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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６０ 年黄淮海夏玉米光温水资源
适宜度及灾害风险演变特征

赵秀兰ꎬ 吕厚荃
(国家气象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为探索气候变化对北方夏玉米气候适宜性及灾害的影响ꎬ基于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黄淮海地区 ８４ 个气象站

逐日气象要素、５６ 个农业气象观测站夏玉米生育时期观测资料ꎬ分析黄淮海地区光温水资源演变特征ꎬ建立黄淮海

夏玉米气候适宜度模型、灾害风险指数模型并对其年际变化特征进行分析ꎮ 结果表明:近 ６０ 年黄淮海地区夏玉米生

长季热量资源呈明显增加趋势ꎬ降水和光照资源均呈波动减少趋势ꎮ 夏玉米全生育期气候适宜度总体呈平稳上升、
后期略有下降的波动趋势ꎬ阶段性特征突出ꎬ其中 １９８７—２０００ 年持续上升达 １３ ａꎻ温度适宜度总体呈稳定的波动上

升趋势ꎬ水分适宜度和光照适宜度总体均为前期波动上升、中期平稳、后期波动下降的趋势ꎮ 不同生育时期光温水

及气候适宜度年际趋势存在一定差异且适宜性和灾害风险年代特征明显ꎮ 温度适宜度 １９７０ｓ 最差ꎬ低温灾害等风险

最高ꎬ而 ２０１０ｓ 达到最高值 ８３.７ꎬ为各年代最好ꎻ１９６０ｓ 和 ２０１０ｓ 水分适宜度为各年代最差ꎬ旱涝灾害风险最高ꎬ而
１９８０ｓ 和 ２０００ｓ 均为最好ꎮ １９６０ｓ 气候适宜度为 ７１.８ꎬ为各年代最差ꎻ１９９０ｓ 最好ꎬ达到最高值 ７５.７ꎬ农业气象灾害风险

最低ꎮ 成熟期遭受各种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最高ꎬ其次为播种出苗期ꎻ抽雄吐丝期气候适宜性在全生育期中最好ꎬ灾
害风险最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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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玉米是黄淮海地区主要的大宗粮食作物之

