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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变化对鲁西北冬小麦

最佳适播期的影响

荣云鹏１　朱保美２　韩贵香３　高克华４　郭春荣５

刘延涛５　王家仁６　乔秀芳１

（１．山东省桓台县气象局，２５６４００；２．山东省齐河县气象局；

３．山东省博兴县气象局；４．山东省高青县气象局；

５．山东省桓台县农业局；６．山东省桓台县水务局）

提　要：近十几年来，地处鲁西北地区的桓台县年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冬半年气温

上升较明显，冬小麦的生长受其影响，冬前旺长和绿体越冬时常出现，冬小麦抗低温

能力受到影响，容易成灾。降低冬小麦冬前旺长几率，可以通过选取适应气温变化的

播种时间来增强冬小麦抗低温能力。将冬小麦播种出苗所需要的日平均气温、播种

至停止生长期积温、播种到收获所需总积温等３个农业气象指标，与近１０年气温变

化统计比较，发现在气温升高趋势下，冬小麦适宜播种的最佳时段比传统的播种时间

明显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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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桓台县境内流行这样一句古语：“白露

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桓台县１９８６

年编写的《桓台县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

报告》中指出“用冬前８０％的保证积温选择

较适宜，播种期出现在９月２３日终播期１０

月３日。”
［１］

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１０年

来，全球气候增暖明显［２］，根据张明庆等的研

究，我国各地区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响应并不

完全相同，近４０年全国气候变暖主要发生在

华北、西北和东北，并且主要表现为冬季气温

的增高［３］。

　　 从近几年桓台县小麦生长情况看，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因为整个冬季气温明显偏

高，小麦绿体越冬，致使冬小麦生育期提前，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５日的一次低温过程（桓台最

低气温０．７℃），造成小麦空壳严重，影响小

麦产量；２００４年冬小麦播种日期偏早，冬小

麦越冬时冻害严重，影响小麦产量；２００６年

桓台及周边地区，秋季气温（桓台县１０月份

平均气温比历年偏高４．６℃，１１月份偏高

２．９℃）异常偏高，部分播种较早的地块冬小

麦生长过旺，给冬小麦安全越冬埋下很大的

隐患。

在气候变暖的大趋势下，地处华北地区

的鲁西北平原什么时段播种冬小麦，既能满

足其生长需要又能降低遭受冻害的几率？这

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１　资料和方法

参考资料主要是１９７６—２００６年桓台县

气温资料，同处于鲁西北地区平原的高青、博

兴气象局近２０年的气温资料，以及齐河气象

局１９８０—２００６年的气温资料；桓台县农业局

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的冬小麦播种、收获时间资

料；桓台县统计局提供的冬小麦单位面积产

量资料；王家仁主持的冬小麦某课题中近２

年冬小麦试验田观测资料。

通过对冬小麦播种时出苗所需要的日平

均气温、播种至停止生长前积温、从播种到收

获所需总积温３个农业气象指标，与近１０年

来的气温变化实况进行比较，来推断在气温

升高趋势下冬小麦最佳播种时段、播种最早

和最晚的参考日期。

２　桓台县冬小麦生长概况

桓台县隶属山东省淄博市，地处鲁西北

地区，属广袤的黄河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属

温暖的半干旱半湿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桓台县以水灌溉为主，可以有效满足冬小麦

各阶段生长的需要，影响小麦生长的主要气

象因子是气温。

桓台县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主要是鲁麦２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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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农０３３等；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主要是济南１７

号、１９号、淄麦１２号等，多为冬性品种。

据统计局统计，１９９６年前冬小麦单位面

积产量多在７５００ｋｇ·ｈｍ
－２以下，１９９６年后

除２００２年均在７５００ｋｇ·ｈｍ
－２以上。

桓台县冬小麦的播种时间见表１；收获

时间多是６月７日起，自南向北开镰，６月１４

日收割结束，近５年来的平均收获时间是６

月１０日。

表１　桓台县各年冬小麦播种的主要时段

（桓台县农业局提供）

年份 时段 年份 时段

１９９３ ９．２３—９．２９ ２００３ ９．２５—９．３０

１９９４ ９．２７—１０．３ ２００４ ９．２４—９．２９

１９９５ ９．３０—１０．５ ２００５ ９．３０—１０．７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１０．１—１０．５

３　桓台县近３０年来气温变化趋势

统计近３０年年平均气温、冬季平均气

温、１０—１１月平均气温（见表２），可以看出，

近１０年来年平均气温、冬季平均气温、１０—

表２　桓台县近３０年的年平均气温、冬季

平均气温、１０—１１月平均气温

　　年份 １９７６—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年平均气温／℃ １２．４ １２．７ １３．９

