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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骅大棚蔬菜主要气象灾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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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河北省黄骅市设施蔬菜种植物候期及管理特点,对1990—2012年23a间的大风、

温度、天气现象等气象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影响黄骅市大棚蔬菜生产的大风、强降温造

成的冻害、大雾、连阴天、大雪等主要气象灾害的天气特征,并对这些气象灾害的防御提出了

合理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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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骅市位于河北省东部,濒临渤海,属于暖

温带季风气候区。随着种植结构的调整和高效农

业的快速发展,黄骅市近年来设施农业发展很

快,共有各类温室大棚、拱棚18000多座,年

产各类瓜果、蔬菜12万t,是京津地区重要的菜

篮子供应地。在种植方面,春秋棚占85%以上,

其他则相对较少,占15%左右。在大棚蔬菜种

植过程中,大风、低温冷害、寡照、大雪等各类

气象灾害发生较多,每年都给设施大棚蔬菜生产

造成较大损失。研究影响黄骅市设施大棚蔬菜生

产的气象灾害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防御措

施,为促进当地设施农业发展提供参考和依据。

1 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使用黄骅市国家基 本 气 象 观 测 站1990—

2012年23a大风、强降温、能见度、天气现象

等气象资料,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本市设施大

棚蔬菜生长主要季节 (10月至翌年3月)的气

象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影响黄骅市设施大棚

蔬菜生产期间气象灾害的基本特征。并根据相应

时段大棚蔬菜生产对气象条件的要求,提出了相

应的防御建议。

2 主要气象灾害

2.1 大风

大风灾害在黄骅市冬、春季节对设施蔬菜生

产影响最大,主要是对设施造成破坏,若防御不

当,轻者刮飞、刮破棚膜和草苫,严重者将整个

设施彻底破坏造成经济损失。通常,冬、春季节

大风常与降温相伴,往往还会使棚内蔬菜遭受冻

害,甚至绝产。

图1为黄骅市1990—2012年 (10月份至翌

年3月份)大风日变化图。大风日总体呈明显减

少趋势,1996、2001年出现两个峰值,分别为

8d和9d,2004—2008年连续5a大风日为零。

3月大风日最多,共34d;其次是2月和11月,

图1 黄骅市1990—2012年 (10月至翌年3月)

大风日变化图 (直线为趋势线,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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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17、11d;其余月份均少于10d (见表

1)。
表1 黄骅市1990年—2012年大风日累计月分布

时间/月份 10 11 12 1 2 3 合计

大风日/d 9 11 9 5 17 34 85

2.2 强降温

大幅度的降温,会使设施内的温度降到蔬菜

生长的适宜温度以下,发生冷害和冻害。按照强

降温的统计标准[1],以日最低气温≤5℃,且该

日最低气温24h内下降≥8℃或者48h内最低

气温下降≥10℃作为一次强降温过程进行统计。

1990—2012年,黄骅市共发生强降温14次,平

均每 年 发 生0.6次;1990年 代 共 发 生9次,

2000年至2012年仅发生5次,总体呈明显减少

趋势。从月分布来看,1月最多,5次,其次为

12月,4次,10月未发生强降温过程。

2.3 低温冷害

极端最低气温的高低是决定设施整体布局、

结构及种植品种的重要参考指标[2], 极端最低气

温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对设施内蔬菜生产及

管理措施影响极大[3]。1990年以来,黄骅市年

极端最低气温呈逐年升高的趋势 (见图2),其

间极端最低温度值为-18.2℃,出现在1990
年,其余大部分年份在-10.0~-16.0℃之间

变动,占78%,小于-16.0℃的年份占13%,

大于-10.0℃的年份占9%。年极端最低气温

逐年升高,一方面降低了因温度过低而造成的冷

害、冻害的发生次数及危害程度,另一方面也减

少了设施内人工加温的次数,有利于生产成本的

降低,对发展设施大棚蔬菜生产有利。

图2 黄骅市1990—2010年年极端

最低温度变化趋势图

2.4 寡照

按照魏瑞江[4]对寡照天气的确定标准,以连

续3d无日照,或4d中有3d无日照,且另外

一天日照时数≤3h为轻度寡照灾害;连续4~
7d无日照或连续7d日照时数≤3h为中度寡照

灾害;超过7d无日照,或连续10d以上日照时

数≤3h为重度寡照灾害。造成寡照的天气过程

主要有大雾和连阴 (雨、雪)天气。

连续的寡照天气过程,一方面使植株得不到

光照,长势缓慢,同时由于较长时间得不到太阳

辐射也会使棚室内的温度不能回升,产生冷害或

冻害;另一方面,除直接造成危害外,在寡照天

气情况下,由于长时间不能进行揭苫,使得设施

内通风换气不良,有害气体积聚而产生气害,造

成各种低温病害发生流行[5]。

2.4.1 大雾 按照有效能见度小于1000m的

标准[6]且造成寡照,统计黄骅市1990—2012年

(10月至翌年3月)造成寡照的大雾日 (见图

3),从图中可明显看出,大雾日呈明显下降趋

势,且斜率高达-0.4457。另外通过统计黄骅

市1990—2012年大雾日月分布 (见表2)发现,

在设施大棚蔬菜生长季节内,以12月出现大雾

日最多,为93d,平均每年4~5d,其次为11
月和1月,分别为66d和52d。

图3 黄骅市1990—2012年 (10月至翌年3月)

造成寡照的大雾日变化

表2 黄骅市1990—2012年造成寡照的大

雾日累计月分布 d  

时间/月份 10 11 12 1 2 3

雾日 33 66 93 52 3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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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连阴天 统计黄骅市1990—2012年由连

