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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因子对甘蔗茎伸长的影响

吴炫柯　刘永裕　刘　梅

（广西柳州市农业气象试验站，５４５００３）

提　要：研究了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柳州市郊甘蔗伸长期的旬伸长量与主要的气象因子，

并对甘蔗旬伸长量与气象因子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大气湿度与甘蔗旬

伸长量达到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对其它气象因子大气湿度的回归标准偏回归系

数也最大，为０．７４５，经检验达到极显著水平。试验表明，大气湿度是影响柳州甘蔗

蔗茎生长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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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甘蔗的生长是甘蔗与周围环境生态因子

相互作用的结果，气象因子则是环境生态因

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甘蔗生长与气象因

子关系密切。广西甘蔗９０％种植在无灌溉

条件的旱地上，产量的高低，年际间的差异，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气象因子的制约［１］，甘蔗

茎长又是构成甘蔗产量最重要因素［１２］，因此

找出影响甘蔗伸长的主要气象因子，对于蔗

园生态系统的调控以及甘蔗温室智能化的发

展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目前国内对于气象

因子对甘蔗茎伸长也有不少的研究，蒋菊生

等人［３］通过研究各气象因子对甘蔗生长的影

响，建立气象因子对株高生长的综合预测模

型，并认为在甘蔗伸长期，降雨量对甘蔗生长

的贡献最大，贡献率达到６０．２５％，其次是积

温和日照时数；谢贵水等［４］通过对甘蔗株高

生长与主要气象因子进行通径分析，认为影

响甘蔗株高生长的主要气象因子是平均温

度。目前对于影响甘蔗株高生长的主要气象

因子，得出的结论还有差异，因此很有必要将

此研究继续下去。

１　材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于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广西柳州

农业气象试验站甘蔗生育状况观测结果。试

验地面积０．２３３公顷，地势平坦，土壤类型为

沙壤土，微酸性，土壤肥力中等，产量为柳州

市郊沙塘镇中等水平，品种为新台糖２２号，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２日下种，种植规格为行距

９０ｃｍ，播种量大约１００００公斤／公顷，２００５年

新植蔗６月１０日进入茎伸长期，１１月２９日

甘蔗进入工艺成熟期，并进行收获；第２年留

蔸种植宿根蔗，２００６年６月４日宿根蔗进入

茎伸长期，１２月８日进入工艺成熟期。其他

栽培管理与常规大田栽培管理一致。

从甘蔗茎伸长期当旬开始，每旬旬末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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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连续取１０株作为１组进行固定测量，共

