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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凝结水是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重要的水分补给来源，对于维持生态系统功能具有重要意义。综述了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

气象条件、地形环境和植被属性等因素对凝结水形成的影响，以及气候和环境变化对凝结水产量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从植被生长、生物土壤结皮、小型动物、微生物和地表水热平衡过程等方面，探讨了凝结水产量变化对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

组成和过程的重要作用。最后对未来相关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 1) 增加长时间序列的凝结水观测数据分析，( 2) 系统探讨凝结

水对干旱半干旱区生态系统功能的综合影响，并( 3) 完善气候变化背景下凝结水与生态系统关系的相关研究。本文旨在对该

领域的未来研究提出综述、建议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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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s，condensated wate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water supply to maintain

the ecosystem function． In this paper，we reviewed the effects of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topographic environment and
vegetation attributes on the formation and yield of condensated water in arid and semi-arid ecosystems，as well as the
mechanism of condensated water's influence on ecosystem fun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densated water variation
and compositions of arid and semi-arid ecosystem was also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vegetation growth，biological soil
crust，small animals，microorganisms，and surface water-heat processes． Finally，several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 condensated water were provided in this paper． We should improve the observation and data analysis of condensated
water in a long time series in future research，systematically discuss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s of the condensed water on
ecosystem functions in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s，an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densated
water and ecosystems under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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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凝结水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重要作用

凝结水是地表温度下降至露点温度后，水汽在植被和土壤表面形成的冷凝产物［1-2］，主要类型为动植物

表面附着的露水和土壤凝结水［3-4］。在水分为主要限制因子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系统中，凝结水作为重要

的水分输入能够对地表环境和生物群落产生巨大的影响，对维护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也尤为关键［3-5］。凝结

水不仅是植物、小型动物、微生物和生物土壤结皮等重要的水分来源［6-9］，对生态系统水热平衡过程也有着不

容忽视的影响［10］。例如在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 Negev Desert) ，凝结水全年产量能占到降雨总量的 36%［11］;

印度塔尔沙漠( Thar Desert) 的凝结水产量也能占到降雨总量的 37%［12］; 在中国的黄土高原半干旱区和新疆

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以凝结水为主的非降水性陆面水分分别能占到陆面水分总来源的 15%和 33%［13-14］，因

此很多学者认为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开展凝结水的相关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14-15］。

凝结水的形成与气候条件和环境因素密切相关，所以生态系统环境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剧烈的气候变化

可能会对干旱半干旱区的凝结水产量产生重要的影响。已有的研究表明，凝结水对气温、湿度、风速等环境因

素的改变十分敏感［16］，不同生境中的凝结水产量也有很大的差异［17］，因此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植被类型改变

和环境因素变化都将对凝结水的形成过程造成严重的影响［18-19］。但目前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却由于未受重

视而不甚了解，所以研究凝结水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其对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的影响也是目前亟需重视的研

究领域。
为了让研究者们更清晰地了解这一领域当前的研究进展，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综述了

凝结水的研究方法，气象条件、地形环境和植被属性对凝结水形成过程的影响机制，以及凝结水对干旱半干旱

生态系统中的植物、小型动物、微生物和地表水热平衡过程的影响，并针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生态系统响应等关

键问题，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凝结水的影响及其可能导致的后果。最后，本文针对目前国内外的凝结水研究现

状，提出未来凝结水研究需重点关注的几个科学问题，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方向和建议，弥补干旱半干旱区凝

结水研究在方法论和系统性等方面的不足。

2 干旱半干旱区凝结水的研究方法

干旱、半干旱区凝结水的研究最早开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20］。截至目前，国内外关于凝结水的研究多集

中在凝结水 的 采 集 手 段［2，21-22］、测 定 方 法［23-25］、数 量 变 化 特 征［11，26-27］、影 响 因 素［28，29］ 及 其 生 态 水 文 效

应［1，16，30］等方面，研究区域主要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沙漠、草地、灌丛、森林等生态系统( 图 1，附表 1) 。
虽然目前针对干旱、半干旱区凝结水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数量也日益增多，但研究内容相对零散，也

缺乏从生态系统角度对凝结水的作用和影响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尤其是气候变化背景下凝结水产量如何变化

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目前被严重忽视。探究凝结水对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一直是凝结水研究的

