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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膜温室油桃休眠期的温度变化
孙智辉，吴刚，吴涛
（延安市气象局，陕西延安７１６０００）

摘要：通过２ａ塑膜温棚种植油桃，采用覆膜并盖草帘控制休眠温度试验，得出：人工低温集中
处理法可使棚内日平均温度降低３ｏＣ以上，有效休眠温度时数延长２５ｈ，并且在夜间有较长时间
的低温时段，能加快满足休眠的需冷量要求；低温集中处理早，需冷量满足快；升温时间不同，果
树花期有差异；可以充分利用休眠后期的夜间休眠，白天提高的温度，使花期提早５～７ｄ，果实
提早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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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延安市气象局开展了油桃休眠
期的温度对比观测工作，为较好掌握果树保护地
栽培升温时间打下了基础。
需冷量的概念

落叶果树都有自然休眠的习性，果树落叶后
即进入自然休眠状态，只有满足一定量的低温，解
除休眠后才能正常萌芽开花。必须满足休眠所需
的低温量叫做需冷量（ＣＲ）。低温量是时间累加
值，以小时表示。植株在休眠阶段完成许多生理
上的变化，需冷量不足，会出现叶芽先开，花芽
后开的倒序现象，或者根本不开花造成减产绝产。

果树需冷量的有效界限温度仍然存在争议，
有的认为１０ｏＣ以下的温度对完成自然休眠都有
效；有的认为０ｏＣ以下的低温有效；但大多数人认
为果树完成自然休眠的最有效温度是７２ｏＣ，而
１０ｏＣ以上或０ｏＣ以下的温度对低温需求的积累
基本无效。

果树不同组织的休眠期是不一致的。根茎组
织和根系的分生组织，基本没有休眠期，花芽所
需休眠期处于中间状态，而叶芽的休眠期则较长。
果树解除休眠的标志为芽的萌动和开花。
休眠期的管理方法

休眠期的管理为低温集中处理法，在秋季气

温下降至７２ｏＣ时，覆膜并盖草帘，白天太阳照射
前放下草帘遮挡阳光射入棚内以降低棚内温度，
太阳下山后拉起草帘，打开棚室小门和通风口让
棚内外空气流通降低棚内温度，以加快树叶脱落
和延长低温时段。休眠后期昼夜放下草帘，白天
降温而夜间保温，目的是尽量延长有效低温（０～
７２ｏＣ）时间且控制棚内温度不要降的很低，以便
尽快通过休眠期。
试验概况
３１试验地

试验地选在延安市宝塔区李渠镇高峁湾村，
有大棚油桃１４棚，２０００年开始栽植，品种均为早
红二号、曙光、丹墨、早红珠等，栽植方式采用
１ｍ×１５ｍ。早红二号为晚熟品种，生育期９０ｄ，
需冷量为４８０ｈ，其它为早熟品种，生育期为６５
ｄ，需冷量为６５０ｈ。试验棚，长５５ｍ，宽７ｍ，钢
架竹木结构半拱圆塑料薄膜日光温室，东西偏东
走向，短后坡，后、侧墙为厚１１ｍ的土墙，普
通棚膜和草帘、草苫覆盖。
３２仪器设置和观测

在棚室内立柱上安放温度表，棚室中央百叶
箱内放温度计，高度为１３ｍ，棚室外放置同样仪
器一套。每天在０８时和１６时观测，并用温度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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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２４ｈ温度演变情况。
３３试验目的

试验目的一是找出休眠期低温集中处理期间
棚内温度变化规律和棚内外温度相关关系；二是
结合当地气候规律，分析温室可实施低温集中处
理的始期，升温时间，提早果品上市，延长供应
时间，提高经济效益。
３４试验方法

２００１年温室桃树在１１月８日开始低温集中
处理，用手轻摇树体落叶后进入休眠，１２月１５日
升温，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３日初花，花期２０ｄ。

２００２年试验地１４棚分３批低温处理，首批５
棚１０月２３日树叶半脱离时人工摘叶进入休眠，
１１月２４日升温，第２批８棚１１月１日人工摘叶
后低温处理，１２月８日升温，第３批１棚自然落
叶１１月１５日进入休眠，１２月１５日升温。
试验结果分析
４１棚内温度演变特点

采用人工低温集中处理法可使棚内日平均温
度降低３ｏＣ以上，有效休眠温度时数延长２５ｈ，
并且在夜间有较长时间的低温时段，能加快满足
休眠的需冷量要求。覆盖物不同对休眠期长短有
影响，如草帘间隙大，覆盖遮光差，草苫密实遮
光好，覆盖草帘棚内外温度差异比使用草苫小，需
冷量满足时间长。

