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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收集大量森林生态系统类型林冠截留功能研究资料,应用地统计学方法模拟了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类

型林冠截留的地理变化规律。结果表明: 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类型林冠截留与环境因素经度和纬度之间存在一

定的地理变化规律, 地统计学方法模拟的回归优度达 88. 15% , 明显优于前人提出的三因素多元地理空间模型的模

拟效果 (回归优度为 56. 42% ), 能更真实反映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类型林冠截留的地理变化规律, 从而为我国

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时空分布的模拟与分析提供可靠方法。这些主要森林生态系统包括: 寒温带、温带山

地落叶针叶林; 寒温带、温带山地常绿针叶林;亚热带、热带东部山地常绿针叶林; 亚热带、热带西部山地常绿针叶

林; 亚热带西部高山常绿针叶林; 温带山地落叶与常绿针叶林;温带、亚热带山地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

林; 亚热带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亚热带竹林;南亚热带山地季风常绿阔叶林; 热带半落叶季风雨林; 热带山地

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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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森林

的水文学效应是森林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生态学功能

之一, 因此, 一直是森林生态学研究的重点内容。国

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展较早, 我国森林水文学的

研究始于 20世纪 50年代。随着我国森林生态系统

定位研究工作的开展, 森林水文学研究得到迅速发

展。由于森林生态系统水文生态效能是森林公益效

能的一个主要方面, 因此分析各种森林生态系统水

文生态功能的地理变化规律是揭示森林水文生态规

律、评价森林水文公益效能的基础。温远光等
[ 1]
曾

建立了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类型林冠截留及森林

截持降水的综合调节能力的三因素多元地理空间模

型;王兵等
[ 2]
利用最小二乘法建立了全国年均降水

量、林冠降水截留量、枯落物持水量等森林水文要素

与地理要素 (经度、纬度、海拔 )之间的函数关系, 但

是由于森林水文要素数据地理变化的复杂性, 导致

这些模型的模拟精度均不高, 是否存在更好的模拟

方法值得探讨。本文通过收集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

统水文生态功能资料, 应用地统计学方法分析了我

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地理变化规律, 从而

为全国森林生态系统水文生态功能规律分析提供新

方法与手段,为科学合理经营防护林与利用水资源、

充分发挥森林的水文生态功能提供理论基础。



1 地统计学方法

地统计学
[ 3- 9 ]

( Geostatistics, 又称地质统计学 )

是近 30多年来创立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 是在

用经典统计学研究地学问题时遇到矛盾的过程中产

生与发展起来的。其与经典统计学相比, 具有如下

优点: 充分利用各种信息; 插值方法是一种无偏的最

优估值方法等。

1 1 M a the ron区域变量理论

从数学上来说, 森林生态系统是一个多变量或

矢量域。有些变量可以在连续尺度上测定, 而另一

些变量则可能是离散的。实际的森林生态系统截留

量现状调查,由于工作量和经费关系,都只有在一定

量的离散点上观测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因

此,应在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量现状调查的基础

上,建立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的地理变化规

律模型,以估计和判断没有观察和调查到的区域的

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量、分析全国森林生态

系统功能规律并绘制其等值线分布图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一个区域化变量 Z ( x )是一个随机变量,它

是表征某区域内 x位置上记录的不同的 Z值, 可以

把它视作为对区域内某一固定位置 x上的一个随机

变量 Z。在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的地理变化

规律研究中,可以把在一定位置 Z ( x )上的林冠截留

量 Z设想成是一个点上的截留量 Z, 它是一个区域

化变量。对于样本的位置间距矢量 h来说, 区域化

变量增量 Z ( x ) - Z ( x + h )的方差在区域内是有限

的,而且与位置无关

VAR [ Z ( x ) - Z ( x+ h) ] = E [Z (x ) - Z ( x+ h ) ] 2

= 2r( h ) (1)

式中 方差 2r ( h)的 1 /2叫半方差。 r( h)只依赖于

点与点之间的距离 ( h)矢量。

1 2 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的空间依赖性

实际上可以预测在相同部位 x上的 Z值总是比

偏离距离 h (即 x+ h )的那些部位上的 Z值相似,而

且,当 h增加时,值之间的差异也随之增加。这种现

象说明了这些值在距离上或空间上的依赖性,这种

空间依赖性可以用半方差与偏离间距相对应的相关

曲线图定量化。这种相关曲线图称为变异函数。

1 3 变异函数

空间依赖性的结构分析可以用变异函数定量

化。变异函数描述了区域化变量 Z的空间依赖组

成部分。将给定偏离间距为 h的半方差估计为所有

由间距 h隔开的观察值之间的半方差平均值

r( h ) =
1

2N ( h)

