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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志塬区气象干旱特征及其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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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１９５５—２０１３年庆阳市西峰气象站气象数据及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西峰区冬小麦、春玉米和马铃薯
产量统计数据，分析了该区域气象干旱特征及其对作物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１）近６０年来，董志塬区的降水量
和干燥度年际变化显著，１９８５年之后起伏进一步加大。整体上看，降水量呈微弱下降趋势，干燥度表现出微弱上升
趋势；多年平均降水量为５５０．６ｍｍ，多年平均干燥度为１．８１。干燥度最大值出现在１９９５年，为３．２２，相应年份的降
水量负距平达到了最大值（－２１６．９ｍｍ）。（２）前一年８—９月份降水量及干燥度对当年冬小麦产量的影响都达到
了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表明播种前底墒对冬小麦产量影响很大；６—７月份干燥度、降水量对春玉米产量的影响
达到了显著水平（Ｐ＜０．０５），其中，７月份的影响最大；而在６月份，干燥度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但降
水量对其产量的影响却未达到显著水平。粮食产量除了受到气象条件的影响外，品种、管理措施也是影响其变化

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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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ＣＣ第五次报告［１］指出全球平均陆地和海洋
表面的温度在１８８０—２０１２年间以每１０年０．１２℃的
速率上升，多年平均升温幅度达 ０．８５℃，气候变暖
已成为不争的事实。２１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强调
可持续发展，而地表气温上升，部分地区降水减少引

起的高温热浪，干旱等一系列极端气候事件已成为

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挑战。据统计，中国每年

因受旱灾而导致的作物减产达到 ２．６×１０１０ｋｇ［２］。
Ｗａｎｇ等［３］的研究表明中国大陆自 １９５０年以来，干
旱事件风险呈增加趋势。Ｚｈａｉ等［４］研究指出自 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中国北方各流域干旱发生的频率
在增加。考虑干旱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研究范围，一

般将干旱分为气象干旱、水文干旱、农业干旱和社会

经济干旱等［５－６］。其中，气象干旱是由异常气候条

件下缺水所引起的，降水是其主要影响因子。而干

燥度［７］作为表征一个地区干湿程度的综合指标，可

从降水、气温、辐射等气象要素的时空组合来反映区

域气候的整体变化［８］，广泛应用于地理学和生态学

等学科研究中，在全球变化研究中已成为一个经常

涉及到的气候指标，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干旱化和荒

漠化等的研究之中［９］。降水量是决定干旱的一个主

要因子，降水距平［１０］是表征其变化的一个主要指

标，在评价气象干旱中也常常用到。

董志塬位于庆阳市中南部，是“陇东粮仓”的主

体，农业在区域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较大，而干旱是

限制该区农业发展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１１］。已有

许多学者就陇东黄土高原气候因子对粮食产量的影

响做了研究。姚玉璧等［１２－１３］用气温、降水、日照时

数等因子表征了气候变化对陇东黄土高原春玉米和

冬小麦产量的影响，Ｈｅ等［１４］用 ＡＰＳＩＭ模型模拟了
在品种、管理措施等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降水和

温度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认为在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
降水量下降、气温上升的背景下，陇东黄土高原粮食

产量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趋势变率为－１０４ｋｇ·１０ａ－１。
本文由干燥度并结合其主要组分———降水量，以地

处董志塬腹地的西峰区为例，分析气象干旱对粮食

产量的影响，以期为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粮食安全与

区域经济发展服务。

１ 研究区概况

董志塬是黄土高原地区黄土沉积较厚，面积最

大的黄土塬，其东西夹于马莲河与蒲河之间，南以泾

河为界与泾川县相望，北以教子川至蔡庙沟为界与

庆城县相接。该区位于半干旱与半湿润过渡区［１５］，

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高温，降水集中，冬

季严寒，雨雪较少，多年平均降水量约为５５０ｍｍ，多
年平均气温约为 ８．９℃（１９５５—２０１３）。土壤以黑垆
土为主，蓄水抗旱，适合农作物生长。至２０１０年，董
志塬区耕地面积１１３３００ｈｍ２［１６］，属于典型的旱作农
业区。

董志塬主要种植冬小麦、春玉米和马铃薯等粮

食作物，一年一熟。冬小麦一般为前一年 ９月下旬
播种，当年６月下旬末、７月初收获；春玉米为 ４月
下旬播种，９月下旬收获；马铃薯则为４月中下旬播
种，１０月上旬收获。

