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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统计分析
,

得 出陕 西省汉中地 区水稻 秋封的温度指标是 9 月 2 日以 前 出现

连续 3 天 T 日蕊 20 ℃的低温
,

韭对它的生物学意义进行 了阐述
。

又用马尔柯夫链 对该地

区秋季低温活 动规律进行 了分拆
,

亚用于秋季低温的长期予报
,
回报准确率达 9 3

.

1%
。

秋封又称寒露风害
,

是我国水稻生产上的重要气象灾害
, 对产量影响很大

。

但是 ,

关于秋封的含义
, 说法有些不 同

。

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天气气候研究所指出
仁, ’ ,

夏秋之交
,

水稻在抽穗扬花盛期与冷空气相遇 , 往往遭受危害引起减产
,

这种秋季冷空

气南下带来的明显降温称为秋季低温
。

在我国北方 (东北
、

华北 ) 将此秋季低 温称为冷

害
; 长江流域称为秋季低温害

; 两广
、

福建则称寒露风害 (因多出现在 “ 寒露 ”
节气前

后而得名 )
。

本文所沿用的汉中地区的 习惯称呼一秋封
, 以上述说法为准

,

很显然
, 它

是指夏秋之交抽穗扬花期 (有的还涉及到孕穗期 ) 发生的障碍型冷害
,

并未将灌浆结实

期包括在 内
。

这种说法较为普遍
,

它性质清楚
, 脉络分明

,

便于研究
。

汉中地区是陕西省水稻主产地区
,
水稻面积 16 0万么左右

, 约 占陕西省水稻总 面 积

的三分之二
,

总产
、

单产也均为全省之冠
。

但是
,

这个地区 8 月中旬以后 (包括 8 月中

旬在 内
, 下 同 ) 冷空气活动频繁

, 正值麦茬
、

马铃薯茬水稻抽穗扬花 (少量的正在穗分

化 )
,

结果遭受低温危害
,

出现大量翘穗头和空粒 ,
产量显著下降

。

比如 1 9 7 2年
,

从 8

月 2 9 日到 9 月 7 日出现了连续 10 天 T 日 ( 日平均温度
, 下 同 ) 镇 20 ℃的低温

,

使全地区水

稻大面积秋封
,
单产 比前一年减少 14 %

。

类似情况在汉中水稻生产历史上并不罕见
, 仅

五十年代以来就出现七次之多
, 减产少者不到一成

, 多者在二成以上
。

因而 , 进一步研

究秋封活动规律
,
找 出予报方法

,
采取得力的防御措施是有重要意义的

。

资料的处理

汉中为一盆地
, 巴山

、

秦岭为其南北屏障
, 汉江流贯其间 , 水稻主产在平坝和丘陵

.

本文经沈煌清
、

陈世杰和 王谦老师审阅
,

提出宝贵意见
,

谨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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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
汉中站位于盆地的中央

