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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气象条件对佳县枣树坐果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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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陕西佳县2013年1—7月光、热、水气象资料,结合枣林区红枣坐果率的实际情况

对气象条件对枣树坐果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低温冻害、连阴雨、多雨、寡照等是导致

2013年佳县红枣挂果数量严重下降的主要因素,以期为枣树丰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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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佳县属黄河中游,枣树栽培历史悠久,

品种较多,主要分布在沿黄河区域,被誉为 “中
国红枣名乡”。全县现有红枣面积达5.2万hm2,

产量达4.5亿㎏,是佳县农业生产主导产业之

一[1]。红枣对生态气候适应性很强,喜温暖、半

湿润,光照要求充足,昼夜温差较大的生态气候

环境中有利于生长[2],但枣树的各个物候期对气

象条件要求各不相同,气候对红枣产量的影响极

大。2013年气候异常,低温冻害、降水、连阴

雨、虫害等自然灾害相继发生,枣树花序出现较

少,枣花授粉率低下,坐果率明显低于常年,给

佳县红枣产量带来极大的影响。从佳县1—7月气

候总体情况看,温度持续偏高,除4月正常略偏

低外,其余月均偏高0.3~4.1℃;降水次数多、

降水总量较大,6、7月降水日多、雨量集中、连

续时间长;1—5月日照时数正常,6月正常略偏

少,7月光照严重不足,红枣光能利用率下降,

影响枣果生长的光合作用。全县红枣年产量下降

50%~85%,出现了历史少有枣乡无枣的局面,

严重影响枣农的经济收入。为此,对2013年佳县

红枣挂果数量严重下降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分析。

1 4月低温冻害对枣树芽开放的影响

枣树芽开放一般从4月上旬开始出现,盛期

出现在4月中旬,温度对芽开放起着关键作用,

当春季气温达到12~15℃时枣树进入芽开放期。

2013年1—3月温度一直偏高,特别是3月温度

高于历年平均值4.1℃,使枣树芽开放时间比历

年提前近10~15d。4月5日气温开始逐渐下

降,8日开始连续出现了持续3d的强降温天气

过程,全县出现 “倒春寒”天气现象,最低气温

下降 到-4.0~-7.1 ℃之 间 (县 气 象 站 为

-5.3℃),造成已开放的枣芽冻伤,未开放的枣

芽发育受阻,生长速度减慢。全县大面积前期开

放的枣芽冻伤形成 “死芽”现象,导致二次萌

芽,既推迟之后的各个生育期,也造成枣树生理

损伤失去平衡,失去了花序的分化能力,花序明

显减少。调查结果显示,佳县境内 “倒春寒”对

枣树造成的冻害,由南向北逐渐增强,阴背地、

迎风面等易受霜冻的地段冻害比较严重,这些地

段的大部分枣树出现无枣花现象。

2 6月连阴雨对枣树开花期的影响

枣树花芽分化与抽生结果枝同时进行,而且

花量大,时间长 (花期在50~60d之间),花期

营养消耗过多,出现养分不足现象,这样就易引

起生理落花落果[3]。开花期又是枣树对气候条件

最为敏感一个时期,温度 、湿度、光照、降水

等都是关系较为密切的气象要素。枣树开花期主

要集中在6月,开花授粉的最佳温度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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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相对湿度60%~80%,土壤湿度不低于

55%。2013年3—6月温度总趋势偏高,芽开放

提前,4月上旬又受 “倒春寒”现象的影响,造

成部分枣芽二次萌芽。开花期从5月下旬开始,

一直到7月中旬才结束,比常年增加10~20d。

5月下旬到6月上旬温湿度条件对枣花开放较为

有利,未受冻害影响的枣花顺利授粉坐果。但6
月19—24日连续出现了长达6d的连阴雨天气,

使枣花长时间浸泡在雨水中,形成 “泡花”现

象,致枣树光合作用不足,枣花不能正常发育,

授粉未能正常进行,40%~70%的枣花凋落,形

成大量落花现象,坐果率明显下降。

3 7月降水对枣树幼果期的影响

7月枣树开花期逐渐结束,红枣进入幼果期

—膨大期,这一时期既是红枣生长的高峰时期,

又是生理落果的主要阶段。期间枣果主要对温

度、湿度、日照要求较高:适宜的日平均温度在

22~25℃之间,日平均温度在20℃以下,枣果

生长会减缓,日最高气温在35℃以上,枣果甚

至停止生长或 落 果;适 宜 的 空 气 相 对 湿 度 为

60%~70%,土壤温度25~29℃,月日照总时

数>250.0h。适宜的温度、湿度,充足光照有

利于枣树果实生长和品质的提高。2013年7月

佳县平均温度为23.1℃,与历年同期比较偏低

1.8℃。月总降水量168.2mm,比历年同期偏

多82.6mm,全月有雨日19d (区域站监测的

部分乡镇降雨日多达23d),属历史少见,甚至

出现3次长达5~7d的连阴雨天气,即:8—12
日,降水量为66.4mm;14—18日,降水量为

50.6mm;25—31日,降水量为30.9mm。月

总日照时数为196.2h,比历年偏少55.1h,属

于寡照。多雨、寡照、低温、土壤和空气湿度大

的气候环境,导致枣树生理调节失衡,形成严重

的生理落花落果,又一次降低了枣树的坐果数

量。

4 虫害对红枣坐果的影响

2013年入冬以来,温度一直偏高,降水量

多。土壤温度、湿度高于常年,有利于多种枣树

害虫安全越冬,导致春季枣树害虫大量出土,危

害枣树的芽、叶、花。4—6月上旬,佳县枣林

区先后发生了枣飞象、绿磷象甲、黑绒金龟甲等

害虫,使山地的迎风梁峁地段和上年度疏于病虫

害防治的大部分枣园,虫口密度较大、发生率

高,对枣树的芽、叶、花危害程度较为严重。这

也是影响枣树花序出现、开花、坐果因素之一。

5 结论

(1)春季出现严重的低温冻害,对枣芽的发

育和树体生理产生不利影响,使冻伤的枣芽形成

二次萌芽,生育期也相应推迟,并导致花序出现

减少,枣花的开放时间也相应顺延至7月上旬前

后。由于低温冻害由南向北冻害程度呈递增状

况,形成全县枣树坐果率由南向北递减,迎风、

阴沟、向北等易遭受冻害的地段,整体基本无挂

果。向阳、低洼避风、房前屋后、滩涂地段等挂

果较为正常。
(2)6月中下旬是盛花期,19日开始的连阴

雨天气,使枣花器官发育不正常,形成 “泡花”

授粉受阻,枣花基本没有完成授粉,出现大量落

花现象。
(3)7月多雨、寡日、低温、高湿的气候环

境,使枣果缺少光合作用,枣树根系缺氧,营养

水分供给不均衡,枣果难以正常生长,形成大量

的生理落果。
(4)4—6月是枣树芽开放、展叶、花序出

现、开花期,也是虫害最为盛行的阶段,由于受

“倒春寒”的影响,芽开放、展叶、花序出现、

开花这四个阶段均比历年持续时间长,物候期相

互重叠时间也较长,这就给虫害提供了危害的时

间和充足的物质条件,从而使害虫的危害程度明

显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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