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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县川道塑料中棚早春茬黄瓜、
秋延茬番茄气候生态适应性分析
张文忠１，张保东１，刘彬２，高联门２，雷小云２

（１彬县农业技术推广站，陕西彬县７１３５００；２彬县气象局，陕西彬县７１３５００）
摘要：从温度条件及生育期不利气象因素分析了彬县川道塑料中棚早春茬黄瓜、秋延茬番茄的
气候生态适应性，提出该区塑料中棚早春茬黄瓜的适宜播期为２月下旬—３月上旬，秋延茬番茄的
适宜播期为５月下旬—６月下旬，并提出主要气候灾害防御措施。可用以指导同类地区的生产实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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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县泾河川道地区地势平坦，海拔８００ｍ左
右，年平均气温１１５℃，年平均日照２１９６０ｈ，
年平均降水量５３５１ｍｍ，光热水条件较好，土壤
肥沃，灌溉条件好，是本地蔬菜主要产区。近年
来，该区大力发展蔬菜设施栽培，其中塑料中棚
以其投资少、见效快、生产易、成本低、风险小、
效益高、调整快、启动快、推广快等特点而迅速
被群众接受，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初步形
成了以中棚早春茬黄瓜、秋延茬番茄为主要栽培
模式的生产格局，单棚（钢管骨架，南北延长，宽
６ｍ，中高２７ｍ，肩高１５ｍ，长６０ｍ，面积３６０
ｍ２）产黄瓜４０００ｋｇ，番茄２５００ｋｇ，收入６０００
元。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丰富了城乡人民的

“菜蓝子”。中棚早春茬黄瓜在温室大棚黄瓜基本
收毕而露地黄瓜尚未上市前采收上市（４月底—６
月初），且上市愈早，效益愈高；秋延茬番茄一般
在露地番茄收毕而温室大棚番茄尚未上市之前采
收上市（９月初—１０月底），且上市愈迟，效益愈
高，采收后经过贮藏延迟上市，效益可进一步提
高。但在实际生产上，群众对关键技术把握不准，
早播或迟播，抗灾防灾避灾减灾意识不强，管理
不当，以致出现幼苗生长不良，因灾因病毁苗，产
量质量不高，上市时间不当，丰产不丰收等问题。
生育期温度条件分析

黄瓜、番茄生长发育需要适宜的温、光、水、
气条件，其中温度是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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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到１９９９年才被禁止。如今这种偷伐滥伐的
现象时有发生。
３４进一步发挥气象部门的作用

气象部门在抵御重大洪涝灾害中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及时准确的气象信息在防汛抢险中往
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紧密相关，是各级政府正确、科学地指挥防灾抗
灾的重要依据。这要求在继续重视对突发性暴雨

（特别是大暴雨）研究的同时要加强短时预报方法
和技术的开发力度。一方面要及时引进先进的设
备和技术，开发卫星云图、雷达探测等实用预报
系统，另一方面要利用现有的实时气象资料研制
短时强降水的预报方法，更早地判断出局地突发
性暴雨的强度、落区和持续时间。只有这样，才
能在抗洪抢险中充分发挥气象部门的作用，力争
使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９４２００３（１） 陕西气象



１１黄瓜
黄瓜具有喜温、喜湿、喜肥和耐阴的特性，其

对温度的要求比较严格，健壮植株生育的界限温
度（包括昼夜温度）为１０～３０℃，超出此范围，生
长发育受到严重的阻碍。健壮植株的冻死温度为
０～－２℃，通常在１０～１２℃下，生长发育非常缓
慢甚至停止，但经过良好低温锻炼的幼苗可忍耐
短时间０℃左右的低温。在３５℃左右，植株的同
化产量和呼吸消耗处于平衡状态，３５℃以上则生
育不良，４０℃以上则会引起落花落果。生育期间
以白天２５～３０℃、夜间１５～１８℃为宜，昼夜温差
以１０℃左右以宜。适宜的地温为２０～２３℃。当地
温低于１２℃时，根部生长受阻，根毛不易发生，同