２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气象数据选取西峰区气象站（３５°４４′Ｎ，１０７°３８′
Ｅ）１９５５—２０１３年的观测资料，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
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ｈｔｔｐ：／／ｃｄｃ．ｃｍａ．ｇｏｖ．ｃｎ／ｈｏｍｅ．
ｄｏ），包括：１０ｍ高处风速（ｍ·ｓ－１）、日平均气温
（℃）、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日平均相
对湿度、日照时数（ｈ）、日降水量（ｍｍ）、本站大气压
和日实际水汽压（ｋＰａ）。小麦、玉米和马铃薯产量数
据来源于《甘肃省农村年鉴》［１７］。

潜在蒸散量取 ＦＡＯ５６－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模型
计算得到的参考作物蒸散量 ＥＴ０［１８］，干燥度 ＡＩ为
分析时段 ＥＴ０与降水量 Ｐ之比［９］。公式如下：

ＥＴ０＝
０．４０８Δ（Ｒｎ－Ｇ）＋γ

９００
Ｔ＋２７３ｕ２（ｅｓ－ｅａ）

Δ＋γ（１＋０．３４ｕ２）
（１）

ＡＩ＝
ＥＴ０
Ｐ （２）

式中，Ｔ为日平均气温（℃）；Δ为饱和水汽压 －温度
曲线斜率（ｋＰａ·℃－１）；Ｒｎ为净辐射（ＭＪ·ｍ－２·ｄ－１）；

Ｇ为土壤热通量（ＭＪ·ｍ－２·ｄ－１），在一日之内，近似
为０；γ为干湿表常数（ｋＰａ·℃－１）；ｕ２表示２ｍ处风
速（ｍ·ｓ－１），为观测高度１０ｍ处风速的０．７５倍；ｅｓ表
示饱和水汽压（ｋＰａ）；本文计算中使用的实际水汽压
ｅａ（ｋＰａ）为饱和水汽压 ｅｓ与相对湿度的乘积。

本文用干燥度和降水距平两个指标来分析董志

塬气象干旱特征。用回归分析方法说明不同时间尺

度干燥度和降水量变化与冬小麦、春玉米和马铃薯

产量的关系，从而探讨董志塬区１９５５—２０１３年地表
干湿状况变化的时程特征，分析气象干旱对粮食产

量的影响。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董志塬气象干旱特征

近６０年来，董志塬干燥度多年平均值为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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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平均降水量为５５０．６ｍｍ，降水主要集中在７—９
月份，其中，７月份降水量最大，平均值为１１５．９ｍｍ；
１２月份最小，平均值为 ３４．６ｍｍ。如图 １所示，在
１９９５年，干燥度呈现最大值 ３．２２时，降水量负距平
也达到最大值（－２１６．９ｍｍ）。干燥度的变化不仅取
决于降水，还与气温、风速、水汽压等影响潜在蒸散

的气象因子变化密切相关。从图 １中可看出，１９８５
年之前，降水距平和干燥度起伏较平缓，降水距平与

干燥度距平平均绝对值分别为 ８８．１和 ０．３３，１９８５
年之后二者起伏加大，距平平均绝对值分别为９６．０
和０．３８。从整体上看，董志塬降水量以 ０．８９ｍｍ·
ａ－１的速率呈微弱下降趋势，干燥度以０．００５／ａ的速
率呈微弱上升趋势，Ｍ－Ｋ检验二者变化趋势都不
显著。１９９５年和 １９９７年干燥度与降水距平都出现
两个较为明显的极值点。

图１ 董志塬１９５５—２０１３年干燥度和降水距平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ａｒｉｄ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ＤｏｎｇｚｈｉＬｏｅｓｓＴ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ｆｒｏｍ１９５５ｔｏ２０１３

３．２ 董志塬气象干旱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董志塬作为雨养农业区，降水量小且季节分配

不均是制约当地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本区降水量逐年减少，干旱灾害频发，粮

食产量受到严重影响［１９］。图 ２为董志塬 １９９１—
２０１３年间冬小麦、春玉米和马铃薯三种作物的单位
面积产量。２３年间冬小麦、春玉米和马铃薯的年平
均产量分别为２９５０．８、６８１３．８ｋｇ·ｈｍ－２和 ３５２８．１
ｋｇ·ｈｍ－２（马铃薯产量为其鲜重的 ２０％）。冬小麦、
春玉米和马铃薯单位面积产量在近２３年都呈现上
升的趋势。三种作物的产量在 ２００２年之前波动较
大，之后则平稳上升，其中春玉米产量的波动最大。