热点问题。但目前很多研究只是关注到凝结水对生态系统中的某个过程产生了一定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却没

有从更微观的角度深入探究凝结水在其中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机制，也缺乏从宏观角度探讨凝结水对干旱半干

旱区生态系统整体服务和功能的影响。所以未来我们需要以一些典型的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作为范例，全面

系统地研究清楚凝结水对生态系统哪些过程和功能产生影响，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产生这些影响以及影响的

程度有多大，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凝结水与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
目前，研究凝结水的测定形成主要包括模型估算和野外实测两类方法。模型估算主要是根据空气温湿

度、地表温度、地表净辐射、地表风速和植被类型等基本参数，通过 Penman－Monteith 公式法、水汽湍流输送法

( 涡度相关) 、地表能量平衡方程和波文比能量平衡法等方法进行凝结水产量的估算和产露时间的模拟［31］;

野外实测主要是通过叶片湿度传感器、蒸散仪、各类人造凝结面和同位素等方法来测量凝结水的凝结产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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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不同生态系统凝结水研究的区域分布图

Fig．1 Global distribution of condensated water research in different ecosystems

图中帕默尔干旱指数 PDSI 是基于 1981—2014 年降水量和潜在蒸散发量计算的干旱指数，PDSI 值越大，表示该地区越湿润; PDSI 值越小，

表示该地区越干旱

续时间和来源去向［2，23］。但目前针对凝结水的研究仍没有统一的方法［23］，各种研究方法也都存在一定的缺

陷［30］( 表 1) ，且各个区域的凝结水研究由于研究方法不同，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之间的可比性较低，经常存在

很大的争议。因此未来应着重规范凝结水的测定方法，例如，未来的凝结水相关研究可以在全球实验网络的

基础上开展，即在全球不同的生态系统中采用同一种方法测定凝结水产量，并综合模型模拟和实测研究等多

种研究方法对凝结水的凝结过程进行深入探讨，这些都将有助于凝结水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表 1 凝结水的主要测定方法及其优缺点

Table 1 The current methods measuring condensated water and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测定方法
Methods

优点
Advantages

缺点
Disadvantages

叶片湿度传感器
Leaf wetness sensor

能够模拟叶片连续观测凝结水产量变化和

持续时间变化［24］

模拟叶片的凝结盘为塑料制品，其材料性质与
叶片 明 显 不 同，测 量 的 只 是 潜 在 凝 结 水

产量［24］

蒸渗仪法
Lysimeters

能够保持凝结面自然状态，并实现监测自动
化、数字化及遥测化，是目前测量土壤凝结

水较为理想的方法［23，31］

费用高，对仪器的精度要求也很高，并且称重
装置对表面环境和土壤结构的改变及其边际

效应也会对测量有一定影响［23］

人造凝结面
Artificial condensation surface

制作方式简单，造价成本低，可以比较不同
位置的凝结水产量并且避免下垫面异质性

的影响 ［24］

不能估算凝结水的形成速率或持续时间［24］;
且不同收集器的材质和形状不同，也会导致对

凝结水的吸收性不同，结果之间难以比较［32］

同位素标记法
Isotope labelling method

能够测定凝结水的来源和去向，定量区分凝

结水对植物和土壤水的贡献比例［25］
费用高，采样要求高，结果只代表瞬时值，不能
进行高频率连续观测

Penman-Monteith 公式法
模型中既考虑了空气动力学和辐射项的作
用，又涉及作物的生理特征，在农田生态系

统中被广泛应用［31，33］

对环境条件假设过于理想，现实情况下很难达
到模型假设的要求，因此会造成模拟结果的

偏差［31］

水汽湍流输送法( 涡度相关)
Eddy-covariance towers to flux measurements

能够获取长时间高频率的水通量观测数据，

并利用潜热通量计算凝结水产量［31］
在低湍流，风速较小的夜晚，涡度相关法会造

成夜间潜热通量的低估［31］

地表能量平衡法
Surface energy balance method

数据易获取，使用范围广，可结合遥感数据

进行大尺度的凝结水产量估算［18］
属于间接测量，受其他观测变量误差的显著影

响，误差因素较多，可靠性较差［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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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态环境条件对凝结水的影响

