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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林与其他环境类型间负氧离子水平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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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评估橡胶林是否具有调节大气环境的功能!以西双版纳景洪市郊不同树龄"幼林#成林#

老林$的橡胶林为主要监测对象!以同区域内另
!

种人工种植园"澳洲坚果园和茶园$及其他典型生

境类型"沟谷雨林#森林公园和市区$为对照监测对象!研究橡胶林负氧离子分布变化规律!分析了

各类型环境的负氧离子水平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

$负氧离子水平一般呈现雨季和雾凉

季高于旱季的季节变化特征'

!

$橡胶幼林和茶园的负氧离子浓度易受瞬时天气影响而出现极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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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极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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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橡胶成林#老林及澳洲坚果园的负氧离子

浓度通常都较稳定地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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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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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橡胶幼林到成林再到老林!产生和保

持负氧离子的能力大致呈现先弱后强再有所减弱的趋势'

&

$橡胶林内负氧离子浓度与空气相对湿

度显著正相关!而与温度的相关性不明显'

D

$不同环境类型间负氧离子浓度差异显著!尤其是在旱

季!沟谷雨林远高于其他类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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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森林公园内空中花园#橡胶成林及老

林等植物多而人较少的地方"

#

#D""

个(

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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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胶幼林#市区的江边及花卉园等植物较多但人

也较多的区域"

#

#"""

个(

HF

%

$!而市区广场等人较多且植物较少的环境是最低的!反映了植物分

布多少和人流量大小对负氧离子水平的显著影响%可见!橡胶林具有产生和维持相对较高水平的

空气负氧离子水平的能力!有利于调节区域小气候和空气质量%

关键词!负氧离子'橡胶林'人工林'沟谷雨林'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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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树"

5)6)$7-$&(0()#&(&

#为大戟科高大乔

木!原产于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喜高温

高湿(土地平整(土壤肥沃的环境)

#

*

'在我国!橡胶

树只能种植于海南(云南(广东及广西等省份的热带

地区)

!

*

!其中云南省西双版纳是最主要的种植基地

之一'现今!以橡胶树为单一优势树种的橡胶林已

是西双版纳地区最主要的人工林类型!其与季节雨

林(次生林共同组成该区域的主要森林植被类型'

大规模发展的橡胶种植业对当地区域社会经济的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大面积单一种植的橡胶林对

于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引起了公众的大量关

注)

%(&

*

'

调节区域气候环境和空气质量是森林具有的一

个重要功能'森林不仅会通过叶片的光合作用进行

固碳释氧和通过林冠吸收污染物及调节气温!还可

通过光电效应产生空气负离子调节空气质量'空气

负离子是指带负电荷的氧离子!也被称为+负氧离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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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含量多少可直接影响人的舒适程度和健

康状况!是反映空气质量和大气环境状况的重要指

标'空气中的负氧离子有改善大脑功能(促进人体

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调节机体平衡及消除人体疲

劳等作用!同时还能抑制细菌(病毒生长和去除空气

中的烟雾(粉尘!起到降尘抑菌(净化空气的作用!所

以被称为+长生素,(+空气中的维生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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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

生组织规定$清新空气中负离子含量不应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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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研究已表明!当负氧离子

浓度达到
'""

个%

HF

% 以上时有益于人体健康!达到

#""""

个%

HF

% 以上则可以治病)

#"

*

'

空气负离子的来源有物理性产生和生物性产生

!

种!其中前者水分子裂解为主要方式!后者植物光

合作用中的光电效应是主要来源)

$

!

#"(#%

*

'因此!下

垫面类型(森林覆盖率(天气状况(微粒吸附(温度湿

度等自然地理条件变化!都会影响空气负离子的浓

度)

#&

*

'目前!我国关于空气负氧离子方面的研究已

开展了一些!主要侧重于人为干扰环境和自然环境

中空气负氧离子的浓度水平(空气负氧离子在医疗

保健中的作用及其机理(空气负氧离子资源的开发

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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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西双版纳景洪市郊不同树龄"幼林(成

林(老林#的橡胶林为主要监测对象!以同区域内另

两种人工林"澳洲坚果园和茶园#及其他典型生境类

型"沟谷雨林(森林公园和市区#为对照监测对象!研

究橡胶林负氧离子分布变化规律!分析各类型环境

的负氧离子水平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可表

明橡胶林在调节气候方面的功能!为综合评价橡胶

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供基础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研究区概况

景洪市位于云南南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

部'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云南省的最南端!地跨

#""X!DYU#"#X%#YE

!