一ꎬ在当地粮食总产中占比超过 ４０％ꎮ 从夏玉米初

夏播种到秋季成熟收获ꎬ正值水热条件充沛的季

节ꎻ但受副热带高压等大气环流影响[１]ꎬ水热条件

匹配存在年际间不稳定ꎬ夏玉米生长面临夏季强降

水引发的暴雨洪涝、高温少雨引发的农业干旱[２] 和

高温热害ꎬ以及秋季多阴雨天气引发的低温阴雨寡

照和秋收连阴雨等农业气象灾害威胁ꎬ影响夏玉米

稳产增产[３－４]ꎻ其中农业干旱导致的玉米产量损失

风险相对较大[５－６]ꎬ播种出苗期发生严重干旱的概

率最高[７]ꎮ 在黄淮海夏玉米生长季光温水资源时

空分布和变化特征等方面[８－９]ꎬ已有学者进行了研

究ꎬ发现可利用热量资源呈显著增加趋势ꎬ光照资

源呈减少趋势ꎻ也有学者研究表明ꎬ气候变化背景

下夏玉米生长季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ꎬ而降水空间

差异明显ꎬ其中黄淮海北部的干旱地区更趋于干

性ꎬ干旱极端性更强、发生频率较低[５ꎬ１０]ꎮ 以往研究

均存在研究的年代时间尺度相对偏短、研究内容不

够全面等局限ꎬ需要深入开展长序列年代时间尺

度、不同生育时期阶段特征等系统性研究ꎮ
生长季适宜的光温水条件是夏玉米产量形成

的关键ꎮ 气候适宜度作为评价玉米生长发育气象

条件适宜性的主要技术指标[１１－１２]ꎬ近年来不断得到

改进[１３－１５]ꎬ并在实际农业气象业务中应用ꎮ 但夏玉

米气候适宜度模型仍然存在公式繁琐、生育时期光

温水适宜指标精细化程度偏低等问题ꎬ需要不断优

化和完善ꎮ 以往学者们[１６－１８] 针对河北或河南夏玉

米气候适宜度时间趋势演变特征分析表明ꎬ光照适

宜度呈下降趋势ꎬ温度适宜度基本持平或下降ꎬ而
降水适宜度趋势结论分歧较大ꎬ并且多数分析尚不

够系统ꎬ存在研究区域范围偏小和年代时间尺度较

短等局限ꎻ也缺少夏玉米气候适宜度与农业气象灾

害的关联性研究ꎬ尤其缺少年际变化、不同生育时

期阶段的干旱、渍涝、连阴雨寡照、高温热害等农业

气象灾害发生风险的诊断分析ꎮ
本文拟采用历史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夏玉米发

育期观测资料ꎬ分析近 ６０ 年黄淮海地区夏玉米生长

季农业气候资源变化特征、不同年代和不同生育时

期阶段气候适宜度的变化特征ꎬ并诊断其农业气象

灾害发生风险ꎬ为黄淮海地区农业气候资源利用和

防灾减灾ꎬ夏玉米生产管理和种植制度调整以及未

来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黄淮海地区主要包括山东、河南、河北中南部、
北京长城以南地区、天津、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

北地区 (１１１° １０′ ~ １２２° ４３′Ｅ、３２° ３０′ ~ ４０° ３０′Ｎ)ꎮ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黄淮海地区 ８４ 个气象站点逐日气象

观测资料来自国家气象信息中心ꎬ包括逐日最高气

温、最低气温、平均气温、降水量、日照时数、风速、
相对湿度、辐射等资料ꎮ 黄淮海地区 １９８１—２０２０ 年

５６ 个农业气象观测站夏玉米生育时期观测资料来

自国家气象中心ꎻ１９６１—１９８０ 年夏玉米生育时期数

据无实际观测资料ꎬ在不考虑生育时期年际波动的

情况下[１９]ꎬ基于作物对气候的长期适应性[２０]ꎬ以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夏玉米生育时期观测资料 ３０ 年气候

平均值作为标准值代替 １９６１—１９８０ 年数据[２１]ꎮ 黄

淮海地区夏玉米生长季时间为 ６ 月—１０ 月上旬ꎮ
１.２　 计算模型和计算方法

１.２.１　 气候适宜度计算方法 　 夏玉米光、温、水要

素适宜度以及气候适宜度是表征夏玉米每个生长

发育阶段或全生育期光、温、水条件以及综合气候

条件对夏玉米生长发育适宜性程度的定量化指标ꎬ
包括温度适宜度、水分适宜度、光照适宜度及气候

适宜度ꎻ数值介于 ０ ~ １００ 之间ꎬ其中数值越大表明

适宜程度越高ꎬ数值越小表明适宜程度越低ꎮ 夏玉

米全生育期温度、水分、光照、气候等各要素适宜度

由各生育时期的要素适宜度数值平均获得ꎬ黄淮海

地区各个要素适宜度均由 ８４ 个站点的数值平均

获得ꎮ
(１)温度适宜度模型ꎮ 温度对夏玉米等作物生

长发育适宜程度可用函数表示ꎬ夏玉米温度适宜度

如式(１)所示[２２－２３]:

Ｓ(Ｔｉ) ＝
(Ｔｉ － Ｔｍｉｎ)(Ｔｍａｘ － Ｔｉ) Ｂ

(Ｔ０ － Ｔｍｉｎ)(Ｔｍａｘ － Ｔ０) Ｂ
× １０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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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ꎬ Ｂ ＝ (Ｔｍａｘ － Ｔ０) / (Ｔ０ － Ｔｍｉｎ) ꎻ Ｓ(Ｔｉ) 为夏玉米

