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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县地处甘肃陇南徽成盆地腹地，境内盆地、
丘陵、山谷错落分布，立体气候特征明显，气候
资源和土地资源丰富，是核桃、柿子、樱桃、板
栗、杏等经济林果和中草药的适生区。北部山区
阴湿气候和土质适宜核桃、板栗、杏和中草药种
植；中部盆地走廊地带适宜粮食作物和核桃、柿
子、樱桃种植。江武公路、十天高速和成武高速
横贯县境，中部地区交通便利，适宜发展农产品
加工业。西部地区土地资源丰富，但海拔较高，
植被较差，土壤黏性不足对水分的涵养性较差，
属成县的易旱区，但光温条件较好，适宜核桃、
柿子、樱桃、大枣等林果类生长［ 1］。
近年来，在成县县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扶持下，

核桃产业得以快速发展，目前全县核桃种植面积
达 2.67万 hm2，且种植面积在进一步扩大。但核
桃产业链未得到有效延长，产业相对单一，仍以
输出原料为主。其他林果如柿子、樱桃、板栗、

杏等则相对发展滞后，而将果树枝条粉碎后作为
代培料栽培食用菌的产业更尚属空白［ 2］。
大面积发展核桃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就现

代技术而言，应对核桃生产的晚霜冻害、夏季
（主要是伏期）高温干旱和秋季阴雨依然显得力不
从心。我们从晚霜冻害、夏季高温干旱和秋季阴
雨 3个方面陈述了这 3种气象灾害对核桃生长发
育的影响，旨在提请政府在大力发展核桃产业的
同时，切勿忽视天气和气候灾害对其带来的风险，
同时兼顾诸如柿子、樱桃、板栗、杏、中药材和
食用菌等产业的发展，以弥补气象灾害对核桃生
产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
1 资料来源与统计方法
资料来自成县气象局 1981—2010年的气象观

测数据。成县 1971—2010年 40 a晚霜结束日为 4
月 7日，21世纪为 4月 11日，晚霜结束日有推迟
趋势，较强晚霜冻害大致 10 a 1次。连阴雨统计标

摘要：依据成县气象局 1981—2010年的气象观测数据，分析了晚霜冻害、伏期高温干旱、秋季阴雨三大气
象灾害对当地核桃生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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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害对成县核桃生产的影响分析
陈剑雄，高宕凤，黄小梅

（甘肃省成县气象局，甘肃 成县 742500）

种经营”的林区建设总方针，结合免渡河林业局的

具体情况，今后 10 a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必

须做到严格保护，突出重点；持续利用，提高效

益；优化结构，合理布局；强化调控，科学管理，

加快宜林地造林绿化步伐，可持续利用林地资源。

在全面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的基础上，应大力开展
更新造林，积极进行森林抚育，合理利用森林资

源，大搞多种经营、综合利用，逐步扩大森林面

积，提高森林生产率和林木质量，将免渡河林业局
建设成为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生态林基地。

参考文献：
［1］ 刘伟杰. 免渡河林业局森林资源发展变化分析［J］. 内

蒙古林业调查设计，2013（6）：44-46.

［2］ 刘国平，朱延房，于宪军，等. 免渡河林业局野生经
济植物保护利用现状及建议［J］. 内蒙古林业调查设
计，2014（5）：126-127.

［3］ 李贺新，张精哲，田 贺，等. 内蒙古免渡河林业局
森林资源现状及质量评价［J］. 内蒙古林业调查设计，
2014（1）：88-90.

［4］ 王丽华，何 岚. 免渡河林业局森林资源现状及发展
分析［J］. 内蒙古林业调查设计，2013（3）：67-68；
134.

［5］ 杨海平. 渭源县林权制度改革后管护工作存在的问题
与策略［J］. 甘肃农业科技，2013（9）：53-56.

［6］ 郑玉梅，孙玉芬. 浅谈免渡河林业局过火林木蛀干害
虫的防治［J］. 内蒙古林业，2007（3）：26.

