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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豆一直是我国重要的传统农业作物,大豆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较高的经济价值,如何更好地

对大豆进行种植培育,一直是我国农业科研人员热点讨论的问题,大豆在种植过程中受众多因素共同影

响,其中农业气象条件对大豆生长期产生的作用尤为明显。本文对各种气象条件对大豆生长期产生的影

响进行分析,为广大农民进行参考,以减少不利天气条件对大豆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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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然地理环境决定区域气候条件,

而气候条件和各种气象指标对大豆的产

量和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然地理概况：绥中县位于辽宁省

西南部,总面积2749平方千米,地处辽西

走廊西端,东邻兴城、西接山海关、南临

渤海、北枕燕山,东隔六股河与兴城市为

邻,西与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山海关

区、青龙满族自治县毗连,南临渤海湾,北

靠建昌县。地处东经119°34’至120°3l’,

北纬39°59’至40°37’。海拔高度15.3

米,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可将其大致自

北向南分为北部山区,中部丘陵,沿海平

原。是环渤海经济圈的重点城市,辽宁省

五点一线环渤海开发战略起点城市。 

绥中山多、水多、地多,形成六山一

水三分田,按照省制定的土壤分类标准

共有五个土类,即标壤土、草甸土、盐土、

沼泽土、水稻土。不分水岭10个亚类,25

个土属,50个土种,其中棕壤为主,站总

面积的76%。其次为草甸土,占总面积的

23.3%,主要分布在河流的河漫冲去平原,

沿海淤积平原和山间平地上,较适合粮

食及其它经济作物的生长。 

气候概述：辽宁省属于温带大路季

风气候,而绥中县属于温带湿润大陆季

风气候,四季分明,水热同期,光照充足,

雨量集中,秋季短,温差大,为大豆的生

长提供了优良的气候条件。历年年平均

气温为9.5℃,极端 高气温为39.8℃

(1972年6月10日),极端 低气温为

-26.4℃(2010年1月14日)。年平均日照

时数为2651.3小时。年平均降水量为

618.1毫米,年 多降水量为1087.6毫米

年 少降水量为370.4毫米,第一场透雨

平均出现日期为4月27日, 早3月2日,

晚7月12日。平均无霜期为178天, 多

221天, 少128天。≥10℃积温平均为

3958.6℃, 大冻土深度为125厘米。 

1 气象因子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1各种气象灾害的影响 

统计1981—2019年的灾情资料,各

种气象灾害所造成的大豆受灾、成灾面

积均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而在各种气象

灾害中,发生 频繁、危害 严重的是旱

灾、暴雨洪涝。因此,旱灾、暴雨洪涝成

为制约绥中县大豆生产的重要因素。 

1.2气温对大豆产量的影响 

近50年来,本地区秋、冬季气温升高,

早霜冻时间推迟,农作物生长季活动积

温增加,导致大豆收割时间延后。20世纪

90年代以后全县出现高温危害的频率比

前30年有所增加,1998年开始不到10年

的时间出现36℃以上的高温天气就有4

年。说明90年代夏季虽处变凉期, 但高

温危害出现的频率较前30年还是明显增

加,对我县大豆的成熟是有一定影响的。

因此,要掌握温度变化的这一特点,趋利

避害,合理安排农业生产,把灾害造成的

损失减少到 低限度。 

绥中地区大豆的种植时间基本为4

月下旬,选择这一时间进行种植的主要

原因是已经度过了漫长的冬季,气温逐

渐回升,日照时间更长,有效降水增加,

这个时间段进行播种可以满足大豆种

子的生长需要。比较有利的农业气象条

件便是播种时平均气温维持在8℃以上,

播种后气温升至9℃以上,可以有效地

为大豆种子发芽提供温度保证,这一时

间种子需要较多的有效降水进行滋养,

土壤湿度需要保持在35%左右,为种子

破土积蓄一定的热量,如果达不到以上

农业气象条件,大豆播种后可能会受冻,

洪涝或者干旱等自然灾害,会导致种子

无法生长。 

大豆出苗适温为15-22℃,低于12℃

出苗显著延迟,低于15�℃对于叶片生长

和分枝形成有较大影响,低于17℃开花

大为推迟。鼓粒至成熟适温为19-23℃,

气温低于18�℃鼓粒不佳,低于15℃灌浆

速度明显下降,不能正常成熟。遇到-2

到-3℃的低温,幼苗期叶面呈萎缩,鼓粒

期和近成熟期则植株受害死亡。 

春大豆生育期100-120天,需要>=15℃

积温2100-2800℃夏大豆生育期100-140

天,需要>=15℃积温2800-3800℃秋大豆

生育期 90-110 天 ,需要 >=15℃积温

2000-2500℃,春豆加秋豆连作,需要

>=15℃积温4500℃以上,>=15℃持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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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200天以上。由关键时期的平均气温与

