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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1981—2010年的气象资料，对近30 a东乡族自治县农业气候资源状况及主要农业气象灾害进行了分
析。结果表明，东乡族自治县光照资源较为丰富，但农业气象灾害发生比较频繁。据统计，东乡族自治县1981—2010
年共出现过各类干旱29次，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干旱出现；共出现冰雹123次，平均近4次/a，主要集中在6—9月，降
雹时段在午后和傍晚；寒潮共出现91次，平均3次/ a左右。东乡县的暴雨主要出现在7—8月，每6 a出现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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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族自治县（下称东乡县）处于西北黄土高原
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位于甘肃省中部，临夏
州东北部，东西长约51 km，南北宽约47 km，总
面积1 510 km2，介于东径103毅 10忆～103毅 44忆，北
纬 35毅 30忆～35毅 56忆，境内地形复杂，海拔1 694.0～
2 577.7 m，大部分地方以梁、峁、沟、壑等黄土
地貌为主，植被稀少，生态环境脆弱，“山高和尚
头、沟深无水流”是东乡县地形的真实写照。气候
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四季不明，冬长无夏，
春秋相连，冬无严寒，夏季温凉，无霜期短，日
照丰富，降水量少，分布不均，雨季偏迟的特征。
我们通过对近30 a东乡县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业
气象灾害的分析，探讨了农业气象灾害的特点和
发生规律，以期为东乡县的农业防灾减灾及气候
资源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1 农业气候资源
1.1 光照资源

东乡县1981— 2010年30 a平均年日照时数为
2 511.3 h，其中冬季（12月至翌年2月）平均日照时
数为610.2 h，春季（3—5月）平均日照时数为654.9

h，夏季（6— 8月）平均日照时数为682.7 h，秋季
（9—11月）平均日照时数为563.5 h。从图1可以看
出，4—8月日照时数多，平均日照时数在220 h以
上，对夏作物的生长发育有利；9月连阴雨期间日
照锐减，月日照时数为170.0 h，每天只有5 h左右，
也是一年中日照时数最小值出现的月份，对秋作
物成熟影响较大；冬季晴天多，日照时数多于秋
季。月平均气温稳定通过≥0℃和≥10℃期间一
般为农耕期和作物生长旺盛期，这期间平均气温
稳定通过≥0℃和≥10℃的年日照时数为1 588.4 h
和777.5 h。总体来看，东乡县光照资源较为丰富，
有利于农业生产及各种农作物的生长发育。
1.2 热量资源

1.2.1 农业界限温度和积温 东乡县日平均气温
稳定通过0℃的初日在3月23日，持续期230 d，期
间积温为2 346.4℃，即有230 d的农作物可能生长
期和农业活动时间。日平均气温高于5℃时，作物
才开始生长发育，全年有176 d，积温为2 130.0℃，
或者说农作物能够生长发育的时间有180 d左右。
日平均温度稳定在10℃以上时，大多数农作物的

图1 1981—2010年平均日照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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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才能开始活跃，也是玉米等喜温作物开始出
苗的农业气候指标温度全年只有117 d，积温为
1 593.7℃。日平均温度达到15℃或以上是安全无
霜期，积温为421.8℃，东乡县只有27 d，因而不
能栽培喜温作物，只能种植春小麦、马铃薯、双
垄沟播玉米等作物，仅能一年一作。
1.2.2 无霜期 无霜期是衡量热量状况的指标之
一，东乡县≥0℃的积温平均为2 346.4℃，年平
均气温5.6℃，年均无霜期为138 d，80%保证率为
131 d。初霜期10月13日，终霜期5月17日。无霜期
使作物对积温可以利用的程度受到制约，东乡县
的无霜期较长，能保证一年一熟的需求。
1.3 降水资源