冬季平均气温／℃ －２．０ －０．７ ０．２

１０—１１月的平均气温／℃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１．１

１１月平均气温升高比较明显。在华北地区

气温持续升高的趋势下，探讨未来一段时间

冬小麦播种最佳时段，近１０年的气温变化更

具可参考性。

４　冬小麦生长的农业气象指标

冬小麦是耐寒性较强的作物，需要热量

较低，全生育期２５５天左右，需要总积温

２０００～２２００℃；适宜播种气温为日平均１８～

１６℃；分蘖５～１０个，需要积温５００～７００℃；

越冬前壮苗需要活动积温５５０～７５０℃
［１］。

冬前积温≤４００℃难以形成壮苗，≥７５０℃往

往造成冬前苗旺［４］。

　　在秋冬季节气温升高的趋势下，根据冬

前冬小麦出苗、分蘖和生长对温度的需求，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冬小麦的最佳适宜播

期。（１）适宜冬小麦出苗的日平均温度时段；

（２）冬小麦播种到停止生长前的积温；（３）冬

小麦整个生育期所需积温。能同时满足以上

３农业气象指标件的最佳时段，可作为近一

段时间冬小麦最佳适宜播种时间的参考。

４１　冬小麦适宜播种期日平均气温

表３给出了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１０年平均逐

日日平均气温。从表３中可看出，１０月２—

１２日的日平均气温在１６～１８℃之间。

表３　桓台县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５日至１０月１４日逐日平均气温（单位：℃）

日期 气温 日期 气温 日期 气温

９月２５日 ２１．２ １０月２日 １７．３ １０月９日 １８．０

９月２６日 ２１．３ １０月３日 １６．３ １０月１０日 １８．０

９月２７日 ２０．３ １０月４日 １６．５ １０月１１日 １７．３

９月２８日 ２０．１ １０月５日 １６．８ １０月１２日 １６．０

９月２９日 ２０．６ １０月６日 １７．１ １０月１３日 １５．９

９月３０日 ２０．２ １０月７日 １７．４ １０月１４日 １４．８

１０月１日 １８．５ １０月８日 １７．７

４２　满足冬小麦冬前积温需求的时段

经计算，桓台县近１０年来，冬小麦的停

止生长日为１２月９日，比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平

均停止生长日推后了６天；高青县停止生长

日为１２月１０日，比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的平均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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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生长日推后了８天。表４给出了桓台县和

高青县近１０年冬小麦冬前停止生长时的积

温。从表４可看出，１０月１０日到停止生长

前的积温，可以满足冬小麦对冬前生长积温

的最低需求，１３日到停止生长前的积温，可

以满足冬小麦冬前分蘖５～１０个的需求。

表４　桓台、高青县近１０年冬小麦冬前停止生长时的积温（单位：℃·ｄ）

９月２３日 ９月２９日 １０月１０日 １０月１１日 １０月１３日 １０月１９日 １０月２０日

桓台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８５４．７ ７４９．０ ５５２．６ ５３４．６ ５０２．７ ４１２．０ ３９６．０

高青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 － － ５９０．８ － － －

４３　冬小麦生长期间≥０℃的积温

表５给出了近１０年来鲁西北地区３个

台站９月２３日、１０月１日、１０月１６日到冬

小麦收获时（次年６月１０日）≥０℃的积温。

从表５可看出，近１０年，即便是１０月１６

日播种冬小麦，从播种到收获的总积温也在

表５　冬小麦播种到收获期间≥０℃的积温（单位：０℃·ｄ）

播种时间

９月２３日 １０月１日 １０月１６日

桓台 ２５６０．４ ２４１３．８ ２１６１．１

博兴 ２５２６．３ ２３６３．２ ２１１４．５

齐河 ２５６３．７ ２４０４．３ ２１６３．５

２０００℃·ｄ以上，可以满足冬小麦整个生育

期总积温的最低需求。

５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桓台冬小麦不同播期试

验

　　表６给出了桓台县不同播期的冬小麦试

验田的实测单位面积产量。值得说明的是，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３日播种的冬小麦，冬前旺长，

越冬期冻害严重，影响了产量。２００５年１０

月１６日播种量（１２０ｋｇ·ｈｍ
－２），播种量相对

２００４年（２２５ｋｇ·ｈｍ
－２）少，影响了苗数，最

终影响了产量。

表６　桓台县不同播期的冬小麦试验田的实测单位面积产量

播种期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度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

９月２３日 １０月７日 １０月１６日 ９月２９日 １０月６日 １０月９日 １０月１６日

产量／ｋｇ·ｈｍ－２ ４８７５ ７８７５ ７８２７ ７５３０ ９０４２ ８２５０ ６６００

６　小　结

（１）在气温上升的趋势下，鲁西北地区

同时满足３个农业气象指标的冬小麦播种最

佳时段的参考上限是１０月２日，下限是１０

月１０日。比传统的播种时间明显后推。

（２）冬前积温≥７５０．０℃容易出现旺长，

冬前积温≤４００．０℃难以形成壮苗的条件，建

议鲁西北地区冬小麦的播种最早不要早于９

月２９日，最晚不要晚于１０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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