０ ｃｍ 处埋设土壤温湿度传感器(ＳＭ３００ ꎬＤｅｌｔａ￣Ｔ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Ｌｔｄꎬ ＵＫ )３ 套ꎬ使用 Ｄｅｌｔａ￣Ｔ 数据采集仪采

集数据ꎬ其读数频率与液流值同步 (周翠鸣等ꎬ
２０１１ꎬ２０１２)ꎮ

采用水汽压亏缺 ( ＶＰＤꎬ ｋＰａ) 反映空气温度

(ＡＴꎬ℃)和空气相对湿度(ＲＨꎬ％)的协同作用ꎮ

ＶＰＤ ＝ ａｅ
ｂＴ
Ｔ＋ｃ( ) (１ － ＲＨ) (３)

式中ꎬ常数 ａ、ｂ、ｃ 分别为 ０.６１１ ｋＰａ、１７.５０２ 和

２４０.９７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 Ｎｏｒｍａｎꎬ １９９８)ꎮ
１.２.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进行数据分析及作图ꎮ
从样树平均液流密度长时间尺度上分析液流特征变

化ꎬ以及不同个体之间的液流密度差别ꎬ通过曲线参

数估计法分析树干液流密度与各环境因子之间的回

归关系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实验的可行性

通过公式(１)可计算样地内 １５ 棵样树的边材

厚度(表 １)ꎮ

表 １　 尾巨桉形态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 Ｅ. ｇｒａｎｄｉｓ

树号
Ｔｒｅｅ

Ｎｕｍｂｅｒ

胸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ｍ)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３

边材厚度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ｃｍ)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３

１ ８.７０ １０.８５ ３.７４ ４.４７

２ １０.６０ １２.９０ ４.３９ ５.１５

３ １０.３９ １２.２０ ４.３２ ４.９２

４ ８.０６ ９.００ ３.５１ ３.８４

５ １０.６３ １２.８６ ４.４０ ５.１３

６ １０.１２ １２.００ ４.２３ ４.８５

７ ８.８９ １０.５０ ３.８１ ４.３５

８ ９.４３ １１.５０ ３.９９ ４.６９

９ ９.１４ １０.８０ ３.８９ ４.４６

１０ ８.３７ ９.７８ ３.６２ ４.１１

１１ ８.５０ ９.３０ ３.６７ ３.９５

１２ ９.９２ １１.２２ ４.１６ ４.６０

１３ ８.２５ １０.３０ ３.５８ ４.２９

１４ １４.１１ １４.２０ ５.５３ ５.５６

１５ １６.０６ １７.７０ ６.１５ ６.６５

　 　 大部分乔木树干包括边材和心材两部分ꎮ 边材

主要起传输水分和营养元素的作用ꎬ而心材是内部

不具传输功能的死细胞(王兴昌等ꎬ２００８)ꎮ 从表 １
可以得出ꎬ本研究的样树边材厚度均超过实验需要

的 ２ ｃｍꎬ所以避免了探针被插入心材的可能ꎮ
２.２ 尾巨桉日液流密度年变化特征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２０１２ 年与 ２０１３ 年的液流密

度相差并不大ꎬ且有一样的季节变化规律ꎬ都表现出

夏秋季节高ꎬ春冬季节低ꎬ大小基本维持在同一个水

平ꎬ说明尾巨桉边材最外面 ２ ｃｍ 的液流密度比较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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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尾巨桉全年日液流密度变化

Ｆｉｇ. １　 Ｓａｐｆ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 Ｅ. ｇｒａｎｄｉ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ｙｅａｒ

图 ２　 不同胸径尾巨桉液流密度的变化特征

Ｆｉｇ. ２　 Ｓａｐｆ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 Ｅ. ｇｒａｎｄｉ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定ꎮ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本研究中尾巨桉最大值没有

超过 ２ ０００ Ｌｍ￣２ｄ￣１ꎬ通过计算得到日液流密度

平均值为 ８３０ Ｌｍ￣２ｄ￣１ꎮ
２.３ 不同胸径尾巨桉日液流密度的变化特征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对样树胸径的调查ꎬ分别选择

其中生长较旺盛的 １４ 号、１５ 号样树和生长较弱的

１０ 号、１１ 号样树进行比较ꎬ选择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０ 日

至 ７ 月 ６ 日的数据进行分析ꎮ 从图 ２ 可以看出ꎬ树
木胸径相差不大时(如 １０ 号与 １１ 号样树相差 ０.２
ｃｍꎻ１４ 号与 １５ 号样树相差 ２.７ ｃｍ)ꎬ日平均液流密