。

通过考察汉中站和地区其它各站的关系
,

发现它们在 8

月中旬以后冷空气活动趋势上存在显著一致性
, 因而

,

本文以 汉中站作为代表站
, 用它

的温度资料来反映整个地区秋季低温的规律
。

关于产量资料的选用
, 主要有两点

: 一取全区水稻平均单产 , 二取逐年单产增减的

百分率
。

这是为了排除全区不 同地方小气候条件
、

土壤条件以及栽培措施等对产量的干

扰
,
取得上述因素在较为稳定条件下的产量数据

。

同时 ,
为了突出气象条件和产量的关

系
,

减弱甚至滤掉非气象因子的影响
,

因而不用绝对产量
,

用相对产量
,

即单产比上年

增减的百分率
。

关于气象资料选用的时间范围
,

考虑到本文所研究的马尔柯夫链是均匀的
,

因而选用

的时间范围内的气候要尽量属于一个气候类型
, 不要把不同气候类型的气象资料联合在

一起当作均匀的马尔柯夫链进行分析
。

张家诚等指出
〔“ ’ ,

本世纪 以来我国气温的变化大

致可分为两个时期
:
第一个时期是从本世纪 初到四十年代

,

气温总趋势是增暖的 ; 第二个

时期是从四十年代末开始直到现在
,
我 国气温总的趋势是下降的 ,a 但我国各地温度由增

暖期到变冷的转折年代却各不相同
,
我国东部地区大体上的转折时期在四十年代初期

,

有向西推迟的趋势
,
如西安

、

成都的温度转折时期在 19 4 7~ 1 9 4 8年前后
。

刘子臣也指出

3[ ’ ,

陕西省三十年代
、

四 十年代 8
、

9 月 气 温和几乎全为正距平
, 而近三十年来几乎

全为负距平
,
五十年代开始了冷期

, 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

由上述可知 ,
五十年代以来

气候变冷
,
出现了一次新的气候波动

, 因而 , 本文 马尔科夫链分析部分所用气象资料亦

从五十年代开始
。

秋季低温和水稻秋封的相关性

考察汉中历年气象资料和水稻产量的变化
,

发现以 9 月 2 日为界

括 9 月 2 日在内
, 下 同 ) 是否出现连续 3 天 (包括 3 天以上

,

下同 )

和正个汉中地区水稻单产是否比上年增减有着密切关系
。

,

该 日 以前 ( 包

T 日 毛 20 ℃的低温

设 x 为因子
, 即 9 月 2 日以前是否出现连续 3 天 T 日 镇 20 ℃的低温

。

y为对象
,

即汉中地区水稻单产 比上年增减的百分率
。

9 月 2 日以前出现连续 3 天 T 日 镇 20 ℃的低温记作 “ 0 ” , 否则记作 “ 1 ” , 汉中

地区水稻单产比上年减产记作
“ 。 ” ,

否则记作
“ 1 ” 。

P ( X = 1 ) 为因子出现
“ 1 ” 时的气候概率

。

P ( Y

P ( X

1) 为对象出现 ,’1 ” 时的气象概率
。

1, Y 二 l) 为因子出现
“
1,,

,

对候也同时出现 t’1 ” 时的气侯概率
。

按上述规定
, 将五十年代以来 ( 1 9 4 9~ 81 年 ) 汉中地区秋季低温与水稻单产的增减

进行 。 , 1资料转换
,
得下面 2 义 2 列联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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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因子和对象的 2xZ 列联表

对 象

因

子

二…亚…亚…画”
1
1(c

)…“ (d ){
7(

c ’
d )

一}瓜而
-

2 1b (
卜

d ) 32 ( N)

a一

…
N知 P (X

==l, Y = 1 ) = P ( X = l )
·

P ( Y = l 】X = l ) =
a + b

N

a

a + b

P ( X = 1 ) =
a + b

N

P ( v = 1) = 卫上生
到

得 P ( X = 0 ) = P ( X = 1 ) == 1 一 P ( X = 1 ) =
e + d

N

P ( Y = 0 ) = P ( Y = 1)

则事件的相关系数为
:

P ( X = 1 ,
Y = 1 )

= 1 一 P ( Y = 1 ) = b + d

N

一 P ( X = 1)
“ =

石天或不P ( X 二 l )
·

P ( Y = 1 )

P ( Y = 1 )

·

P ( Y 二 1 )

a d 一 b e

侧 ( a + b ) (
e + d ) ( a + e ) ( b + d )

2 0 义 6 一 5 又 1

侧 2 5 x 7 x 2 1 x 1 1

= 0
。

5 7 2

X Z 二 (
a d 一 b e )

( a + b ) ( e + d )

! 。

N

( a + e ) ( b + d )

= N
·

R Z

= 3 2 x ( 0
。

5 7 2 ) 名

= 1 0
。

4 7 0

取信度为 0
.

0 1 ,

自由度为 ( 2 一 1 ) ( 2 一 ] ) , 1

X Z o 。 o: ~ 6
。

G3 5

10
.

4 7 0 》 6
.

6 3 5 .’. 才目关极显著

上面分析说明 , 9 月 2 日以前是否出现连续 3 天 T 日 蕊 20 ℃的低温确实和全地区水

稻单产的增减有着密切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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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生物学意义是明显的
。

