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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利用１９８１—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１３个玉米观测站资料，采用聚类分析及典型年分析法，研究玉米播种下限温度指标，

并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观测数据及大田分期播种试验数据对指标进行验证。研究表明，地温是玉米大田播种的主要影响因子，日

１０ｃｍ平均地温可以作为最低温度界限指标的指示值。日１０ｃｍ平均地温６．０℃为玉米不能播种的最低界限指标；日１０ｃｍ

平均地温６．０～８．０℃为玉米可以播种的最低界限指标，少数玉米遭受低温灾害；日１０ｃｍ平均地温８．０℃为玉米安全播种的

最低界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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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粮食产量居

于全国首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６）。

玉米为黑龙江省主栽粮食作物（雷光宇，２０１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播种面积超过５×１０６ｈｍ２（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６），２０１５年黑龙江玉米产量

占全国近１／６，可见黑龙江省玉米产业的健康发展

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

黑龙江省位于我国最北部，热量资源与作物需求之

间矛盾突出（贾建英和郭建平，２００９；Ｙ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尤其春季较易出现低温天气，研究表明，春季

低温常常造成玉米播种后发芽延迟，甚至出现烂籽、

粉籽现象，从而导致出苗率降低（Ｂａ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Ｉｍｒ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Ｂａｓ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李北齐等，

２０１１），使玉米产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与

气候变化密切相关（郭建平，２０１５；蔡榕硕和付迪，

２０１８），气候变化影响玉米播种日期和品种的选择，

进而影响到玉米产量（Ｎａｆｚｉｇｅｒ，２０１３），受气候变化

影响，黑龙江省气候变暖尤为突出（刘实等，２０１０；董

李丽等，２０１５），热量资源显著增加，这使黑龙江省粮

食生产受到“双刃剑式”的影响，一方面，热量增加促

进玉米适时早播以获取高产，但由于播种下限温度

界限指标不明确，时常出现过早播种而导致玉米粉

籽、烂籽现象，造成很大损失。另一方面，有些地区

依然未更换恰当的晚熟品种，且播种过晚，造成热量

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粮食产量大幅度降低，农民收入

减少。因此，研究大田播种下限温度指标对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及促进玉米产业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

义。

关于玉米种子萌芽下限温度，国内外做了大量

研究，均以控制试验为主，由成果可见，下限温度以

日平均温度作为指标，临界温度集中在５、６、７、８℃，

譬如，高素华等（１９９８）研究了东北地区早、中、晚熟

３个玉米品种的临界温度为３．２～５．２℃，龚文娟等

（１９８４）研究认为玉米种子在５℃和５℃以下不发芽，

６℃开始发芽，而吴绍!

（１９８０）提出玉米种子发芽最

低温度在６～７℃。山东大学种子教研室（１９８８）报

道了玉米种子萌发的最低温度为８～１０℃。

前人研究成果均是基于人工环境控制试验得出

的下限温度指标，而以自然条件下长序列农业气象

观测数据获取下限温度指标鲜有报道。本研究基于

长序列农业气象观测资料和逐日气象观测资料，分

析玉米播种下限温度，利用农业气象观测资料和分

期播种试验数据进行验证，明确黑龙江省玉米播种

下限温度指标，以解决气候变暖背景下玉米适时播

种问题，为黑龙江省玉米安全生产及防灾减灾提供

气象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受玉米农业气象观测资料限制，选取黑龙江省

１３个玉米农业气象观测站点进行研究，１３个观测站

点均为黑龙江省玉米主产市（县），玉米年种植面积

在３×１０４ｈｍ２ 以上，能够代表黑龙江省玉米生产实

际状况，并客观反映热量、水分等分布概况和趋势，

从而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所用资料包括

１３个观测站点１９８１—２０１８年农业气象及气象观测

资料，即玉米播种期、玉米出苗期、玉米七叶期密度、

１０ｃｍ日平均地温数据以及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富裕、肇

源玉米分期播种观测资料，农业气象和气象历史数

据来自黑龙江省气象局。玉米农业气象观测按照中

国气象局《农业气象观测规范》（黄健和成秀虎，

１９９３）的要求进行，为保证资料的连续性，作物观测

保持观测方法一致，所观测品种的熟期在研究期间

基本保持一致，田间管理与当地大田保持一致，且耕

作方式不变。农业气象观测站点见图１。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指标构建方法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分析方法是气候研究中广泛应用