４组４０株，测量方法为从地面量至最上部一

片展开叶的基部叶枕。与株高观测相对应，

选用各旬的平均气温（犡１）、相对湿度（犡２）、

降水量（犡３）、日照时数（犡４）４个主要气象因

子作为研究对象（表１、表２）。气象资料采用

表１　２００５年各旬新植蔗生长量与气象因子观测结果

时间 旬生长量 温度 湿度 降雨量 日照时数

ｃｍ ℃ ％ ｍｍ ｈ

１旬 ２５ ２７．０ ９１ ３２７．９ １５．３

２旬 ２３ ２７．７ ８６ ６６．５ ５２．０

３旬 ２２ ２８．１ ８３ ２０．８ ６９．７

４旬 １９ ２９．４ ８０ ３３．５ ９２．６

５旬 １８ ２８．８ ７９ ４４．４ ８０．６

６旬 ８ ２９．４ ７７ １７．４ ８２．３

７旬 ８ ２８．８ ７８ ２３．１ ７７．９

８旬 ２４ ２６．１ ８５ １６４．９ ５１．４

９旬 １２ ２６．４ ７４ ５．０ ６３．４

１０旬 １３ ２７．６ ７９ ７．５ ７３．７

１１旬 ５ ２６．７ ７７ ７．８ ７０．６

１２旬 ２ ２４．５ ７０ ０．０ ８７．９

１３旬 １ ２３．２ ７４ ０．０ ６５．６

１４旬 ０ １９．５ ７４ １８．８ ４７．８

１５旬 ３ ２３．７ ８０ ０．１ ３０．８

１６旬 ５ １６．２ ７９ ８９．３ １６．２

表２　２００６年各旬宿根蔗生长量与气象因子观测结果

时间 旬生长量 温度 湿度 降雨量 日照时数

ｃｍ ℃ ％ ｍｍ ｈ

１旬 １８ ２８．７ ７９ ７．３ ８６．０

２旬 ２３ ２８．６ ８４ ６９．２ ６３．７

３旬 ２９ ２８．４ ８６ １７１．２ ５５．６

４旬 ２２ ２８．２ ８１ ２５．４ ８４．３

５旬 １６ ２７．３ ８５ ６４．２ ５６．８

６旬 ２３ ２９．６ ８１ １４．２ ８２．２

７旬 １８ ２７．５ ８２ ５．７ ７６．０

８旬 ４ ２７．２ ７８ ２１．１ ５６．９

９旬 ７ ２３．２ ７３ １４．６ ５６．７

１０旬 ３ ２６．０ ７７ ０．０ ８６．２

１１旬 １ ２４．８ ７１ ０．０ ６４．３

１２旬 ８ ２５．６ ７８ ２．６ ４８．１

１３旬 ６ ２３．８ ７３ ０．０ ８９．８

１４旬 ２ ２０．０ ６８ ０．０ ７６．５

１５旬 １ １８．５ ７７ ４３．２ ２２．２

１６旬 ２ １４．４ ８１ ３９．６ １６．３

１７旬 ３ １３．０ ７４ ９．３ ２０．０

距试验地６ｋｍ的柳州市农业气象试验站。

　　４个主要气象因子（犡）为自变量、各旬

生长量（犢）为因变量进行相关、回归分析，分

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数据统计分析软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甘蔗各旬生长量与气象因子的相关分

析

　　２００５年的新植蔗旬生长量与大气湿度

呈极显著正相关，与降雨量、温度呈显著正相

关，而与日照时数关系不显著；２００６年宿根

蔗旬生长量与湿度、温度呈极显著正相关，与

降雨量呈显著正相关（表３）。说明从相关系

数看，甘蔗株高生长与湿度的关系最为密切，

湿度大、气温高、降雨量大对株高生长有利。

表３　甘蔗旬生长量与气象因子的相关系数

项目 温度 湿度 降雨量 日照时数

新植蔗 ０．５６５３６１ ０．８１９０１ ０．５９７６６２ －０．０５１６５

宿根蔗 ０．７０２６０６０．７５７８１６ ０．５７２０９４ ０．３８５５０６

　　注：为极显著相关　　　　为显著相关

２２　甘蔗各旬生长量与气象因子的线性回

归

　　用因变量２００５年新植蔗和２００６年宿根

蔗各旬生长量与自变量各气象因子作回归分

析，结果见表４和表５，建立其线性回归方程

为：犢＝－１０６．０３７－０．０４犡１＋１．３３犡２＋

０．０３３犡３＋０．１９犡４，其中犉＝２９．１７６＞犉０．０１

＝４．０７；说明温度、湿度、降雨量及日照时数

对新植蔗和宿根蔗各旬生长量是具有真实线

性回归关系。从标准偏回归系数看，湿度与

各旬生长量 （犢）的偏回归系数最大，为

０．７４５，并且达到极显著水平，各气象因子标

准偏回归系数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为：湿度

＞日照时数＞降雨量＞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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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因变量（犡）对自变量（犢）多元回归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自由度

（ＤＦ）

平方和

（ＳＳ）

均方差

（ＭＳ）
犉值 犘值

回归 ４ ２１３３．４６５ ５３３．３６６ ２９．１７６

回归剩余 ２８ ５１１．８６９ １８．２８１

总和 ３２ ２６４５．３３３

表５　甘蔗各旬生长量（犢）与气象因子的线性回归结果

自变量
参数

估计值

标准

误差

标准偏回

归系数
　Ｔ测

验假设
Ｐｒｏｂ＞｜Ｔ｜

截距 －１０６．０３７ １８．３４２ －５．７８１ ０．０００

犡Ｉ －０．０４ ０．３８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１ ０．９９１

犡２ １．３３０ ０．２７９ ０．７４５ ４．７５９ ０．０００

犡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７ ０．２４５ １．９０７ ０．０６７

犡４ ０．１９０ ０．０７２ ０．４９０ ２．６５８ ０．０１３

３　结　论

从２００５年与２００６年各旬株高生长量与

主要气象因子的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来看，

大气湿度是影响株高生长最重要的因子。大

气水分亏缺，植株气孔阻力增加，光合作用受

到限制，影响植株的生长；特别是８月下旬以

后，柳州降雨量剧减，引起土壤水分和大气水

分的双重亏缺，能极大地破坏植株体内水分

平衡，影响植株的蒸腾以及光合作用，势必影

响了植株的生长，因此大气湿度是影响柳州

甘蔗株高生长的最重要因子。

国外有试验证明，提高植株冠层的大气

湿度，就能够提高植株光合速率，就能够增加

干物重的累积，增加产量［５］；在对木薯植株冠

层喷雾的条件下，增加光照强度，木薯光合速

率未能够达到饱和，表现出较强的光合增加

潜力［６］；国内试验也证明，提高小麦植株冠层

的大气湿度能够缓解植株光合“午休”现象，

增加作物产量［７］。

提高甘蔗冠层的大气湿度，促进甘蔗生

长速度，对于广西柳州甘蔗灌溉，以能够提高

植株冠层湿度的喷灌效果较好；在甘蔗智能

化大棚中适当地提高大棚湿度对甘蔗株高的

生长有利；人工增雨是缓解旱情的最好措施，

既能缓解土壤缺水又能缓解大气水分亏缺的

问题，本文研究与谢贵水等［３］的研究结论不

同，可能是由于试验地点处于不同的气候条

件所引起，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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