汉中地区麦茬稻占平坝
、

丘陵稻田面积近0 6%,

是主要茬 口
。

麦茬稻从插秧至齐穗约 70 多天
,
这样

,

从 5 月底开始插秧到夏至全部结束

(少量马铃薯茬最晚
,
插的关 门秧 ) 约需 20 天

,
麦茬稻齐穗就到了 8 月分

, 尤其是 8 月

中
、

下旬
。

查历史资料
, 8 月上旬基本没有致害冷空气活动

,
但 8 月中

、

下旬却较为频

繁
,
这时正值麦茬稻抽穗扬花

, 对低温较为敏感
, 结果 由于花粉粒不能正常成熟

, 不能

正常受精等原因而造成空粒
,

显著影响产量
。

尤其近几年
, 人们为求高产

, 稻麦品种向

晚熟发展
,

麦茬稻用的是全生育期 1 60 天左右的杂交稻
,

结果齐穗 期进一步推 迟
,

抽穗

扬花时更易受到冷害
〔̀ 〕 ,

甚至少数水稻在极为敏感的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 期 (抽 穗 前

10 ~ 15 天 ) 及小抱子初期 (抽穗前 9 ~ 14 天 )
, 就受到了秋季低温的危害而出现大量空

粒
。

需要指出的是
, 上面提出的温度指标不是单纯的秋季低温对水稻开花危害的农业气

象指标
, 因为它不是在田间或在气候箱内对单独观测的花的鉴定结果

,
而是用统计方法

得出的 8 月中~ 9 月初出现连续 3 天 T 日 成 20 ℃低温对全区水稻单产的影响
。

很明显
,

全区从东到西
,

从平坝到山区
,
水稻生育期是有差别 的

, 当然穗分化和抽 穗扬花的时间

也各有异
,

因而 , 每次致害冷空气活动对各地穗分化及抽穗扬花的影响是不同的
, 即就

同一地方 , 同一茬口 , 由于品种
、

播期的差异 , 影响也不尽相同
, 故 , 这是一个汇集了

不 同影响
, 并导致全区水稻单产降低为具有综合意义的指标

, 利用它可知秋季低温对水

稻产量是否发生了全局性的影响
。

秋季低温的活动规律及马尔柯夫链分析

为了研究问题方便
,
我们规定

, 9月 2 日以前 (包括 9 月 2 日在内
,

下同 ) 出现连

续 3 天 (包活 3 天以上 , 下同 ) T 日 ( 2。℃沟低温
,

则称该年为早冷 年 ; 反之
,

在 9 月 2 日

以后 出现连续 3 天 (包括 3 天以上 , 下同 ) T 日 落 20 ℃的低温称为晚冷年
。

分析 19 3 5~ 81 年四十多年灼气象资料 (其中 1 9 4 6~ 48 年缺测 ) 发现
, 1 9 3 5以来早冷

年共出现过 9 年
,

占总年分灼 2 0
.

5%
,

比例是相当大的
。

每十年中早冷年至少 出现 1年
,

五

十年 代以来
,

出现次数明显增加
,

为 2 ~ 3 年
,

说明气侯变冷了 (见表二 )
。

从上表还可看出
,

每个十年均会在 8 月中旬到 9 月初出现致害低温
, 一般持续 3 ~

4 天 , 但五十年代以来低温强度有逐渐变大
,
降温逐渐加剧的趋势

, 且低温出现时期越

来越集中在 8 月下旬
。

进一步分析 8 月中旬以后第一次连续 3 天 T 日 ( 20 ℃频率分布时段 (以连续 3天低温

中第一天所在的候为准
, 见表三 ) 看出

, 低温最早出现在 8 月第 3 侯
,

最迟出现在 9 月

第 5 候
,

频率高峰在 9 月第 2 候和第 3 候
, 但这时水稻抽穗扬花已告结束

, 因而真正对

这一 生育期产生 不利影响是在 8 月第 3 候到第 6 候
,

尤其以第 5 候和第 6 候低温更为须

繁
,

影响更大
。

为了深入揭示秋季低温随时间演变的规律
,

现对以年代力顺序
: J由早冷年 J晚冷年

组成的随机时
一

问序列进行马尔柯夫链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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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

每十年秋季低温活动规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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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 8月中旬以后第一次出现连续 3天

T 日蕊 20℃频率分布时段表 ( 193 5一 8 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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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天气状态作如下划分
:

将所有早冷年都定义为状态 S
。 ,

早冷年过后的第一个晚冷年定义为状态 S
: ,

第二个

晚冷年定义为 5
2 , 依此类推 ,

第七个晚冷年定义为状态 S
, 。

根据定义
,

将五十年代以来的早冷
、

晚冷资料作为样本资料排成下表 (表四 ) :

表四
: 195 0一 81 年天气状态排列表

年代 1 9 5 0
.