（本文责编：郑丹丹）

76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3 20152015 年 第 3 期

准为：连续阴雨日数≥5 d，过程降水量≥15 mm
（允许其中 1 d微量降水或无降水，但过程开始或
结束日当日降水量必须≥0.1 mm），日平均云量≥
8 成，同时满足以上 2个条件者为 1次连阴雨过
程。高温伏旱的统计标准为：伏期（7月中旬—8月
中旬）任意一旬降水量偏少 50%或以上，日均气
温≥32℃且持续 5 d以上即为伏旱。
2 结果与分析
2.1 晚霜冻害

成县晚霜冻害多出现在 4月上旬到中旬，出
现在下旬的概率较小，极个别年份出现在 5月上
旬。一般晚霜冻出现时间愈迟强度愈强时，则危
害愈重，较强晚霜冻害的出现周期大致为 10 a一
遇。因成县地域差异较大，每年都会出现程度不
同的晚霜危害。
晚霜出现的时间正值成县核桃花芽开放或雄

花开花期，此时核桃树对低温的敏感性最强，而
较强晚霜出现时最低气温往往降至 0℃左右，核
桃受冻害后基本无收成。严重时强晚霜冻甚至将
核桃花芽和叶芽、雄花及雌花全部冻坏萎蔫，幼
树枝条冻干，造成受冻区域的核桃颗粒无收。晚
霜冻常以辐射冷却和平流冷空气入侵为表征形式，
强的平流冷空气往往易在低洼处沉积，使得这些
地区降温幅度大，低温持续时间长，危害也更为
严重。农谚云“雪打高山，霜杀平地”就是这个道
理。2013年 4月 6日成县出现强晚霜冻，境内大
部分地方核桃遭受严重冻害，尤以川坝河谷区和
低洼地为甚，是 21 世纪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
强、危害最重的一次［ 3］。

晚霜冻害的程度一是冷空气的强度，即平流
冷空气的强度和辐射降温的强度，平流冷空气一
般是境外较强冷空气的入侵，天气特征为 500 hpa
高空为一致的偏西北或偏北气流，底部分裂冷空
气南下下沉影响所致。当冷空气移动较快时冻害
相对较轻，反之冷空气滞留时间长，狭长地带、
低洼地和凹盆地冷空气堆积厚，持续时间长，则
冻害严重。辐射降温是因霜冻出现前往往天气晴
好，无风或微风，大气洁净度高辐射强造成的，
对核桃树灌水和疏松土壤都能降低辐射降温的强
度。二是冷空气持续的时间，冷空气持续时间长
则冻害相应严重。三是霜冻出现后凌晨升温的速
度，若升温过快则会使植物细胞因细胞壁和细胞
核恢复不同步而出现撕裂现象，造成二次伤害。
2.2 伏期高温干旱

夏季正值核桃树生长和核桃种仁充实和成熟

前期，生长发育旺盛，是水肥需求的关键期。伏
期高温干旱常使核桃树供水不足，加之树叶蒸发
加强，往往造成核桃大面积出现落果现象。伏期
高温干旱出现的频次为 0.8次 /年，基本上每年均
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夏季短时暴雨、冰雹、大风
等强对流性天气则会造成核桃机械性落果，两种
落果形式均可降低核桃产量。尽管高温伏旱对核
桃生长发育的危害不同较强晚霜冻那样为毁灭性
的，但因成县地区多山坡丘陵，灌溉设施较差，
对高温干旱的应对效果较差，危害也就较为严重。
如果出现强对流性天气，如暴雨、冰雹、大风等，
即使预报准确也免不了造成机械性落果，且无力
应对。出现高温伏旱的气象指标为日均气温≥
32 ℃并持续 5 d 以上，旬降水量偏少 50%以上，
0～50 cm 土壤相对湿度≤40%，干土层≥5 cm，
核桃树生长无生机或出现落叶现象。
2.3 秋季阴雨