!#X!'YU!!X%?Y1

'属北热带和

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长夏无冬!干湿季分明"

!U

&

月为旱季!

DU#"

月为雨季!

##U

翌年
#

月为雾凉

季#!基本无霜'年平均气温
#$=?

"

!#=>Z

!年平均

降水量
#!""

"

#'""FF

!年平均相对湿度在
$"[

"

$?[

'最高海拔
!#>?=$F

!最低海拔
&$DF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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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以西双版纳景洪郊区不同树龄的橡胶人工林

"

!"##

种植的幼林
\A

(

!""D

年的成林
LA

(

#>$D

年

老林
NA

#样地为主要研究对象!并选择同区域分布

面积较大的另
!

种人工种植园"澳洲坚果园
L]

和

茶园
LS

#及其他典型生境类型"沟谷雨林(森林公

园和市区休闲区等处#为对照监测点!进行负氧离子

测定研究'

在
#U#!

月份!每月中旬选择天气情况稳定的

>'

第
&

期 谢
!

江 等$橡胶林与其他环境类型间负氧离子水平的比较研究



一天到
%

个树龄橡胶林(澳洲坚果园和茶园定点测

定负氧离子浓度'测量时间为
>

$

""U##

$

""

!每分

钟测量记录
#

次!连续测量记录
#""

个以上数据的

平均值代表各地一般情况下的负氧离子浓度水平'

另外!对沟谷雨林(森林公园和景洪市区主要的休闲

区也分别在旱季"

&

月#和雨季"

$

月#选择天气情况

稳定的天气进行
#

次负氧离子测量'

本研究使用日本
ÊM(>""

正负离子测试仪!测

试范围为
#"

"

#=>>_#"

? 个%

HF

%

!精度为
#"

个%

HF

%

'

使用
KRKK#>="

和
K:

J

F.R/*2##="

软件进行数

据统计分析及绘图'

!

!

结果与分析

#"!

!

负氧离子浓度分布和变化特征

对
%

个橡胶人工林和
!

个其他人工种植园的全

年监测发现!橡胶幼林(澳洲坚果园(茶园的负氧离

子浓度整体上呈现雨季高于雾凉季和旱季!橡胶成

林(老林的负氧离子浓度整体上呈现雾凉季和雨季

高于旱季'橡胶幼林和茶园的负氧离子浓度易受瞬

时天气影响变化幅度较大"极低值
D""

"

?""

个%

HF

%

!极高值
%"""

"

&"""

个%

HF

%

#!而橡胶成林与

老林(澳洲坚果园及茶园的负氧离子浓度通常都处

于相对较高水平"一般
!"""

个%

HF

%

#!属于较高

水平'

在同一季节!各人工林地之间的负氧离子浓度

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图
#

#'旱季时!橡胶成林和老

林的负氧离子浓度明显高于橡胶幼林(澳洲坚果园

和茶园&橡胶幼林略低于澳洲坚果园和茶园'雨季

时!负氧离子浓度表现为橡胶成林高于老林高于幼

林!澳洲坚果园和茶园均高于橡胶幼林'雾凉季时!

橡胶成林负氧离子浓度最高!高于老林和幼林!茶园

最低'

不同林龄的橡胶林之间的负氧离子水平也有较

大差异'橡胶幼林负氧离子浓度!在
%

个季节均为

最弱!明显低于其他人工林地&而橡胶成林和老林的

负氧离子浓度往往都高于其他林地!尤其是在旱季

和雾凉季时尤为明显&橡胶老林负氧离子浓度有时

"雨季和雾凉季#也要低于成林'

#"#

!

