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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灌区小麦赤霉病流行的农业气候分区
`

许秀娟
`

商鸿生
2

井金学
’

( l西北农业大学荃础课部
, 2 西北农业大学植保系

,

陕西场陇 71 2 10 0)

摘 要 依据关中灌区 19 个气象站 1 9 6 1~ 1 9 8 9 年 4 ~ 5 月平均气温
、

降水量
、

) 5 m m

降水日数及相对湿度用聚类分析法划分了偏湿区和偏干区
。

偏湿区主要包括中西部的长安
、

户县
、

周 至
、

兴平
、

眉县
、

武功
、

扶风
、

岐山
、

凤翔
、

蓝田等 10 县
,

其农业气候特点为降水多
、

湿反

高
、

温度较低
,

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区
.

乾县
、

礼泉
、

径阳
、

临渡
、

渭南
、

华县
、

富平
、

蒲城
、

大荔等

9 县为偏干区
,

其农业气候特点是降水少
、

湿度低
、

温度较高
,

是小麦赤霉病的偶发区
.

关键词 农业气候
.

分区
,

小麦赤霉病
,

关中灌区

中图分类号 5 1 6 5
.

2 8
,

5 4 3 5
.

1 2 1
.

4 5

关中灌区是陕西 省主要小麦生产基地之一 由于农田耕作制度的变化和灌溉事业的

发展等因素
,

70 年代以来小麦赤霉病 已成为小麦病害的主要防治对象
。

经调查
.

本区赤霉

病流行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
,

其流行程度 以关中平原灌区的中西部为重
,

而东部轻
。

赤霉

病的发生与流行受气候
、

菌源量
、

寄主生育期
、

品种抗性和耕作栽培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制

约 〔’ 〕
.

在 当前 品种不抗病和菌源 充足条件下
,

小麦赤霉病流行程度主要取决于气候条

件闭
。

4 ~ 5 月是赤霉病菌子囊壳发育及小麦发病时期
。

为了探讨关中灌区东
、

西部赤霉病

流行程度差异的原因
,

本文依据关中灌区 1 96 1~ 1 9 8 9 年 4 ~ 5 月气候资料用聚类分析法

进行小麦赤霉病流行的农业气候相似分析和分区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关中灌区范围的界定

关中灌区是指关中平原有水利设施的水浇地及水田地区
,

其新老灌区包括宝鸡
、

凤

翔
、

岐 山
、

扶风
、

眉县
、

武功
、

周至
、

乾县
、

兴平
、

礼泉
、

户县
、

长安
、

三原
、

高陵
、

径阳
、

临淦
、

渭

南
、

富平
、

华县
、

华 阴
、

蓝田
、

蒲城
、

大荔等 23 县 (市 )的全部或部分
,

以及金台
、

渭滨
、

杨陵
、

秦都
、

淆桥
、

雁塔
、

未央
、

阎 良等 8 个市辖区〔 , 〕 。

1
.

2 农业气候分区方法

1
.

2
.

1 分区因子 的选择 用于小麦赤霉病农业气候分区的因子必须对小麦赤霉病的发

生和流行有明显影响且各地差异较大的因子
.

李光博等
「,

’

报道
,

赤霉病菌子囊壳发育与形

成数量
、

子囊抱子的成熟程度与释放同温度
、

湿度
、

雨 日及降水量等气候因子关 系甚为密

切
。

春季是子囊壳形成的主要时期
,

本区最早 4 月上旬就有子囊饱子释放
,

4 月与 5 月的

上述气候因子分别影响子囊壳发育及小麦发病
〔 ,]

。

为此
,

选取本区内代表性好且资料年代

长的 19 个县气象站的 4 月与 5 月的平均气温 (了 )
、

平均降水量 (天天 )
、

) 5 m m 降水日数

收 稿日期
: 1 9 9 4

一

0 9
一

10

·
陕西省科委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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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派万 )及平均相对湿度 (天万 )作为小麦赤霉病流行的农业气候相似分析及分区的因

子 (表 l )
.

表 1 关中灌区各气象站农业气候要紊
’

(1 9 1 6一 1 9 8 9 )

编号 县名
气 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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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6 1~ 1 9 8 0 年气候资料取自陕西气候资料和陕西省 关中地区气候资料
,

1 9 81 一 1 9 89 年气候资料抄 自陕西 自

象局
。

1
.

