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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中部夏玉米气候条件分析
’

寸 待 贵

(西北农学院基础课部 )

我们选择武功
、

花县
、

户县
、

咸阳及西安等五个县
、

市作为关中中部地 区的代表
,

通过调查
、

访问
,

收集 了近二十多年来夏玉米生产上的有关 资料及气候资料
,

进行农业

气候分析
,

供生产上趋利避害
、

夺取玉米高产稳产参考
。

调查资料分析

一
、

关中中部夏玉米生产简述及气侯状况

本区耕作制之一是冬小麦与夏玉米一年两熟制
。

因此
,

夏玉米播种
、

收获的早晚
,

与冬小麦播种
、

收获的早晚
,

相互影响
。

近几年来
,

由于气候条件不利
,

有些农业措施

不当
,

以致夏玉米晚熟
,

冬小麦晚插
、

晚热
,

造成夏玉米晚播的恶性循环 (不包括反常

迟播及生长期过长的品种 )
。

本区处于秦岭北麓与黄土高原南缘之间
,

是东西向狭长盆地
,

渭水从中东西向横穿
。

其气候特点是
:
大陆性

、

季风性强
,

雨水分布受太平洋高压进退迟早
、

停留久暂的影响
。

一般规律
: 5 月下 旬至 6 月中旬

,

关中雨水偏少 ; 6 月底至 7 月初
,

讯雨开始 ; 7月底
,

进入伏旱
; 9 月

,

秋霖开始 (多连阴雨 )
,

甚至 1 0) 3份还有 (此时日平均气温已降至

16 ℃ 以下 )
。

`

本区夏玉米生长期间的 日照时数
、

互 10 ℃ 的活动积温
、

雨量 (见表 l
、

表 2
、

表 3 )o

表 1 关中中部代表县
、

市 19 61 至 1 9 8 0年夏玉米生长期间平均 日照时数

单位
:

小时

七 月

…
/ 又 月

九 月 十 月 全 生 育 期

2 2 2
.

9 2 3 0
。

9 1 4 9
。

4 1 5 7
。

8 8 2 8
.

9

OLJ一甲沼任一月QUno一叮̀

武武功县县 2 2 5
。

777

乾乾 县县 2 3 0
。

777

户户 县县 2 2 0
。

111

咸咸阳市市 2 2 9
。

777

西西安市市 2 3 2
。

888

2 2 9
。

3 2 3 5
。

0 1 5 4
。

7 1 6 0
。

6

1 0 9
.

1 } 2 2 1
.

2 1 4 1
。

1 14 6
。

3

2 3 6
。

1 } 2 4 7
。

0 1 5 9
.

0 1 5 8
。

9 8 7 1
。

3

2 3 0
.

3 1 2 4 7
.

9 { 1选6
.

5
’

1 4 7
。

1 8 5 7
。

6

* 本文蒙王谦
、

薛澄泽
、

苏献忠
、

钮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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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关中中部代表县
、

市 9 1引至 9 1 80年夏玉米生长期间互拍℃ 活动积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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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关中中部代表县
、

市 19 61 至 1 9 8 0年夏玉米生长期间各月平均雨爱

单位
: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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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按夏玉米的要求分析本区气侯条件

(一 ) 有利因素

1
。

光 (辐射量
、

日照时数 )

( l ) 辐射量
:
从表 4 可看到1 9 7 7年户县东韩大队夏玉米单产每亩1 0 0 6

.

0斤
,

当年

夏玉米生长全期总辐射总量〔单位
:

卡厘米
一 “
月 (或生长 全 期 )

一 ’ 。

下 同」为钧
.

6 4
。

1 9 6 4年 (高产年 ) 西安市平均亩产量为 4 1 2
.

4斤
,

同期总辐射总量为 5 1
.

