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桃春季物候期与气温之间的关系

韩亚东1 , 于长文2 , 刘雪峰1
 ( 1 . 沈阳农业大学农学院, 辽宁沈阳110161 ;2 .河北省气象局 ,河北石家庄050053)

摘要  通过对沈阳历年京桃始花日期的分析 , 得出京桃始花日期主要和开花前第2 天日平均气温和3 ～4 月平均气温呈显著负相关 , 京
桃开花早晚可预测4 月中下旬温度的高低 ;并认为导致花芽不能正常膨大的原因主要是3 月10 日前后最低气温在- 10 ℃以下 , 而且低
温前后温度变化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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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the Spring Phenophases of Prunus davidiana Franch and Temperature
HAN Ya- dong et al  ( College of Agronomy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161)
Abstract  The data of the beginning flower stage of Prunus davidiana Franchfor past years was analyzed in this paper ,its beginning flower stage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the meantemperature of two days before the beginningflower stage ,and the meantemperature i n March and April of the
same year ha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it .The ti me of beginning flower stage canforecas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middle and last ten-day of April .The
cause that bud could not be swelling was that the lowest temperature under - 10 ℃around 10th March with big change of temperature before-and-after the
lowest tempera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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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桃也称山桃, 主要特点为喜光, 较抗寒, 耐干旱, 适应

性强, 早春花繁色艳 , 冬季干皮光亮呈紫红色, 观赏价值颇

高。由于京桃开花较早, 其发芽、开花受温度影响很大, 笔者

通过对沈阳历年京桃发芽、开花始期的分析, 试图找出京桃

花芽膨大、开花与温度之间的关系, 从而为沈阳绿化及周边

校园内对春季观花树种合理选取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来源与计算方法

京桃的春季物候资料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地面

表层系统研究室中国物候观测网, 年限1963 ～2005 年, 其中

有观测计录的年份共28 年。气象资料来自沈阳农业大学应

用气象系, 气象要素包括沈阳历年逐日平均气温、最低气温。

在计算相关系数的过程中, 把树木出现的物候日期转化成时

间序列。以1 月1 日为1 , 依次类推, 计算物候期对应时间序

列与温度的相关系数。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 分析历年3 月

份日最低温度对花芽膨大的影响 , 试图找出未开花年份花芽

不能正常膨大的原因。

2  结果与分析

2 .1 京桃开花始期和温度、积温的关系 在早春, 温度是决

定树木物候期早迟的主要因素之一。气温的高低决定树木

物候期温度临界值通过的日期, 也就是说只有当气温或土温

超过某一临界值后, 早春树木的发芽、开花等物候现象才会

到来。沈阳京桃始花期平均日期为4 月14 日, 标准差为3 .7

d。京桃始花期最早的是1975 年, 始花期为4 月5 日, 最晚的

是1980 年, 始花期为4 月20 日, 二者相差15 d。统计京桃开

花始期与其开花前几天的日平均温度的相关关系为: 开花当

天相关系数为0 .0129 7 , 开花前1 d 为 - 0 .135 3 , 开花前第2 、

3 、4、5 天分别为- 0 .556 1 * * 、0 .103 4、0 .202 8 和0 .019 4 , 可看

出京桃与开花前第2 天日平均气温呈极显著相关关系( 历年

开花前第2 天的平均温度为11 .05 ℃) , 说明京桃开花始期对

其开花前第2 天的温度较敏感, 温度高则开花提前。

对树木开花来说 , 不仅要求一定的温度强度, 而且要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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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一定的积温才能完成其生活周期。统计得始花期与开花