3．1 气象条件对凝结水的影响

气象条件是凝结水发生的基础，凝结水的形成主要受到不同生态系统近地表温度差、空气相对湿度和风

速等微气象条件的影响［13，27，34］: ( 1) 适当的温度差是凝结水发生的基础。大气容纳水汽的能力随温度的下

降而下降，因此只有当水汽冷凝表面的温度低于露点温度，即地表温度显著低于空气温度时，才能在地表发生

水分凝结［18］。张强等在黄土高原半干旱区的陆面过程实验研究表明，当空气与地表的逆温强度为 0．2—0．
4℃时，凝结水出现的频率最高可达 40%，但当逆温强度过大或过小时，都不利于夜间地表低温状态的维持，

凝结水的出现频率也会因此降低［13］; ( 2) 较高的空气湿度也是凝结水形成的关键。一般来说，近地层相对湿

度越大，凝结水就越容易形成［28，35］。相关研究表明，凝结水一般只出现在相对湿度大于 60%的条件下，其出

现频率会随近地层相对湿度增加而增大［13］; 并且当相对湿度大于 75%时，凝结水的出现频率会有显著的急剧

增加趋势［29］; ( 3) 风速过慢或过快都会限制凝结水的形成。风速过慢不利于水汽流动和能量传输，但风速过

大也会导致水汽冷凝完全停止，因为强风增加了冷凝表面与空气之间的对流换热，降低了两者之间的温差，也

使地表更难达到露点温度［19］。适中的风速强度正好保持了比较合适的近地表大气湍流扩散状态，既能使近

地表水汽通过湍流输送不断得到补充，又能够保证夜间维持较低的地表温度，容易达到结露条件［13］。例如

Guo 等在毛乌素沙地的研究表明，最有利于凝结水产生的风速范围大致在 3．0—3．6 m /s 之间，并且当地表风

速大于 4．5 m /s 时，就很难有凝结水产生［29，36］。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 的评估报告显示，

1880—2012 年全球尺度的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 0．85℃，大气湿度从 1970 年以来略有上升但近些年出现下降

的趋势，而近地表的风速在中低纬度地区也呈现下降的趋势［37］。可以预见，这些气象因素的变化会对凝结水

产量产生重要的影响［27］。
3．2 地形环境对凝结水的影响

微地形的变化会通过影响上述气象因素对凝结水的形成产生影响。在同一区域，不同的坡向、坡位、坡度

和海拔高度由于受到的有效辐射量不同，地表温度、空气含水量和风速等微气象条件也有所不同，因此造成凝

结水产量在不同位置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38］。例如，潘颜霞等在腾格里沙漠典型流动沙丘和郭冰寒等在毛

乌素沙地的凝结水研究均发现，不同坡向凝结水产量符合典型的水汽对流模型，受太阳辐射较少的阴坡凝结

水产量比阳坡高，丘间低地凝结水产量比丘顶高，并且由于风力的差异，迎风坡的凝结水形成量也比背风坡

高［39-40］。此外，坡度对凝结水的影响还与地表的夜间长波反射有关，随着坡度的增加，夜间地表的长波反射

减小，表面温度下降慢，不利于凝结水的生成。因此，坡度与凝结水凝结量呈负相关关系，垂直坡面上凝结水

凝结量仅为水平面的一半［39］。不同海拔高度对凝结水产量也有显著的影响，如 Kidron 等通过布片法在以色

列内盖夫沙漠采集凝结水的实验表明，随着海拔的上升，凝结水产量和产露天数都有上升的趋势，原因主要是

高海拔地区夜间长波辐射冷却较快，地表温度较低，并且相比低海拔地区具备更高的风速，更有利于空气对

流，从而导致更多的凝结水凝结［11］。

在不同区域中，土壤质地、土壤干燥度和地表粗糙程度等下垫面性质的差异都会影响凝结水的形

成［41-42］。研究表明，土壤质地( 土壤粒径大小和结构) 愈粘重，土壤凝结水量就越多［20］。郭占荣等和方静等

针对不同粒径砂砾的凝结水产量研究均发现，粉沙土的日均凝结水量大于砂壤土和砂砾石，并且凝结水产量

随土壤粒径的减小而增大［4，43］。其原因主要是随着土壤粒径的减小，土壤比表面积增大，对凝结水的吸附能

力也越强［43-44］。除了土壤质地的影响，凝结水产量在不同含水量的土壤间也有较大的差异。与湿润土壤相

比，干燥的沙性土壤( 沙丘、沙地) 也更有利于凝结水凝结，因为干燥土壤孔隙较大，导热率低，下部热量向上

传导速度缓慢，土壤表面温度下降较快，更易达到露点［42］。此外，地表粗糙程度较大的区域，其实际的凝结水

附着面积也会显著高于地表平滑的区域，因此凝结水产量也会有所增加［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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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植被属性对凝结水的影响