１９９７年甘肃省发生比较严重的春旱和夏秋连旱，尤
其是陇东地区旱情最严重［２０］，该年严重的气象干旱

影响了春玉米和马铃薯的产量，而当年冬小麦却没

有出现明显的减产。

冬小麦、春玉米和马铃薯三种作物的休闲期（冬

小麦为７—９月（前一年），春玉米为 １０月—次年 ３
月，马铃薯为１１月—次年 ３月）和生育期各有不同

的水热供给条件。冬小麦生育期为前一年 １０月至
当年６月，在其生育期内，董志塬降水较少，生育期
内的降水量不能满足其生长发育所需的水分，所以

播前雨季土壤贮存的水分对其生长发育就比较重

要，而董志塬的雨季却处于春玉米和马铃薯生长发

育时期内。

图２ 董志塬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冬小麦、春玉米和

马铃薯单位面积产量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ｓｐｒｉｎｇｍａｉｚｅａｎｄｐｏｔａｔｏｆｒｏｍ

１９９１ｔｏ２０１３ｉｎＤｏｎｇｚｈｉＬｏｅｓｓＴａｂｌｅｌａｎｄ

故分析气象干旱对冬小麦产量的影响时，冬小

麦休闲期（前一年７—９月）和生育期的气象干旱都
要考虑，而在春玉米和马铃薯休闲期，董志塬降水量

少，对其产量的影响比较小，而雨季就在其生育期

内，故分析春玉米和马铃薯气象干旱对其产量的影

响则主要分析生育期（４—１０月）阶段的影响。将三
种作物不同时间段的干燥度和累积降水量分别与产

量做回归分析，逐步缩短时间尺度，可得到对作物产

量影响比较大的关键时段。冬小麦在整个休闲期

（７—９月份）及 ７、８、９各月份与生育期中任何阶段
组合的干燥度和累积降水量都对产量的影响达到了

显著水平，１０月、１１月及１２月到５月的干燥度和累
积降水量对产量影响也达到显著水平，但１０、１１月、
１２月分别到３月、４月及到 ６月的干燥度和累积降
水量对产量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影响冬小麦产量的

关键时间段可能为休闲期和５月。对各月份干燥度
和降水量与产量做回归分析，发现８、９月的干燥度
和降水量对产量的影响比较显著，而前一年 ７月、
１０—１１月与当年 ４月、５月和 ６月单独月份的气象
干旱对冬小麦产量的影响不显著，说明 ５月份及之
前降水量的累积作用使其表现出了对冬小麦产量的

显著影响。从表 １可看出，在 ８—９月份，干燥度对
冬小麦产量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同
时，降水量对冬小麦的产量的影响也达到极显著的

水平。８—９月份干燥度每上升０．１个单位，冬小麦
的产量下降约６３．６ｋｇ·ｈｍ－２，降水量每下降１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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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的产量下降约６８ｋｇ·ｈｍ－２。

表１ 不同时段气象干旱对冬小麦产量影响显著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ｒｏｕｇｈｔｏｎ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ｙｉｅｌ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时段