前5 、10、15、20 d 积温 的相 关系 数分 别 为 - 0 . 460 34 * 、

- 0 .147 30、- 0 .129 97 和0 .365 58 , 得出京桃开花始期与开

花前15 d 内的积温( 日平均温度累加) 呈负相关关系, 但只有

开花前5 d 积温对开花的影响要大一些, 达显著水平。

表1 是京桃开花始期和各个月份平均气温值之间的相

关性分析。由表1 可知, 京桃始花期与开花当年3 月、3 ～4

月气温值达显著相关 , 与4 月、2～5 月、3～5 月气温值的相关

性达极显著, 而与5 月份以后的月平均气温、11～3 月及12 ～

2 月温度不相关。说明京桃始花期主要随3、4 月份气温的升

高而提前。图1 是京桃开花始期与4 月平均气温的关系, 从

中可看出, 京桃始花期所在各年份的温度正距平值年份较

多, 而日期的负距平值年份较少, 说明多数年份在平均开花

日期之前开花。

  表1 京桃开花始期与各月平均温度相关关系

月平均温度∥℃ 相关系数 月平均温度∥℃ 相关系数

T3 - 0 .524 9* T3～5  - 0 .688 2 * *

T4 - 0 .722 7* * T5～9 - 0 .179 8

T5 0 .074 6 T9～11 0 .015 6

T2～5 - 0 .638 4* * T11～3 - 0 .237 1

T3～4 - 0 .8 * * T12～2 - 0 .078 2

图1 京桃开花始期与4 月平均气温的关系

  从开花始期与各月积温的关系来看, 京桃与3 ～4 月活

动积温、4 月份活动积温、4 月份下半月及4～5 月的活动积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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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达极显著水平( 表2) 。京桃始花期均与当年≥0 ℃