1 9 5 1
.

1 9 5 2 1 9 5 3 1 9 5 4 1 9 5 5 1 9 5 6 1 9 5 7 1 9 5 8

天气状态 S
。

S
;

5
2

5 3 5
。

S 一 5
2

年 代 一19 5 9 1 9已0 1 9 6 1 1 9己2 1 9 6 3 1 9 6 4 1 9 6 5 1 9 6 6 1 9 6 7 1 9 6 8

天气状态 5
3

5
。

S
;

9
2

5
3

5
`

S
。

5 0 5
,

S
。

年代 t g Gg ]
`厅 O ] 9 7 1 19 7 2 1 9了3 2 9 7 4 1 9 7 5 1 9 7 6 19 7 7 1 9 7 8 1 9 7 9 1 9 8 0 19 8 1

天气状态 S
、

5 5
;

S
。

S
、

5
:

5
3

5
。

S
;

S
,

S
。

S
`

S
。

.

In 于 19 场一 拐年缺测
,

l马而无法确定 19 5 0和 1 0 5 1年的天气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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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所展示的时间离散
,
状态离散的随机时间序列是马尔柯夫链吗 ? 我们分别用两

种方法即采用从现实中直接数出状态高阶转移概率的方法和利用马尔柯夫链最基本的一

条性质一无后效性来计算状态高阶转移概率的方法得到二阶转移概率矩阵如下
.

用第一种方法得到的二阶转移概率矩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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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二种方法得到的二阶转移概率矩 阵是
、 飞l

…;l
、.

;
|!|
.

|
.

000000 0010001
占000

0 0

000000

n
ùn甘

才1
.

||1||
11|

P t z J ==
P

[ l 〕 一
P

[ I J

0

。

1 6 6 7

。

6 6 6 6

0

0

0

1

0

0

0

0
。

1 6 6 7

0
。

8 0 0 0

0

0

0

1

0

。

8 3 3 3

0

0

0

0

0

0

0

0

0
.

1 6 6 7

0

0

0

0

0

0

0

0

0
。

2 0 0 0

0

0

0

0

|七

其它各阶转移概率矩阵不一一列出
。

可 以看出
,

用上述两种不同办法得出的高阶转移

概率矩阵几乎是相同的
,

这表明表四所列的随机时间序列是可以 做为马尔柯夫链看的
。

下面分别计算出一阶转移概率矩阵和高阶转移概率矩阵
。

由表四看出
, 因为无连续多于 7 年的晚冷

,

故转移概率的角码 i
,

j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一阶转移概率矩阵是个八阶方阵
, 方阵的各个元素计算如下

:

P
。。 = P O Z = p O3 == p

。 ` 二
p

O S = p
。 。 =

p
O 7 =

号
== 0 ,

`1
一一

7一7
一一P

0一一
0一7

ù一门̀P一一.仙P一一6P一一4P一一OJP一一P一一0P

一一
o一6

一一P一一Pù一P一一

zPùà一一
77匕一一一一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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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 。 .

「 : 0 ==
~

了 = U . l )t 0 了
6

。 6 。 。 。 。 。

r “ , = 万
“ ” · 。 。 。 。

/ .1
1

!
!

l
0oDn甘

其余的元素不一一列出
。

因此
, 一阶转移概率矩阵为

:

)
’

0

{ O

0 0

P 〔 l , 二

00

nù0000
,LJ

尸

`几000

0000
jl000 0

0

。

8 3 3 3

0

0

0

0

0

0

O

0

O
。

2 0 0 0

0

0

0

0

00000

,几
0000000

0
。

1 6 6 7

0
。

8 0 0 0

0

0

0

1

若知某年的天气状态
, 利用这个矩阵可以帮助我们判别经一步转移到下年出现 何种

天气状态
,
即是早冷年还是晚冷年

。

若知某年的天气状态
,
欲知经过二步

、

三步
· · ,

… 即转移到二年后
、

三年后… …出现

何种天气状态
,

则需要计算出高阶转移概率矩阵
,

这能为较长时间的低温予报提供依据
。

利用数学归纳法可推得
:

P 〔 k l = P
卜

则知矩阵 P 〔, ’ , 利用矩阵乘法规则可逐 步算得矩 阵P
〔, ’ 、

P
〔 , ’ 、

P
〔` ’ 、

P “ ’… …

P [卜 J o

现将 P
〔名 ’
至 P `. J列在下面

。

、

1
.