74
。

两者对照
,

显

出 1 9 6 4年辐射条件的生产潜力未充分发挥
。

又从本区同期 20 年平均总辐射总量看也接近

高产年
。

总的来看本区夏玉米生长期间辐射条件优越
:

尤以七月
、

八月
,

夏玉米生殖生长

期间更优越
。

而且
,

玉米嫩叶在高辐射量下不出现光饱和 ; 玉米的产量内容物是 由雌穗

以上的叶片生产并向下运转入籽粒 ; 玉米能将抽穗前贮藏在茎叶的碳水化合物于抽穗后

运转到德中以形成产量即
。

从这些方面分析
,

本区七月
、

八月的优越辐射条件
,

对夏二五

米的产量形成起很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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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夏玉米产最与其生长期间总辐射量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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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日照时效
:

武功县气象站所编 《 武功农业气象服务手册 》 中提出的夏玉米全

生长期日照时数指标为6 00 至 8 0 0小时
,

本区同期 20 年平均 日照时数为 7 8 9
.

6至 8 8 9
.

。小时

(见表 1 )
。

2
。

热

夏玉米中热品种全生肖期需要互 10 ℃活动识 温 为 2 3 0 0
.

0℃至 2 6 0 0
。

0℃ 〔” ,

本 区 同

期 20 年平均互 10 ℃ 活动积温为之5 4 4
.

9℃至 26 1 8
.

3℃ (见表 2 )
。

3
.

水

夏玉米全生育期需水量为 3 00 至 3巧毫米旧
,

而本区 2 0年平均同 期 雨 量 为 2 7 1
.

8 至

3 8 1
.

5毫米 (见表 3 )
。

从上述资料对照看出
,

本区光
、

热
、

水杀件从夏玉米生长全期的总量上看
,

基本达

到要求
。

(二 ) 不利因索

本区光
、

热
、

水分布不均
:

一是年际分布不均
,

如西安市夏玉米生长全期的降雨量

1 9 6 9年为1 6 5
.

5毫米
,

而 1 9 70 年则为3 7 0
。

5毫米
,

两年同期雨量相差一倍多 ; 二是同一料

夏玉米生长期间分布不均
,

一般表现为生长前期
、

中期光
、

热有余
,

水分不足
,

而后期

常是水分过多
,

光
、

热不足
。

常出现初夏旱
、

伏旱
、

秋涝低温
,

导致夏玉米晚熟
、

减产
。

近二十多年来本区夏玉米生产上所遇旱汾年份 (见表 5 )
。

初夏旱
、

伏旱
、

秋涝低温情况分析于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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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关中中部 19引至 19 8 0年夏玉米生产所遇旱涝年份一览表
带

年年 份份 1 9 6 111 6 222 6 333 6 444 6 555 6 666 6 777 6 888 6 999 1 9 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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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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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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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伏 旱
} {{{{{

VVV

…
VVV V

{ … 111
秋秋 涝 I

V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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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V表示旱涝年份 ② 资料来源〔1 7〕
。