某一生育时期温度适宜度ꎻ Ｔｉ 为该生育时期日平均

气温的平均值(℃)ꎻＴｍｉｎ、Ｔｍａｘ、Ｔ０分别为该生育时期

所需的日最低温度、最高温度、最适温度(℃)ꎮ 各

生育时期取值依据已有研究结果[２４]ꎮ
(２)水分适宜度模型ꎮ 水分对夏玉米生长发育

的适宜程度可用函数表示ꎬ如式(２)所示:

Ｓ(Ｒ ｉ) ＝
１００ Ｒ０ ≤ Ｒ ｉ ≤ １５０％Ｒ０

(Ｒ ｉ / Ｒ０) × １００ Ｒ ｉ < Ｒ０

(Ｒ０ / Ｒ ｉ) × １００ Ｒ ｉ > １５０％Ｒ０

ì

î

í

ï
ï

ïï

(２)
式中ꎬ Ｓ(Ｒ ｉ) 为夏玉米某一生育时期水分适宜度ꎬ以
降水量作为判定夏玉米该生育时期水分适宜程度

的指标ꎻ Ｒ ｉ 和 Ｒ０分别为该生育时期累积降水量和生

理需水量(ｍｍ)ꎬ根据 ＦＡＯ 给出的作物系数并运用

实时气象资料根据 Ｐｅｎｍａｎ 公式计算而得[２５]ꎮ 当

Ｒ０≤ Ｒ ｉ ≤１５０％Ｒ０时ꎬ认为水分可被夏玉米基本全

部吸收利用或完全可被土壤储存ꎬ水分适宜度为

１００ꎻ当 Ｒ ｉ <Ｒ０时ꎬ水分适宜度小于 １００ꎬ并随着 Ｒ ｉ 偏

低幅度越大ꎬ土壤缺墒程度越重ꎬ水分适宜程度越

低ꎻ Ｒ ｉ ≥１５０％Ｒ０时ꎬ土壤状态为渍涝[２６－２７]ꎬ水分适

宜度小于 １００ꎬ并随着 Ｒ ｉ 偏高幅度越大ꎬ土壤渍涝的

程度越重ꎬ水分适宜程度也越低ꎮ
(３)光照适宜度模型ꎮ 光照对夏玉米生长发育

的适宜程度可用函数表示ꎬ如式(３)所示:

Ｓ(Ｓｉ) ＝
１００ Ｓｉ ≥ Ｓ０

(Ｓｉ / Ｓ０) × １００ Ｓｉ < Ｓ０
{ (３)

式中ꎬ Ｓ(Ｓｉ) 是夏玉米某一生育时期光照适宜度ꎻ Ｓｉ

为夏玉米该生育时期平均日照时数(ｈ)ꎻＳ０为该生

育时期适宜日照时数(ｈ)ꎬ即夏玉米达到适宜状态

的该生育时期平均日照时数ꎮ 各生育时期适宜日

照时数 Ｓ０可用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日照时数观测数据 ３０
年气候平均值替代[２１]ꎮ

(４)气候适宜度模型ꎮ 为反映光温水气象要素

对夏玉米生长发育适宜性程度的综合影响ꎬ夏玉米

某一生育时期或全生育期的综合气候适宜度可用

下式计算:
Ｓ(Ｃ ｉ) ＝ ａＳ(Ｔｉ) ＋ ｂＳ(Ｒ ｉ) ＋ ｃＳ(Ｓｉ) (４)

式中ꎬ Ｓ(Ｃ ｉ) 为某一生育时期或全生育期的综合气

候适宜度ꎻ Ｓ(Ｔｉ) 、 Ｓ(Ｒ ｉ) 、 Ｓ(Ｓｉ) 分别为该生育时

期或全生育期的温度、水分、光照适宜度ꎮ ａ、ｂ、ｃ 分

别为温度、水分、光照适宜度的权重系数ꎮ 鉴于黄

淮海夏玉产区农业气候特征ꎬ水分是夏玉米产量形

成的关键影响因子和限制因子ꎬ结合农业生产实

际ꎬ水分适宜度的权重系数 ｂ 取值 ０.４ꎬ温度和光照

两个要素适宜度权重系数 ａ、ｃ 均取值 ０.３ꎮ
１.２.２　 基于气候适宜度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指数