N ( h )

i= 1
[ Z ( xi ) - Z ( xi + h ) ]

2
( 2)

式中 有 N ( h )对观察值。变异函数是地统计学的

基础,其精确估计是成功空间内插和栅格地图制作

的关键。

1 4 空间内插

在区域化变量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组求局

部位置移动加权平均值形式的内插法, 最终绘制出

区域内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分布图。其中

Krig ing内插法是目前地统计学应用最广泛的内插法。

如利用最简单的点 K rig ing内插去估计任意点

x0处的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量的算法如下

Z 0 = 1Z ( x1 ) + 2Z (x 2 ) + + nZ ( xn ) ( 3)

或 Z (x 0 ) =
n

i= 1
iZ (x i ) ( 4)

式中 1、 2、 、 n 为权重, 它考虑了变异函数

中表示的空间依赖性。Z值的估计应该是无偏的,

因为
n

i= 1
i = 1 ( 5)

估计偏差是最小的,并可以由下列方程求出

2
d = b

T
( 6)

此式即为地统计方法的线性系统方程, 由 ( 6)式可

计算得到权重系数 1、 2、 、 n。式中 b是被估

计点与其他点之间的半方差矩阵; 为拉格朗日参

数。

2 资料来源

从 20世纪 50年代以来, 由于破坏森林随之而

来的气候条件变化,地面无覆被、水土流失、地下水

位下降、山泉枯竭、河川水文情势恶化、水旱灾害频

繁出现,世界各国对森林与水的关系开展了大量的

研究工作。我国 森林水文学术讨论会文集 的出

版
[ 10]

, 标志着我国的森林水文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

全新的阶段。目前,有关森林水文学功能研究的森

林生态系统类型已有山地雨林、半落叶季雨林、常绿

阔叶林、常绿落叶阔混交林、山顶矮林、次生落叶林、

落叶松林、日本赤松林、樟子松林、油松林、红松林、

冷杉林、云杉林、云南松林、华山松林、桉松混交林、

马尾松林、杉木林、金钱松林、黄山松林、柏木林、圆

柏林、柳杉林、麻栎林、蒙古栎林、锐齿栎林、辽宁栎

692 山 地 学 报 25卷



林、茅栗林、硬阔林、白桦林、红桦林、山杨林、枫桦

林、桦木林、山柳林、泡桐林、枫香林、檫木林、刺槐

林、毛竹林、油茶林等
[ 1, 11]
。本文基于这些研究资

料,应用地统计学方法分析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

林冠层截留的地理变化规律,以阐明各类森林生态

系统林冠截留的数量特征, 并与温远光等
[ 1]
的研究

方法及结果进行比较。

由于数据的非正态分布会使变异函数产生比例

效应, 比例效应的存在会使实验变异函数产生畸变,

增大估计误差,变异函数点的波动增大,甚至会掩盖

其固有的结构,因此应该消除比例效应
[ 12]
。由于我

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量及生态系统地理位

置 (经、纬度 )数据基本上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上述

数据经对数变换后参加计算,从而消除比例效应。

3 结果与分析

3 1 变异函数

根据 (2)式计算在空间上具有滞后 h的观测值

的样本半方差,在计算中可取 h的某一范围内 r ( h )

的平均半方差,然后将 ( h, r ( h ) )点对值在坐标上绘

制散点图,并用变异函数拟合其关系。我国主要森

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的变异函数在 h大于一定的距

离后,并非呈单调递增, 而是在显示具有一定周期波

动时就显示出一种 孔穴效应 ,孔穴效应模型属于

线性非平衡性地统计学范畴。在线性非平衡地统计

学中, m ( x )叫漂移, 通常采用多项式形式
[ 13]
。在线

性地统计学中,这种具有复杂变化的区域化变量的

空间变异性,不能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描述,需要

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理论模型去描述,称之为线性

地统计学的套合结构。套合结构可以用反映各种不

同尺度变化的多个变异函数之和来表示。由于我国

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的变异函数存在漂移现

象但无断点, 且在不同尺度上变化特征不一样, 因

此,可考虑采用套合结构揭示其在不同尺度上的空

间变异规律。根据变异函数的变化规律及特征, 将

样本的位置间距矢量 h划分为 8种不同的尺度。若

线性地统计学的套合模型中各子模型均采用多项式

模型,则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的变异函

数总模型为:

r( h) = 0. 04585 h = 0

r( h) = 0. 03451+ 2. 13093h - 10. 85490h2 - 47. 33809h3 + 118272h4 h 0. 11, r= 0. 999, n = 179

r ( h ) = 0. 40261- 2. 85542h+ 3. 80518h2+ 18. 69392h3+ 72. 43036h4 0. 11< h 0. 23, r= 0. 999, n = 219

r( h) = - 29. 25386+ 198. 2407h+ 56. 61682h2 - 2559. 175h3 + 4193. 2h4 0. 23< h 0. 35, r= 0. 926, n = 248

r ( h ) = 14. 30963- 58. 7089h- 29. 67341h2 + 345. 6041h3 - 313. 5461h4 0. 35< h 0. 47, r= 0. 994, n = 184

r ( h ) = - 31. 82762+ 141. 4347h - 121. 9594h2- 184. 3104h3+ 237. 4936h4 0. 47< h 0. 62, r= 0. 968, n= 84

r ( h ) = 32. 58176- 140. 0494h + 172. 1946h2 - 3. 64322h3 - 71. 91625h4 0. 62< h 0. 78, r= 0. 600, n = 112

r( h) = 0. 35000 h> 0. 78

式中 r为各子模型相关指数; r ( h )为半方差; h为

样本的位置间距矢量,即经、纬度取对数变换后的样

本间距离。区域化变量生态系统截留量 Z ( x )存在

着块金效应 ( C0 = 0. 045 85),它反映了区域化变量

Z (x )内部随机性的可能程度, 主要由两种来源: 一

是来源于区域化变量 Z ( x )在小于抽样尺度 h时所

具有的内部变异,二是来自抽样分析的误差。对于

变异函数的模型而言, 块金效应值 C 0愈小越好, C0

愈小,说明异常值较少,随机成分的影响较弱,空间

自相关方面的影响加强。区域化变量森林生态系统

截留量 Z (x )块金效应值为 0. 045 85,说明 Z ( x )的

随机性较弱,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可以应用地

统计学方法探讨其空间异质性。而变程 a ( a =

0 350 00)则反映区域化变量 Z ( x )影响范围的大

小,因此它是区域化变量 Z (x )空间变异尺度或空间

自相关尺度。在 |h | a范围内, 区域化变量 Z ( x )

是空间自相关的,即变异函数值与 h之间存在一定

的函数关系,这种函数关系由变异函数总模型所表

达, 超出此范围 ( h > a )区域化变量自相关不存

在
[ 14, 15]

。

3 2 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地理变化规律模拟

利用变异函数总模型计算 47个主要森林生态

系统样点林冠截留测定值间对数变换后半方差 r

( h )值,把 r ( h)值代入 ( 6)式, 求出各样点权重系数

i,用 Z (x0 ) =
n

i= 1
iZ ( xi )对 47个样点主要森林生

态系统林冠截留量进行空间内插,内插值及误差值

列于表 1。并以回归离差平方和 U占总离差平方和

T的比值 C = U /T 100%来衡量模拟精度, 称为回

归优度 (王学仁,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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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地统计学方法与前人方法比较

Tab le 1 Com parison of rain fall in tercept ion ofm ain forest ecosystem s betw een geostatisticsm eth od and pred ecessor s' m ethod

森林类型

Fores t typ e

主要森林生态系统

林冠截留量 Canopy

rainfall ofm ain

forest ecosystem s

(mm )

本文方法

M ethod of th is paper

温远光等的方法 M ethod of

W en yu anguang s' paper

理论值

Th eoretic

value(mm )

相对误差

Relat ive

error (% )

理论值

Theoret ic

valu e(mm )

相对误差

R elative

error (% )

落叶松林 L arix gm e lin ii f orest 166. 5 154. 4 7. 31 173. 0 3. 92

落叶松林 L arix gm e lin ii f orest 118. 4 165. 9 39. 93 172. 2 45. 41

华北落叶松林 L arix prin cipp is-rupprech tii f orest 153. 8 165. 3 7. 45 126. 4 17. 84