①初夏旱

5月中
、

下旬至 6 月上
、

中旬 (夏播前后 )
,

太平洋高压西北侧带来的汛雨未到本

区
,

因而常受西风环流
、

甚至受青藏高压的影响
,

处于干旱少雨
、

干热风活动的时段
,

本区属于干热风中心的一部分
。

在此时段
,

本区风大
、

温度高
、

湿 度 小
、

蒸 发强
。

此

时段
,

若有雨
,

六月份的雨量也是夏玉米生长期间各月雨量的最低值
。

不少年份
,

此时

段常出现土壤干旱伴随大气干旱
。

从墒情看
,

在夏播期间
,

土壤中所储前期雨水
,

已将

耗尽
,

尚未得到补充
,

特别是回茬地
,

土壤水分已被前作大量吸收
,

所余无几
。

例如武

功县 1 9 5 4至 1 9 6 3年的 9 年中有 6 年 1 00 厘米深度的土壤湿度在 14 % 以下
,

耕作层的 土 壤

水分为 8 一 n %哪
。

这样
,

如无灌溉补充
,

那末
,

夏播玉米的全苗
、

壮苗则无法保证
。

历史上因无灌溉条件
,

遇初夏旱成灾的年份也不少
。

据记载
, 1 9 7 1年因有百 日大旱

,

武

功县拔掉玉米苗近十万亩〔7〕
。

1 9 8 1年因有初夏旱
,

西安市坝桥公社
,

土壤板结犁不动
,

玉米推迟到七月份播种
,

即使六月份抢种了
,

也因缺墒苗未出而翻种大半 〔1 3〕
。

此 外
,

1 9 6 2
、

1 9 6 8 、 1 9 6 9
、

1 9 7 7年均有初夏旱
,

给夏玉米的播种带来困难
。

②伏旱

( 1 )关中中部的伏旱概况

7 月底至 8月底
,

受太平洋高压控制
,

本区出现晴朗
、

温度高
、

蒸发强
、

蒸腾急烈

天气
,

而夏玉米这时正在抽雄开花期 (约八月上
、

中旬 )
。

此期是需水的关键时期
,

往

往由于灌水不及时而造成减产
,

甚至颗粒无收
。

如 1 9 7 1年兴平县店张公社种的夏玉米
,

抽雄开花期因得不到灌溉
,

有 6 0 0 0亩颗粒无收 ; 1 9 7 2年也有 4 0 0 0亩颗粒无收阁
。

在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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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原上
, 1 9 6 5年至 1 9 7 2年八年时问内

,

就有五年因伏 旱使夏玉米等秋作物欠收闭
。

据西北大学地理系
、

宝鸡市自然地理调查组资料
: 7 月下句至 8 月中旬

,

若连续二

旬雨量少于 40 毫米
,

就会造成严重干旱 〔刃
。

我们统计了武功
、

乾县
、

户县
、

咸阳
、

西安

等代表县
、

市 1 9 6 1年至 1 9 8 0年的 7月 2 1日至 8 月 20 日期间
,

连续二旬雨量 < 40 毫米出现

的年数
,

结果表明
:

二十年中
,

无伏旱连续二旬雨量 < 4 0毫米的年数只有四年 (武功
、

乾县情况 )
,

有的县少于四年
,

而旱年出现机率为 80 %
,

有的县在 80 % 以上
。

( 2) 夏玉米晒花问题

玉米在开花期间如遇到气温高于 32 ℃
,

相对湿度小于 30 %
,

风速大于 3 米 /秒 的 气

象条件而发生雄花难散粉
,

散出的花粉很快死亡
,

花丝枯萎
,

子房干瘪
,

此 现 象 称 为
“
晒花

” 。

本区也发生过晒花现象
。

从我们收集到的资料
: 1 9 7 0年咸阳地区农科所试验

地的夏玉米发生过晒花〔10 〕
。

1 9 6 6年咸阳
、

乾县
、

户县等地的夏玉米试验都发生过晒花〔n 〕;

1 9 6 3年武功也发生过
。

近二十年来乾县
、

户县
、

咸 阳
、

西安等地的气象资料表明
:

符合夏玉米晒花气象指

标的年份
,

出现机率为 30 一 4 0%
。

而从每年八月份的相对湿度看
,

虽然有些年份相对湿

度低并有晒花现象
,

但大多数年份
,

在八月份平均相对湿 度 却 较 高 (见表 6 )
。

其 相

对湿度高可避免晒花
,

但如果相对湿度高达 7 0一 80 %时
一

则会适宜于夏玉米大斑病
、

小斑

病的发展
。

表 6 关 中中部代表县
、

市 19 61 至 1 9 8 0年 (7 一 10 月 ) 平均相对湿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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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秋涝低温

从 (表 3 ) 可以看出
,

近二十年来
,

本区夏玉米生长中期
、

后期的八
、

九
、

十月份
,

雨量偏多
,

易造成秋涝危害
。

现将收集到的资料列举于下
:

( 1 )秋涝造成夏玉米晚熟减产情况

1 9 7 5年的秋涝
,

如武功县
,

九
、

十 两 月 的 雨量合计为 3 8 4
.