的活动积温值和≥10 ℃的活动积温值无相关性。

结合表1、2 的分析可知 ,3 月份和4 月份无论是平均温

度还是活动积温对开花始期的影响都较大, 由于京桃始花期

和4 月下半月的积温呈显著相关, 而与5 月份的平均温度相

关不显著; 说明由3 月份温度的高低可预测京桃开花早晚 ,

而京桃开花早晚还可预测4 月中下旬温度的高低。由于京

桃开花与当年≥0 ℃活动积温值、≥10 ℃活动积温值相关性

都不显著, 说明京桃开花的早晚与当年生长季没有明显相关

关系。京桃开花与前一年11 月～当年3 月及前一年12 月～

当年2 月月平均温度的相关性不显著, 说明前一年冬季温度

高低同样对京桃开花早晚影响不大。

  表2 京桃开花始期与各个时段积温的相关系数

积温 相关系数 积温 相关系数

T( 2～3 月) - 0 .380 76 T(4～5 月)  - 0 .705 69 * *

T( 3～4 月) - 0 .883 12* * T( 当年≥0 ℃) 0 .000 3

T( 4 月下半月) - 0 .826 21* * T( 当年≥10 ℃) - 0 .445 9

T( 4 月) - 0 .653 82* *

2 .2 未开花年份花芽膨大与最低温度的关系  从1963 ～

2005 年, 有观测计录的年份共28 年, 其中记录花芽膨大的年

份有15 年, 其他年份记录的是叶芽膨大, 花芽被冻死而不能

开花的年份有1966 、1967、1978 和2005 年。通过分析这15 年

的资料, 得出花芽膨大的平均日期为3 月26 日, 最早的是

2004 年为3 月14 日, 最晚的1974 年为4 月5 日。通过分析历

年3 月平均气温和最低气温与花芽膨大的关系, 认为最低气

温影响花芽正常膨大。

不同的年代气候变化特点不同, 树木对气温的变化会有

一定的适应性,1965 年在60 年代温度较低,1974 和1976 年是

70 年代温度最低的2 年。因此, 把不能正常开花的年份

1966、1967 年和1965 年作比较, 1978 年和1974、1976 年作比

较,2000 年后只有2003 ～2005 年有物候观测资料, 不能正常

开花的年份2005 年和2003、2004 年作比较。

由图2 可见,1965 年在3 月8 日之前温度较低, 但是温度

变幅很小, 而1966 年从2 月28 日的2 .3 ℃降到3 月8 日的-

14 .9 ℃。1967 年从3 月3 日的- 0 .6 ℃到3 月7 日的- 12 .4

℃, 可见1966 和1967 年不仅出现了较低的温度, 而且从零度

左右降到- 10 ℃以下 , 温度变幅大。3 月10 日后3 年的温度

都升到 - 10 ℃以上, 温度变幅也较小。

图2 1965～1967 年3 月日最低温度

  图3 是1974 、1976 和1978 年3 月日最低温度随时间变化

情况。由图3 可知, 在这3 年中每年都有低于 - 10 ℃的低

温, 而且1974 和1978 年气温变化趋势相似, 都在3 月11 日前

后出现最低温度 , 不同的是1978 年温度回升较1974 年慢。

1978 年温度较高 ,1974 和1976 年温度较低。这说明在温度

较高的年份出现1 次低温可能导致花芽不能正常膨大, 但是

1976 年也出现了1 次低温 , 却能够正常开花, 由此可知, 导致

花芽不能正常膨大的并不只有温度1 个因子。

图3 1974、1976、1978 年3 月日最低温度

  图4 是2003 ～2005 年的3 月份日最低温度,2004 和2005

年在3 月8 日前都有1 次低温,2004 年在3 月8 日以前温度

都在- 10 ℃以下, 说明这时花芽还处在冬态, 没有开始膨大 ,

抗低温能力较强, 而3 月8 日以后温度升高很快且没有出现

低于- 10 ℃的情况。2005 年在3 月15 日以前温度波动很大

且有2 次低于- 10 ℃。

图4 2003～2005 年3 月日最低温度

3  讨论

沈阳地区京桃开花主要受气温的影响。在观花树种中 ,

京桃开花的早晚不仅与3 月和4 月的平均温度相关, 而且还

和即将开放的几日内的温度有关, 在即将开放的1 ～2 d 内 ,

如遇到低温天气, 开花将明显推迟, 杏树开花期的这一现象

也很明显。

利用早春物候现象来预测当年春季气温回暖的早晚具

有一定的科学性。节气定农时很难反映气候的年际变化, 而

物候现象的出现是过去一段时期内气象要素的累积指标, 能

反映作物对环境的综合要求, 而且很直观。笔者认为京桃开

花早晚可预测4 月中下旬温度的高低 , 京桃开花较早的年

份,4 月中下旬温度偏高, 对当地大田作物播种具有一定的参

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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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完成。公司采用“联基地带农户”的发展模式, 实

