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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连阴雨对红枣裂果影响及对策
张凌云

（佳县气象局，陕西佳县７１９２００）
摘要：红枣成熟期的连阴雨天气或阴雨相间天气会造成红枣裂果霉烂，严重影响红枣的产量、质
量和枣农收入，通过对佳县近１０ａ９月上旬至１０月中旬连续阴雨天气影响红枣裂果及产量统计
分析，得出结论：秋季连阴雨是红枣生长中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是造成红枣裂果的最主要原
因，当红枣处于红眼圈到通红的盛果生长旺季时，红枣越红，连阴雨对红枣裂果的影响越大，在
相同天气条件下，鲜食品种比制干品种更易裂果。通过增强青枣加工、加强田间管理、建立红枣
裂果预测预警系统减少红枣裂果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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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县地处陕西省东北部黄河岸边，气候以干
旱为主，适宜红枣生产，目前已拥有４００００ｈｍ２
优质红枣基地，年产值２亿元，其中２０００ｈｍ２已
取得国家有机认证，６７０ｈｍ２通过日本ＪＡＳ有机
认证，红枣已成为佳县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支柱产
业。但是，受秋季连阴雨天气影响，红枣成熟期
的裂果灾情十分严重，严重年份裂果达９０％以上
甚至绝收。秋季连阴雨天气对红枣的影响具有范
围大、面积广、损失重且不好预防的特点。红枣
成熟期的天气情况已成为当地政府和枣农最关心
的问题。通过分析佳县最近１０ａ气象资料及红枣
裂果减产情况，并走访枣农调查，找出秋季连阴
雨与红枣裂果的关系，分析红枣裂果的原因，并
提出相应对策。
秋季连阴雨对红枣裂果的影响
１１秋季连阴雨与红枣裂果的关系

受气候变化影响，秋季多连阴雨已成为佳县
的气候特点之一，近１０ａ资料（表１）显示，佳
县９月上旬到１０月中旬１０ａ中有７ａ出现３ｄ或
以上连阴雨天气，而出现秋季连阴雨的年份，红
枣都出现程度不同的裂果。最严重的是２００７年，
连续阴雨时间达１５ｄ，造成红枣全部裂果，减产

９０％以上，几乎绝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２亿元，
１０ａ中没有出现秋季连阴雨天气的３ａ红枣均获
丰收。可见秋季连阴雨是红枣生长中最严重的气
象灾害之一。
１２造成红枣裂果的主要气象原因

红枣裂果主要原因是红枣成熟期的连阴雨。
红枣从红眼圈到通红的盛果生长旺季时期，原来
不溶于水的原果胶与纤维素不断分离，分解成能
溶于水的果胶，红枣果肉细胞间结合开始变得松
散，并开始光合糖化，遇连阴雨天气时，红枣果
肉过量吸收水分、迅速膨胀，脆弱薄嫩的果皮被
撑压挤破，造成裂果。红枣青枣期，青枣没有进
入糖化阶段，生长缓慢，果皮果肉生长均衡，内
部组织中的原果胶与纤维素紧密结合，果肉木硬，
吸水性能很差，不会裂果，如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８—３１
日，出现４ｄ连阴雨，降水量达８９２ｍｍ，此时
红枣还处于青枣期，没有造成裂果；红枣生育后
期软化成熟的红枣，皮厚结实，体内组织已基本
糖化，水溶性果胶含量很少，不再大量吸收水分，
处于萎蔫休眠状态，对外界反应迟钝，也不会造
成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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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佳县—年月上旬至月中旬连阴雨及红枣裂果影响产量

年代 连续降水或连阴
起止时间 日数燉ｄ 降水量燉ｍｍ 产量燉及减产程度

１９９８ ９月１６—２０日 ５ ３１９ １７５００ｔ，减产１０％
１９９９ ２５０００ｔ，丰收
２０００ １０月７—１０日 ４ １５６ １５０００ｔ，减产４０％
２００１ ９月１５—１９日 ５ ４２４ １２０００ｔ，减产５０％
２００２ ９月２—５日 ４ １１０７ ２００００ｔ，减产２０％
２００３ ９月２５—３０日 ６ ４５８ ６０００ｔ，减产７０％
２００４ ６００００ｔ，丰收
２００５ ９月下旬

１０月上旬
连阴２ｄ３个雾日
连阴３ｄ２个雾日

４００００ｔ，减产５０％

２００６ １０００００ｔ，丰收
２００７ ９月２６—１０月６日

１０月８—１０日
１１
３

１８９０ １００００ｔ，减产９０％

１３红枣由裂果到霉烂的机理分析
当红枣裂果后，外层保护膜受到破坏，如阴

雨天气仍维持，大量细菌侵入，加之红枣体内含
有大量水溶性果胶，果胶与枣糖遇到细菌分解为
果酸和甲醇，甲醇生成有毒的甲醛和甲酸，使红
枣变质霉烂。如２００７－０９－２６—１０－１０持续阴雨
１５ｄ，造成红枣全部裂果，除抢收１０％烘烤外，其
余全部霉烂，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２亿元。红枣裂
果后如果天晴，则伤口裂缝被太阳光中的紫外线
照杀消毒，能够迅速干燥愈合，形成干疤保护，阻