东乡县1981— 2010年平均年降水量为540.6
mm，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冬春降水少，夏秋降水
多；北部山区降水少，南部及川区降水多。农作物
的生长状况及布局受降水量的影响很大，雨季（7—
9月）集中了年降水量的58.5%，主要生产季（4—
10月）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93%。冬季（12月至翌年
2月）30 a平均年降水量为 15.5 mm，占全年平均降
水量的2.9%；春季（3—5月）降水次数和降水量较
多，30 a平均年降水量为108.9 mm，占年平均降水
量的20.1%，可满足春播、夏作物的苗期生长及秋
作物的播种。但在少雨或分布不均的年份，会出
现不同程度的春旱。夏季（6—8月）是降水最多的
季节，多为局地强对流性降水，30 a平均年降水量
为301.0 mm，占全年平均降水量的55.7%，这时气
温高，对作物生长十分有利，但在少雨年份会发
生不同程度的伏旱。秋季（9—11月）降水量少于夏
季，此时作物进入成熟季节，30 a平均年降水量为
115.1 mm，占年平均降水量的21.3%。全年夏季降
水多，秋季略多于春季，冬季降水少，但降水分布
不均、变率大，降水量变化不定也是农业生产的不
利因素，易发生干旱、洪涝等，影响农作物产量。
2 主要农业气象灾害
由不利的气象条件所造成的作物减产歉收，称

为农业气象灾害。东乡县农业气象灾害主要有干
旱、冰雹、暴雨洪涝、寒潮、霜冻、秋季连阴雨。
2.1 干旱

东乡县十年九旱，干旱是主要农业气象灾
害［ 1］，出现频率高，一年四季均可发生。最常见
的有春旱（发生机率占50.0%）、春末夏初的干旱
（发生机率占27.5%）、伏旱（发生机率占20.0%），
若干旱持续时间长，易发生春夏连旱（发生机率占
22.5%）。春季是春小麦播种、出苗时期及马铃薯
和玉米的播种期，春旱不仅影响夏粮产量，还会

使秋作物播种基础不好，影响生长和收成。5— 6
月正值春小麦拔节、灌浆等需水量最大期，又是
秋田作物出苗和幼苗生长期，降水的多少直接关
系到夏秋作物产量，严重的年份还会造成人畜用
水困难。据统计，东乡县1970年以来共出现过各
类干旱39次，其中1981—2010年出现各类干旱29
次，即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干旱出现。
2.2 冰雹

冰雹是东乡县的第二大气象灾害，每年都有
不同程度受灾，它影响范围小，持续时间短，但
来势猛、强度大，一般都伴有暴雨洪涝、大风等
天气，对农作物造成严重危害。东乡县为冰雹易
发区，据1970— 2010年气象记录统计，共出现冰
雹153次，其中1981—2010年出现冰雹123次，平
均近4次/a，主要集中在6—9月，降雹时段多在午
后和傍晚。
2.3 暴雨洪涝

暴雨和洪涝是两种密不可分的自然灾害，短
时或连续的降水引起地面径流并沿坡沟迅速下泻，
形成突发性洪水，也会引发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
次生灾害。东乡县的暴雨主要出现在7—8月，每6
a出现1次。一旦出现，危害较大。
2.4 寒潮

寒潮具有降温幅度大、影响范围广、灾害多
样化、致灾严重的特点。东乡县一般春季出现的
多（3—5月），自1957年来共出现寒潮过程132次，
其中1981—2010年寒潮出现91次，平均3次/ a，年
内出现越迟，造成的灾害越严重。
2.5 霜冻

春秋季冷空气活动频繁，引起温度骤降，加
之常伴有大风，降雪等天气，给作物造成重大损
失［ 2］。东乡县出现初霜冻的平均日期为9月30日，
终霜冻为5月6日，每年有发生。特别是4—5月间
正值果树开花座果期，又是蔬菜移载定植期，易
受霜冻危害。
2.6 秋季连阴雨