油松林 P inu s tabu laeform ia forest 117. 8 124. 8 6. 01 129. 9 10. 26

油松林 P inu s tabu laeform ia forest 131. 2 124. 9 4. 81 129. 9 1. 01

油松林 P inu s tabu laeform ia forest 156. 9 124. 9 20. 41 130. 0 17. 14

油松林 P inu s tabu laeform ia forest 94. 3 124. 8 32. 43 130. 0 37. 86

杉木林 Cunn ingham ia lanceola ta forest 274. 2 236. 7 13. 68 214. 7 21. 71

杉木林 Cunn ingham ia lanceola ta forest 134. 3 178. 6 32. 99 237. 8 77. 09

杉木林 Cunn ingham ia lanceola ta forest 198. 5 216. 6 9. 15 232. 4 17. 06

杉木林 Cunn ingham ia lanceola ta forest 231. 5 255. 6 10. 44 292. 3 26. 26

杉木林 Cunn ingham ia lanceola ta forest 228. 7 208. 4 8. 91 223. 2 2. 40

杉木林 Cunn ingham ia lanceola ta forest 143. 3 174. 7 21. 96 239. 8 67. 71

杉木林 Cunn ingham ia lanceola ta forest 309. 0 323. 7 4. 77 283. 8 8. 14

杉木林 Cunn ingham ia lanceola ta forest 251. 3 258. 2 2. 73 247. 5 1. 51

杉木林 Cunn ingham ia lanceola ta forest 279. 8 258. 2 7. 73 247. 5 11. 54

马尾松林 P inu s ma ssoniana forest 191. 8 174. 8 8. 69 239. 8 25. 30

马尾松林 P inu s ma ssoniana forest 315. 4 280. 4 11. 09 225. 6 28. 46

马尾松林 P inu s ma ssoniana forest 442. 3 369. 5 16. 47 304. 2 31. 22

云南松林 P inu s ma ssoniana forest 98. 7 146. 6 48. 62 196. 3 98. 91

华山松林 P inu s arm and i forest 257. 5 165. 3 35. 82 126. 4 50. 91

华山松林 P inu s arm and i forest 185. 2 165. 3 10. 76 126. 4 31. 74

华山松林 P inu s arm and i forest 132. 5 165. 2 24. 91 126. 4 4. 45

华山松林 P inu s arm and i forest 155. 9 165. 2 6. 00 126. 4 18. 94

红松林 P inus kora ien sis fore st 239. 4 165. 7 30. 79 172. 2 28. 09

红松林 P inus kora ien sis fore st 222. 2 254. 0 14. 31 172. 4 22. 44

原始红松林 Orig ina lP inus kora ien sis forest 169. 9 164. 2 3. 35 170. 6 0. 42

麻栎林 Quercus acul issim a forest 171. 7 174. 7 1. 78 239. 8 39. 64

锐齿栎林 Quercu s a liena fore st 140. 2 179. 4 27. 97 126. 5 9. 77

白桦林 B etu la pla typhylla forest 156. 9 169. 4 8. 03 173. 2 10. 40

硬阔林H ardw ood forest 111. 3 169. 4 52. 28 173. 2 55. 63

栎林 Quercu sm ongolica forest 157. 6 169. 4 7. 54 173. 2 9. 91

常绿阔叶林 Everg reen broad-leaved forest 349. 3 323. 8 7. 32 285. 2 18. 34

常绿阔叶林 Everg reen broad-leaved forest 203. 6 255. 6 25. 57 292. 3 43. 56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E vergreen deciduou s broad-leaved forest 202. 0 208. 3 3. 13 223. 7 10. 76

毛竹林 Phyllostachy s pubescen s forest 212. 0 178. 7 15. 74 237. 9 12. 23

毛竹林 Phyllostachy s pubescen s forest 186. 7 258. 1 38. 28 247. 5 32. 57

毛竹林 Phyllostachy s pubescen s forest 224. 7 288. 8 28. 54 230. 5 2. 60

毛竹林 Phyllostachy s pubescen s forest 319. 5 288. 9 9. 60 230. 5 27. 87

半落叶季雨林H a lf d ec iduou s seasonal rain forest 529. 5 535. 9 1. 21 386. 6 26. 99

山地雨林 M ountain rain forest 626. 7 535. 9 14. 49 392. 9 37. 31

油松林 P inu s tabu laeform ia forest 119. 6 110. 4 7. 74 134. 3 12. 31

山杨林 P opu lu s trem ula va r. d avid iana fore st 92. 5 110. 3 19. 28 134. 7 45. 59