时地上部生长也受到抑制，甚至出现叶片退绿、缺
乏光泽。但高于３０℃时，根的活动能力又会减弱，
再高会使植株老化、减产。由播种到果实成熟，需
要有效积温为８００～１０００℃（最低有效温度为１４
～１５℃）。从彬县实际来看，中棚早春茬黄瓜棚内
再加小拱棚，双层覆盖可以抵御外界－５℃的低
温，彬县早春低于－５℃的低温最迟出现在２月底
—３月初，因此，可以将播种期安排在此期，使幼
苗期处于比较安全的时期，并使棚内最低温度保
持在１０℃以上。根据积温向后推算出彬县中棚早
春茬黄瓜的生育时期，见表１。在播前２０～３０ｄ扣
膜增温，在外界日平均气温达到１５℃以上时揭膜
（４月下旬—５月上旬）。

表彬县塑料中棚早春茬黄瓜秋延茬番茄生育时期
生育期 扣膜 播种 出苗 开花 坐果 始收 收毕 全生育期

时间燉（旬燉月）
黄瓜 上燉２ 下燉２—上燉３ 上燉３ 上燉４ 下燉４ 上燉５ 中燉６下燉２—中燉６
番茄 上燉６ 中燉６ 中燉７ 上燉８ 中燉９下燉１０上燉６－下燉１０

生育期 扣膜播种 播种出苗 出苗开花 开花坐果坐果始收始收收毕全生育期
持续时间燉ｄ

黄瓜 ２０ １０ ２５ ２０ １５ ５０ １２０
番茄 １０ １５ ２０ １５ ４５ １５０

１２番茄
番茄具有喜温、怕霜、喜光、怕热等习性。在空

气中ＣＯ２的含量正常时，其光合作用最适宜的温
度为２０～２５℃，低于５℃时，生长缓慢，受精不良，
花器官的发育受阻。温度降到１０℃时，植株停止
生长，番茄的致死低温一般为零下１～２℃。如温
度上升到３０℃时，光合作用也显著减弱，在３５℃
以上时，就会停止生长。高温也使生殖生长受到干
扰和破坏，尤其是在花芽发育的减数分裂及受精
期表现更为明显。种子发芽的适温为２５～３０℃，
发芽期最低温度为１２℃左右。幼苗期的适宜温度
白天为２０～２５℃，夜间为１０～１５℃。番茄在开花
期对温度的反应比较敏感，白天适宜温度为２０～
３０℃，夜间为１５～２０℃，低于１５℃或高于３５℃都
不利于花器的正常发育，结果期白天适温为２５～
２８℃，夜间１５～２０℃，温度低果实生长缓慢。要确
保番茄的产量，必须要有足够的积温。番茄全生育
期需有效积温２７００～３２００℃（最低有效温度为
１４～１５℃），其中出苗到开始收获需要２０００～２

２００℃，结果期需７００～１０００℃。
从彬县实际来看，中棚秋延茬番茄多种植中

晚熟品种，最迟应在棚内出现霜冻前采收完毕，一
般安全有效生长末期在１０月下旬左右，此期棚内
最低温度仍可保持在１５℃左右。根据积温，以此
向前推算出彬县中棚秋延茬番茄的生育时期，见
表１。一般在外界最低气温达到１５℃时扣膜增温
（８月下旬—９月上旬）。晚熟品种（１５０ｄ以上）和
留果穗多的（４穗以上）应提前播种，早熟品种（＜
１２０ｄ）和留果穗少的（４穗以下）应延迟播种，以
便使番茄全部成熟，适时上市。每多留或少留１穗
果，则播期提前或推迟１５ｄ左右，不少于２穗果，
最多５穗果。最早不应早于５月２０日，上市太早，
效益不高，且管理难度加大，大苗移栽，易感病毒；
最迟不应迟于６月３０日，过迟产量较低，效益不
高，且后期条件不利番茄膨大着色，质量不高。
生育期主要不利气候因素分析及防御
２１高温

中棚早春茬黄瓜的后期（６月上中旬）和秋延

０５ 陕西气象 ２００３（１）



茬番茄的前期（６月上旬—８月下旬）正值炎热的
夏季，常出现３５℃以上的高温天气，对黄瓜后期
生长结果和番茄幼苗生长、开花、坐果极为不利。
如高温再加上降水过多，则易使植株感染高温高
湿病害，如黄瓜霜霉病、番茄早疫病等；如高温
再加上干旱强光，则易使植株感染高温低湿病害，
如黄瓜白粉病、番茄病毒病等。因此，要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高温危害，有效的方法是在棚上搭
遮阳物（旧薄膜或遮阳网等），遮荫降温，并科学
地调控湿度和水分，促进植株生长，严防病害发
生蔓延。
２２低温