生态系统的各组成部分中，影响凝结水形成过程的生物因素主要是植物属性。在群落水平，有植被和生

物结皮覆盖的地区凝结水产量会显著高于裸露沙地［42，48，49］，并且不同的植被类型组成和植被盖度会对凝结

水凝结产生不同的影响。高云飞等在祁连山高寒半干旱区的实测研究表明，草地和灌丛的凝结水产量显著高

于地面苔藓层，这与植被的叶面积指数( Leaf Area Index，LAI) 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叶面积指数越大，叶片接

触大气的面积也会越大，进而可能产生更多的凝结水凝结［46］。国外的相关研究也表明，随着植被密度和生物

量的增加，其凝结水产量有增加的趋势［50-51］。但是，植被密度过高也会减缓地表的冷却降温过程，进而导致

地表凝结水产量减少［52-53］。

在植物个体水平，凝结水产量首先会受到植株高度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凝结水随植株高度的增加有明

显的增加趋势［51］。这主要是由于土壤具有比植物更高的热容量，在夜间具有良好的保温效果，不利于凝结水

凝结。但随着植物高度的增长，叶片受到土壤的热量传导变小，夜间更易降温达到露点温度，从而产生更多的

凝结水［51，54］。此外，随着高度的增加，风速也会增加，带来更多的水汽，进一步增加凝结水产量［54］。

其次，植物叶片的形态特征，包括叶片长短、宽窄、与地面的夹角大小等都会对凝结水凝结产生很大的影

响。Martorell 和 Ezcurra 针对 30 种旱生的莲座状植物研究表明，细长的植物叶片可以增大叶片与凝结水的接

触面积，最大限度地提高凝结水拦截效率，同时也有利于水汽对流，增加凝结水凝结量［55］。Ju 等的研究也表

明仙人掌茎上分布均匀的锥形刺和毛状体有助于其形成高效的凝结水收集系统［56］。此外，叶片与地面夹角

的大小，也会对凝结水的形成和水滴的大小有显著的影响［57］。一般而言，水平方向的叶子能够比垂直方向的

叶子储存更多的凝结水［51］，但是垂直叶片上产生的露水可能有着更高的可利用性。Holder 对美国西部科罗

拉多州半干旱区的 11 种典型旱生植物叶片研究表明，该研究区域的植物叶片都具有一定的疏水性和比较垂

直的叶片角度，叶片储水能力比较低，但却能够有效减少水分滞留，使更多的凝结水流向根茎部和土壤表层，

从而提高了水分的可利用性［58］。

此外，干旱半干旱地区植物叶片的特殊结构对植物体吸收凝结水、适应干旱环境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很多旱生植物叶片表面具有毛尖( Leaf hair points，LHPs) ，这种叶片毛尖不仅增加了叶片表面的粗糙程度，有

