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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枣干制中的气象问题
———以佳县2011年红枣为例

陈焕武
(佳县气象局,陕西佳县 717200)

摘 要:针对佳县2011年红枣采收后,在晾晒制干和贮藏过程中出现的红枣霉烂现象,从这一时

期的温度、降水、日照等气候要素方面进行了分析讨论,认为2011年佳县红枣出现大量霉烂现

象,是由气温偏高、阴雨天气较多等天气条件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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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佳县属黄河中游,是中国红枣大县,红

枣是佳县农业生产主导产业之一。2011年全县红

枣普遍增产20%~40%,年产量达历史最好年

景。但从红枣白熟期开始,遇多阴雨低温寡照天

气,造成红枣成熟延期,糖份和干物质积累甚少,

品质较差。采收后,受日照偏少、温度持续偏高、

阴雨天气较多、空气湿度大等气象条件影响,以

及晾晒和加工条件和能力的限制,红枣霉烂现象

严重,使丰收后的红枣霉烂损失达10%~25%,

给枣农造成经济损失。为此,针对佳县2011年

10—11月红枣晾晒制干和贮藏期间出现霉烂现

象,从气候因子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讨论。以期为

红枣晾晒制干和贮藏等提供参考。

1 气温的影响

红枣自然制干温度是关键,红枣露天晾晒不

怕冻结,温度越低越有利。一般要求10月平均气

温低于10.0oC,11月平均气温低于2.0oC。温

度低利于红枣自然制干和贮藏,温度持续偏高不

利于红枣晾晒贮藏。当红枣堆积在一起时,内部

通风条件差,不易散热散湿,内部温度高于环境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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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等)时管理人员必须在现场,发现问题及时

纠正或叫停。同时现场管理人员需要掌握必要的

救援方法,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能够控制现场

并组织处理事故。⑤加强防雷工程施工过程中的

安全检查。防雷施工企业内部应定期或不定期组

织安全生产自查,及时处理检查出的问题。⑥建

立安全生产档案,按规范进行质量验收。

5 结语

工程施工中出现的问题多种多样,现场管理

人员和施工人员应当善于发现、总结问题,加强

现场管理,确保遵守操作规程,注意沟通、协调

工作,注重过程控制。防雷施工企业应始终按照

“安全生产、预防为主、以人为本”的方针对企业

进行有效管理,认真总结经验、查找问题,切实

将各项安全生产监管制度、措施落到实处,做到

常抓不懈、警钟长鸣,只有杜绝侥幸思想才能减

少事故发生的几率,保证防雷工程施工的安全,

使防雷施工企业得到快速、健康、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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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霉烂病菌孢子形成快并迅速增多,红枣霉烂

的速度加快。低温利于堆积的红枣散热,不利于

霉烂病菌孢子的形成和发展,晾晒中也不易出现

霉烂。2011年佳县10月平均气温为11.1oC,

与常年相比偏高0.5oC。11月平均温度为4.7
oC,与常年相比高出2.7oC,由于受外界环境

的温度持续偏高影响,堆积的红枣水份无法快速

散发,内部的温度越来越高,病菌孢子迅速增

多,导致红枣出现霉烂并相互感染、迅速漫延。

2 阴雨天气的影响

红枣采收后的制干对湿度的要求较高,天气

晴朗,空气湿度小,有利于红枣水分随干空气流

动散发,红枣发霉的机率较小。而连续阴雨、湿

度大的天气条件对红枣的晾晒制干影响较大。

2011年10月中旬是红枣采收期,10月共出现4
次阴雨天气过程,分别在8—9日、11—14日、

25—26日、31日,月总降水量为45.6mm,比

历年同期偏多21.4mm,同时还出现6d大雾天

气,月平均相对湿度为65%。进入11月是红枣

的晾 晒 时 期,月 内 分 别 在1—4日、7—8日、

16—18日、29日出现降水过程,月总降水量为

57.9mm,比历年同期偏多47.9mm,同时也

伴有4d大雾天气,月平均湿度高达78%。长时

间的阴雨天气增加了空气的湿度,使红枣中的水

份无法自然挥发,堆积的红枣内部温度偏高、湿

度大、空气不流动,霉烂病菌孢子繁殖环境适

宜,加剧了红枣霉烂扩散。

3 光照不足的影响

日照时数的长短,对红枣自然制干影响较

大,充足的光照条件,能使鲜枣很快糖化,减少

红枣本身的含水 量,缩 短 制 干 时 间。2011年

10—11月红枣采收晾晒期间的日照,总体不利

于红枣的自然制干,10月日照总时数182.5h,

较常年偏少34.1h;11月日照总时数117.4h,

较常年偏少80.8h,均属于寡照。10月上旬光

照不足,造成果实成熟期生长缓慢,干物质少,

没有得到完全成熟,难以糖化,枣果品质差,采

收后的鲜枣水分蒸发较慢,霉烂病菌孢子的繁殖

率高、传播快,使红枣易发生霉烂现象。

4 管理不善的影响

佳县枣农普遍采用传统的制干方法,枣果采

收后,在院内、屋顶或开阔场地、石岩下等通风

条件较好,易管理的地方,将枣果摊放在竹笆、

柳编笆或高粱秆制作的席箔上晾晒,堆枣厚度为

30~40cm。白天,将枣果摊开晾晒,利用自然光

能、风能脱水干燥,并进行翻动和挑拣剔除烂枣,

每天翻动3~4次,使枣果干燥均匀。夜间和阴雨

天,把枣果堆积,用塑料布和苇席封盖,以防受

潮或雨淋。通常晾晒30多天,即可达到干枣标准

要求 (枣果含水量不超过25%)。2011年由于红

枣产量增多,采收时间长,晾晒场地有限,导致

晾晒困难,堆积现象非常普遍,前期枣农只注重

采收,忽视了天气对晾晒产生的不利影响,未投

入更多的用工对堆积的红枣及时翻动和挑拣剔除

烂枣,使红枣发生大量霉烂。同时鲜枣也无法长

途运输外销,只能依靠当地有限的烘烤企业烤炉

加工制干,这也是造成红枣霉烂加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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