松荷混交林 M ixed forest of P. ma ssoniana and S. Superba 439. 5 369. 5 15. 93 305. 0 30. 60

常绿阔叶林 Everg reen broad-leaved forest 366. 9 369. 4 0. 70 305. 0 16. 87

杉木林 Cunn ingham ia lanceola ta forest 329. 0 294. 3 10. 55 185. 7 43. 56

桉松混交林 M ixed forest of E ucalyptus spp. and P. ma ssoniana 152. 8 174. 7 14. 37 239. 9 56. 98

平均精度 M ean precis ion (% ) / / 84. 01 / 73.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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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T =
n

i= 1
( Z i - Z )

2
= 606 347. 30, U = T - Q =

534 487 01, 所以回归优度 C = U /T 100% =

88 15%, 相关指数为 0. 939。而用三因素多元地理

空间模型研究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地理

变化规律时,其回归优度仅为 56. 42% ,复相关系数

为 0 751 1
[ 1]
。本文方法回归优度比三因素多元地

理空间模型提高了 31. 73个百分点。从表 1还可以

看出, 本文所提出的方法模拟精度比用三因素多元

地理空间模型明显精度更高, 达 84. 01%, 提高了

10 62个百分点,说明在模拟分析我国主要森林生

态系统林冠截留的地理变化规律时, 地统计学方法

明显优于前人提出的三因素多元地理空间模型,它

反映出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地理变化规

律 88. 15%的信息。因此, 可以认为我国主要森林

生态系统林冠截留与主要环境因子经度和纬度之间

存在一定的地理变化规律,且地统计学方法可以应

用于分析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的地理变

化规律,并能实现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

的空间内插,从而绘制出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

留分布图 (有关研究将另文报道 ) , 为我国主要森林

生态系统林冠截留变化的模拟与预测提供了新的方

法、为我国公益林的持续经营与开发利用提供理论

基础。

应用地统计学方法,利用 47个我国主要森林生

态系统林冠截留量的测量值及其相应的经、纬度值,

以 0. 1为步长,在我国森林分布区范围内进行森林

生态系统林冠截留的地统计学模拟。模拟结果表

明,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量是随着经度

的增大而增大,随着纬度的增大而减小,呈现由东南

沿海向西北内陆、由南向北逐步递减的大趋势。这

与我国年降雨量在空间上的分布的规律性是一致

的,即我国降水来源主要来自夏天东南季风,降水分

配上虽存在着地区间的不均匀性, 时间上的不平衡

性和年度之间的不稳定性,但其总的趋势是由东南

沿海的 2 000 mm左右向西北内陆逐渐减少到 200

~ 100 mm 或 50 mm 以下; 南部湿润区的 1 000 ~

2 000mm向北部半干旱区逐渐减少到 250 ~ 350

mm。

4 讨论

从地理因素的角度研究森林截留规律, 不仅可

以为全国森林生态系统水文生态功能分布图绘制提

供基础资料,而且可以为科学经营管理水源林、合理

开发利用水资源、充分发挥森林水文生态功能提供

理论依据。由于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类型林冠截

留量的变动系数为 70. 29%, 而截留率的变动系数

为 36. 16%
[ 1]
, 说明不同森林类型的林冠截留量存

在较大的波动而截留率波动相对较小。因此, 本文

在前人测定的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量的基础

上,以我国 47个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量为研

究对象,应用地统计学方法研究模拟了我国主要森

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量的地理变化规律, 回归优度

达 88. 15%,比前人用三因素多元地理空间模型分

析的回归优度提高了 31. 73个百分点
[ 1]
。说明地统

计学方法能客观反映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

留的地理变化规律、能较好反映我国主要森林生态

系统林冠截留和地理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为驱动

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变化的环境因子的

综合模型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为研究我国主要森

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地理变化规律、研究我国主要

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预测、模拟与控制提供了新

方法和新手段。根据所计算得到的权重系数及变异

函数,可以应用该方法实现未知点的主要森林生态

系统林冠截留空间内插, 从而绘制我国主要森林生

态系统林冠截留分布图, 全面展现我国主要森林生

态系统林冠截留的分布规律, 为我国森林生态系统

持续经营、利用与保护提供理论基础。

本文在研究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的

地理变化规律时,是把经度和纬度作为一个二维空

间坐标,但由于影响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变

化的因素包括气候、土壤、森林生态系统林分因素等

多项因子,尤其以降水量和林分结构的影响最大。

在收集得到影响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截留的各项

因素有关资料后,可以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把所有

这些材料和数据浓缩为一个二维或三维空间坐标,

利用降维后的信息研究分析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

林冠截留的地理变化规律; 还可以研究模拟分析主

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的微观地理变化规律, 如

