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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县农作物病虫害发生的气象条件分析
张毅军１，颜胜安２

（１眉县气象局，陕西眉县７２２３００；２陕西省农业遥感信息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通过对比分析眉县农作物病虫害调查资料与气象条件，得结论：暖冬天气是导致来年病
虫害大发生的主要气象因素，春季温度、降水、日照、夏秋季雨涝连阴雨分别影响着有关病虫害
的发生、发展和流行，应根据不同天气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防范。
关键词：农作物病虫害；气象条件；眉县
中图分类号：Ｐ４９ 文献标识码：Ｂ

眉县是陕西省３２个粮食主产县之一，农作物
病虫灾害是眉县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眉县的重
要农作物病虫害达３７０多种，其中重大流行性、迁
飞性病虫害有１９种。几乎所有大范围流行性、暴
发性、毁灭性的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的发生、发展、
流行都与气象条件密切相关，或与气象灾害相伴
发生。根据眉县农作物病虫害调查资料与气象条
件对比分析，探索农作物病虫害的发生、发展、流
行与气象条件的关系，为眉县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提供科学依据。
病害与气象条件

病害发生发展的主要气象要素是温度、降水、
湿度和风等，低温、阴雨、干旱和大风等不利条
件将明显影响寄主作物的抗病能力。１９８１年３—
４月、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９８９年２—４月眉县降水充
沛，低温寡照，历年冬季盛行西风，致使甘肃的
菌源随气流传入陕西关中，该三年眉县大面积发
生小麦条锈病。２００２年严重发生，是由于上年冬
季该病越冬基数高，春季有透雨。１９８４年是典型
的暖冬年，１９８５年２—３月雨雪少，是小麦病毒病
大流行的主要气象因素。１９８５年４月中下旬出现
连阴雨，为麦类赤霉病的大面积发生提供了温床。
２００２年较重发生，是因为春季气候迎合了该病发
生发展的条件。１９６６年和２００５年秋季，眉县气候
特点是温度高、湿度大、白天晴夜间雨，迎合了

玉米大、小斑病的发病条件。１９７９年７月和９月
眉县发生水涝，致使水稻白叶枯病较为严重。１９６０
年８月、１９６４年４—５和９—１０月、１９６８年９月
均有暴雨，降水十分充足，导致棉花枯黄萎病较
大发生。
虫害与气象条件

害虫生长、繁育和迁移活动的主要气象要素
有温度、降水、湿度、光照和风等，特别是其综
合影响对于虫害发生发展有重要作用。这些气象
要素还通过对寄主作物和天敌生长发育与繁殖的
影响，间接地影响虫害的发生与危害。眉县
１９７１—１９７３、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４月均有连续４ｄ降
水，累计量超过３０ｍｍ，随后连续升温，而５ａ眉
县均有不同程度的金龟子虫害，尤以１９７３年为
重，４月２８日到３０日累计降水量７４ｍｍ。因此，
４月降水充沛，随后连续升温，是金龟子成灾的重
要条件。１９７２—１９７３、１９７５—１９７６、１９８０—１９８１、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冬季都是暖冬天气，１９７３年３月２１
日进入春季（５ｄ平均气温稳定在１０ｏＣ以上的第
１天为进入春季的标志），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３日，１９８１
年３月１３日，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９日进入春季，气温
回升均较早。麦蚜发生较重。暖冬和春季气温回
升早为蚜虫生长、繁育提供了有利条件。１９８５年
４月降水充足，阴雨寡照，３月日照时数７２５ｈ，
比历年同期偏少４６４％，利于小麦吸浆虫越冬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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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金鸡滩低空风温特征分析
何晓嫒，陈建文，胡琳，孙彬彬

（陕西省气候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根据金鸡滩１５００ｍ内小球测风、低探空资料和同期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计算分析了本
区域观测期间低空风温特征及不同稳定度下的风速廓线和温度廓线特征。分析表明：冬季观测期
间受西北冷平流控制，近地层主要盛行ＳＥ风；夏季槽前不断有冷空气分裂南下，近地层风向多变；
低空各主要高度层风速均较大，冬季大于夏季；接地逆温和低空逆温出现频率均较低，厚度较小，
冬季强于夏季，出现在中性和稳定层结下的夜间，逆温层上部存在明显的风速切变。
关键词：低空；逆温；稳定度；风速廓线；温度廓线
中图分类号：Ｐ４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金鸡滩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端的榆阳区，即东
经１０９°４８′、北纬３８°２９′，海拔１２１５ｍ，南距榆
林市约２０ｋｍ，地势平坦。根据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９日
—３１日和６月３０日—７月１４日双经纬仪小球测
风、低探空资料和同期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分析
近地层（１５００ｍ）内各主要高度层风向分布及风
速随高度变化特征、温度场基本特征及逆温分布
特征、不同稳定度下的风速廓线及温度廓线特征，
了解沙漠区域低空风、温分布规律。稳定度分类
采用Ｐａｓｑｕｌｌ方法，利用现场观测的总云量、低云
量、风速和太阳高度角分类。

观测期天气气候背景
冬季观测期间，５００ｈＰａ高空图上（见图１），

本区域受西北冷平流的控制，以晴好天气为主，其
中２１日有浮尘，２７日和３１日出现扬沙天气。

夏季观测期间，５００ｈＰａ高空图上（图２）巴
湖为冷槽，槽前不断有冷空气分裂南下，本区域
天气阴晴相间。其中２—４日、８—９日和１３—１４
日出现雷阵雨天气，其余时间天气晴好。
低空风分布特征
２１风向

冬季观测期间，低空主导风向在５０ｍ高度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１１－２５
作者简介：何晓嫒（１９７４—），女，陕西洋县人，工程师，从事环评、气候分析与应用及气候资源管理。

虫破茧上升土表、化蛹、羽化、产卵及孵化，也
利于粘虫成虫羽化。当年，眉县境内小麦吸浆虫
发生面积占小麦总面积的７６％，粘虫危害玉米
８３２％。１９７８年春季气温显著偏高、湿度明显偏
小、旱情严重，导致棉红蜘蛛普遍发生。７０年代
眉县气候总的趋势是秋季温度偏高，气温下降慢，
冬季气候变暖，次年春季气温稳定回升，导致棉
铃虫的越冬基数增大、成活率增高。
结论
３１暖冬天气是导致来年病虫害大发生的主要
气象因素。由于寒冷的冬季致使许多菌源、虫卵、
孢子被冻死，从而堵绝了病虫害发生的源体，而

暖冬天气为病虫害顺利越冬提供了便利条件。眉
县较严重的１９种病虫害都与暖冬天气有关。
３２春季升温早的年份，病虫害发生时间提前，
从而危害时间更长、危害更大。这些年份主要防
治麦蚜和棉红蜘蛛。
３３春季日照与害虫的趋光性关系密切，低温寡
照利于非趋光性害虫的取食、栖息、交尾、产卵
等行为，对趋光性害虫则相反。低温寡照年主要
防治小麦条锈病、金龟子、小麦吸浆虫。
３４涝年是病害发生的流行年，也是喜湿性害虫
发生的有利年，主要预防玉米大小斑病、水稻白
叶枯病、棉花枯黄萎病、棉铃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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