2
.

2 数据处理 和分 区方法 将表 1 看作由 m 一 8
, n 一 19 构成的样本因子矩阵

X ~ ( x
, ,

) }
`
一

`
’
2 ”

`

” 切

( ] 一 1
,

2,
’ ` ’ , n

矩阵 X 中各元素的量纲不同
,

可能对数据分类带来不合理影响
。

为消除这些影响
,

对矩阵

X 中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

即将元素 二
,

变换为 iy ,

x ` z
一 x

, m i 。

y i , 二二二:

一
X ,m

. x

一 X ,m ln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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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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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 , n

( 1 )

式中
: x 俪

二 ,
x 而 i。

分别为第 i 个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

矩阵 y 中的每列表示一个样本
,

任意两 个样本间的相似程度可用相关距离系数
「̀ 表

示
,

即

8
` ,

= a r e e o s r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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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氏
,

表示样本空间中第 k 个徉本和第 j 个样本间的相关距离系数
;
礼变化在 0 到 二 之

间
;
距离为 0 时完全相似

; 距离为
;r 时完全不相似

。

利用距离的可加性能方便地进行空间

点的聚类分 析
; r’ ,表示样本 k 和 j 间的相关

系数
;
歹

. ,

歹
少
分别表示空间点变量的平均值

。

由 介 ,

和 氏 ,可组成样本空间相关矩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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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ó巴匹队日日阵阮户日以

矩阵中
,

左下方三角阵为相关系数阵
,

右

上方三角阵为相关距离系数阵
。

本文用逐级

归并法 〔’ 一 ’ 〕对右上方三角阵进行聚类分析
。

2 结果和分析

2
.

1 关中灌区 4 ~ 5 月农业气候分区

由附图可见
,

本区可分为两个农业气候

区
,

对 应 水 平 标 准 为 相 关 距 离 系 数 0 -

附图 关中灌区 ~ 5 月农业气候相似分枝图

0
.

8 8 8
.

1 区包括中西部的长安
、

户县
、

周至
、

兴 平
、

武功
、

眉县
、

扶风
、

岐山
、

凤翔和蓝田等

10 县
,

I 区包括乾县
、

礼泉
、

临淦
、

径阳
、

渭南
、

华县
、

富平
、

蒲城和大荔等 9县
。

分枝图的两

区间农业气候条件差异显著性采用 t 检验
,

其统计量为

}牙
:
一 牙

.

}
( 4 )

( n :
一 l ) s气+ ( n :

一 l )
s

几
n :

+ n .
一 2 了哥耳

式 中 王
: , : : , n :

和 牙
. , 、 : , n ,

分 别为 I 区和 l 区同一农业气候要素的平均值
、

样本标准

差和样本数
。

表 2 农业气候要素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

气温 ( C ) 降水量 ( m m ) 降水 日数 ( d ) 相对 湿度 ( % )

t 2
.

8 3 3
.

2 8 6
.

6 1 3
.

4 0 5
.

9 7 2
.

28 5
.

2 4 4
.

8 7

4 月 5 月

1 3
.

3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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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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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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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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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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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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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0
.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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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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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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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0
.

4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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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2
.

28

4 月 5 月

7 0
.

6 0 7 2
.

8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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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 1
.

0 3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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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6 7 6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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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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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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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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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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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见
,

I
,

l 区之间用于分区的 8 个要 素的差异很显著
,

除 4 月平均气温和 5

月 ) 5 m m 降水 日数通过 0
.

05 置信度检验外
,

其余要素均通过 0
.

01 置信度检验
,

其中 4

月平均降水量和 ) 5 m m 降水 日数平均值及 4 ~ 5 月平均相对湿度通过 0
.

0 01 置信度检

验
。

2
.

2 1
,

I 区的农业气候特点及差异

资料表明
,

I 区比 I 区 4 月与 5 月降水量
,

降水 日数及相对湿度的偏高值分别占全区

平均值的 23
.

8%与 18
.

3 %
,

20 %与 10 %及 8
.

6 %与 7
.

1%
,

而温度度偏低值仅占全区平均

值的 5
.

8 %与 4
.

7 久
。

I 区与 I 区的差异主要表现于 天天
,

雨 及天万
,

而 T 的差异相对较

小
,

故把 I 区称为偏湿区
,

I 区称为偏干区
.