3毫米
,

比常年同 期 多

2 01
.

1毫米
。

在此情况下
,

大部分夏玉米成熟不了
,

只得冒雨收青棒
,

抢播冬小麦
。

19 71 年周至县九
、

十两个月雨水过多
,

温度低
,

晚玉米 (白双三号
、

白单 4 号
、

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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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白) 成熟不好〔1幻
。

1 9 6 4年
,

武功县秋雨多
,

使夏玉米苏尔奥华生育期延 长 5一 10 天 ;

辽东白减产 1 5一 2 0% 〔 ,、 〕
。

上述表明
,

本区常有秋涝
、

高湿 (相对湿度 > 80 % )
、

低温 ( 日平均气温 < 16 ℃ ) 发

生
。

高湿 使玉米籽粒不易脱水
,

难进入腊熟
、

完熟期
。

低温使籽粒灌浆缓慢
,

从而造成

夏玉米晚熟
、

减产
。

( 2) 秋涝高湿助长玉米大
、

小斑病的发展

虽然玉米大斑病
、

小斑病是世界性的病害
,

但它在一个地方的发展蔓延
,

是与该地区

的气候适合有关
。

据调查
,

本地区大
、

小斑病的危害
, 1 9 6 1年前的二十年轻

,

近二十多年严重
。

原因之

一是近二十多年来
,

玉米生长后期 ( 8一 10 月 ) 阴雨多
,

相对湿度常在 70 一 80 %
,

气候

条件有利于此病的发展
,

因而常引起全省范围大
、

小斑病的流行
,

造成夏玉米生产上的

严重损失〔8〕
。

从我们收集到的资料看
,

关中中部自 1 9 6 6年后
,

大多数年份有过不同程度的大
、

小

斑病流行 (见表 7 )
。

表 了 1 9 e弓至 19 8 0年关中中部夏玉米发生大
、

小斑病年份一览表

飞飞奋厄兰
___ 大 斑 病病 小 斑 病病 … 资 料 来

一 源
...

111 9 6 6年年 △△ △△ 陕西省农林科学院院

111 9 6 7年年 △
{

△△ 同上上

111 9 7 0年年 △
{{{

咸阳地区农科所所

111 9 7 1年年 △△ △△ 陕西省农林科学院院

111 9 7 2年年 △△ △△ 同 上上

1119 7 3年年 △△ △△ 同 上上

111 9 7 4年年 △△ △△ 西 北 农 学 院院

111 9 7 5年年 △△ △△ 陕西省农林科学院院

111 9 7 7年年 △△ △△ 乾县长留公社社

111 9 7 8年年 △△ △△ 户 县 农 科 所所

△△△ △△ 同 上上

111 9 8 0年年 △△ △△ 同 上上

注
:

乙一夏玉米发生过大
、

小斑病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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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及 建 议

从分析中看到
,

关中中部夏玉米生产中水分分布不均及后期降温等问题突出
。

(一 ) 水分问题

因本 区夏玉米生长期间雨水分布不均
,

旱
、

涝常出现
,

故安排夏玉米生产时
,

应注

意灌溉条件以弥补缺水
,

保证丰收
。

如 1 9 7 7年是旱年
,

户县光明公社东韩大队试验地的

夏玉米由于灌溉起了作用
,

使光
、

热
、

水生产潜力得以充分发挥
,

因而获得亩产 1 0 0 6
.

0

斤的好收成
。

可见早年的补充灌溉很重要
,

尤其后期灌溉
,

它影响到前
、

后两茬作物
。

在旱

年
,

关中中部收夏王米时
,

雨季已结束
,

土壤吸收的雨季雨水
,

早被夏玉米大 量 消 耗

了
,

留给后作物冬小麦用的很少
。

据引渭灌慨管理局在咸阳周陵测定结 果
: 8 月 中

、

下旬
,

夏玉米地 。

—
1 00 厘米深层平均水分含量为 9

.