利于凝结水凝结［41，47］，也能够有效减少叶片蒸腾，起到重要的水分保持作用［59-60］。Tao 等针对古尔班通古特

沙漠的典型沙漠苔藓植物齿肋赤藓( Syntrichia caninervis) 研究发现，叶片毛尖的存在使齿肋赤藓的凝结水产

量增加了 10．26%，并且有效减低了植被蒸散，使齿肋赤藓能够更好地适应干旱环境［41，61］。Pan 等的进一步研

究发现，齿肋赤藓叶片顶端的毛尖还具有凹槽和疣状突起等不同层级的微观结构，不仅可以形成一个防止水

分散失的屏障，还能够将凝结水通过毛细管作用迅速运输到毛尖底部的叶面，使其被叶片所吸收［21］。Ｒoth－

Nebelsick 等针对纳米比亚的旱生禾本科植物( Stipagrostis sabulicola) 研究发现，影响其凝结水传导的关键因素

是叶片内存在与植物长轴平行的凹槽。这些凹槽不仅增加了叶表的粗糙度，有利于凝结水凝结，也让凝结水

能沿着叶表特定的凹槽轨迹储存和下滑，有效减少凝结水损失，从而补充植物浅层根系的水分，使该物种更能

适应沙漠的干旱环境［57］。

4 气候变化对凝结水的影响

4．1 气候变化对凝结水的直接影响

有研究以 1979—2012 年全球各个地区的空气温度、露点温度、风速和长短波辐射数据作为基本参数，通

过构建能量平衡模型估算来全球的凝结水产量的变化，发现过去 30 多年全球尺度上凝结水产量没有一致的

变化趋势，但在大多数缺水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于空气温度的升高，凝结水产量都有下降的趋势［19］。也有

学者采用经验模型模拟了不同气候变暖情景下地中海地区的凝结水产量变化后发现，在 ＲCP4．5 的温室气体

排放情景下，由于大气温度的升高和水汽含量的下降，21 世纪末地中海地区的凝结水产量将比目前下降

27%［18］。Xu 等在中国三江平原的研究也同样表明气候暖干化将降低凝结水产量，特别是当空气中的相对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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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降低到 71%以下时，水汽将难以凝结［62］。
4．2 气候变化通过改变植被组成间接影响凝结水的形成

气候变化所导致植被类型变化也可能引起凝结水产量的变化，有研究表明，全球变暖将导致草地生态系

统中的深根系禾本科植物增加，浅根系的杂草和莎草科植物减少［63］，但由于禾本科植物具备特殊的叶片结构

和更高的植株高度，相比其他草本植物更有利于凝结水凝结［51，57］，因此可能导致部分抵消气候变暖对凝结水

的不利影响。但也有模拟增温实验表明，气候变暖不仅降低了荒漠生态系统中生物土壤结皮的数量和多样

性［64］，也降低了土壤结皮吸收凝结水的能力［65］，因此可能对荒漠生态系统的凝结水来源产生更加不利的影

响。总体而言，气候变化对凝结水形成的间接影响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4．3 气候变化下凝结水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在未来气候变暖、降水格局改变导致干旱加剧的背景下，凝结水产量的变化也将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

态系统格局和过程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Kidron 和 Starinsky 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研究表明，凝结水不仅是

干旱地区植物重要的水分来源，凝结水中携带的微量元素也是植被生长重要的养分来源，因此他们预测在未

来全球变暖背景下，凝结水产量的降低可能会对这些沙生植被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66］。de Guevara 等在西

班牙地中海半干旱区进行的增温降水控制实验也表明，凝结水对生物土壤结皮碳平衡过程的影响要大于降水

的影响，但气候变暖通过减少凝结水产量削弱了土壤结皮进行光合作用的能力，进一步降低了土壤结皮作为

生态系统碳汇的能力［67］。此外，也有相关研究表明，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于凝结水的出现频率和持续时间

比降水高，年内和年际波动都比较小［67］，那些能使用凝结水作为水分补给来源的植物也更能抵御干旱所带来

的水分限制，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也可能因此受益［25］。但总体而言，目前关于气候变化对凝结水影响的相关

研究仍然较少，未来亟需更多的研究来阐明气候变化对凝结水形成的影响机制及其变化对生态系统功能的

影响。

5 凝结水对干旱半干旱区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

5．1 凝结水对植被生长的作用

干旱半干旱区生态系统中主要是各类适应干旱环境的旱生植物。凝结水作为重要的水分补给来源，在改

善植物生境、促进植物生长和繁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图 2) 。
( 1) 凝结水对植物叶片水分利用的作用: 干旱地区很多植物叶片能够直接吸收凝结水资源，提高叶片水

势［3，68］，从而改善植物体内水分状态，降低体内因蒸腾或其他因素引起的水分亏缺［69-71］。统计研究表明，目

前已经发现至少有 124 种植物具备叶片吸水能力［71］，此外 Hill 等采用同位素标记方法研究了以色列内盖夫

沙漠地区三种旱生植物的凝结水利用率，发现凝结水占比能达到植物体内水分的 50%以上［25］，Wen 等在内蒙

古典型草原的研究也表明叶片水库与凝结水的交换效率要高于叶片与茎干水间的交换效率，表明叶片的凝结

水利用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植物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72］。
( 2) 凝结水对植物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凝结水可以通过增加植物周边微环境的湿度，减小叶片与空气

