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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实地观测和与林业、果业部门合作,根据观测的结果和文献查阅比对,完善绥中白梨生

育期适宜和不利的气象指标。找出不利气象指标所致的几种气象灾害,提出针对性的防御措施,为果农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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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绥中是国家水果标准化生产示范

县、水果产业化生产示范县。绥中白梨

栽培历史300余年,享誉于国内外。目前

白梨生长在平地上占60%,生长在山地上

的占40%,西北部地区作为白梨生产基地

进行开发,已形成了带状生产基地,栽培

面积占全县的90%。绥中白梨受气象条件

的限制较大,灾害性天气给白梨生产带

来了诸多威胁。对白梨生育期气象指标

进行分析,提出针对性的灾害防御措施,

可以为果农提供参考,提高白梨的品质

和产量。 

1 绥中白梨主要生育期的气象

指标。 

绥中年平均气温为9.9℃, 冷月1

月平均气温为-7.1℃, 热月7月平均气

温为24.3℃,极端 高气温为39.0℃,极

端 低气温为-26.4℃,年平均日照时数

为2641.4小时；年平均无霜期为184天；

年平均降水量为617.4毫米。绥中地区的

气候条件极适宜白梨生长。通过开展梨

园观测,根据观测的结果与文献查阅,与

果业、林业部门开展协作,找出白梨主要

生育期适宜和不利的气象指标。 

1.1现蕾期气象指标 

现蕾期在3月中旬前后,日平均气温

在0℃以上, 高气温在10℃以上, 低

气温在零下5℃以上可见花芽、花蕾(花

骨朵)。不利气象指标为现蕾期气温低于

零下5℃,容易受冻。 

1.2开花期气象指标 

开花期一般在4月上旬, 早3月末,

晚4月中旬。日平均气温在8℃以上,

高气温在15℃以上, 低气温在0℃以

上。气温高,湿度小,阳光充足,开花快,

花期短；气温低,湿度大,开花慢,花期

长。不利气象指标为开花期气温低于零

下1.5℃容易受冻。 

1.3授粉期气象指标 

授粉期在4月上中旬,开花后进行人

工授粉,保障坐果率,日平均气温在10℃

左右, 高气温在15℃以上, 低气温在

0℃以上；人工授粉宜在盛花初期进行,

争取在开花3天以内完成；微风、晴好天

气利于人工授粉。不利气象指标为出现

雾霾和大风天气影响授粉,授粉期间出

现连阴雨或温度变化过大,容易导致授

粉受精不良,出现落花落果现象。 

1.4坐果期气象指标 

4月中下旬,一般授粉后一周即可坐

果,日平均气温在12℃左右, 高气温在

15℃以上, 低气温在2℃以上,土壤水

分充足；坐果后一个月左右疏果,一般在

5月中下旬,日平均气温在15℃以上,

高气温在20℃以上, 低气温在10℃以

上。不利气象指标是连阴雨,温度过低,

干旱,影响坐果率。 

1.5果实膨大期气象指标 

果实膨大期又称上水期,出现在8月

份,气温高,降水充足,日平均气温20℃

以上, 高气温在25-30℃, 低气温在

15-22℃。干旱 不利于果实膨大。 

1.6果实成熟期气象指标 

9月上中旬,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

温度日较差在7-14℃之间,有利于果实

着色和糖分积累。不利气象指标是连阴

雨,光照少,温度低,昼夜温差小,不利于

果实着色和糖分积累。 

1.7采摘期气象指标 

秋分过后,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日

平均气温低于20℃, 低气温低于12℃,

适宜开始采摘绥中白梨。低温、大风天

气不利于绥中白梨采摘。 

冰雹对绥中白梨危害极大。一旦防

护不及时遭受雹灾,白梨品质和产量将

大幅度降低。 

2 白梨生育期的灾害防御 

通过对白梨生育期不利气象指标分

析,影响白梨生产的几种气象灾害可分

为低温、干旱、冰雹等灾害。其中冰雹

主要以对果树和果实产生物理伤害为

主；干旱因水分亏缺致使果树受害,进而

影响水果产量品质；低温冷(冻)害、高

温热害和休眠期寒害主要由于温度异常

致使果树或果实受害。 

2.1低温冷(冻)害防御 

梨树的低温冷害和高温热害是指发

生果树生产季节的温度条件异常所致的

灾害。不同的果树品种、不同的生长发

育阶段其冷热胁迫的界限温度存在较大

差异。根据实地调查和查阅资料,我们总

结了白梨生产的适宜和不利的温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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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在气象服务过程中得到了检验。