热带、亚热带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的地理变

化规律、寒温带、温带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的

地理变化规律,从而推动我国森林生态系统水文要

素地理变化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发展。由于林

冠截留量不同的林分之间的关系不仅与林分结构有

关,而且与林分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因此这种复杂

关系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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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季节、降水的强度、频率、分配及天气状况

和林分特征等因素对森林林冠截留量会产生显著影

响,它们是影响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的重要因素。

因此, 在全面收集降水及林分特征与森林生态系统

林冠截留等有关信息的基础上, 可以分析降水及林

分特征有关因素与林冠截留的数量关系以筛选对林

冠截留存在显著影响的因素,再应用地统计学方法

建立显著因素与林冠截留之间的规律模型。当然,

森林截留模型目前已进入动态过程的模拟阶段,因

此,我们可以在系统观察、收集森林林冠截留过程与

降水过程及林分特征之间的状态变化资料的前提

下,建立林冠截留过程与降水过程等生态因子之间

的动态关系,从而实现林冠截留的动态模拟。我国

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分布图绘制将另文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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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Geogrephic Variation

of Rainfall Interception of Forest by GeostatisticsM ethod

HONG Tao
1 2
, WU Chengzhen

1 2
, FAN H a ilan

1
, SONG Ping

1

( 1. F 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 stry Un iversity, Fu zhou 350002, Ch ina;

2. F ujian F orestE colog ical System P rocess and Managem en tK ey L abora tory , Fuzh ou 350002, Ch 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vious data from published papers concerning a variety o f forests distribu ting in d ifferent

graph ica l reg ions in China, the law of geog raph ic variation o f canopy rainfa ll intercept ion ofma in forest ecosystems

in China w as stud ied by using geostatisticsm ethod in th is paper. T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rew as an obv ious law

of geographic var iat ion betw een canopy ra infall intercept ion and long itude and latitude o f env ironmenta l factors; that

the regressing dom inant degree o f geostatist ics method w as 88. 15% wh ich w as superior to the three-variable geo-

graph ic space mode l ( its regressing dom inant degree w as 56. 24% ). The geostatistics method could better re flect

the law of geographic variat ion o f canopy rain fall interception of ma in forest ecosystems in China and cou ld be a

pow erfu l tool formodeling and predicting the spatia l d istribut ion of canopy rainfall interception o fm ain forest eco-

systems in Ch ina. Thema in forest ecosystems in Ch ina included cold tempera te and temperatemountains dec iduous

and con ifer forest or ever-g reen con ifer fores,t subtropic and trop ic eastern orw esternmounta ins ever-green con ifer

fores,t subtropicmounta ins ever-green broadleaf forest or dec iduous and broadlea fm ixed fores,t subtrop ic bamboo

fores,t etc.

K ey w ords: ra in fall intercept ion; forest ecosystem; geographic variation; geostatistics method

封面照片说明:西藏阿里荒漠山地景观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西藏阿里处于世界屋脊的巅峰区域,是屋脊上的屋脊。

阿里地区位于西藏最西端,境内喜玛拉雅山山脉、冈底斯山山脉、唐古拉山山脉、念青唐古拉山山脉、喀

喇昆仑山山脉、昆仑山山脉等世界上最高大、最雄伟的山脉横亘在广阔的土地上,平均海拔在 4 500m以上;

众多的雪山冰川孕育了马泉河、狮泉河、象泉河和孔雀河等, 它们是雅鲁藏布江、印度河、萨特累季河、恒河支

流哥格拉河的上游源头。因此,阿里被称为 千山之巅、万水之源 。阿里属高寒荒漠山地,气候寒冷干燥,

降水量少,年均降水量 50~ 100 mm;地表多呈戈壁和石质山地,山麓地带有沙丘堆积;植物种类十分稀少, 以

高寒草原为主,生长有耐干旱和高寒的垫状小灌木等;动物种类贫乏, 主要野生动物有适应高寒气候及粗糙

草场的藏羚羊、野牦牛、野驴、岩羊和藏盘羊等。

(山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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