的水气压差，在保持叶片气孔开放的同时有效降低水分流失，从而提高植物的水分利用效率［73，74］。但也有学

者通过模型研究表明，植物的水分利用效率可能不会因凝结水的存在而改变，主要是因为凝结水的存在同时

导致了叶片温度的降低和 CO2扩散速度的下降，因此植物蒸腾作用和光合作用可能会同时减少，导致水分利

用效率基本不变［75］。
( 3) 凝结水促进光合产物的积累: 凝结水能够有效促进植物地上部分的生长和叶片光合产物的积累，从

而为花和果实的产生储存充足的营养物质。Zhuang 等和龚雪伟等针对不同荒漠植物的研究均表明，凝结水

能显著提高植物的地上生物量，但对地下生物量的影响较小，最终导致根冠比的下降［3，76］，这种现象的出现

可能与荒漠植物特殊的避旱生存策略有关，这些短命植物和一年生植物需要能够利用有限的水分迅速进行地

上部分的营养储存和繁殖生长，快速完成生活史，然后以种子的形式度过更加干旱的季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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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凝结水对植物种子生长发育的作用: 凝结水可以为植物种子胚芽 DNA 修复提供水分，帮助种子维持

生存能 力［77］，从 而 促 进 植 物 繁 殖［78］。也 有 研 究 表 明，凝 结 水 可 以 使 沙 生 植 物 圆 头 蒿 ( Artemisia
sphaerocephala) 种子胚芽细胞在强光辐射下的 DNA 损坏率下降 24．8%［79］，同时也能显著提高荒漠一年生植物

雾冰藜( Bassia dasyphylla) 和白茎盐生草( Halogeton arachnoideus) 的种子萌发率［80］。
5．2 凝结水对小型动物维持正常生理活动的作用

凝结水对干旱半干旱区自然生态系统的动物也具有重要的影响［81-83］。它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小型动物，

特别是节肢动物和软体动物的重要水源［30］，对凝结水收集和利用能力的高低往往也是他们在极端干旱的环

境中能否存活的关键［10］。对于小型动物而言，凝结水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提供直接饮用水功能和减

少体表水分流失作用［10］。相关研究表明，干旱地区的很多小型动物都能进化出特殊的形态结构和生理行为

来捕获凝结 水，进 而 作 为 其 重 要 的 水 分 补 给 来 源［2，10，84］，比 如 在 非 洲 纳 米 布 沙 漠 地 区，拟 步 甲 科 甲 虫

( Stenocara sp．) 就能通过后背凹凸不平的鞘翅增加更多的凝结水凝结，从而补充体内水分并减少体表水分流

失［85］，沐雾甲虫( Onymacris unguicularis ) 也能通过将身体前倾头部朝下，正对迎风坡来捕获更多的凝结

水［84，86］，鳞翅目昆虫( Lepidochora discoidalis) 可以在沙丘表面挖掘小沟渠来收集更多的凝结水［87］; 以色列内

盖夫荒漠地区一种常见的蜗牛( Trochoidea seetzenii) 也能通过饮用灌木表层附着的凝结水而得以存活［10］。另

外有研究发现，凝结水虽然不能持续作为蚂蚁等一些小型动物的稳定水源供给，但在他们找到真正长期稳定

的水分补给来源之前，凝结水的补给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88］。综上所述，凝结水是干旱半干旱区动物维持

生存和进行正常生理活动的重要保障，很多小型动物也会通过改变其体表形态结构和生理行为来获取更多的

凝结水( 图 2) 。
5．3 凝结水对微生物的影响

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中的微生物活动常常受到水分限制的影响［54］，并且由于微生物主要是短寿命的 r－

策略生物，他们可以快速响应水分供应情况的变化［89-90］，因此凝结水能够有效刺激微生物活动［91］，促进凋落

物的分解和有机碳周转过程［54，92-93］。有学者在内蒙古温带草原进行凋落物分解实验后表明，凝结水有效促

进了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中地表立枯体的有机碳周转过程，其原因是草原上的立枯体接触到的凝结水比地表