农 3 4~ 5 月农业气候要素及差值 ( 一9 6 1~ 1 9 8 9 )

气沮 (℃ ) 降水 盆 ( m rn ) 降水 日 教 d( ) 相对湿度 ( % 〕

了 . .1

I 区 王
:

X .
二

X …
X ` 一 J l

4 月 5 月

1 3
.

3 18
.

6

14
.

1 19
.

4

12
.

0 17
.

3

14
.

1 19
.

5

1 4
.

6 19
.

8

1 3
.

2 18
.

6

4 月 5 月

7 3 7 3

7 4 7 4

7 1 7 1

6 7 6 8

7 1 7 1

6 1 6 2

万 匕 4 月 5 月 一 4 月 s 月 ; 月 5 月 4 月 s 月

一 0
.

8 一 0
.

9

4 月 5 月

5 6
.

2 7 0
.

6

6 1
.

8 8 5
.

6

50
.

0 6 1
.

3

心4
.

2 58
.

7

5 0
.

7 70
.

0

38
.

9 50
.

6

12
.

0 1 1
.

9 0
.

6 0
.

由表 3 可见
,

偏湿区的农业气候特点是 4 ~ 5 月天天与天万多
,

天万高
,

了较低
。

鉴于关中

灌区赤霉病流行程度取决于菌源
、

降水和小麦易感时期三者的结 合
,

而以降雨时期和降雨

量为关键因子
「̀二

。

因此偏湿区是关中灌区小麦赤霉病常发区
。

偏干区的农业气候特点是 4

一 5 月 R R及 R d少
,

R H 低
,

而 T 较高
,

是关中灌区小麦赤霉病偶发区
.

凋查资料表明
.

赤霉

病流行程度 (按全国小麦赤霉病研究协作组 1 9 7 9 年提出的标准划分 )常发区远比偶发区

严重
。

如 1 9 7 0 年 以来的中度以上流行年份常发 区平均 1
.

5 年出现 1 次
,

而偶发区平均 5

年才出现 1 次
.

3 讨论和建议

1) 杨陵区位于扶风与武功之间
,

南濒渭河与周至为界
,

按其地理位置
,

应属于小麦赤

霉病常发区
.

三原
、

高陵
、

华阴三县气象站资料年代短
,

分区时未选用
,

按其地理位置
,

应属

于小麦赤霉病偶发区
。

宝鸡
、

西安
、

咸阳三市测站受城市效应影响
,

代表性差
,

分区时也未

选用
,

金台
、

渭滨
、

秦都
、

溺桥
、

雁塔
、

未央
、

阎良等市辖区的麦田在防治赤霉病时
,

可以邻近

县 4~ 5 月农业气候条件为依据
.

2) 本文仅以小麦赤霉病流行的农业气候条件划分了关中灌区赤霉病流行的常发区

(偏干区 )和偶发区 (偏干区 )
.

由于影响赤霉病流行的因素很多
,

就非生物因素来讲还有地

貌地形
、

农田灌溉等等
。

如关中地区地貌有中部的渭河河流阶地区
、

北侧的黄土台原区和

南侧的山前洪积扇形地
.

渭河阶地的一级阶地和二级阶地仅高出渭河平均水位 5 ~ 10 m

和 1 0 ~ 3O m
,

但黄土台原的地势远比渭河阶地高
,

最高处可高出渭河水面 2 0 0 ~ 4 00 m 3[ 二。

由于地势高低可影响局地农田湿度状况
,

从而影响赤霉病流行程度
,

常发区中的台原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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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渭河阶地赤霉病流行程度较轻
。

1 9 86 年与 1 9 89 年杨陵区麦田小气候观测资料表明
.

麦

田 0
.

Z m 处及株高 2/ 3处麦田相对湿度台原比渭河二级阶地平均偏低 7 %及 6 %
,

赤霉病

病穗率平均偏低 3%
.

赤霉病流行程度达中度以上的 19 8 8 年 杨陵区 台原麦田 比渭河一级

阶地及二级阶地病穗率分别偏低 36
.

58 % 及 22
.

56 %
.

反之
,

由于灌溉下当
,

引起偶发区局

地麦田湿度加大甚至 田间积水
,

赤霉病流行程度加大
,

在防治赤霉病时应引起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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