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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香楠林之熱環境特性 

唐 琦[1]  游繁結[2]  徐森雄[3] 

摘  要 本研究由 1998 年 7 月至 1999 年 7 月止，選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之試驗集水區東

側天然香楠林為試驗地點，設置微氣候觀測塔進行：淨輻射量、地中傳導熱量、葉溫、氣溫、

地溫、濕度、及風速等七項微氣象觀測，藉以探討天然香楠林之熱環境特性，進而提供森林氣

象、水文及其集水區經營等相關研究之基本資料與參考。 
  香楠樹冠表層葉溫（TL）多低於其上方氣層之氣溫，表香楠樹冠仍能吸收太陽輻射。在冬

季低溫狀態下之林內地面之最低日平均地溫仍在 18℃以上，且香楠林內之地表至其下深度

40cm 範圍內，地溫自 9 時開始遞增，且持續至午夜才又遞降，地表下深度 40 至 100cm 範圍

內，地溫幾已形成一上下溫差僅 0.5℃之等值分布。在林內之相對濕度均大於 80%，且愈近地

表其值甚或可達 95%以上。而當 TL 小於林內氣溫（Ti）時，則林內相對濕度將隨高度遞降，

又當 TL< Ti時，林內相對濕度將隨高度略增。香楠林熱收支解析得知，地中傳導熱量、顯熱、

潛熱及植被儲存熱量分佔淨輻射量之平均比例為：5.2、27.1、42.6 及 25.1%。而潛熱隨淨輻

射量增加趨勢並非線性，且由λE 估算香楠林蒸發散量，結果為 0.53~3.3mm，平均為

1.4±0.46mm。又香楠林熱容量經估算為 0.2 ~ 0.41 cal ℃－1 m－3。 
關鍵詞：香楠、微氣候、熱收支。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ermal Environment of a 
Natural Machilus zihoensis W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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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at observation of the microclimate in a natural 
Machilus forest. A series of observations for the net radiation, soil heat flux, 
temperature of leaf, air and earth, relative humidity and wind speed were performed 
from July 1998 to July 1999. An observation tower collected all the data, which was 
located to the east of an experimental watershed of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elevation=90m; latitude=22039’N; longitude=120036’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eaf temperature（TL）was less than air temperature above the 
canopy, and that solar radiation was still absorbed by the canopy. The mean 
temperature under the ground surface was higher than 18℃ in winter. Consequently, 
the behavior of the earth temperature was documented at 0 to 40cm depth increasing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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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m. and decreasing at midnight. However, there was an isothermal layer existing at 
40 to 100cm, and the layer surrounding temperature difference was less than 0.5℃. The 
relative humidity (R.H.) under the canopy was more than 80% but at nearby ground 
surface it was up to 95%.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H. and height were shown as TL<Ti 
(air temperature under canopy) if positive and TL>Ti if negative. The analytical heat 
budget in Machilus woods to find the average proportion of soil heat flux, sensible heat, 
latent heat and canopy heat storage to net radiation were 5.2, 27.1, 42.6 and 25.1%. A 
regress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tent heat and net radiation showed a non-linear curve. 
Estimating evapotranspiration by the latent heat indicated a mean value of 1.4±0.6mm. 
Then, the estimated canopy heat capacity would be between 0.2 and 0.41 cal℃-1 m-3. 
Key Words: Machilus zihoensis woods, microclimate, heat budget. 

 

一、前  言 
在生態系統中，生物的活動、生長皆與近地層大

氣之氣象變化有密切關係，而近地層之氣象變化即是

微氣候探討範疇。然氣候特性乃至於其變化之瞭解，

須藉由長期觀測方能有所掌握，唯以短期之微氣象調

查，掌握某一特定地區之微氣候特性，以提出供土地

利用或產業活動所需之基本資料，藉以改良動、植物

或產業週遭不適之微氣象逆境，提高產值及增加收

益，則是從事微氣候研究的重要目標之一（申雍，

1998）。而為瞭解土壤、植生、大氣與生態系統間之

關係，則需要地表面植被特性及微氣候資料來建立模

式（Lapitan and Parton, 1996）。又如模擬植被之

微環境時，則是以平均氣溫、比濕、淨輻射量及平均

風速剖面來建立相關模式（ Meyers and Paw, 
1987）。尤以氣溫、葉溫、相對濕度等不僅影響植物

群落的生長，亦對作物病虫害扮演重要地位（Zhang et 
al., 1997）。 

國內早期相關微氣候研究對象多以較低矮之植被

或農業生產環境為主，如台南玉井地區、台灣西南部

青灰岩地區、林口台地、都市地區植生綠化及坡地農

場進行微氣候研究（徐森雄，1978、1979、1986、
1987、1988a、1988b、1994a）；玻璃溫室微氣候對

水耕蔬菜之影響（翁仁憲，1994、1995、1998）；畜

舍微氣候對乳牛產乳性狀影響研究（徐森雄與劉炳

燦，1994、1995、1997）；檬果之微氣候調查（張哲

瑋等，1996）；茶園地表敷蓋處理之微氣候及其對茶

樹產量與品質之影響（鄭混元，1998）；敷蓋對坡地

微氣候之影響（徐森雄等，1994）等。而有關森林之

氣象研究，則多以從事與水文、生態等相關之研究課

題為主，如不同森林植被之淨輻射能與日輻射能關係

（夏禹九等，1992），塔塔加地區不同坡向日射量分

布特性（姚榮鼐等，1999）；亞高山草原植物氣孔開

度之日變化及季節變化之探討（翁仁憲等，2000）；

亞高山植物葉片水分潛勢對光合作用之影響及葉片水

分潛勢之季節變化（廖天賜等，2002）；關刀溪森林

集水區地表熱能收支之研究（游繁結等，2002）等。

綜觀國內相關微氣候研究雖探討之氣象要素包括氣

溫、地溫、葉溫、露點溫度、濕度、太陽輻射、地中

傳導熱量、風速、蒸發量等項目，但大多針對其中一、

二項進行探討，少有兼顧熱能平衡與水分消耗之研

究，且森林微氣候亦少有針對單一樹種林相為對象，

進行探討。 
另方面，根據 1977 年台灣森林資源調查報告得

知，本島全部土地面積 3,577,700 公頃中，林地面積

大約為 1,864,700 公頃，佔總面積 52﹪，其中闊葉樹

林 1,081,900 公頃又佔林地面積之 58%（林子玉，

1993），顯見闊葉林對台灣森林佔有重要地位。而香

楠（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 var.）分佈於台灣

全境中、低海拔之闊葉樹林中，屬樟科，其葉披針或

倒卵形，葉面少光澤，葉背蒼綠色，且樹型優美、鬱

閉度佳及樹冠完整，復以萌芽率高，可供作邊坡穩定

之樹種，其木材可供建築及傢俱之用，另樹皮於5至9

月間剝取作為民俗線香製造粘著料(楠仔粉)之原料，為

台灣極具利用價值且分布亦廣之主要森林樹種，其對

水文、氣象之影響若亦具有正面之功效，當為一未來

值得大面積推廣之重要樹種之一，惟香楠林之微氣候

特性尚鮮有研究（唐琦等，2002）。因之，本研究乃

對香楠林進行微氣象觀測，以探討其熱環境特性，進

而提供森林氣象、水文及其集水區經營等相關研究之

基本資料與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