!"
l

·
1

1
n甘n
ù

尸

…l
|

P 仁1 1 = P 〔 t ,
.

P
t . J二

} 0

} 。

{

P r , , 二 P 〔 2 , ·

P r` 1 二

…l
/

0 0 1 0 0 0 0 0

。

1 6 6 7 0 0 0
.

8 3 3 3 0 0 0 0

。

6 6 6 7 0
.

1 6 6 7 0 0 0
。
1 6 6 7 0 0 0

0 0
。

8 0 0 0 0 0 0 0
。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

1 6 6 7 0 0 0
。

8 3 3 3 0 0 0 0

。

6 6 6 6 0
。

1 6 6 7 0 0 0
。

16 6 7 0 0 0

0 0
。

6 6 6 6 0
。

1 6 6 7 0 0 0
。

1 6 6 7 0 0

0 0 0
。

8 0 0 0 0 0 0 0
。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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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二 P t . , ·

P t i

P
厂. ]一 P r . 〕 。

P 〔 l , =

厂0
。

6 6 6 6 0
。

1 6 6 7 0 0 0
。

16 6 7 0 0 0

{ 0 0
.

6 6 6 6 0
。

1 6 6 7 0 0 0
。

1 6 6 7 0 0

{ 0
。

0 2 7 8 0 0
。

6 6 6 6 0
。

1 3 8 9 0 0 0
。

1 6 6 7 0

} 0
。

1 3 3 4 0 0 0
。

6 6 6 6 0 0 0 0
.

2 0 0 0

J 1 0 0 0 0 0 0 0

一 0 1 0 0 0 0 0 0
{
}

0 0 1 0 0 0 0 0

}
、

0
.

1 6 6 7 0 0 0
.

5 3 3 3 0 0 0 0

0 0
。

6 6 6 6 0
。

1 6 6 7 0 0 0
.

1 6 6 7 0 0

0
。

0 2 7 8 0 0
.

6 6 6 6 0
。

1 3 8 9 0 0 0
。

1 6 6 7 0 -

0
.

2 2 2 2 0
.

0 2 7 8 0 0
.

5 5 5 5 0
.

0 2 7 8 0 0 0
.

1 6 6 7 1

0
.

7 3 3 3 0
.

1 3 3 4 0 0 0
,

1 3 3 3 0 0 0 {

0 1 0 0 0 0 0 0 {
。 。 1 。 。 。 0 0

…
0

.

16 6 7 0 0 0
.

8 3 3 3 0 0 0 0 1
。

.

6 6 6 6 0
.

2 6 6 : 。 0 。
.

1 。。: 。 。 0
{

可以证明
,

继续算下去
夕

再经若干步转移后
,

转移概率矩阵就变成极限概率矩阵
,

这时矩阵内每列之元素都相等
,

是个常数
,

该常数等于气侯概率
,

此时用马尔柯夫链做

予报就和用气侯概率做予报一样了
,
也就不比气侯概率更优越了

。

从上面计算可 以得到如下一些天气状态间的转移规律
:

1
.

由 P 〔` ’看出 ,
从状态 S 。经一步转移到状态 S

: , 从状态 S
;经一步转移到状态 S

:

的可

能性是极大的
,

其转移概率均达 1
。

从状态 5
2

经一步转移到状态 S
, ,

从状态 5 3经一步转

移到状态 S
。
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 其转移概率一为 0
.

8 3 3 3 ,

一为 0
.

8 0 0。
。

也就是说
, 早冷

年过后必有连续两个晚冷年
,
第三年继续晚冷的可能性很大

,
而第四年很可能是早冷

。

2
.

由 P
〔“ ’
看出

,
从状态 S

。经二步转移到伏态 5
2

的可能性极大
, 其转移概率为 1

。

从状

态 S :
经二步转移到状态 S

: ,

从状态 5 3经二步转移 到状态 S : 的可能性很大
,

其转移概率分别

是 。
.

8 3 3 3和 。
.

8 0 0。
。

也就是说
,

早冷年出现后
,

隔一年将出现晚冷年
。

第一个晚冷年出现

后
,

隔一年很可能仍是晚冷年
。

连续第三个晚冷年出现后
,

隔一年也很可能仍是晚冷年
。

3
.

