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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黄姜气候条件分析
卫选能

（汉阴县气象局，陕西汉阴７２５１００）
摘要：根据考查山区黄姜的生长状况，结合多年实测的气象资料进行全面的利弊分析。认为热
量资源和水分条件是制约黄姜生长的主要因素，山区垂直气候带分布明显，海拔６００ｍ以下适宜
种植黄姜。气候灾害对黄姜生长危害极大，主要是针对干旱、冷害、雨涝和渍水采取相应的防范
抗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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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姜简介
黄姜属薯蓣科单子叶、多年生草质缠绕藤本

植物。黄姜的地下根状茎是提取“皂素”物质的
重要原料。皂素物质可以合成生产具有消炎、镇
痛、麻醉、避孕等功效的肾上皮质激素、性激素、
蛋白同化激素三大激素类药物６０多种。黄姜皂素
珍贵，作用大，价值非常高。目前尚无其它替代
品，故医学界称之为“药用黄金”。经测定，汉阴
生长的黄姜、皂素含量很高，品位最佳。

依据１９６０－２００２年共４１ａ（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
缺测）实测的汉阴地面气象要素，结合汉阴县农

业气候区划中部分指标，对汉阴黄姜生长的气候
条件进行科学的分析利用。
适宜生长的气候条件
２１热量条件

黄姜喜欢温暖。适宜在山地棕壤或腐殖质较
厚的中性偏酸，坡面∠２５°的向阳坡土壤中生长。

黄姜生长一个周期需要２２５～２５０ｄ。当温度
稳定通过１０ｏＣ，开始发育；温度降到１０ｏＣ以下
时，停止生长。最适宜生长的温度是１５～２５ｏＣ；年
平均温度为１６～１８ｏＣ，年积温为５８４０ｏＣ·ｄ以
上。汉阴的热量条件如表１所示，海拔４００ｍ以

表汉阴年平均积温和大于ｏＣ天数

海拔燉ｍ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８００ ９００ １０００
北山年积温燉ｏＣ·ｄ ５７５１１５５４０６５３３０１５１１９６４９０９１４６９８６４４８１４２７７６
北山＞１０ｏＣ天数燉ｄ ２３０ ２２５ ２２０ ２１５ ２１０ ２０５ ２００ １９５
南山年积温燉ｏＣ·ｄ ５７３７８５５３９０５３４０２５１４１４４９４２６４７４３８４５４５０４３４６２
南山＞１０ｏＣ天数燉ｄ ２３１ ２２５ ２１９ ２１３ ２０７ ２０１ １９５ １８９

下，最适宜于种植黄姜。
２２水分条件

黄姜喜欢湿润。适宜在土壤疏松、排水性好、
通气性好、保湿、水分均匀的环境中生长。它在
生长期间要求适宜的降水总量为７５０ｍｍ以上。

由表２可见，黄姜生长期间降水量月河川道
７９２２ｍｍ，北山是７４５０ｍｍ，南山是８４１１ｍｍ，
尤其是植株旺长的７月份，降水量达到最高值。所
以雨量充沛，能满足黄姜生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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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汉阴黄姜生长期间各月平均降水量 ｍｍ
月份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合计
月河川道 ６９２ ９９９ １０９４ １６３６ １２２６ １３９５ ８８０ ７９２２
北山 ６１２ ９２２ １０４８ １４７０ １１６５ １２７５ ９５８ ７４５０
南山 ６３６ １００１ １０６６ １６９０ １３４３ １４８４ １１９１ ８４１１

２３光照条件
黄姜适宜生长在落叶与常落叶混交的疏林内

及其边缘和疏灌林内的阳坡区，是半阳性植物，地
上的藤叶部分喜欢散射光照。要求年日照时数为
１７５０ｈ以上。汉阴累年平均日照是１６５９６ｈ，低
于要求指标１００ｈ左右。但是自１９９８年以来，日
照稳定偏多，连续５ａ平均日照是１７４４１ｈ，所
以能满足黄姜生长需求。
２４风条件

汉阴常年多偏南风，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充
足的暖湿水气，有利于黄姜的发育生长。微风还
可以促进花期传粉结果。若出现大风，往往是由
于偏北强气流南下所致，据累年６－９月份的统计
结果，偏南大风８次，占３２％，累年出现频率是
２０％；偏北大风１７次，占６８％，累年出现频率是
４１％。由于东西走向的秦岭、凤凰山屏障作用，故
对向阳坡生长的黄姜无大影响。
生育期不利的气候条件
３１干旱

黄姜生长怕严重干旱。当持续≥２５ｄ的降水
量小于同期平均降水量的６０％，为严重干旱时
段。经普查生育期累年出现的严重干旱次数如表
３所示。

表汉阴干旱次数统计
月份 ４ ５ ６ ７ ８ ９１０

出现次数 ７ ８１１７１４１７７
累年出现
频率燉％ １７２０２７１７３４４１１７

５－６月份出现的严重干旱次数较多，累年出
现频率较高，称初夏干旱。黄姜正进入繁茂的藤
叶生长，蒸发量大，需要充足的水分补充，但干
旱致缺水，使藤叶脱水、萎缩、倒苗。８－９月出
现的严重干旱次数最多，累年出现频率最大，俗

称伏秋旱。严重影响藤叶现蕾开花，毁坏花瓣，甚
者，藤叶干黄致死，使地下根状茎发育生长困难，
造成极大损失。
３２冷害

８月下旬至９月中旬，黄姜生长进入开花授
粉盛期。凡日平均气温≤１８ｏＣ，持续时间≥２ｄ，
则算一次严重冷害。

表汉阴冷害统计
时间燉（旬燉月） 下燉８ 上燉９ 中燉９
出现次数 １ ６ １５

累年出现频率燉％ ２ １５ ３７

由表４可见，９月中旬冷害出现频率最高，不
足三年就出现一次。冷害出现，冻毁花瓣幼果发
育受阻，抑制根状茎膨大生长，导致减产。
３３连阴雨和强降水

黄姜生长怕雨涝和渍水。尤其是５－７月份高
温高湿气候条件下，种植在低洼地和平地的黄姜，
若不及时排除渍水，则容易发生真菌性病害，使
藤叶发黑脱落，自上而下涝枯死亡，重者，引起
根状茎腐烂。连阴雨和暴雨以上强降水是致雨涝
和渍水的重要因素。

表汉阴连阴雨、暴雨统计
月 份 ５ ６ ７

连阴雨出现次数 ４０ ２３ ３１
累年出现频率燉％ ９８ ５６ ７６
强降水出现次数 ４ １６ ２８
累年出现频率燉％ １０ ３９ ６８

由表５看出，５月出现连阴雨最多在连阴雨
过程中，常夹带强降水出现，特别是７月，暴雨
以上强降水的出现仅次于连阴雨出现的次数，使
连阴雨过程降水量非常大，土壤湿度过饱和，易
闷坏黄姜，危害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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