的方法，该方法通过把一个没有类别标记的样本集

按某种相似性划分为若干类，使相似的样本尽可能

０９０１　　　　　　　　　　　　　　　　　　　 　气　　象　　　　　　　　　　　　　　　 　　 　　　第４６卷　



图１　研究区域及站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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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为一类，而将不相似的样本尽量划分到不同的类

中（刘伟东等，２０１３；２０１４；韩微和翟盘茂，２０１５）。本

文采用Ｋｍｅａｎｓ聚类分析方法提炼构建玉米播种

下限温度阈值指标，其计算方法见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目前黑龙江省大田播种深度位于土层０～

１０ｃｍ（李帅等，２０１４），东北地区用５～１０ｃｍ地温预

报玉米播种期温度，因此选取１０ｃｍ平均地温作为

研究因子。１９８１—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玉米播种密度

稳定在４．５万株·ｈｍ－２，随着农技措施的提高，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黑龙江省玉米播种密度增加，稳定在

５．０万株·ｈｍ－２，但由于出苗率有差异导致实际七

叶期密度不一致。黑龙江省玉米在七叶期定苗，在

未采取补苗措施条件下，玉米七叶期田间密度能够

很好反映玉米出苗率状况（高勇和邢东方，２０１１），则

以七叶期密度代替出苗率。利用１９８１—２００５年观

测资料序列构建指标，为保证所建指标的准确性和

科学性，首先对各站点研究期间的种植密度进行筛

选，剔除奇异值，同时结合《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温

克刚，２００７），将各站补苗、毁种和受到其他灾害的年

份剔除，剔除后统计受低温影响和正常出苗年份的

播种至出苗期间１０ｃｍ最低日平均地温及密度数

据，再采用Ｋｍｅａｎｓ聚类分析法和典型年分析方法

获取指标。由于大田播种至出苗温度与人工控制试

验不同，地温变化大，各年份播种至出苗期间日最高

地温与日最低地温差异较大，以播种至出苗期间的

平均地温为指标，无法反映最低温度界限指标，因此

本文以播种至出苗期间１０ｃｍ最低日平均地温作为

指标，１０ｃｍ最低日平均地温是指从播种至出苗期

间，１０ｃｍ日平均地温最低的日期对应的１０ｃｍ日

平均地温。定义播种期至出苗期间不同级别１０ｃｍ

最低日平均地温对应的年份为典型年，将玉米密度

比历年低０．５万株·ｈｍ－２作为受害密度。另外，由

于历年春播期强降温发生的概率为１７％（王蕾和张

舒，２０１６），即玉米春播期遭受低温灾害的概率为

１７％，以玉米种植密度反映遭受低温冷害情况，所以

聚类分析中选取１７％以下的种植密度作为玉米受

害播种密度。

１．２．２　指标验证方法

采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农业气象观测资料及分期

播种试验方法对所建指标进行验证。选取富裕、肇

源为分期播种试验观测站点，试验管理按当地现行

栽培管理技术进行。富裕选取通单２４、肇源选取先

玉３３５为供试品种，两供试品种发芽率均在９０％以

上，排除了种子发芽率低导致的出苗率差异。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选定当地多年平均播种期（富裕站为

５月１２日，肇源站为５月４日）分别向前和向后，按

间隔７ｄ，各确定两个播期，以五个播种期进行分期

播种试验。每个播期分为３个重复。各播期采取单

粒播种，株行距为３３和６０ｃｍ，播种密度约为５万

株·ｈｍ－２，每个重复面积为６５ｍ２。

试验观测项目为：播种期、出苗期 （普遍期）、七

叶期密度、玉米播种至成熟期间１０ｃｍ日平均地温、

每旬逢８日观测并计算１０ｃｍ土壤相对湿度。观测

方法按《农业气象观测规范》（黄健和成秀虎，１９９３）

执行。但是，２０１３年由于春季遭受低温内涝灾害，

试验点从第二播期开始播种。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播种下限地温指标分析

采用经验频率法计算保证率，得出１７％保证率

下的种植密度为３．９万株·ｈｍ－２，以该种植密度作

为指标，对照分类方案，确定最佳聚类数为５。将

１４４个样本分为５类（表１），可见玉米播种１０ｃ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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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日平均地温在８．２℃以上，玉米种植密度高于３．９

万株·ｈｍ－２，未受灾害；玉米播种１０ｃｍ最低日平

均地温在６．５～８．２℃，玉米种植密度在２．８万～

３．９万株·ｈｍ－２，受害程度轻；玉米播种１０ｃｍ 最

低日平均地温在６．５℃以下玉米种植密度低于

２．８万株·ｈｍ－２，玉米严重受害。

２．２　播种不同的下限地温指标典型年分析

应用典型年分析方法，结合龚文娟等（１９８４）、吴

绍
!