施“公司、科研院所、农户”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 引进国际最

新低温加工技术, 利用冻干全自动生产线和大容量速冻加工

生产线, 并采用现代最新包装技术( 调理杀菌充气包装系

统) , 按照国际食品安全、卫生、质量标准对农户的黄花菜进

行深加工, 形成了“映武”黄花菜品牌。

2  祁东县黄花菜生产现状分析

2 .1  种植面积大, 生产加工能力强  黄花菜作为“祁东三

绝”之一, 已有500 多年的种植历史。新中国成立的1949 年 ,

祁东县黄花菜种植面积1 230 hm2 , 总产1 400 t 。随着农村联

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实施 , 种植面积不断扩大,2005 年祁东

县黄花菜种植面积已达1 .07 万hm2 , 从业农民达35 万人, 黄

花菜年产量达3 万t , 占全国总产量的7 成左右, 年产值3 亿

多元, 成为全国黄花菜主产区, 黄花菜年产业总收入占全县

GDP 的10 % , 占农业生产总值20 % 。祁东菜农每年户均收入

从10 年前的220 元增加到3 800 ～4 500 元[ 2] 。种植面积的扩

大, 促进了生产加工能力的加强。1995 年投入400 万元的扶

助资金, 在石亭子组建了祁东县黄花集团公司 , 实行产加销

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经营。2003 年再度投资3 951 万元, 建

立1 300 hm2 无公害黄花菜生产基地和4 条加工生产线。

2 .2  “映武”牌黄花菜独领风骚  1995 年, 祁东黄花集团公

司研制的“映武”牌脱水免蒸保鲜黄花菜, 在中国第三届乡镇

企业出口商品展览会上荣获金奖 , 打响了祁东黄花菜在国内

外市场上的第一个品牌。在近几年湖南省举办的几届农博

会上,“映武”牌黄花菜连获金奖 , 被列为湖南名优农产品10

大品牌之一。2000 年, 该公司又开发出即食黄花菜, 经中国

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证 , 获得绿色食品使用证书, 并被湖南

省消费者协会评为湖南省消费者喜爱的绿色食品。2001 年 ,

经省工商局评定,“映武”牌黄花菜注册商标为湖南省著名商

标。从此 ,“映武”牌系列黄花菜一直在国内外独领风骚。

2 .3  营销网络遍布国内外 祁东黄花集团作为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在全国大中城市设置有13 个办事处和

49 个销售网点, 营销网络覆盖了国内90 % 的黄花菜市场。

1996 年 , 公司获得产品外销自营出口权, 分别在澳大利亚、新

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港澳台各地设立了经销处或联络

处, 先后与20 多位港澳台商和外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贸易

关系。“映武”牌黄花菜在国内和出口两个市场上占有的份

额分别达70 % 和75 % 以上, 公司业务量每年以30 % 的幅度

快速增长。在近年国内农产品市场普遍不景气, 不少农产品

销量和价格频频下滑的形势下,“映武”牌黄花菜产品持续畅

销, 价格一路上涨 , 由过去的3 .8 元/ kg 提高到10 元/ kg , 产区

菜农从黄花菜产业中获得的收入已达2 .8 亿元。

3  祁东县黄花菜产业化经营存在的问题

3 .1 新工艺推广受阻, 标准化意识淡薄  祁东县种植黄花

菜历史悠久 , 部分农民还沿袭传统的分散加工技术, 使加工

品不利于进入市场, 更难进入国际市场 , 且劳力消耗与燃料

消耗均较大。要加强宣传, 让农民逐步接受新工艺。

3 .2 营销渠道不规范, 经营环境欠佳  在经营环境方面主

要存在3 方面问题: 一是收费、罚款、摊派项目多、数额大, 企

业难以承受[ 3] ; 二是过境关卡多 ; 三是流通中间环节有待规

范。上述问题阻碍了黄花菜产业化经营的发展。

4  祁东县黄花菜产业化经营对策

4 .1 加强经营环境的治理 加强经营环境的治理, 彻底刹

住“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 是保证黄花菜产业化经营

的重要手段。建议当地有关部门以文件形式下发收费项目

到企业 , 凡文件没有列入的项目, 企业一律拒付。同时建立

违规收费责任追究制, 对“三乱”行为实行谁开口子就查处

谁, 且一查到底, 绝不手软 , 彻底治理公路运输环境, 实行全

省统一治理检查和纠正, 为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4 .2 加强技术指导, 实施标准化生产 我国已加入 WTO, 农

产品如达不到国际标准就会被淘汰。实现“从田间到餐桌”

全程生产和管理国际标准化, 是我国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

必由之路。中国农产品要闯出国门, 就要全方位按照世贸规

则办事, 用国际标准来检验产品, 即农产品也要围绕国际标

准安排生产、加工、包装储运, 改进传统耕作模式, 组织营销

队伍挺进国际市场 , 在农村掀起一股“想国标、干国标”的热

潮。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加工环节的技术指导 , 引导农户

将黄花菜售予黄花集团加工、销售处理。这是祁东黄花菜形

成祁东品牌的要求, 也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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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4518 页)

  物候期主要是由气候决定的 , 笔者统计得出京桃始花

期与≥0 ℃、≥10 ℃积温无关, 而主要与3 ～4 月、4 月及4

月中下旬积温相关。这说明京桃始花期的早晚不能反映当

年气候的冷暖 , 但和当年春季的积温相关。

笔者初步认为导致花芽不能正常膨大的原因可能是3

月10 日前后几天温度在 - 10 ℃以下, 而且低温前后几天有

较大的温度变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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