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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北麓猕猴桃夏季高温热害分析及防御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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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秦岭北麓猕猴桃种植区１９５９—２００８年６—８月日最高气温资料分析，发现秦岭北麓
猕猴桃高温热害主要危害区域为东、中部果区，高温热害主要危害时段为６月中、下旬和７月中、
下旬，提出加大重点防护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加强关键时段水肥管理以及重视猕猴桃气象灾
害研究等科学防御措施。
关键词：猕猴桃；高温热害；防御对策
中图分类号：Ｓ４２８ 文献标识码：Ｂ

高温是影响猕猴桃产量尤其是品质和商品率
的主要气象灾害［１５］。陕南猕猴桃产区夏季降水
多、空气湿度大、高温日少，高温危害轻；而秦
岭北麓果区受大气环流和地形影响，夏季降水少、
湿度小、高温日多，高温危害重。采用陕西猕猴
桃种植区１９５９—２００８年６—８月日最高气温资料
进行分析，对高温热害空间分布特征及高温时间
分布特征进行研究，以便为政府科学应对秦岭北
麓猕猴桃夏季高温热害提供依据。
资料

根据陕西省猕猴桃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０９—
２０１５年），陕西猕猴桃种植区主要分布在秦岭北
麓和汉江流域，具体包括秦岭北麓的周至、户县、
长安、蓝田、眉县、岐山、扶风、宝鸡市、宝鸡
县、杨凌、渭南市、华阴、华县、潼关，汉江流
域的城固、洋县、勉县和佛坪。渭南市、华阴、华
县、潼关属于猕猴桃东部果区，周至、户县、扶
风、杨凌、长安、蓝田为中部果区，眉县、岐山、
宝鸡市、宝鸡县为西部果区。选取１９５９—２００８年
陕西省气象资料档案馆秦岭北麓猕猴桃种植区各
县６—８月日最高气温资料统计分析。
高温热害空间分布特征

陕西秦岭北麓猕猴桃规划区≥３５ｏＣ、≥３８ｏＣ
的高温日主要出现在６—８月，即猕猴桃幼果期和

果实膨大期。各果区高温日有较大差异（见图１），
东部果区的渭南、华县、华阴，中部果区的长安、
蓝田年平均≥３５ｏＣ高温日均超过２０ｄ，最多为渭
南，达２３２ｄ；中部果区的户县、周至、扶风、杨
凌及东部果区的潼关为１２～２０ｄ；西部果区的眉
县、岐山、宝鸡市、宝鸡县为８～１２ｄ。≥３８ｏＣ高
温日明显少于≥３５ｏＣ日数，但危害程度明显加
重。３８ｏＣ以上的高温日，东部果区的渭南、华县、
华阴及中部的长安等地超过４ｄ，中部果区的周
至、户县、蓝田为２～４ｄ，西部果区的眉县、岐
山、扶风、宝鸡县、杨凌及东部的潼关仅１～２ｄ。
≥３５ｏＣ、≥３８ｏＣ的高温日分布趋势基本一致，东
部果区高温热害重，西部果区轻，即秦岭北麓猕
猴桃高温热害主要危害区域为关中东、中部果区，

图１秦岭北麓猕猴桃产区６—８月≥３５ｏＣ
高温日分布（单位：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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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中东部的潼关高温日数明显少于东部其它各
县，接近于关中中部和西部危害较轻果区。
高温时间分布特征

秦岭北麓猕猴桃规划区６—８月≥３５ｏＣ、≥
３８ｏＣ高温日均呈双峰型（见图２、图３），６月中、
下旬和７月中、下旬为相对集中的两个高温时段。
东部果区的渭南≥３５ｏＣ高温日平均每旬达３～４
ｄ，≥３８ｏＣ高温日平均每旬接近１ｄ；西部果区的
眉县高温日相对较少；中部果区的户县≥３５ｏＣ、
≥３８ｏＣ的高温日接近渭南。该时段的高温日占整
个夏季的６０％～８０％，进入８月后高温日明显减
少，仅占５％～２０％。

图２１９５９—２００８年６—８月逐旬平均≥３５ｏＣ日变化图

图３１９５９—２００８年６—８月逐旬平均≥３８ｏＣ日变化图

６—７月猕猴桃处于幼果期和迅速膨大期，是
果实生长的高峰期，此时果汁增多，果实体积和
重量接近成熟时的２燉３，如遇高温，不仅会使植株
生长受阻，发生“日灼”，而且高温加速植株蒸腾
和土壤蒸发，加剧植株水分供需矛盾，干旱和高
温叠加效应严重影响猕猴桃产量和品质。当连续
多日气温高于３５ｏＣ时，猕猴桃的光合作用会受到
抑制，不利于生长；当气温高于３８ｏＣ时，光合作
用机率会进一步减少，向阳处的藤蔓、猕猴桃果
实甚至会被灼伤；高温持续３ｄ以上，会使猕猴桃
产量和品质明显下降。２００９年６月５日、１４—１５
日、２２—２６日，秦岭北麓猕猴桃产区连续三次出
现大范围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达３５～４０ｏＣ，高

温日明显多于常年。据调查，热害发生率为１％～
４％，高温强光危害造成叶片泛黄，树势变弱，果
实膨大缓慢，落叶落果缩果，园内红蜘蛛等虫害
加剧，果实品质下降，部分果实软腐溃烂，产量
和贮藏性降低，严重影响经济效益。
应对措施
４１加大重点防护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

东部果区的渭南、华县、华阴及中部果区的
长安是高温热害的多发区、重发区。应加大猕猴
桃生产基础性建设和资金技术投资，改变粗放的
栽培方式，广开水源，建设果园喷灌、滴灌设施
和搭建防护网等，改善和营造适宜猕猴桃的气候
生态环境条件，培养健壮树体，减轻和缓解夏季
高温伏旱对猕猴桃产业的影响和危害。
４２关键时段的水肥管理和果园小气候调控

６—７月既是高温热害的多发期、重发期，又
是猕猴桃形成产量、品质和商品率的关键时期，通
过果园覆草、果园灌溉、树冠喷水及合理留枝、适
时套袋、科学夏剪等措施，降温增湿，改善果园
小气候，缓解高温危害，促进果品提质增效。
４３重视猕猴桃气象灾害研究和适用技术的开发

猕猴桃是陕西的优势果品产业，具有较好的
发展潜力。在规划扩大种植区域的同时，还应重
视影响其生长的气象灾害的研究，如萌芽开花期
低温冻害、幼果期和膨果期的高温热害、干旱、大
风、冰雹灾害、成熟采收期的低温连阴雨等，以
及与猕猴桃病虫害等有关的气象条件的研究，有
的放矢，科学规划，精细管理，促进陕西猕猴桃
产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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