（１９８０）和山东大学种子教研室（１９８８）的研究及

聚类分析结果。选取１０ｃｍ地温出现小于６．０、６．０

～６．５、６．５～８．０、８．０～８．２℃的典型年进行分析。

由表２可见，播种至出苗期间１０ｃｍ最低日平均地

温小于６．０℃时，除２００５年五常外，其他观测站点

玉米密度受到影响，即１０ｃｍ最低日平均地温小于

６．０℃ 时，密度低于历年平均水平，出苗不全。五常

２００５年５月７日播种，５月２６日出苗，密度比历年

低０．１万株·ｈｍ－２，１０ｃｍ日平均地温见表３。五

常２００５年播种初期地温低，种子不萌发，因此未遭

受低温影响，后期地温升高，种子正常萌发、出苗。

因此可见种子萌发后１０ｃｍ 最低日平均地温在

６．０℃以下时，种子遭受低温冷害的可能性达１００％，

影响玉米出苗。

表１　玉米播种１０犮犿最低日平均地温与

种植密度聚类分析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犾狌狊狋犲狉犮犲狀狋犲狉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狉犲狊狌犾狋狊犻狀犮狅狉狀

狆犾犪狀狋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犾狅狑犲狊狋犪狏犲狉犪犵犲犱犪犻犾狔犵狉狅狌狀犱

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犪狋１０犮犿犱犲狆狋犺犪狀犱狆犾犪狀狋犻狀犵犱犲狀狊犻狋狔

类别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０ｃｍ最低

日平均地温／℃
６．５ ８．２ ９．５ ９．９ ９．５

种植密度／万株·ｈｍ－２ ２．８ ３．９ ５．５ ９．１ ４．７

表２　１９８１—２００５年农业气象观测站点播种至出苗

期间１０犮犿地温小于６．０℃的玉米密度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狉狀犱犲狀狊犻狋犻犲狊犪狋犪犵狉狅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

狅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狊狋犪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狋犺犲犵狉狅狌狀犱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犾犲狊狊狋犺犪狀６．０℃犪狋１０犮犿犱犲狆狋犺狌狀犱犲狉犵狉狅狌狀犱

犳狉狅犿狊狅狑犻狀犵狋狅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狋犪犵犲犻狀１９８１－２００５

站名 年份

播种至出苗期间

１０ｃｍ日平均

地温最小值／℃

密度与历年

比较／万株

·ｈｍ－２

勃利 １９８３ ５．４ －１．０

龙江 １９８１ ５．３ －２．４

五常 １９８７ ３．２ －０．６

五常 ２００５ ５．１ －０．１

表３　２００５年５月播种至出苗期间五常１０犮犿日平均地温（单位：℃）

犜犪犫犾犲３　犃狏犲狉犪犵犲犱犪犻犾狔犵狉狅狌狀犱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犪狋１０犮犿犱犲狆狋犺狌狀犱犲狉犵狉狅狌狀犱犳狉狅犿

狊狅狑犻狀犵狋狅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狋犪犵犲犻狀犠狌犮犺犪狀犵犻狀犕犪狔２００５（狌狀犻狋：℃）