由P 汇3 ’
看出

,
从状态 S

。

经三步转移到状态 5
3 ,
从状态 5

3

经三步转移到状态 5
2

的可

能性很大
, 其转移概率分别是 0

.

8 3 3 3和 0
.

8 0 0 0
。

也就是说
, 早冷年相隔二年后很可能出

现晚冷年
。

连续第三个晚冷年相隔二年后仍可能出现晚冷年
。

4
.

由 P 〔“ ’看出
,
从状态 5 3经五步转移到状态 S 。的可能性较大

,

其转移概率为 0
.

7 3 3 3
。

也就是说
,

连续第三个晚冷年相隔四年后可能出现早冷年
。

根据上述天气状态之间的转移规律
, 就可 以对未来年分秋季早冷还是晚冷做出较准

确的予报
。

为了验证此方法的准确性
,

笔者对 1 9 5 3一 81 年的天气进行回报 , 准 确率 达

9 3
.

1% (见表五 )
。

需要指出的是 , 上述转移概率矩阵从第 4 行起
, 由于天气状态的次数太少

夕

算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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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概率不足为凭
。

可 以予料
,
如果资料的序列更长一些

,

出现各种状态的次数更多一

些
,

将会使转移概率更为准确可靠
, 予报价值也就能进一步提高

。

表五
:

1953一 81 年天气状况回报验证表

年代

予报
状况

实际
状况

正确
与否 带

1 9 5 3 1 9 5 4 1 9 5 5 1 9 5 6 1 9 5 7 1 9 5 8 19 5 9 1 9 6 0 1 9 6 1 19 6 2 1 9 6 3 1 9 6 4 1 9 6 5 1 9 6 6 1 9 6 7

晚冷 晚冷 晚冷 早冷 晚冷 晚冷 晚冷 早冷 晚冷 晚冷 晚冷 早冷 晚冷 晚冷 晚冷

晚冷 晚冷 晚冷 早冷 晚冷 晚冷 晚冷 早冷 晚冷 晚冷 晚冷 晚冷 晚冷 晚冷 晚冷

+ 十 + + 十 + + + + 十 十 一 + + +

年代 1 9 6 8 1 9 6 9 19 7 0 1 9 7 1 1 9 7 2 1 9 7 3 1 9 7 4 1 9 7 5 1 9 7 6 1 9 7 7 1 9 7 8 1 9 7 9 1 9 8 0 1 9 8 1

早冷 晚冷 晚冷 晚冷 早冷 晚冷 晚冷 晚冷 早冷 晚冷 晚冷 晚冷 晚冷 晚冷

早冷 晚冷 晚冷 晚冷 早冷 晚冷 晚冷 晚冷 早冷 晚冷 晚冷 早冷 晚冷 晚冷
毅狐

+ + 一 + +

带正确为 “ + ” ,

错误为
“ 一 ” 。

掌握了秋季低温活动规律
,

就为抗御秋封提供 厂气象依据
。

最重要的是春季育

快之前做好当年水稻生产的战略安排
, 即先要根据茬 口早晚

, 选用生育期适宜的品种
,

再根据茬 口及品种特性
,
确定适宜的插期和秧令

, 最后根据插期和秧令
,
安排适宜的播

期
,

使茬口
、

品种
、

播期
、

秧令
、

插期互相对 口 , 保证安全齐穗
。

经研究
,

汉中地区釉

后安全齐穗期在 8 月 2。日 , 梗初在 9 月 6 日 〔“ ’ 。
在品种选用上

,

多年经验证明 以 中熟

品种为主较为适宜
,

早茬田插迟中熟品种
,

麦茬田插早中熟或中熟品种
,

可 以保证 全面安

全高产
〔“ ’ 。

在 早冷年
,
水稻生产布局尤要认真

、

谨慎
,

早茬田应避免使用生育期过长 的

袖稻品种 , 麦茬田可多种些早中熟釉稻品种
, 而晚麦茬田和最晚的马铃薯茬田应以优 良

的梗性品种为主
,
务必把住播期

, 务必保证安全齐穗
。

抗御秋封的方法很多
, 上面仅就布局作些简述

, 其它限于篇幅从略
。

我们相信
,

随

着对水稻秋封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

这个危害甚大的农业气象灾害将被最终战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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