负氧离子与温度"湿度的相关关系

对橡胶幼林(成林(老林(澳洲坚果园及茶园进

行的负氧离子浓度变化与空气温湿度的相关性分析

表明!负氧离子浓度与空气相对湿度之间的皮尔逊

相关系数为
"=&DD

"

8

$

"="#

#!为显著正相关&而负

氧离子浓度与温度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表
#

#'

注$

NA

!老胶林&

LA

!橡胶成林&

\A

!橡胶幼林&

L]

!澳洲坚果林&

LS

!茶园"显著性水平
8

$

"="D

#'

图
@

!

A

个人工种植园的负氧离子浓度季节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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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林与其他典型环境类型间负氧离子水平

比较

!!

对橡胶林与同区域其他环境类型进行了旱季和

雨季负氧离子浓度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在旱季!

沟谷雨林的负氧离子浓度最高!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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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而其他类型环境中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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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老

林(成林及森林公园内的空中花园景点等植物多而

人较少的区域!负氧离子浓度可达
#

#D""

个%

HF

%

&

在植物较多但人也较多的区域!如橡胶幼林(市区内

的江边(花卉园(森林公园入口处及公园内爱伲山寨

和白塔等景区!负氧离子浓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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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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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市区孔雀湖(龙舟广场(文化广场等人较多植物较少

的区域!负氧离子浓度往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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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雨

季!沟谷雨林和森林公园内的负氧离子浓度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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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橡胶林和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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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橡胶林是西双版纳地区最主要的人工林生态系

统!是除热带季雨林和次生林之外的最主要的森林

类型!对本区域的气候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研究橡胶林产生和维持负氧离子的能力是了解橡胶

林调节区域气候和空气质量功能的关键一环'本研

"$

西北林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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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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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林与沟谷雨林"森林公园及市区的负氧离子浓度差异比较#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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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通过对不同树龄橡胶林内负氧离子浓度的连续监

测!探明了橡胶林负氧离子浓度分布变化规律!大致

表现为$

#

#从季节变化特征来看!大多数研究点在雨

季和雾凉季的负离子浓度普遍较高且多次出现极高

值!而在旱季负离子浓度普遍处于中等或较低水平!

整体上呈雨季和雾凉季的负氧离子浓度高于旱季的

趋势&

!

#从林龄来看!由橡胶幼林到成林再到老林!

其产生和保持负氧离子的能力大致呈现先弱后强再

有所减弱的趋势'

有研究表明!负氧离子浓度水平往往与天气条

件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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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离子主要通过水分子裂解产

生!空气中的负氧离子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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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相

对稳定存在)

#'

*

!当湿度增大时!空气中的水分子增

多!

N

U!结合水分子的机会就增大!负氧离子浓度也

随之增大!同时空气中的水滴对大气中可吸入悬浮

颗粒等具有清洁作用!减少了空气中凝结核的数量!

使得空气负离子的生成速率远大于其消亡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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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温度较高(太阳辐射较为强烈时!空气中的污染物

在强烈紫外线的作用下会发生一系列光化学反应!

加剧污染!污染物在扩散过程中吸附大量的空气负

氧离子!导致空气中负氧离子浓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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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研

究中进行的相关性分析发现!橡胶林负氧离子浓度

的变化与空气相对湿度显著相关!而与空气温度之

间无显著相关性'分析认为!这可能和西双版纳的

空气较为洁净有关'西双版纳地区空气洁净!污染

物较少!有利于负氧离子的积累'另外!负氧离子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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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尽相同!这可能是由于影响空气负氧离子的因

素多种多样!包括温度(湿度(风速(气压(太阳辐射

等自然因素以及污染物质排放(人流量等人为因素'

通过与同区域另外人工种植园"澳洲坚果园和

茶园#以及其他类型环境"沟谷雨林(森林公园及市

区等#的比较!确定了橡胶林在调节区域气候环境和

空气质量方面的作用大小'总的看来!植物分布的

多少和人流量的大小对负氧离子的浓度有显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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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橡胶林是具有产生和维持相对较高

水平的空气负氧离子水平的能力的!能够对区域气

候和空气质量能起到一定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科

学评估橡胶林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提供了基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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