8%
。

这就不能满足冬小麦播种
、

出苗的需要
。

(二 ) 后期降温问题

外界温度对夏玉米籽粒灌浆增重的作用是主要的
。

灌浆增重过程可分为籽粒形成
、

籽粒成长最旺 (快速增重 )
、

籽粒成熟三个时段
,

前两个时段是关键
。

在籽粒形成后期
,

日平均气温在 22 ℃至 23 ℃ 以上是有利条件
,

降至 18 ℃或 以下
,

或低温阴雨就使籽粒不能

及时转入快速灌浆
。

在籽粒快速增重阶段
,

平均气温与籽粒增重大小有较好的线性关系
。

籽粒含水量 80 一朽%
,

在当地一定的温度范围 l( 7℃
、

18 ℃ 以上至 24 ℃
、

25 ℃ 以下 ) 籽

粒灌浆增重率高的
,

对应的温度高
。

此时
,

若 日平均气温降至 16 ℃ 以下
,

籽 粒 灌 桨 极

缓
。

降至 15 ℃一 12 ℃
,

只有少量增 重〔15 〕〔16 〕
。

本区
,

日平均气温 (持续性的 ) 婆 1 9 oc
、

鉴 1 8 oc
、

连 1 6℃的 2 0年 ( 1 9 6 1至一9 5 0年 )

平均终止 日期
,

各代表县 (市 ) 在此范围
:

互 19 ℃ 的
, 9月9日至 9 月 13 日终止

; 里 18 ℃

的
,

9 月 14 日 至 9 月 17 日终止
; 婆 16 ℃的

, 9 月 19 日至 9 月 20 日终止
。

在终止 日期之

后
,

还偶有 日平均气温里 19 ℃
、

丛 18 ℃
、

盗 16 ℃的天数出现 (间断性的 )
,

但为数极少
。

在 10 月 1 日至 10 月助 日期间出现的迄 19 ℃的天数20 年各代表县平均只 有 0
.

5 至 1
.

0 天
,

互 16 ℃的天数只有 4
。

4至 6
.

1天
。

因此
,

本区夏玉米的播种期必须安排在 7 月份以前
,

成熟期不能超 过 9 月 底 10 月

初
,

生育期不能超过 1 20 天
。

不 然
,

就会遇到低温 ( < 16 ℃ )
,

造成夏玉米晚熟
、

减产
。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

1
。

按气候条件安排作物和措施

因本区夏玉米生长初
、

中期水分不足
,

所以安排夏玉米必须考虑灌溉条件
。

并视情

况浇支黄水
,

这不仅解决小麦用水问题
,

还为夏玉米播种创造水分 条件
。

另外
,

还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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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套种玉米
、

搭配回茬玉米
,

利用套种玉米抽雄开花较回茬玉米早
,

从而可错开两者的

需水关键时期
,

以缓和争水矛盾
。

再如周至
、

户县等地
,

七
、

八月份平均相对湿度不低于 80 %的地方
,

不宜引种陕单 7

号一类易感染大
、

小斑病的品种
。

2
。

推广套种玉米
,

争取夏玉米早播早收
,

以利于冬小麦的整地与播种

本区夏玉米的适宜播种期为 6 月 10 日至20 日
:

黄白单交在 10 日以前 ; 陕单一号在 15

日以前
:

陕单 7 号一类品种在 6 月 20 日以前
。

只有适期播种
,

才能保证正常成熟
。

3
。

高效利用 自然降水
,

提高用水效益

一场雨过后
,

要给玉米地及时进行中耕
,

既有利保墒
,

又有利于根系生理活动
。

要

防止以水代耕
,

以水代管不良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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