止细菌不断侵入，不致霉烂，损失不会很大。２００８
－０９－２１—２７出现阴雨相间天气，造成红枣早熟
品种１０％～２０％裂果（成熟成度不同影响程度不
同），因阴雨期间有１５ｄ见太阳光，除裂果红枣
品质受到影响外，产量未受影响，损失很小。
１４连阴雨对红枣各生育时段的影响

红枣盛果生长旺季的不同时期，连阴雨天气
对红枣的裂果影响程度不同，同样的连阴雨天气
对不同品种（鲜食品种和制干品种）的红枣影响
也不同（表２）。

表相同强度ｄ连阴雨对不同时期各红枣品种的影响
生育时段 红眼圈 半腰腰 通红 软化成熟
品种 鲜食 制干 鲜食 制干 鲜食 制干 鲜食 制干
影响裂
果程度

２０％～
３０％

５％～
８％

４０％～
５０％

１５％～
２０％

７０％或
以上

４０％～
５０％ ８％以下 ３％以下

红枣处于红眼圈到通红的盛果生长旺季时，
红枣越红，连阴雨对红枣裂果的影响越大，鲜食
品种比制干品种更易裂果。

红枣基本全红时，如出现连阴雨天气５ｄ或
以上时，鲜食红枣９０％以上会出现裂果，大部分
会出现霉烂，干制品种７０％以上裂变，部分会出
现霉烂；如出现７ｄ以上连阴雨时，鲜食品种会全
部裂变霉烂，制干品种９０％以上会出现裂变霉
烂。

预防红枣裂果对策
２１增加青枣加工减少红枣裂果损失

受气候变化影响，秋季连阴雨已成为佳县气
候特点之一，红枣成熟前增加青枣加工量是减少
红枣裂果损失的有效途径。
２２加强田间管理可减少裂果

根据调查试验得知：胶质粘性土壤、水地、梁
峁地的红枣裂果少。因此，在盛果期多浇水，适
施磷钾肥，在阳光充足、通风条件好的胶质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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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酸雨观测流程提高观测数据质量
田红卫

（榆阳区气象局，陕西榆林７１９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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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雨观测是气象部门近年来开展的一项新业
务。从２００６年起，全省新建的国家级和省级酸雨
站全部投入业务化运行。由于此项业务开展时间
短，基础薄弱，如何规范酸雨观测流程、提高观
测数据质量值得探讨。
存在的问题
１１基础理论知识薄弱

任何一项观测技术的提高都必须有相关理论
知识的支撑。酸雨观测属于大气化学范畴，传统
的气象基本观测是大气物理范畴。现在台站观测
员的气象专业知识大都来自气象中专学校，大部
分气象学校不开化学课，台站酸雨观测员的化学
基础知识普遍很薄弱，大气化学知识更是缺乏，制
约着酸雨观测技术的提高和数据的精准，提高理
论知识是当务之急。
１２酸雨实验室和器皿的存放条件简单

按照酸雨规范要求，酸雨的实验室应整洁、干
净、上下水管道齐备。开展此项工作时间较长的
环保部门的实验室不但面积大，设施更是齐全，配
有蒸馏水制作装置，洗涤池冷热水齐全。器皿存
放柜标准，各种器皿都有专门存放架和固定的存

放位置。气象部门由于建站时间短，大部分台站
实验室不符合标准，器皿存放都较简单，可能造
成测量器皿的污染而影响数据。
１３操作过程不规范污染环节多

在样品测量过程中，仪器校准、缓冲液配制
不规范，极易导致观测数据失真。大部分台站酸
雨观测由地面观测员承担，在采样桶的安放回收
和样品的采集保存等多个环节操作不尽规范，增
加了样品污染的概率。榆阳站曾出现过一次降水
ｐＨ测量值只有４４，经过反复复测，在排除了仪
器和操作误差后，经与环保站测量结果比较，发
现是降水样品被污染，重新取样后得到正确的测
量结果。
解决途径
２１加强各级业务技术培训

每项基本业务观测技术的提高都需要时间的
锤炼和积淀，酸雨观测也不例外。国家级、省级、
市级定期组织专业技术培训是提高酸雨观测技术
水平的根本途径。
２２加强与环保部门协作

环境监测站开展此项业务的时间长，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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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土壤种植枣树，可使果肉果皮协调生长，达
到减少裂果目的。
２３建立红枣裂果预测预警系统

建立红枣裂果预测预警发布平台，包括天
气预报业务平台和预警信号发布平台。为县乡
政府、枣业管理机构及红枣栽植成规模的村委
会安装气象预警电子显示屏。红枣进入成熟

期，气象部门要加强连阴雨天气预测预警，制
作１０ｄ滚动天气预报并用电子显示屏发布。当
预报有３ｄ或以上连续阴雨天气时，要根据预
报连阴雨过程的长度、强度、范围，确定红枣
裂果预警的等级，并通过电视、广播、电子显
示屏、手机短信向社会公众及时发布红枣裂果
预警信号，提出应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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