凋落物更多，受到的水分限制较小，立枯体表面的微生物活性也更强，因此立枯体的分解速率比地表凋落物高

了 92%［54］。Mchugh 等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半干旱草原和 Gliksman 等在地中海地区进行的控制实验也都表明

凝结水能够有效刺激夜间土壤和凋落物表层的微生物活动，土壤呼吸速率在凝结水出现的情况下增加了

47%，凋落物分解速率也与水分含量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Ｒ2 = 0．75) ，地表碳循环过程在凝结水的影响

下得到了显著加快［91，93］。

但另一方面，凝结水的存在促进了植被表面微生物( 细菌、真菌和病毒等) 的繁殖和生长［71］，可能对植物

的生长、存活和繁殖产生不利的影响［94］。病原菌和真菌的繁殖和它们对叶片的感染能力高度依赖于环境条

件，在适当的温度下需要一定的叶片湿润时间才能萌发并感染宿主，凝结水的出现提高了植物感染病害的风

险［95-97］。研究表明，真菌病原体对植物的损伤随着温度和叶片湿润时间的增加而增加［98］。但植物同样具有

一些防御机制来抵御凝结水所导致的病虫害的不利影响［71，99］。比如当叶片被凝结水打湿时，有一些植物能

够利用叶片表面的微结构和蜡质疏水层来实现“自我清洁( Self－Cleaning) ”，从而减少病原体的侵染［100］。此

外，叶片表面附着的一些有益内生菌或“微生物群组”( 细菌和真菌的组合) 也能够为植物提供保护，从而抵抗

附着在叶片凝结水上的其他有害细菌、真菌或者昆虫［97，101］。综上所述，凝结水能够有效刺激微生物活动并

加快地表的碳循环过程，但在病原微生物传播方面也可能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图 2) 。
5．4 凝结水对生物土壤结皮的影响

除了动植物和微生物之外，生物土壤结皮( Biological Soil Crusts，BSCs) 也在干旱半干旱区生态系统中重

要作用，其存在对于增加生态系统碳氮输入［81］、促进沙丘稳定和植被演化［35］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生物土

壤结皮主要由微生物、蓝绿藻、地衣、苔藓等微小生物体与沙粒胶结形成［48］，能够在极低的水分条件下进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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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凝结水与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核心组分的相互作用及影响机制

Fig．2 Mechanisms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ondensated arid and semiarid ecosystems

红线表示凝结水对不同生物过程的影响，蓝线表示不同生物对凝结水的响应机制

合作用，具有忍耐高温和干旱的能力［35］，因此凝结水的存在能在一定程度上延长生物土壤结皮的光合作用时

间［2］，从而提高其生长活性，促进其生物量的积累［38，82］。Pan 等在腾格里沙漠进行的凝结水研究发现，生物

土壤结皮中的总叶绿素含量与凝结水产量呈正相关关系( Ｒ2 = 0．69) ，凝结水能够有效提高生物土壤结皮中微

生物和孢子植物的生物能和化学能，从而促进了沙漠地区生物土壤结皮的形成和沙丘的稳定［81，83］。其他相

关研究也表明凝结水的存在能够延长清晨低水分条件下生物土壤结皮的光合时间，增加其对 CO2 的净吸

收量［2，30，47］。

5．5 凝结水对地表水热平衡过程的影响

在降水充沛的地区，凝结水对地表水循环的直接贡献较小，但在严重缺水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凝结水能够