日期 ７日 ８日 ９日 １０日 １１日 １２日 １３日 １４日 １５日 １６日

１０ｃｍ地温 ５．１ ６．４ ７．６ ８．８ １０ １２．３ １１．６ １２．３ １３．４ １３．３

日期 １７日 １８日 １９日 ２０日 ２１日 ２２日 ２３日 ２４日 ２５日 ２６日

１０ｃｍ地温 １３．５ １３．１ １５．８ １５．８ １６．５ １７．６ １７．８ １７．４ １７．５ １３．５

　　由表４可见，播种至出苗期间１０ｃｍ最低日平

均地温在６．０～６．５℃时，典型的６个样本中有１个

样本玉米密度比历年低０．５万株·ｈｍ－２以上，占

１７％。５个样本玉米密度与历年持平或偏高，占

８３％。即种子萌发后１０ｃｍ最低日平均地温在６．０

～６．５℃时，玉米种子遭受低温灾害的可能性为

１７％。

　　由表５可见，播种至出苗期间１０ｃｍ最低日平

均地温在６．５～８．０℃时，典型的４４个样本中有１３

个样本玉米密度比历年低０．５万株·ｈｍ－２以上，占

３０％。３１个样本玉米密度与历年接近或偏高，占

７０％。因此可见种子萌发后１０ｃｍ最低日平均地温

表４　同表２，但为１０犮犿地温在６．０～６．５℃

犜犪犫犾犲４　犛犪犿犲犪狊犜犪犫犾犲２，犫狌狋犳狅狉狋犺犲犵狉狅狌狀犱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犳狉狅犿６．０℃狋狅６．５℃犪狋１０犮犿犱犲狆狋犺狌狀犱犲狉犵狉狅狌狀犱

站名 年份

播种至出苗期间

１０ｃｍ日平均

地温最小值／℃

密度与历年

比较／万株

·ｈｍ－２

安达 ２００５ ６．１ ０．１

集贤 １９８３ ６．４ ０．７

龙江 ２００５ ６．４ ０．３

尚志 １９９１ ６．５ －０．４

五常 １９９４ ６．５ －０．２

肇源 １９８７ ６．３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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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同表２，但为１０犮犿地温在６．５～８．０℃

犜犪犫犾犲５　犛犪犿犲犪狊犜犪犫犾犲２，犫狌狋犳狅狉狋犺犲犵狉狅狌狀犱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犳狉狅犿６．５℃狋狅８．０℃犪狋１０犮犿犱犲狆狋犺狌狀犱犲狉犵狉狅狌狀犱