阴天引起的寡照灾害的发生情况 (见表3),可

以看出,除10月和3月相对较少外,其余月份

寡照灾害均出现次数较多,重度寡照灾害12月

较多,平均每年0.2次,轻度灾害除3月较少

外,其余月份出现次数相差不大,平均每年发生

2~3次。从年度分布来看,2000年以后,各种

程度的寡照灾害有增多趋势,这与近年来黄骅境

内大量引进化工企业有关。通常情况下,连续阴

天寡照天气都伴随着强降温天气过程,使设施内

的蔬菜长势进一步减弱,抗逆性降低,更容易遭

受冷害和冻害。

表3 黄骅市1990—2012年 (10月至翌年3月)

由连阴天引起的不同等级寡照灾害 次 

时间/月份 轻度灾害 中度灾害 重度灾害 合 计

10 9 2 1 12
11 10 8 3 21
12 8 5 5 18
1 11 6 2 19
2 13 3 1 17
3 5 2 1 8

合 计 56 26 13 95

2.5 降雪

大雪对设施大棚蔬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7],一是对大棚的破坏作用,二是遮挡

作用。由表4可以看出,黄骅市降雪主要出现在

11月 至 翌 年 3 月,占 92.4%,其 余 月 份 占

7.6%,其中又以12月至翌年2月最多,以降水

量大于1mm的统计标准,对1990—2012年23
a的年降雪日进行统计 (见图4),可以看出,年

降雪日最多20d,最少为2d,其余年份多在5
~15d之间,从变化趋势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

段,1990—1999年呈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则

降雪日有增加趋势。

表4 黄骅市1990—2012年超过1mm
降雪日累计月分布 d  

时间/月份 10 11 12 1 2 3 4 合计

降雪日 0 24 55 65 51 29 2 226

图4 黄骅市1990—2012年 (10月份至翌年

3月份)超过1mm降雪日变化趋势

3 结论

3.1 设施蔬菜生长季内,极端最低气温呈缓慢

升高的趋势,其年际间波动较大,多数在-16.0
~-10.0℃之间波动,由极端低温对设施蔬菜

造成的冷害和冻害也有所减轻;强降温天气过程

发生次数呈明显减少趋势,年代间差异较大;大

风天气过程发生次数减少趋势明显;由大雾造成

的寡照灾害有逐年减少的趋势,由连阴天造成的

寡照灾害有增多的趋势,年内以12月最为严重;

大雪天气过程进入21世纪的前10年较20世纪

90年代有增加的趋势。

3.2 针对影响黄骅市设施蔬菜发展的大风、强

降温造成的冷害或冻害、极端低温、寡照、大雪

等主要气象灾害的变化特征,对黄骅市设施蔬菜

发展进行合理规划,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气候资

源,减少灾害损失。一是调整种植结构、主动规

避各类灾害性天气的影响,例如,针对寡照天气

增多的趋势,可以增加短日照的蔬菜品种或绿叶

蔬菜种植面积,或者增加各类食用菌的种植等措

施。二是增加设施投入,建设高质量的温室,增

强抗击风灾和雪灾的能力;增加必要的补光、加

温设备,当遇到寡照、强降温天气到来时,能够

及时的进行补光增温。三是建立预警机制,在各

种灾害性天气将要到来之前,及时将这些信息传

达到设施大棚蔬菜管理者手中,使之有针对性的

采取各类防御措施,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参考文献:

[1] 河北省气象局.河北省天气预报手册 [M].北

京:气象出版社,1987:40.
[2] 白青,张亚红,傅理.极端低温条件下日光温室

33 2013 (6)             刘金玉等:黄骅大棚蔬菜主要气象灾害特征



文章编号:1006-4354 (2013)06-0034-03

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检测系统
在稿件初审中的应用

林 杨,乔旭霞,高维英
(陕西气象编辑部,西安 710016)

摘 要:根据 《陕西气象》利用科技学术不端检测系统 (AMLC)初审稿件的检测结果,统计

分析了不同文字复制比区间的稿件数量及涉及学术不端的状况,并针对不同情况探讨了稿件处

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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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尽管科学界和政府以及有关管理部

门对学术腐败问题越来越重视,一些学术不端事

件的责任人受到严厉的惩罚,但学术不断行为并

没有得到有效遏止和杜绝。目前还没有一种有效

的办法能够做到杜绝剽窃和抄袭[1]。

科技论文初审是科技期刊编辑根据办刊方

针、报道范围、选题方向、栏目特色等对来稿进

行初步审读、筛选和评判的环节,是对文稿的学

术价值、行文规范等进行考量和评价的过程[2]。

初审作为三级审稿的第一级审核,是评审稿件的

基础,更是鉴别、判断稿件优劣,尤其是是否涉

及学术不端的第一道关口。《陕西气象》为双月

刊,近年来每年的来稿有300多篇,稿件录用率

较低,为35%左右,编辑部责任编辑较少,编

辑的工作量大,再加上编辑的学识和精力有限,

仅靠传统的查重方式既烦琐又效率低,而且也很

难发现和控制稿件中的学术不端行为。在初审过

程中 合 理 利 用 科 技 期 刊 学 术 不 端 检 测 系 统

(AMLC)的检测结果能够帮助编辑初步判断稿件

是否为学术不端稿件及学术不端的类型,提高工

作效率,避免人力和财力的浪费。

1 学术不端检测系统

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检测系统 (AMLC)由

中国知网研发并免费提供给科技期刊编辑部,

用于检测来稿和已发表文献。目前国内多数科

技期刊编辑部都在使用该系统,也有一些编辑

就审稿过程中如何利用该系统及系统的使用情

况等进行了一些研究探讨[2-7]。《陕西气象》编

辑部于2011年10月申请使用该系统,选择的

比对库和范围: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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