大豆产量关系可以看出,绥中5月中旬平

均气温高于21.2℃或低于16℃,均表现

为减产；6月下旬至8月中旬平均气温高

于25℃或低于19℃均表现为减产；8月下

旬低于23℃表现为减产。  

1.3日照对大豆产量的影响 

日照5-12�小时开花 快,开花率

高。日照超过12小时和不足5小时都将延

迟开花和减少开花率。大豆为喜光的阳

性植物,若将其连续地置于黑暗或微黑

暗条件下,大豆就不能开花。 遮荫能显

著降低大豆产量,当太阳光照减少到正

常值50%时,可减少分枝和荚数,减产60%

左右。 

1.4降水对大豆产量的影响 

夏旱、伏旱对大豆生长影响 大,

加之高温,大豆生长出现早衰,成熟期提

前。由于整个生育期大大缩短,生长量不

足,干物质营养积累减少。分枝期6月份

严重的干旱,致使大豆生长受到抑制,株

高降低,主茎节数减少,会降低植株有效

结荚数量。开花结荚期至鼓粒成熟期水

分供应不足,营养积累减少,造成幼荚脱

落,荚粒干瘪,籽粒不饱满,百粒重下降,

对产量产生影响。 

从大豆病虫害发生上看,春季有雨

水在,根腐病中等程度发生,夏季干旱,

灰斑病中等发生,菌核病基本无发生。蚜

虫从6月份开始发生,尤其8月份发生较

重,影响大豆生长,间接影响了大豆产

量。食心虫由于普遍采取了防治措施,

危害较轻。 

总体来看,绥中地区气象资源总量

和大豆生产供求矛盾不突出,绥中地区

温、光、水资源总量基本适合大豆生长

发育的需求。热量是影响大豆产量的主

要因素,而分布时间是影响大豆产量的

关键,绥中地区大豆产量影响有一定规

律,幼苗期和鼓粒期,随温度增加产量降

低；开花结荚期,随温度增加产量增加,

根据这一规律,在栽培上苗期迎避免出

现徒长苗,采取蹲苗措施培育壮苗,促进

营养体生长,避免花期过早出现,鼓粒期

温度过高,避免出现日照多,降水少,此

时正是营养向豆粒输运的旺盛时期,应

注意灌水。 

2 气象信息服务工作的必要性 

对于农作物生育期的气象服务工作,

绥中县气象局都做出了周密的部署。 

2.1预报预警方面 

针对近期无有效降水且生态监测站

测量的土壤水分实测值又很低(20厘米

的相对湿度小于60%),便通过第一时间

通过电视台、广播电台、户外显示屏、

气象预警大喇叭、微信公众号、微博等

方式进行传播。指导农户提前做好抗旱

准备,指导早落实科学抗灾措施。 

针对强降雨以及高温天气,及时对

受影响农作物的气象灾害进行分析评估,

加强对暴雨洪涝、高温干旱等灾害影响

的指导；同时与农业农村局联合发布服

务材料,做到了信息共享和会商机制。 

2.2农气生态监测方面 

绥中县气象局在为农服务工作中,

通过不断实践探索,从单一的《农业气象

旬报》,到如今农用天气预报、作物发育

期预报、病虫害发生发展等级气象预报

等更具专业性、针对性的农业气象服务

产品；从原来的单一制作天气预报,到如

今与农户面对面的交流,进行技术指导

和跟踪服务。通过建立微信群的方式,

面向农业种养大户、农机大户、农机(植

保、渔业等)专业化服务组织、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提供农业气象服务。同时,与相关

农业部门联合创建农业服务产业发展,

农业气象服务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多举

措推进了气象为农服务融入式发展,因

地制宜做好农业气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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