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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是影响桂花生长发育的主导因子， 湿度
也极为重要， 光照对花芽分化及开花有较大影响。
黄莹等［1�］认为， 温度是桂花生长发育的重要因子，
桂花开花时间的长短， 与当年的气温和湿度有着
密切的关系， 秋季降温早花期就提前， 降温晚花

期则推迟。 降温通常与降雨相关。 降雨后气温随
之下降， 空气相对湿度增大， 这样的小气候条件
极有利于促成桂花的花蕾开放； 润湿天气使花期
适当提前、 前后茬开花的间隔时间短些； 晴旱少
雨天气使花期适当推后， 前后茬开花的间隔时间

摘要： 根据桂花开花的生物生态学特性和前人的研究， 基于温江区1971—2014年气象观测资料和成都农
业气象试验站2004—2014年早银桂开花期物候观测资料， 从气象条件的角度对2014年温江区早银桂异常开花特
点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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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成都温江区早银桂异常开花特点
及其气象成因

毛世杰 1， 荣 韧 2

（1.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气象局， 四川 成都 610100； 2. 四川省成都农业气象试验站， 四川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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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hm2、 P2O5�73.05�kg/hm2。
3���小结与讨论

在河西灌区， 种植密度、 施 N 量、 施 P2O5 量
3 个因子对玉米新品种金凯 5 号产量影响以种植密
度最大， 施 N 量次之， 施 P2O5 量最小， 其中种植
密度和氮肥因子对产量影响显著。 随着种植密度
的增加， 无论施氮量在什么水平， 金凯 5 号产量
均表现先增加后减少， 当施氮量在低水平时产量
较高。 随着施氮量的增加， 无论种植密度在什么水
平， 金凯 5号产量也表现先增加后减少， 当种植密
度在低水平时产量较高。 通过模型寻优得出， 当种
植密度 66�000/hm2、 施 N�390.00�kg/hm2、 P2O5�73.05�
kg/hm2 时金凯 5 号产量最高， 可达 14�831.908�45�
kg/hm2。 表明在河西地区灌漠土上种植玉米新品种
金凯 5号， 需要中等种植密度和中等氮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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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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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次开花 开花始期 13/8 16/9 4/9 28/8 -7

开花盛期 15/8 17/9 8/9 1/9 -7

开花末期 30/8 27/9 17/9 8/9 -9

始期到盛期 9 1 8 4 4 0

盛期到末期 17 2 15 9 7 -2

始期到末期 26 5 21 13 11 -2

第 2 次开花始期 15/9 17/10 2/10 10/9 -22

初花末期到第 2 次开花始期 29 6 23 15 2 -13

第 3次开花始期 无 无 无 23/9 无

长些。 丁朝华等［2�］认为， 桂花开花时要求相对湿
度 80%左右， 若遇到干旱会影响开花。 王凤祥［3�］

认为， 桂花花期气温在 15～20�℃最为适宜， 低于
这个温度开花缓慢， 香味减退； 高于这个温度，
开花加快， 缩短了观赏期。 光照充足， 花芽易形
成， 开花多而香味浓； 光照不足则花芽形成量少，
开花少， 香味也稍淡。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 2014 年成都温江区早银桂异常开花特点进行了
分析。
1���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基于温江区气象局 1971�—2014 年气象观测资
料和成都农业气象试验站 2004�—2014 年早银桂物
候观测资料， 运用统计学方法［4�］， 结合前人的研
究成果进行统计分析。
2���早银桂异常开花特点

由表 1可知， 与 2004�—2013 年间早银桂开花
最迟的年份相比， 2014 年始花期提前 18�d， 第 2
次开花期提前达 37�d。 与历年平均相比， 始花期
和盛花期均提前 7�d， 第 2 次开花期提前达 22�d。
从盛期到末期以及始期到末期的间隔日数均有所
缩短， 为 2�d。 前后茬开花间隔日数缩短达 13�d 之
多。

与 2004�—2013 年间早银桂开花最长间隔日数
比较， 2014年始花期到盛花期缩短 5�d， 开花期缩
短 15�d， 前后茬开花间隔缩短 27�d。 早银桂开花
最短间隔日数 2004�— 2013 年与 2014 年差别不明
显。

观察发现， 2014 年早银桂前后茬开花日数异
常短， 仅为 2�d。 开花数量第 1 次正常， 第 2 次比
往年稀少。 9 月 23 日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首次第
3次开花现象， 其时间大大早于历年平均第 2 次开
花期的平均日期 10 月 2 日， 其开花数量与第 1 次
接近， 比第 2 次多。

综上分析， 2014 年温江区早银桂开花期特点
为： 初花期较早， 花期较短； 前后茬开花间隔日
数异常短； 第 2 次开花时间大大提早， 开花数量
稀少； 首次出现第 3 次开花现象， 其时间早于历
年平均第 2 次开花期， 其开花数量正常， 多于第 2
次开花期。 总之， 具有各花期均提前、 花期较短、
花期间隔日数异常短， 首次出现第 3 次开花现象
的异常特点。
3���早银桂异常开花气象成因
3.1 花芽膨大期提前的气象条件