中棚早春茬黄瓜的前期（３月上旬—４月中
旬）和秋延茬番茄的后期（９月中旬—１０月下
旬）易遇过低的温度，常常会发生冻害和寒害，或
生长不良，或受冻致死，加之植株都在棚内生长，
湿度较大，又极易诱发低温高湿病害，如黄瓜霜
霉病、细菌性角斑病、番茄晚疫病、灰霉病等。因
此，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低温危害。黄瓜要适
时播种，在幼苗期要进行低温抗寒锻炼，开花坐
果期要防止徒长，以增强抗寒性；番茄要防止茎
叶徒长，尽量在霜冻来临前采收完毕。同时要增
加覆盖物（如棚上加防寒膜、棚内加保温膜或小
拱棚等），保温防寒，要控制棚内湿度（如减少浇

水次数、浇水量，地面覆盖麦草或地膜，膜下暗
灌等），防止病害蔓延。
２３连阴雨

中棚黄瓜、番茄生长期的３—１０月，常会出
现连阴雨或连阴天气，特别是扣膜期（早春、晚
秋）出现的连阴雨天气，常常伴随着低温天气，过
程愈长，危害愈大，因低温寡照影响，植株轻则
出现生长不良、落花落果、病害发生等现象，重
则生长停止、病害蔓延、受冻致死。长期连阴雨
天气骤晴后，又会因高温、强光而发生烧苗现象，
或者发生霜冻。如２００２年４月下旬出现连续７ｄ
的阴雨天气，加之管理不当，浇水过多，棚内湿
度大，彬县城关镇朱家湾村的部分中棚黄瓜出现
徒长，落花落果，灰霉病、霜霉病严重发生，对
产量和效益影响较大；８月中旬出现持续１０ｄ的
低温阴雨天气，使秋延茬番茄生长缓慢，开花坐
果不良，落花落果，果实膨大转色缓慢，病害发
生，对产量和效益影响十分严重。对此，要注意
收听天气预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进行防御。在保温防寒、增温控湿（如增
加防雨防寒膜、控制浇水等）的基础上，关键是
要保花保果（如人工授粉、激素点花），防治病害
（如用烟雾剂、粉剂农药防病），加强久阴乍晴后
的管理（如遮荫、喷水）。

特殊情况下风观测中应注意的问题
当风自记仪器有故障时，使用ＤＥＭ６型轻便风向风

速表和目测风向风速时应注意的问题。
１《地面气象观测规范》１４９页规定：轻便风向风速表观
测风速：“读出风速示值（米燉秒）将此值从该仪器订正曲
线上查出实际风速，取一位小数。”按此规定往往让人觉
得这就可以代替自记风的记录了。实际上《地面气象观测
规范》技术汇编２６页明确指出“在定时观测使用轻便风
向风速表时，观测记录风速只取整数。”在制作报表时，应
注意用其代替自记记录输入计算机时需补“０”和加
“”。
２在使用ＤＥＭ６型轻便风向风速表时，一定要看清它的
检定日期，如果仪器超检了，就只能使用目测风向风速。

不能因为风自记仪器出了故障而观测时间又不等人，就
不顾仪器是否超检而拿来观测。这在有的观测站是有深
刻教训的。
３在目测风向风速时，《地面气象观测规范》１５０页规定
先估计风力，再目测风向。在日常观测中不少观测员在值
班日记中交待：目测风速３ｍ燉ｓ，而不交待估计风力的等
级。实际上在风力为３级时，按“风力等级表”对应的风
速的中数值为４ｍ燉ｓ。因此这个值班员用目测风力得出的
风速值是错误的。另外目测风向时要记住，《规范》规定
用８个方位，千万不要记成１６个方位。

（任远雄）

１５２００３（１） 张文忠等：彬县川道塑料中棚早春茬黄瓜、秋延茬番茄气候生态适应性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