Ｐｅｒｉｏｄ

干燥度 Ａｒｉｄ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ａ ｂ Ｒ２

降水量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ｂ Ｒ２

７—９月（前一年）Ｊｕｌ．－Ｓｅｐ．（ｌａｓｔｙｅａｒ） ４２６５．８ －１０３５．０６ ０．４８７ １２３８．５ ５．８０ ０．３８７

１０（前一年）—６月 Ｏｃｔ．（ｌａｓｔｙｅａｒ）－Ｊｕｎ． ３６９０．９ －２３３．９７ ０．０９０ ２０３３．１ ４．０８ ０．０９７

７（前一年）—６月 Ｊｕｌ．（ｌａｓｔｙｅａｒ）－Ｊｕｎ． ５０９９．０ －１０７２．４５ ０．５４０ ５７７．７ ４．５６ ０．４１０

７月（前一年）Ｊｕｌ．（ｌａｓｔｙｅａｒ） ３３０１．２ －２２７．７３ ０．０５６ ２９０９．１ ０．３７ ０．０１０

８月（前一年）Ａｕｇ．（ｌａｓｔｙｅａｒ） ３５２７．６ －３２５．６９ ０．３６０ ２３５０．７ ６．０５ ０．１７２

９月（前一年）Ｓｅｐ．（ｌａｓｔｙｅａｒ） ３３１５．９ －２１７．７７ ０．２４１ ２０３３．１ １１．０７ ０．４０９

８—９月（前一年）Ａｕｇ．－Ｓｅｐ．（ｌａｓｔｙｅａｒ） ３８５１．７ －６３５．６３ ０．５９１ １７１２．２ ６．８０ ０．４４５

１０—１１月（前一年）Ｏｃｔ．－Ｎｏｖ．（ｌａｓｔｙｅａｒ） ３０５７．１ －４３．３８ ０．００８ ２８６０．１ ２．１２ ０．００４

１２（前一年）—３月 Ｄｅｃ．（ｌａｓｔｙｅａｒ）－Ｍａｒ． ３３５８．４ －６０．５４ ０．１５８ ２０６６．２ ２６．０５ ０．１５１

４月 Ａｐｒ． ２９１８．１ ２．４４ ０．００３ ２７５８．８ ６．６５ ０．０３８

５月 Ｍａｙ． ３２４１．８ －５０．７０ ０．１４３ ２５５４．３ ８．７４ ０．０８３

６月 Ｊｕｎ． ２９８３．０ －７．８８ ０．００１ ３０９７．８１ －２．４６ ０．０１０

注：ａ表示线性回归方程常数项，ｂ表示一次项系数，Ｒ２为决定系数，表示显著（Ｐ＜０．０５），表示极显著（Ｐ＜０．０１）。下同。

Ｎｏｔｅ：ａ，ｂａｎｄＲ２ｍｅ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ｔｈｅｓｌｏｐ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ｅａｎｓＰ＜０．０５， ｍｅａｎｓ

Ｐ＜０．０１．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对春玉米做同样的分析，发现 ７月份为春玉米
气象干旱对产量影响的关键时段。表２表示全生育
期和各时段春玉米产量变化对气象干旱的响应。从

表中可看出，春玉米生育期的干燥度和累积降水量

对产量的影响显著，７月份干燥度对其产量影响达
到显著水平，而降水量对产量影响不显著。６—７月
干燥度对春玉米产量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Ｐ＜

０．０５），相同时段的降水量也对其产量的影响达到显
著水平，说明６—７月份累积降水量对产量的影响比
较大，而在４月、５月、８月和 ９月，气象干旱对其产
量的影响不显著。在６—７月，干燥度每上升０．１个
单位，春玉米的产量下降６５．９ｋｇ·ｈｍ－２，同时段降水
每下降１０ｍｍ，春玉米的产量下降１０３．１ｋｇ·ｈｍ－２。

表２ 不同时段气象干旱对春玉米产量影响显著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ｒｏｕｇｈｔ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ｍａｉｚｅｙｉｅｌ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时段

Ｐｅｒｉｏｄ

干燥度 Ａｒｉｄ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ａ ｂ Ｒ２

降水量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ｂ Ｒ２

４—９月 Ａｐｒ．－Ｓｅｐ． ８１１．８ －１１７４．３９ ０．３４３ ４０７８．３ ６．３０ ０．２００

４月 Ａｐｒ． ６４６１．７ ２６．１８ ０．０９９ ６８２３．７ －０．３４ ０．０００

５月 Ｍａｙ． ７２６３．５ －７８．３５ ０．１１２ ６０８８．７ １５．９８ ０．０９１

６月 Ｊｕｎ． ７４４５．４ －１５５．９８ ０．１５３ ６５３０．０ ４．７５ ０．０１３

７月 Ｊｕｌ． ７９８１．４ －７７５．２８ ０．２２６ ５６３１．４ １０．０３ ０．１５０

６—７月 Ｊｕｎ．－Ｊｕｌ． ８０５１．６ －６５９．６０ ０．２５６ ４９８２．５ １０．３１ ０．１８０

８月 Ａｕｇ． ７０７３．４０ －１２６．２５ ０．０１７ ６６３３．６ １．８３ ０．００５

９月 Ｓｅｐ． ７１９８．２２ －２２８．９０ ０．０８９ ６３４８．１ ５．５４ ０．０３５

６月份的干燥度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达到显著
水平，见表３。干燥度每上升０．１个单位，马铃薯产
量减少９．６ｋｇ，而在同时段，降水量对马铃薯产量的
影响却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在 ４—５月、７—１０月，
干燥度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不显著，在研究时段内，