通过影响“土壤－植物－大气”连续系统之间的潜热通量交换，进而对生态系统的水热平衡过程产生巨大的影

响［71］。Wen 等通过同位素标记方法研究了内蒙古典型草原的水分循环过程，发现生态系统净水汽通量与凝

结水水汽通量显著正相关，表明夜间凝结水水汽通量在生态系统水汽交换中占主导地位［72］。夜间凝结水通

过被植物体吸收，或凝结在土壤表层被土壤吸收，都增加了生态系统的水分输入，白天凝结水蒸发也有效地吸

收了地表热量，降低植物和土壤表层温度，从而减少了生态系统水分蒸散量［34］。凝结水所引起的土壤水分平

衡的维持与改善，不仅改善了局部微气候，也促进了地表植物的生长与发育，创造了更有利于凝结水凝结的微

环境，对“土壤－植物－大气”系统的水分循环过程形成正反馈的推动作用［1，102］。

此外，凝结水也能够通过调节植被叶表温度和改变局域尺度的辐射量对干旱半干旱区生态系统的能量平

衡过程产生影响［103-104］。干旱半干旱地区昼夜温差大，但凝结水夜间凝结放热，白天蒸发吸热都能为植物起

到良好的保温效果［71，105］。并且由于凝结水凝结在叶片表面会使得光线折射和反照率增强，进而导致光波长

的变化和生态系统能量输入的减少有相关研究表明，凝结水的存在会使得半干旱地区黄松林生态系统早晨的

CO2净吸收量下降 11%［106］，但这种影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当地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光波长和能量大小［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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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未来展望

在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中，凝结水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作用不容忽视( 图 2) 。目前也已有许多学者在干

旱半干旱区凝结水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探讨凝结水对水循环［13，14，108-109］、碳循

环［67，91，93］、能量平衡［71，104］、病虫害［95-97］以及动植物繁殖［2，77，80］等方面的影响，以及探究生态系统中的不同

环境因素［18，27-29，39］和生物因素［21，35，48，51，55］如何影响凝结水凝结过程。但由于凝结水产量较低、研究难度

大、研究方法存在差异和研究年限较短等原因，相关理论发展并不成熟。结合目前国内外在凝结水研究领域

已取得的相关研究进展，未来干旱半干旱区凝结水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科学问题:

( 1) 长时间序列的凝结水观测数据分析。当前大多数的生态系统凝结水产量的研究仅通过短期的控制

实验( 由于凝结水产量较低、测定难度大等原因，常常仅持续几十天的时间) 或是野外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没

有进行时间尺度上的比较。这导致目前仍不清楚生态系统的环境变化和凝结水对其响应是否会随着时间而

发生改变。当然，由于长期维持控制实验和多次野外调查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长时间尺度上对凝

结水进行观测非常困难，但是缺乏时间尺度上的比较可能会错失许多重要的信息。因此，未来应加强在时间

尺度上的研究和监测，通过长时间尺度的控制实验或多频次的野外调查，探索凝结水产量的时间动态，为科学

预测生态系统凝结水产量对环境条件改变的响应提供理论依据。
( 2) 明确凝结水对生态系统功能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未来研究中，应完善和重视凝结水在生态系统中

的功能和作用。作为降水的一部分，凝结水的产量虽然较少，但具有即时性、周期性、稳定性等特点，对生态系

统的各组分和营养级正常生长和生理活动、维持生态系统功能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未来的研究中应

重视生态系统凝结水的重要性，开展多方面、多尺度和长期性的研究，通过更详细地相关研究，了解凝结水作

为环境因素对生态系统过程和功能的影响和相关机制。
( 3) 系统探讨凝结水对干旱半干旱区生态系统功能的综合影响。目前对于凝结水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

响，往往只是讨论其对单一生态系统功能或服务的作用，而生态系统服务常常需要多个生态系统功能或过程

来实现。基于单个生态系统功能的研究局限性较大，无法反映凝结水对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影响，从而限制

人们对凝结水和生态系统功能的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评估。当前，已有研究开始关注多重、整体的生态系统功

能和服务，即生态系统多功能性和多重服务性等。所以在未来研究中，研究除了仅以单个生态系统服务为研

究对象，也应开始考虑多个生态系统服务的整体表现，进一步推动凝结水和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
( 4) 气候变化影响下凝结水与干旱半干旱区生态系统的响应关系。在当前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研究凝结

水如何响应全球气候变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在气候变化影响下，凝结水产量的改变会对生态系统

功能产生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未来干旱胁迫的增加会使植物利用凝结水的能力变得比现在更加重要，但

干旱胁迫下植物利用凝结水的能力是否变化，若发生变化，其过程机制是什么，这些都还不得而知。因此，未

来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对凝结水凝结和生态系统过程影响的相关研究，探究干旱胁迫下植物对凝结

水响应的生理和生态机制，同时在更多的区域建立全面和标准化的微气象监测，并在全球尺度的气候变化模

型中加入关于全球不同区域凝结水产量和持续时间的预测模块，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和利用凝

结水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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