站名 年份

播种至出苗期

间１０ｃｍ日平均

地温最小值／℃

密度与历年

比较／万株

·ｈｍ－２

安达 １９９４ ７．３ ０．０

安达 ２００３ ７．２ ０．０

巴彦 １９８６ ７．０ ０．２

巴彦 １９８７ ７．４ －０．２

巴彦 １９８８ ７．０ －０．４

巴彦 １９９３ ７．８ －０．５

巴彦 １９９４ ６．８ －０．５

巴彦 １９９７ ７．４ －０．７

巴彦 ２００３ ７．０ －０．９

勃利 １９８１ ７．６ ０．４

勃利 １９８６ ７．３ －０．２

勃利 １９９４ ６．７ －０．６

勃利 １９９６ ６．８ －１．２

勃利 １９９７ ７．２ －１．２

勃利 １９９９ ７．４ －１．４

勃利 ２００３ ７．９ －１．７

方正 １９９２ ７．９ ０．４

方正 １９９３ ７．４ ０．０

方正 ２００３ ６．６ －１．７

富裕 ２００４ ７．７ －０．５

哈尔滨 １９９４ ７．３ －０．２

哈尔滨 １９９５ ７．６ －０．２

集贤 １９８６ ７．０ ０．０

集贤 １９８７ ７．７ －０．４

集贤 １９９５ ７．９ －０．７

集贤 ２００３ ７．６ －０．７

龙江 １９８６ ７．６ ０．２

龙江 １９９５ ７．９ ０．０

龙江 １９９６ ６．９ －０．３

龙江 ２００４ ７．６ －１．１

尚志 １９９２ ７．１ ０．８

尚志 １９９３ ６．７ ０．６

尚志 １９９４ ７．３ ０．６

尚志 １９９５ ７．５ ０．４

尚志 １９９６ ７．３ ０．１

尚志 ２００３ ７．３ ０．１

五常 １９８３ ７．３ ０．４

五常 １９９５ ６．７ －０．２

五常 １９９６ ７．９ －０．４

五常 １９９９ ７．６ －０．６

五常 ２００４ ７．１ －０．８

肇源 １９９１ ６．７ ０．０

肇源 １９９２ ７．６ ０．０

肇源 ２００４ ７．６ ０．０

在６．５～８．０℃时，种子遭受低温灾害的可能性为

３０％。

　　由表６可见，播种至出苗期间１０ｃｍ最低日平

均地温在８．０～８．２℃时，典型的３个样本与历年玉

米平均密度基本持平。因此可见种子萌发后１０ｃｍ

最低日平均地温在８．０～８．２℃时，玉米种子未遭受

低温灾害。

　　总结上述分析结果，播种至出苗期间１０ｃｍ最

低日平均地温在６．０～６．５℃、６．５～８．０℃时，玉米

种子部分遭受灾害，将两个温度范围可归为一类，即

５０个样本中有１４个样本玉米密度比历年低０．５万

株·ｈｍ－２以上，占２８％。则按照播种至出苗期间

１０ｃｍ最低日平均地温划分最低温度界限指标，可

分为三级，第一级１０ｃｍ地温低于６．０℃时，玉米种

子遭受低温冷害的概率是１００％；第二级１０ｃｍ地

温在６．０～８．０℃时，玉米种子遭受低温冷害的概率

是２８％；第三级１０ｃｍ地温在８．０℃以上时，玉米种

子遭受低温冷害的概率是０％。

２．３　指标检验

２．３．１　大田适用效果检验

采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农业气象观测资料对所建

指标进行验证。表７中列出了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农业

气象观测站播种至出苗１０ｃｍ最低日平均地温低于

８．２℃的玉米密度比较结果，该表中播种至出苗期间

１０ｃｍ最低日平均地温低于６．０℃的是２００８年肇源

站，密度比较结果显示，玉米受害严重，与实际２００８

年部分地块由于持续低温导致玉米粉籽、烂籽相同，

验证结果与本文２．２节所得的结果一致。播种至出

苗期间１０ｃｍ最低日平均地温在６．０～８．０℃时有

１５个样本，密度比较结果显示，玉米未遭受低温灾

害，验证结果与本文２．２节得出的玉米种子遭受低

温冷害的概率为２８％略有差异。播种至出苗期间

１０ｃｍ最低日平均地温在８．０～８．２℃时有４个样

本，密度比较结果显示，玉米未遭受低温灾害，验证

结果与本文２．２节所得结果一致。

表６　同表２，但为１０犮犿地温在８．０～８．２℃

犜犪犫犾犲６　犛犪犿犲犪狊犜犪犫犾犲２，犫狌狋犳狅狉狋犺犲犵狉狅狌狀犱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犳狉狅犿８．０℃狋狅８．２℃犪狋１０犮犿犱犲狆狋犺狌狀犱犲狉犵狉狅狌狀犱

站名 年份

播种至出苗期

间１０ｃｍ日平均

地温最小值／℃

密度与历

年比较／万株

·ｈｍ－２

安达 １９９５ ８．１ ０．０

勃利 １９８７ ８．０ ０．１

肇源 １９９９ ８．２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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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分期播种效果检验

２．３．２．１　播期间土壤相对湿度差异分析

本研究中同一地点的五个播期均在同一地块种

植，排除了地形、地势、土壤类型、品种、田间管理方

式、土壤肥力不同的差异，因此五个播期出苗率的差

异则可认定主要是由播种期间土壤温度或水分差异

造成的。

表７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农业气象观测站播种至出苗期间

１０犮犿最低地温低于８．２℃的玉米密度

犜犪犫犾犲７　犆狅狉狀犱犲狀狊犻狋犻犲狊狑犻狋犺狋犺犲犾狅狑犲狊狋犵狉狅狌狀犱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犾犲狊狊狋犺犪狀８．２℃犳狉狅犿犪犵狉狅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狅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

狊狋犪狋犻狅狀犪狋１０犮犿犱犲狆狋犺狌狀犱犲狉犵狉狅狌狀犱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站名 年份