整个生育期降水量的变化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也不

显著。说明在６月份，影响马铃薯产量的主要气象
因子并非是降水，而是影响潜在蒸散的气象因子的

变化。将６月份日最低温、日最高温、风速、日照时
数等因子与马铃薯产量做回归分析，结果表明：６月
份日照时数的变化对马铃薯产量影响达到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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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时段气象干旱对马铃薯产量影响的显著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ｒｏｕｇｈｔｏｎｐｏｔａｔｏｙｉｅｌ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时段

Ｐｅｒｉｏｄ
干燥度 Ａｒｉｄ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ａ ｂ Ｒ２
降水量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ｂ Ｒ２

４—１０月 Ａｐｒ．－Ｏｃｔ． ４４６４．０ －５４６．３６ ０．１４３ ３１６１．８ ０．７７ ０．０１５
４月 Ａｐｒ． ３４３３．２ ７．０６ ０．０３３ ３６１２．０ －２．９１ ０．０１１
５月 Ｍａｙ． ３４５８．１ １２．１９ ０．０１２ ３７０６．８ －３．９４ ０．０２５
６月 Ｊｕｎ． ３９１７．８ －９５．６２ ０．２６６ ３１７１．８ ５．９７ ０．０９１
７月 Ｊｕｌ． ３６５０．０ －８０．９３ ０．０１１ ３４１３．８ ０．９７ ０．００６
８月 Ａｕｇ． ３６３３．２ －５９．９７ ０．０１７ ３６７５．６ －３．５０ ０．０１６
９月 Ｓｅｐ． ３７２８．４ －１１７．７６ ０．１１０ ３２９９．４ ２．７２ ０．０３９
１０月 Ｏｃｔ． ３５４７．６ －７．１９ ０．００１ ３４０８．８ ２．８７ ０．０１１

４ 讨 论

本文研究了董志塬 １９５５—２０１３年的气象干旱
特征。近６０年来，董志塬降水量呈现下降趋势，干
燥度呈现上升趋势，表明近６０年来董志塬区气候在
逐渐变干。１９９５年干燥度达到最大值，降水量负距
平也达到最大值，是董志塬最干旱的一年。自１９９７
年之后，董志塬变干趋势在减缓。

董志塬冬小麦生育期主要处于干旱少雨时段，

雨季大部分不在其生育期内，生育期的降水量不能

满足冬小麦生长发育所需的水分，因而其生长发育

主要靠消耗上一年雨季土壤贮存的水分，表现出冬

小麦的产量变化受播前降水量影响显著［２１－２２］。尤

其在１９９７年发生严重气象干旱时，春玉米和马铃薯
都表现出明显的减产，而冬小麦却没有，更是验证了

这一结论。在６—７月份，气象干旱对春玉米产量影
响很大，是因为本时期为春玉米的拔节———抽雄期，

这个时期，玉米达到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都在进行

的时期，植株生理活动机能增强，新陈代谢最为旺

盛，是玉米生长阶段中需水最高的时期［２３］，而这期

间，董志塬恰好处于雨季，降水量的大小对其产量影

响非常大。在６月份，干燥度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
比较显著，但本时期降水量变化对其产量的影响却

不显著，说明６月份降水量变化对其产量的影响不
如其它气象因子变化对产量的影响显著。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显著影响６月份马铃薯生长发育的气象因
子为日照时数，这是因为马铃薯属于抗旱作物［２４］，

生长发育过程中需水量不高，而在董志塬，４—１０月
份降水量约为５００ｍｍ，生育期降水量能满足其需水
要求。在马铃薯需水量较大的分枝期（６月）［２５］、块
茎生长期［２４，２６－２７］（６月下旬—７月上旬）和块茎膨大
期［２７－２９］（７月中下旬），研究区降水量丰富，能满足
马铃薯的生长发育所需水分，使其不受水分亏缺的