秋季阴雨对核桃成熟和收获晾晒影响很大。
影响核桃成熟收获的秋季阴雨时段主要出现在 9
月上中旬，该时段也是成县一年中阴雨寡照出现
几率最多（1.4次/年）、持续时间最长的时节［ 4］。其
时正值核桃成熟收获期，秋季阴雨寡照易使核桃
黑腐病等病害加重，核桃不能按时成熟收获，收
获后的核桃得不到及时脱皮晾晒，造成核桃仁颜
色变深，口感变差，品质下降，商品性受到影响。
3 小结与讨论
1）陇南是核桃的适宜栽培区，成县地处陇南腹地，
土地和气候资源优势明显，是核桃的最适栽培区，
但在大力发展核桃产业的同时，必须考虑自然灾害
尤其是气象灾害的危害。春季晚霜冻害、夏季高温
干旱和秋季连阴雨是影响和制约核桃生产的主要气
象灾害，尤以春季强晚霜冻害为甚，冻害发生时常
常造成区域性灾难。所以在发展核桃产业的同时，
应将诸如柿子、樱桃、杏、大枣、中药材和食用菌
等产业作为互补和接续产业共同发展。
2）春季较强晚霜冻害具有可预报性，政府应加大
对该项工作的投入力度，作为发展核桃产业的一
部分予以重视，以提高春季晚霜冻和夏季高温干
旱及秋季阴雨的预报准确度，只有准确的气象预
报才能保证灾害的预防效果。
3）春季晚霜冻害应采取区域性联防联治的办法，
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政府部门的协调指导
不可或缺。应遵循自然规律，切莫急功近利，应
待核桃成熟后采收，确保核桃品质，使核桃产业
得以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延长核桃产业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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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病虫害是指森林植物在其生长发育过程
中，或其产品和繁殖材料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
遭受其他生物的侵染或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影响，
生理程序的正常功能受到干扰和破坏，从而导致
植物生理上、组织上和形态上产生一系列不正常
的状态，生长发育不良，甚至整株死亡，最终引
起人类经济损失和其他损失的现象［ 1～3］。森林病虫
害可导致林木生长不良、产量和质量下降，甚至
引起林木或整个树种的枯死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本文主要介绍森林病虫害的综合防治，以期为林
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
1 加强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
预测预报是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基础。

各地必须坚持将病虫害的调查监测工作放在首位，
对辖区内的全部森林资源进行病虫害调查监测。
要以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森林病虫害动态为
基本目标，确定专人、固定地块、明确对象、指
定方法、定时调查，做到及时发现、及时防治，
避免出现平时不调查，等到发现已是严重危害的
局面。从发展看，要以国家级中心测报点为龙头，
以省、市重点测报点为骨干，以县级测报点为基
础，尽快建立起一个覆盖全国、健全的预测预报

网络体系。不仅要能及时掌握全省森林病虫害发
生情况、发展动态，进行区域性短期预报或预警，
而且能结合林木资源状况、气候气象条件等相关
资料，进行主要森林病虫害的长期预报，为我国
林业主管部门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3］。

2 做好检疫工作，防止病虫蔓延
在适地适树的原则下，选用优良苗木。要对

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及木材的调运加强管
理，采取严格的检疫措施，确保营造健康森林，
减少病虫害发生。同时用科学的方法侦察病虫发
生、发展动态，并根据侦察的材料结合当地气候
条件、林木状况，正确推断病虫害的发生、发展
趋势，并及时通报，快速掌握病虫发生情况，避
免错过防治的有利时机［ 1，4～5］。苗木栽植前要予以
检疫，清除苗木上可能携带的危险性害虫，剔除
病、弱苗，喷涂保护剂，以确保定植后苗木能正
常生长。当需要从外地订购大量种苗时，应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开展产地检疫、调运检疫和
复检工作，认真落实产地检疫合格证发放制度。
组织森防检疫员对出入木材、苗木严格依法按规
定开展检疫检验工作，严令不得放行违规调运的
木材出境、过境，力争从源头上控制林业有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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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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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森林病虫害可导致林木生长不良、产量和质量下降，甚至引起林木或整个树种的枯死和生态环境的恶

化。着重讨论了森林病虫害的综合防治措施，包括加强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做好检疫工作，防止病虫蔓延；
坚持从源头抓起，实施科学、综合治理；合理使用化学农药；选择使用生物农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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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核桃的附加值，以龙头企业为带动，加大技术
支持和研发力度，形成良性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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