棚内温度日变化趋势与外界相同，呈现出一
高一低型，最高温度出现在１５时左右，最低温度
出现在０７－０８时。

图１油桃休眠期棚内外逐日最高温度对比图

由于草帘对太阳光的遮挡，棚内处于黑暗状
态，日平均最高温度比棚外最高气温低２．８ｏＣ，环

境温度越高差异越大。棚内日最低温度在拉起草
帘和通风情况下与棚外是一致的，覆盖草帘则可
比环境温度高出５～８ｏＣ。

晴朗天气下棚内开始升温时间与外界相同，
升温幅度小，升温在３ｏＣ燉ｈ左右，１３时后温度变
化平缓，维持至１６时便开始降温，比外界早降温
１ｈ，降温前３ｈ棚内降温幅度大于棚外，可多降
温２ｏＣ，在夜间２４时后降温幅度很小。阴天棚内
温度变化平缓，整日内温度均在７２ｏＣ以下。

从平均情况看，棚内温度比棚外迟０５ｈ升
到７２ｏＣ以上，由于降温早且降幅大，可提前２ｈ
下降至７２ｏＣ以下，温度小于７２ｏＣ日平均累计
时数棚内多２５ｈ，１１月１０日后差值加大。

图２油桃休眠期逐日＞７２ｏＣ时数对比图

４２休眠时间分析
低温集中处理早，需冷量满足快；升温时间

不同，果树花期有差异。从２００２年试验看，首批
休眠的油桃，完全满足需冷需求在１１月３０日，第
二批在１２月７日低温积累达到要求，最后一棚到
１２月１５日才可升温。

果树从萌芽到开花需一定积温，升温早花期
也早，１１月２４日升温初花在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１日，
１２月８日升温的初花在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１日，最后
升温的初花在２００３年月底。花期持续时间大致相
同为２０ｄ，授粉座果良好。

通过对１９９６－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温度小于７２ｏＣ
日数分析，从１０月１５日起，有１０ｈ以上的温度
小于７２ｏＣ。秋季霜冻后，桃树叶呈半脱离状态，
完全落叶到１１月中旬，等自然落叶后再开始低温
处理，是普遍采用的方法，但没能很好地利用气
候资源。根据试验，在霜冻以后树叶半脱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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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地区ＴＭ影像重采样方法研究
卓静，邓凤东，李登科，张京红
（陕西省农业遥感信息中心，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以１９９７年ＴＭ影像为遥感信息源，探讨利用ＥＲＤＡＳＩＭＡＧＩＮＥ对陕北地区ＴＭ影像进
行重采样的方法。通过对最邻近法、双线性内插法和立方卷积三种方法优缺点的比较，认为双线
性内插法最适合陕北地区遥感影像的重采样。
关键词：遥感；ＴＭ影像；陕北地区；重采样
中图分类号：Ｐ４０７８ 文献标识码：Ｂ

陕西省地处我国西北内陆东部，是黄河、长
江上中游重要的生态屏障。通过生态环境建设，维
持陕西境内支流的水源再生，对缓解黄淮平原水
资源短缺的状况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西部大
开发中，陕西省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是一项十
分重要的基础性内容。陕北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和
地形地貌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使其经济与社会
发展相对较为落后，以往的资源开发往往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这种非科学地开发活动对环境的破
坏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因此，这一地区被列为国
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区域之一。以陕北地区为
试验区，经过反复实验，研究不同重采样方法对
该地区ＴＭ遥感影像中不同地形特征的影响，得
到了适合该地区遥感影像的重采样方法，对解决

该地区生态环境动态监测遥感用图在处理过程中
的信息损耗、数据变形等问题提供了较好的解决
办法。
试验区概况

研究区域覆盖了整个陕北黄土高原区。海拔
在９００～１５００ｍ之间，面积约为８４０００ｋｍ２，占
全省土地总面积的４０９％。东以黄河为界，西、北
以省界为限，南以“北山”与关中相隔，主要地
貌类型为黄土梁峁丘陵和沟谷深切的黄土塬，在
风、流水等外营力作用下，坡面侵蚀剧烈，沟谷
发达，地面破碎，地形变化复杂。主要包括长城
沿线高原风沙滩地区、黄土梁峁丘陵沟壑区和渭
北黄土高原沟壑区等３个亚区，其中前２种区域
占整个陕北地区的大部分。干旱少雨且降水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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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扣棚开始低温集中处理，可将低温集中处理开
始时间提前到１０月中旬，较以前提早１个月，经
过３０～４０ｄ的低温处理后，在１１月２０日前后升
温，可使果实上市时间提前２０ｄ。
４３提早升温

棚内气温提升快于地温，需１５ｄ地温可升至
１０ｏＣ以上。为充分利用升温后至萌芽前这一阶段
棚内每日夜间温度平均有１６ｈ的有效时段，今年
在１个大棚需冷量还差１５０ｈ的情况下进行升温

试验，到果树萌芽时保证了需冷量的满足，又将
升温时间适度提前了７ｄ，使果树花期和上市时间
也提前了５～７ｄ，对升温时间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棚内温度受外界温度的影响和制约，棚内外
温度有很好的相关关系，利用这点可使用气象台
站的观测资料，分析当地果树休眠结束时间，指
导农民生产，避免因为气候变化而导致种植失败，
提高科技管理水平，增加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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