低温冷(冻)害是因为温度因子异常,致

使果树生长发育受阻产生的危害,此类

灾害一般持续时间较短,果农自身就可

以一些应对措施。可采取如熏烟,果园灌

水,剪除冻伤枝条等措施。果园熏烟防控

霜冻危害,采用作物秸秆、落叶和杂草等

堆成堆,当杂草点燃后,可在草堆上堆放

潮湿薄薄一层土,使其大量发烟,烟雾

大、效果好,可根据天气预报,当有大风

降温天气,点燃熏烟堆或硝油末烟雾剂。

能提高果园气温2℃以上,有效地防止晚

霜冻害的发生。对于大风带来的晚霜冻

害,灌水是有效的防止方法。地面灌水不

仅补充了因大风造成的树体水份蒸发,

从而提高树体抗寒能力。灌水后,增加了

土壤的热容量,提高了预热能力,能使果

园近地表温度提高2～3℃,从而减轻或

避免霜冻危害。地面灌水还可推迟花期

3～5天,有利于避开晚霜冻害。 

2.2干旱防御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

下,绥中降水集中性明显增大,干旱灾害

时有发生,2014年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

来 强的干旱,2015至2016年又连续出

现不同程度的春旱、夏旱。自然降水的

减少和不均匀分布,加上地下水过度采

伐,导致果树抗旱灌溉用水紧缺。另外梨

树大多生长在山地和坡地,灌溉难度大,

进一步加大了果树的旱灾风险。绥中白

梨部分生产区域内土壤和灌溉条件较差,

在干旱的年份,除了生长在山坡地地势

较高区域内果树易出现旱灾损失外,总

体来看,干旱对白梨生产影响相对较小。

果树抗旱除了寻找水源灌溉外,还可以

采取诸如覆盖地面降低土壤蒸发,合理

修剪降低果树蒸腾等措施。 

干旱灾害一般持续时间较长,抗旱

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不同生长发育

季节,果农所采取抗旱措施也不尽相同,

但总的出发点就是有效利用,让有限的

水发挥 大的效用。 

2.3冰雹防御 

绥中冰雹集中出现在5-9月,其中以

6月份为高峰期,占全年的28%,9月份次

之,这两个时期冷暖空气交缓 频繁,雹

灾集中在6-9月,这是农作物和果树生长

发育季节,是防雹关键期。平均每年降雹

日在5天以上,年际变化较大, 多年降

雹日为11天。受热对流影响明显,冰雹大

多出现在午后的傍晚,约占70%。向风坡

少雹,背风坡多雹,即阴坡少,阳坡多。影

响绥中降雹的天气系统以冷涡天气居多,

因此容易发生连续降雹现象或一天多次

降雹现象。一般天气过程是先降雹后降

雨,有时也有雨中降雹现象发生。2002

年9月27日,受冷涡天气影响,秋子沟、明

水、王家店、加碑岩等乡降暴雨, 大雨

量达257毫米,暴雨中夹着冰雹,作业人

员无法提前判别雹云,作业难度极大。受

地形及下垫面影响,西北部及西部山区

冰雹明显多于东南沿海平原。主要雹区

集中在西北部山区及中部丘陵等十几个

乡镇。面积约占全县一半。主要移动路

径有三条：第一条由葛家经大王庙、高

甸子到沙河；第二条由秋子沟经明水、

范家到前卫；第三条由王家店经加碑岩、

永安、王凤台到李家。 

冰雹对梨果的危害极大,县、乡两级

政府十分重视绥中的防雹工作。果农把

防雹的“三七”高炮视为保护神。因为

一旦出现冰雹灾害,不仅使当地的梨果

质量,产量大幅度降低,雹灾严重时造成

当年梨果绝收,甚至未来两三年都很少

结果或不结果,经过观察、考证、分析,

我们得出结论,遭受雹灾严重的果树、果

枝受损、树皮张裂,果树生育期出现混

乱。绥中县从1998年开始应用高炮进行

人工防雹作业,共有11个防雹炮点,分设

在主要水果产区。县人影办不断总结防

雹工作的经验和不足,提高业务水平,使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大幅提升。 

3 小结 

绥中地区适宜白梨生长,但受气象

条件的限制较大,灾害性天气给白梨生

产带来了诸多威胁,影响白梨生产的几

种气象灾害可分为低温、干旱、冰雹等。

冰雹对白梨危害极大,一旦防护不及时

遭受雹灾,白梨品质和产量将大幅度降

低；低温冷害做好提前预防尤为重要；

干旱发生后要有效利用水资源,发挥

大的效用。广大果农应树立主动防灾意

识,密切关注天气,及时掌握气象信息,

有针对性的开展防御,提高白梨的品质

和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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