播种至出苗期

间１０ｃｍ日平均

地温最小值／℃

密度与历年

比较／万株

·ｈｍ－２

肇源 ２００８ ４．０ －１．０

安达 ２０１０ ６．０ －０．３

安达 ２０１５ ６．３ ０．５

安达 ２０１７ ６．４ ０．７

哈尔滨 ２００７ ６．３ －０．２

五常 ２０１４ ７．１ １．１

尚志 ２００６ ７．２ ０．４

尚志 ２００７ ７．３ －０．２

肇源 ２０１４ ７．４ ０．１

勃利 ２０１５ ７．４ －０．３

富裕 ２０１５ ７．５ －０．２

龙江 ２０１５ ７．６ ０．０

勃利 ２０１１ ７．７ ０．３

巴彦 ２０１６ ７．８ ０．９

安达 ２０１６ ７．９ ０．６

勃利 ２００８ ７．９ －０．５

方正 ２００６ ８．０ ０．９

尚志 ２００８ ８．０ ０．３

集贤 ２０１４ ８．１ －０．２

尚志 ２０１５ ８．２ ０．３

　　图２为肇源、富裕五个播期１０ｃｍ土壤相对湿

度对比图，图中犡轴与犢 轴的交点为犢 轴取７０％。

２０１２年肇源所有播期采取坐水播种，土壤水分均为

正常，未在图中显示。根据李秀芬等（２０１５）分类，土

壤相对湿度≤６０％为轻旱。２０１２年富裕第三播期、

第四播期、第五播期和２０１４年肇源第一播期略显轻

旱，其他播期土壤相对湿度适宜玉米出苗，且略显轻

旱对玉米出苗影响不大，排除了土壤水分差异的影

响，因此玉米出苗率、出苗时间差异源于各播期之间

的地温差异。

图２　５个播期土壤相对湿度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ｓｏｉｌ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ｏｎｆｉｖｅｓｏｗｉｎｇｄａｔｅｓ

２．３．２．２　１０ｃｍ日平均地温播种指标验证

表８为不同播期玉米七叶期密度及与五个播期

平均密度比较，可见２０１２年富裕第一播期遭受灾

害，其他播期出苗正常。图３为两地、五个播期从播

种至出苗逐日１０ｃｍ日平均地温。犡 轴与犢 轴的

交点为犢 轴取６℃。由图３ｂ可见２０１２年富裕第一

播期播种第３天日１０ｃｍ平均地温为５．２℃，玉米

遭受低温灾害，出苗不全，验证结果与本文２．２节所

得结果一致。由图３ａ、３ｅ可见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肇

源第一播期和第二播期出现日１０ｃｍ平均地温在

６．０～８．０℃的温度，玉米出苗正常，验证结果与本文

２．２节得出的玉米种子遭受低温冷害的概率为２８％

略有差异。由图３ａ、３ｅ的第三～第五播期和图３ｂ、

３ｃ、３ｄ的第二～第五播期可见播种至出苗１０ｃｍ最

低地温在８．０℃以上时，玉米未遭受低温灾害，验证

结果与本文２．２节所得结果一致。

２．３．２．３　播期间地温与出苗时间差异分析

图４为肇源、富裕五个播期出苗时间对比图，犡

轴与犢 轴的交点为犢 轴取１０ｄ。由图４可见，两个

地点前三个播期出苗时间差异大，为递减趋势。第

一播期出苗所需时间最长，第二播期次之，再次为第

三播期，第四和第五播期差异小且所需时间最少。

第一播期的出苗时间比第二播期出苗时间偏晚２～

４ｄ，比其余播期偏晚更严重，分别比第三、第四、第

五播期出苗时间偏晚６～１０、８～１０和９～１２ｄ。种

子在土壤中萌动出苗耗时太长，不利于玉米的出苗，

长时间不出苗增加了种子的呼吸消耗，降低种子质

量，也使出苗后秧苗的质量变差，影响后期生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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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最终影响产量建成，因此第一播期的地温条件相

比于其余播期不利于玉米种子的顺利出苗，第二～

第五播期的地温达到了玉米种子发芽萌动的需求，

能够使种子顺利萌动发芽。结合图３可见１０ｃｍ最

低日平均地温在６．０～８．０℃时，肇源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４年第一播期出苗时间在１９ｄ以上，易引起苗

弱，而肇源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的第二播期出苗时间

为１５～１７ｄ，出苗略慢。１０ｃｍ最低日平均地温在

表８　不同播期玉米七叶期密度及比较（单位：万株·犺犿－２）

犜犪犫犾犲８　犇犲狀狊犻狋狔犪狀犱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犿犪犻狕犲犪狋狊犲狏犲狀犾犲犪犳狊狋犪犵犲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狊狅狑犻狀犵犱犪狋犲狊（狌狀犻狋：１００００狆犾犪狀狋狊·犺犿
－２）