8月下旬到10月上旬，东乡县多阴雨天气，这
时正值春小麦打碾和秋作物成熟期。如遇连阴雨
天气，日照显著偏少，热量欠缺，影响玉米灌浆
成熟；马铃薯晚疫病发生蔓延，薯块腐烂；小麦
发芽，造成减产并降低质量。这种秋季连阴雨几
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发生。
3 小结
东乡县光照资源较为丰富，但农业气象灾害

发生比较频繁。东乡县农业气象灾害主要有干旱、
冰雹、暴雨洪涝、寒潮、霜冻、秋季连阴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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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同程度威胁着人民生产生活甚至生命财产安全。
东乡县1981—2010年以来共出现过各类干旱29次，
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干旱出现；共出现冰雹123次，
平均近4次/a，主要集中在6—9月，降雹时段多在午
后和傍晚；寒潮共出现91次，平均3次/ a左右。东乡
县的暴雨主要出现在7—8月，每6 a出现1次。气象
部门应掌握了农业气象灾害的特点和发生规律，为
农业生产趋利辟害及合理利用气候资源提供参考依
据。同时要努力提高灾害性天气预报准确率，提高

预报、预警提前量，为政府部门防灾减灾提供决
策依据，为开展防灾减灾赢得时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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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定西市安定区半干旱区山地对引进的9个马铃薯新品种（系）进行了品比试验。结果表明，L9901-
10、0307-30生育期适中，大薯率高，主要性状表现良好。折合产量分别为43 424.2、42 515.2 kg/hm2，分别较对
照品种陇薯3号增产13.1%、10.7%。
关键词：马铃薯；品比试验；半干旱区；定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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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市安定区位于甘肃省中部，海拔较高，
气候凉爽，耕地土层深厚，土质疏松，含钾丰富，
无污染，光照充足，雨热同季，适合马铃薯种植，
生产的马铃薯因个大味美，营养价值高，适口性
好，深受国内外客商和消费者的青睐。但近年来
该区马铃薯种植品种单一、产量低、品种退化快
的问题日益突出。我们于2012年对引进的9个马铃
薯新品种（系）进行了品比试验，以期筛选出适宜
该区种植的马铃薯新品种。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参试马铃薯品种（系）为0306-18-1、L0528-3、
L9901-10、L0516-4、L0523-13、L0527-7、0307-30、
L0527-4、L0527-2，均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马铃
薯研究所提供。对照（CK）为当地主栽品种陇薯3
号，甘肃省定西市旱作农业科研推广中心提供。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定西市安定区内官镇锦花村旱山地。
海拔2 035 m，年平均降水量425 mm，年平均气温
6.0℃，≥10℃有效积温2 330℃。试验地土壤为黑
垆土，地力均匀，前茬小麦。耕层含有机质10.78

g/kg、速效氮68 mg/kg、速效磷27.47 mg/kg、速效钾
293.00 mg/kg。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品种为1
小区，3次重复，小区面积33 m2（5.5 m×6.0 m），重
复间距50 cm，小区间距40 cm。播前将40%甲基异
柳磷乳油7 500 mL/hm2对水30～45 kg稀释后加细沙
土750 kg拌匀，制成毒土直接撒施于地表后立即翻
耕，结合耕地施优质农家肥4.5万kg/hm2、马铃薯配
方肥（N-P-K为8-10-7）1 200 kg/hm2、普通过磷酸钙
1 200 kg/hm2、硫酸钾330 kg/hm2。整地后按大垄宽
70 cm、垄高10 cm，小垄宽40 cm、垄高5 cm起垄，
用黑色地膜全地面覆盖。5月5日在大垄两侧按“品”
字型破膜点种，行距55 cm，株距40 cm，保苗54 750
株/hm2。10月上旬收获。其余管理同当地大田。
1.3 调查项目及方法

马铃薯生长期观察记载物候期，统计主要农
艺性状，收获时每小区取有代表性的植株10株考
种，按小区单收计产。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由表1可以看出，参试马铃薯品种（系）生育期
为122～128 d，均为晚熟品种，在安定区均能正常

9个马铃薯新品种（系）在定西市半干旱区品比试验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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