影响。在气候经历暖干化的董志塬地区，近２３年作

物产量呈上升趋势，是因为作物产量的变化不仅受

到了气象条件的影响，也受生产水平和管理措施的

提高、高产品种不断培育结果的影响。气象因素和

非气象因素对本区作物产量变化影响所占的比重，

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在分析气象因素对产量的影响程度时，国内外

有许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过大量研究。其中，也不

乏有许多学者将作物产量分解成气象产量、趋势产

量与随机项，提取出气象产量，再分析气候因子对气

象产量的关系。分离趋势产量的方法有很多，主要

有：３年或 ５年滑动平均法［３０－３１］、Ｌｏｇｉｓｔｉｃ生长曲线
法［３２］、多项式拟合法［３３］和 ＨＰ滤波法［３４］等，还有直
接用积分回归［１３］、用趋势产量与气候影响因子乘

积［３５］表示气象产量等方法。王桂芝等［３４］用中国小

麦、水稻、玉米等产量数据比较了ＨＰ滤波法、５年滑
动平均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曲线拟合趋势产量，发现 ＨＰ方法
拟合效果比较好；房世波［３６］用新疆、河南、河北、山

东、湖南和湖北几个省份的棉花产量资料，提出了拟

合趋势产量的三个原则，比较了 ５年滑动平均与二
次多项式曲线方法，发现二次多项式曲线法比较适

合分离趋势产量。但是，二次多项式曲线有一个明

显的先下降（上升）后上升（下降）趋势，与实际情况

不符。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曲线函数拟合法分离趋势产量时在
一定程度上会夸大社会技术等因素对粮食增产的作

用，从而产生气候对粮食增产都是反作用的现象，不

符合实际情况［３４］，曲线拟合法和滤波法不可避免的

会出现拟合的趋势产量中包含气象因子的作用［３７］。

分离趋势产量与气象产量的方法众多，不同的分离

方法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３６］，这对分析气

象因子对产量影响上可能有很大的影响。李月英

等［３８］和张继权［３９］在分析冬小麦产量和农业气象要

素的关系时，用原始产量与气象因子做相关分析，找

出对产量影响显著的气象因子。使用原始产量分析

气象因子对产量的影响可以避免不合理的产量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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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造成的结果误差。当然，如何把非气象因子对

产量的影响分离开来，仍是一个问题。

５ 结 论

１）近６０年来，董志塬降水量呈下降趋势，干燥
度呈上升趋势。干燥度多年平均值为１．８１，干燥度
最大值出现在１９９５年，相应年份的降水量负距平也
达到了最大值（－２１６．９ｍｍ）。干燥度的上升趋势和
降水量的下降趋势表明在研究时段董志塬的气候有

干化倾向。

２）在休闲期，干燥度和降水量都对冬小麦产量
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表明董志塬降水集中分布

在７—９月份的特征，使得冬小麦生长发育所需水分
主要依赖于播前底墒。

３）在６—７月份，干燥度、累积降水量对春玉米
产量的影响达到了显著水平，其中，７月份为其产量
对气象干旱最敏感的月份。在６—７月份，春玉米处
于需水量较大的拔节———抽雄期，对气象干旱比较

敏感。

４）在６月份，干燥度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达到
显著水平，但降水量对其产量的影响却未达到显著

水平，而日照时数成为影响其产量变化的关键因子。

相比于冬小麦和春玉米而言，马铃薯抗旱性比较强，

董志塬在其生育期的降水量能满足其生长发育所需

水分。因此，在研究时段内，生育期的降水变化对马

铃薯的产量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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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２０１１，（８）：９１９２．

［２９］ 刘战东，肖俊夫，于秀琴．不同土壤水分处理对马铃薯形态指
标，耗水量及产量的影响［Ｊ］．中国农村水利水电，２０１０，（８）：１３．

［３０］ 马雅丽，王志伟，栾 青．玉米产量与生态气候因子的关系
［Ｊ］．中国农业气象，２００９，３０（４）：５６５５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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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县域其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因此，为了科学而

高效地利用农业水土资源，需要加强对水资源的调

控与管理，特别是在耕地面积较大的地区，可适当增

加农田水利水保设施；也可在水资源较丰富的地区，

强化耕地保育并适度开发耕地资源。

此外，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经典统计分析、地统

计半变异函数模型模拟及交叉验证和 Ｋｒｉｇｉｎｇ空间
插值，用于水资源指数和耕地资源指数空间变异特

征分析与制图的方法体系。实践表明，该方法体系

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和推广应用价值，为其它空间

因子的变异特征研究提供方法依据。

在表达空间变异特征时，实际情况往往与理论

结果之间存在微许差异，正如哈维在《地理学中的解

释》中提到：“地理学长于事实而短于理论”［２２］。所

以，在今后的研究当中，应当注重对理论结果的验证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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