经统计， 2014 年 7 月仅上旬光照略有不足，
其余各旬降水充沛， 气温适宜， 相对湿度适中。
光、 热、 水条件均利于早银桂花芽分化发育进程
的提前， 花芽膨大期也相应提前。

8 月上旬气温正常， 虽各旬光照偏少， 但上旬
降水量依然丰沛， 各旬相对湿度均为 86%。 此期
间热量和光照充足， 空气湿润， 利于花芽健全发
育、 芽体充实饱满膨大， 提前形成花蕾。
3.2 初花期提前的气象条件

2014 年早银桂花芽膨大期出现在 7 月 6 日，
到 8 月 13 日具备荣韧［5�］提出的温江区早银桂初花

表 1 2004—2014 年温江区早银桂开花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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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日最低气温＜ 21�℃的累计日数≥5�d，
日最高气温 ＞ 28�℃的累计日数≥6�d， 雨日≥6�
d”； 而 7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之间任意 10�d， 未出
现满足荣韧［5�］提出的温江区早银桂初花气候指标

“开花前连续 10�d， 日平均气温≤22.9�℃， 日平
均最低气温≤20.2�℃， 日平均最高气温≥27.1�
℃， 日平均相对湿度≥81％， 累计降水量≥53.2�
mm， 累计雨日≥5.5�d， 累计日照≥30.0�h” 的时
段。 在 8 月 16�— 25 日， 日平均气温为 22.9�℃，
日平均最低气温为 20.2�℃， 日平均最高气温为
27.2�℃， 日平均相对湿度为 82%， 累计雨日为 8�
d， 累计日照为 14.3�h， 除日照外大多数气象条件
满足有利初花的气候指标。 故 8 月 28 日出现初花
期， 比历年早。

根据荣韧［6�］的温江区早银桂初花期的预报判
据， 花芽膨大后， ①当 10�d 滑动日平均气温≥
25.0�℃， 或同时段内 10�d 日平均最低气温≥22.0�
℃时， 不会初花； ②当满足下列预报指标之一时，
则该日为预报日， 预测 3～12�d 达到初花期， 否则
不会初花。 预报指标 1： 23.0�℃≤10�d 滑动日平均
气温＜ 25.0�℃， 同时 21.0�℃≤10�d 日平均最低气
温≤22.0�℃， 若同 10�d 内， 累计降水量≥53.0�
mm， 或累计雨日≥6� d， 或日平均相对湿度≥
81%。 预报指标 2： 相同 10�d内， 10�d 滑动日平均
气温＜ 23.0�℃， 且日平均最低气温＜ 21.0�℃分析，
8 月 16 日， 10�d 滑动平均气温为 24.8�℃， 且同时
段日平均最低气温为 21.7�℃， 雨日为 6�d。 满足判
据中“预报指标1” 条件提前， 故初花期比历年提
前。

综上所述， 2014 年早银桂满足初花的先决条
件、 气候指标以及初花期预报判据的时间均比历
年早。 入秋后， 各旬最低气温均比历年偏低， 降
温比历年早， 出现“凉夏”气候特征， 具备初花的
气象条件比历年提前， 故 2014 年初花期比历年相
应提前。
3.3 开花期异常气象条件分析

根据前人的研究［1�-�3�］， 经统计， 2014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降水量不够充沛， 仅为 9.4�mm，
平均相对湿度在 79%~93%， 有近一半的日数不在
适宜开花的范围内， 第 1 批膨大的花芽中大部分
先行萌发开放， 第 2 批发育晚的花芽未能同期膨
大萌发， 故而第 1 次开花数量正常。 由于气温均

不在 15.0~20.0�℃这个最适宜开花的温度范围内，
均高于 22.0�℃， 因而导致开花速度加快， 开花盛
期到末期、 始期到末期的开花时间均比历年相应
缩短 2�d。

初花后平均相对湿度达 87%， 光照较充足，
日平均气温为25.1�℃（较历年19.6�℃高5.5�℃）， 有
利于第 1 批膨大花芽中第 1 次未开放的少部分花
芽的迅速开放， 因而前后茬开花间隔仅为 2�d， 第
2 次开花期提前 13�d， 并且开花数量很少。

第 2 次开花后日平均气温较历年高出 1.2�℃，
温度的日较差较大， 大多数时间为 5~8�℃， 仅有 2�
d 为 3.0�℃左右。 期间总降水量为 37.9�mm， 日平
均相对湿度达 87%， 一直位于有利开花的范围内，
这些适宜开花的气象条件再次刺激了第 2 批已经
膨大萌发的花芽进一步萌发开放， 诱使桂花第 3
次开花。
4���小结

温江区 2014 年早银桂开花具有异常特点的气
象成因， 一是前期光照充足， 花芽分化提前。 入
秋后气温和最低气温降温早， 降水、 湿度适宜，
满足初花所需气象条件的时间来得早， 故开花始
期、 盛期、 末期都提早较多。 二是由于桂花开花
时气温高于开花的最适宜温度， 导致开花期缩短。
第 1 次开花后为多雨湿润天气， 致使前后茬开花
的时间间隔异常短。 三是第 2 次开花后， 温度、
降水、 湿度都对花芽再次萌发有利， 诱使桂花第 3
次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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