年份 项目 站点 第一播期 第二播期 第三播期 第四播期 第五播期

２０１２年

七叶期密度 富裕 ２．９ ５．１ ５．０ ５．１ ５．２

与五个播期平均密度比较 富裕 －１．８ ０．４ ０．３ ０．４ ０．５

七叶期密度 肇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４．９ ５．０

与五个播期平均密度比较 肇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１ ０．０

２０１３年

七叶期密度 富裕 ５．９ ６．０ ５．７ ５．５

与五个播期平均密度比较 富裕 ０．１ ０．２ －０．１ －０．３

七叶期密度 肇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４．９

与五个播期平均密度比较 肇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１

２０１４年
七叶期密度 肇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４．９ ５．０

与五个播期平均密度比较 肇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１ ０．０

图３　五个播期播种至出苗期间日１０ｃｍ地温对比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ｄａｉｌｙｇｒｏｕ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１０ｃｍｄｅｐｔｈ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ｆｒｏｍｓｏｗｉｎｇｔｏ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ｎｆｉｖｅｓｏｗｉｎｇｄａ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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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五个播期出苗时间柱状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ｏｆ

ｆｉｖｅｓｏｗｉｎｇｄａｔｅｓ

８．０℃以上时，除富裕２０１３年第二播期外，出苗时间

为７～１５ｄ，出苗正常。

　　分期播种验证玉米播种指标显示，播种至出苗

期间１０ｃｍ最低日平均地温在未通过６．０℃时，玉

米出苗缓慢，且出苗率显著降低；１０ｃｍ最低日平均

地温在６．０～８．０℃时，出苗略慢，出苗率高；１０ｃｍ

最低日平均地温在８．０℃以上时，正常出苗，出苗率

高。

３　结论与讨论

前人研究玉米播种最低温度界限指标是基于人

工环境控制试验得出，人工环境控制试验多采用盆

栽或苗床上恒温条件下开展的，由于土壤结构、气象

条件与大田环境相差较大，因此与生产实际存在差

异。大田试验方法又因人力物力、年代间气候条件

差异等问题，导致序列少，所以利用大田观测数据研

究玉米播种最低温度界限指标较少。本文以长序列

大田农业观测数据为基础，结合聚类分析和前人最

低温度界限指标的研究结果，分析了不同温度下播

种对玉米出苗的影响，获取玉米播种最低温度界限

指标并通过农业观测数据和大田分期播种试验进行

验证，该指标能够最大程度接近玉米实际生产，为玉

米安全播种提供理论依据。

地温是玉米大田播种的主要影响因子，日

１０ｃｍ 地温可以作为最低温度界限指标的指示值。

日１０ｃｍ地温６．０℃为玉米不能播种的最低界限指

标，当日１０ｃｍ地温低于６．０℃时，玉米种子遭受低

温冷害概率为１００％，玉米出苗缓慢，出苗率低；日

１０ｃｍ地温在６．０～８．０℃为玉米可以播种的最低界

限指标，当日１０ｃｍ地温在６．０～８．０℃时，玉米种

子遭受低温冷害概率低于２８％，少数玉米出苗期延

长，苗情略差；日１０ｃｍ地温８．０℃为玉米安全播种

的最低界限指标，当日１０ｃｍ地温高于８．０℃时，玉

米种子遭受低温冷害概率为０％，玉米苗齐苗壮，出

苗率高。

本文剔除了旱涝灾害、补苗、悔种年份，以遭受

低温冷害和正常播种的历年大田玉米实际观测资料

为基础开展研究。因６．０℃以下样本量少，对于玉

米是否全部遭受灾害后期需大量样本进行验证，但

根据少量样本受害程度可以确定玉米在该温度下播

种遭受低温冷害最为严重，该温度为不能播种的最

低界限温度。６．０～８．０℃样本量较多，代表性强，确

定在该温度下玉米播种少部分遭受低温冷害，玉米

可以播种。但是６．０～８．０℃获取指标和验证略有

差异，获取指标应用的数据为１９８１—２００５年，验证

应用的数据为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随着时间的推移，黑

龙江省播种农技措施不断提高，即大型农机具秋整

地、播种机精准度提高、种子包衣、配方施肥等播种

方式的应用，可能增强种子抗低温能力，从而使

１０ｃｍ最低日平均地温在６．０～８．０℃玉米种子不

受害，只有少部分玉米出苗缓慢，这一结论需进一步

被验证。由于玉米品种、种植制度、气候特点以及研

究方法等差异，得到的玉米播种温度指标不尽相同，

任何指标均不具有完全普适性（武荣盛等，２０１５），然

而根据黑龙江省气候特点和玉米大田实际观测获得

低温冷害播种指标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更适用于黑

龙江省玉米生产。

致谢：本文得到黑龙江省气象科学研究所赵慧颖研究员的

悉心指导和无私帮助，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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