度很接近ꎬ而当胸径相差很大时(如 １０ 号与 １５ 号样

树相差 ７.８ ｃｍ)ꎬ日平均液流密度也相差显著ꎮ 虽

然胸径大小对树干液流密度有一定的影响ꎬ但是不

同胸径日平均液流密度变化规律是一致的ꎮ
２.４ ＳＦＤ 与 ＰＡＲ 和 ＶＰＤ 的关系

从图 ３ 可以发现ꎬ尾巨桉日液流密度和 ＰＡＲ、

ＶＰＤ 在大时间尺度上有比较好的同步性ꎬ都呈现出

夏秋季节较高ꎬ春冬季节较低ꎬ一整年呈现出单峰变

化规律ꎬ三者在时间上表现出来吻合的变化规律ꎬ也
正说明了 ＰＡＲ 和 ＶＰＤ 是植物光合作用和水分利用

的主要影响因子ꎬ植物早晨光合作用和水分流动主

要是受光合有效辐射和周围环境水汽压亏缺的影

响ꎬ才会逐渐打开气孔ꎬ随后树干液流慢慢开始ꎬ周
而复始形成了这种固定的同步性模式ꎮ Ｏｒｅｎ ＆
Ｐａｔａｋｉ(２００１)通过研究也发现ꎬ太阳辐射和水汽压

亏缺是树木冠层蒸腾的主要动力ꎬ对树干液流的影

响呈正效应ꎮ
２.５ 日液流密度与各环境因子的关系

不同胸径的树干液流密度有一定的差别ꎬ说明

密度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树木的生物学结构影

响ꎬ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ꎬ同时还会受到其他因

子的制约ꎮ 生物学结构决定树体水分利用的潜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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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液流密度与光合有效辐射、水汽压亏缺的年变化规律

Ｆｉｇ. ３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ｕｌｅ ｏｆ ＳＦＤ ａｎｄ ＰＡＲꎬ ＶＰＤ

力ꎬ而环境因子决定了液流的瞬时变化(张宁南等ꎬ
２００３)ꎮ 从图 ４ 可以看出ꎬＳＦＤ 与 ＰＡＲ 关系比较明

显ꎬ与 ＶＰＤ、ＡＴ、ＳＴ 有一定的关系ꎬ而与 ＲＨ 和 ＳＭ 没

有呈现规律ꎮ 结果说明液流大小主要还是受光照大

小的影响ꎬ同时也受到周围水汽压亏缺的制约ꎬ而水

汽压亏缺是空气温度和空气相对湿度的综合反应ꎮ
同时也发现ꎬＰＡＲ 和 ＶＰＤ 对 ＳＦＤ 的影响是刚开始变

化幅度比较大ꎬ慢慢变得平缓ꎬ而 ＡＴ 和 ＳＴ 对 ＳＦＤ
的影响则刚好相反ꎬ是开始比较平稳ꎬ当温度达到

２５ ℃以上时ꎬＳＦＤ 变化程度加大ꎬ因此ꎬ说明不同环

境因子对 ＳＦＤ 存在不同的影响模式ꎮ

３　 讨论与结论

从尾巨桉一年半液流监测结果来看ꎬ发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间并没有大的变化ꎬ呈现出

比较稳定的趋势ꎬ说明随着时间的变化ꎬ液流密度受

到生理结构影响的同时ꎬ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周围环境的制约ꎬ两者共同制约了液流密度的大小ꎮ
本实验中尾巨桉日液流密度最大值没有超过 ２ ０００
Ｌｍ￣２ｄ￣１ꎬ日平均值为 ８３０ Ｌｍ￣２ｄ￣１ꎬ比张宁南

等(２００７)对雷州半岛纪家尾叶桉人工林得出的日

均液流密度 １ ８３９ Ｌｍ￣２ｄ￣１要低很多ꎬ可能是由

于实验样地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ꎬ本实验样地处于

土层较薄的山地ꎬ而张宁南等(２００７)实验样地所处

位置土壤层深厚ꎬ属热带海洋性气候ꎬ光照、水分和

土壤都相对比较丰富ꎬ更有利于桉树的生长ꎻ所使用

样树树种虽然都是桉树ꎬ但是具体品种不一样ꎬ本实

验所使用的尾巨桉与张宁南等(２００７)使用的尾叶

桉在结构上会有差别ꎬ因此也会出现结果差异性ꎬ进
行实验的时间段不一样ꎬ本实验是整年日均值ꎬ而张

宁南等(２００７)是在蒸腾较大的月份进行实验ꎮ 这

些只是推测存在差异性的原因ꎬ而具体原因需要更

进一步的研究去探讨ꎮ
植物生物学特征决定了植物树体水分利用的潜

在能力ꎬ而树干是其水分运输的主要载体ꎬ根系从土

壤吸收水分以后ꎬ通过树干边材中的导管运输到冠

层各部位ꎬ树干中的导管大小必会影响水分的运输ꎬ
不同胸径大小的树干结构也会不一样ꎮ 通过同步比

较不同胸径尾巨桉液流密度大小ꎬ发现胸径相近的

树木液流密度相似ꎬ而当胸径相差比较大时ꎬ树木液

流密度也相差很大ꎬ相差最大时达到了差值１ ３００
Ｌｍ￣２ｄ￣１ꎬ这主要与植物生理结构有关ꎬ因为多数

树种导管由内而外逐渐增大ꎬ导管直径逐渐增大

(王华田ꎬ ２００２)ꎬ这样胸径大的树木液流就会相对

较快ꎬ同时大树根系也比较发达ꎬ有利于从深层土壤

吸收水分ꎬ尤其在缺少土壤水分ꎬ张宁南等(２００７)
通过对雷州半岛的尾叶桉液流密度监测也得出了相

似结论ꎮ 人工林树种组成单一、所处环境条件一致ꎬ
可以通过选择测定不同径阶标准木液流密度进行推

算整个林分平均液流密度(Ｍａｈｍｏｏ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ꎮ
光合有效辐射、水汽压亏缺与树干液流之间相

关显著ꎬ三者有相似的变化规律ꎬ如 Ｇｒａｎｉ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２ꎬ１９９６)研究证实了液流对水汽压亏缺的敏感

性ꎻ有学者发现木薯(Ｍａｎｉｈｏｔ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的液流与总

辐射 相 关 性 极 显 著 ( Ｏｇｕｎｔｕｎｄｅꎬ ２００５ )ꎻ 此 外ꎬ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对 １０ 个树种和 ２ 种藤本植物的

研究也表明ꎬ液流密度的日变化主要受总辐射的影

０８７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图 ４　 液流密度与各环境因子的关系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ａｐ ｆ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响ꎮ 通过对样地主要环境因子与 ＳＦＤ 的分析发现ꎬ
ＳＦＤ 和 ＶＰＤ、ＰＡＲ 年变化有很好的同步性ꎬ都呈现

出夏秋季节较高ꎬ春冬季节较低的规律ꎮ 其他研究

中对不同树种液流与环境因子关系的研究ꎬ也发现

ＶＰＤ 和 ＰＡＲ 是液流的主要因子ꎬ随着 ＰＡＲ 和 ＶＰＤ
的变化ꎬ树干液流也会呈现明显的规律性变化(马
玲等ꎬ２００５ꎻ孙慧珍等ꎬ２００５)ꎮ

回归分析结果也证明了 ＳＦＤ 和 ＶＰＤ、ＰＡＲ 的相

关性比较高ꎬ其次是 ＡＴ、ＳＴ 与 ＳＦＤ 有一定的相关

性ꎬ而 ＲＨ、ＳＭ 与 ＳＦＤ 相关性并不明显ꎬ可能只是作

为限制因子控制水分供应ꎬ而不直接影响树木液流

流动ꎮ ＰＡＲ 和 ＶＰＤꎬ以及 ＡＴ 和 ＳＴ 对 ＳＦＤ 的影响存

在不同模式ꎬ刚开始影响程度大ꎬ慢慢变得平缓ꎬ表

明 ＳＦＤ 对 ＰＡＲ 和 ＶＰＤ 表现更为敏感ꎬ而 ＡＴ 和 ＳＴ
达到一定值后才会对 ＳＦＤ 有比较明显的影响ꎮ 通

过分析液流密度与各环境因子的关系ꎬ目前已经得

到了一定的结论ꎬ但只是证明了这些规律的存在ꎬ为
了更深入地探讨环境因子对液流的影响或者是液流

是如何响应环境因子的变化ꎬ是今后工作中着重研

究的方向ꎬ只有更好地了解这些机理ꎬ才能为桉树人

工林的建立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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