模型　 基于夏玉米某一生育时期或全生育期的温

度、水分、光照适宜度及气候适宜度ꎬ计算基于气候

适宜度的灾害风险指数[１２]ꎬ以此判定夏玉米农业气

象灾害发生风险ꎮ 基于温度、水分、日照适宜度以

及气候适宜度的灾害风险指数可采用式(５) ~ (８)
计算:

ＤＳ(Ｔｉ) ＝
Ｓ(Ｔｉ) － Ｓ(Ｔｉ)

Ｓ(Ｔｉ)
(５)

ＤＳ(Ｒ ｉ) ＝
Ｓ(Ｒ ｉ) － Ｓ(Ｒ ｉ)

Ｓ(Ｒ ｉ)
(６)

ＤＳ(Ｓｉ) ＝
Ｓ(Ｓｉ) － Ｓ(Ｓｉ)

Ｓ(Ｓｉ)
(７)

ＤＳ(Ｃ ｉ) ＝
Ｓ(Ｃ ｉ) － Ｓ(Ｃ ｉ)

Ｓ(Ｃ ｉ)
(８)

式中ꎬ Ｓ(Ｔｉ)、Ｓ(Ｒ ｉ)、Ｓ(Ｓｉ)、Ｓ(Ｃ ｉ) 分别为某一生育

时期或全生育期的温度、水分、光照、综合气候适宜

度ꎻ Ｓ(Ｔｉ)、Ｓ(Ｒ ｉ)、Ｓ(Ｓｉ)、Ｓ(Ｃ ｉ) 分别为该生育时期

或全生育期的温度、水分、光照、综合气候适宜度常

年气候平均值ꎻ ＤＳ(Ｔｉ)、ＤＳ(Ｒ ｉ)、ＤＳ(Ｓｉ)、ＤＳ(Ｃ ｉ)
分别为该生育时期或全生育期的基于温度、水分、
光照适宜度及气候适宜度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指

数ꎬ分别简称温度、水分、光照、气候适宜度灾害指

数ꎬ数值范围在－１~１ 之间ꎬ数值越高说明灾害发生

风险越低ꎬ数值越低灾害发生风险越高ꎻ本文以数值

在 ０~１ 范围确定为灾害较低风险等级ꎬ以数值在－１~
０ 范围确定为灾害较高风险等级ꎬ其中以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灾害指数数值按照从高到低进行 ６０ 年的年份排

序ꎬ数值最低的 ６ 年(按照总年份 １０％比例ꎬ且数值在
－１~０ 范围)均确定为高风险等级年份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温度适宜度及灾害风险演变特征

图 １ 为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黄淮海地区夏玉米生长

季≥１０℃ 积温年际变化ꎬ近 ６０ 年夏玉米生长季≥
１０℃积温区域平均值呈现波动增加趋势ꎬ年际间震

荡显著ꎬ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 ３ ０３０ ℃ｄ 波动上升

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３ １２０ ℃ｄꎻ其中最大值达 ３ ２００ ℃
ｄ(２０１３ 年)ꎬ比最低值 ２ ９０９ ℃ｄ(１９７６ 年)增加

了 ２９１ ℃ｄꎮ 从年代上看ꎬ１９６０ｓ、１９７０ｓ、１９８０ｓ 生

长季增温趋势不明显ꎻ１９９０ｓ、２０００ｓ、２０１０ｓ 增温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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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ꎬ分别以 １７.４２ａ－１、２.４６ａ－１、１１.６０ａ－１的速率

上升ꎬ１９９０ｓ 上升速率最快ꎮ 从 ６—９ 月各月份来

看ꎬ也是 １９９０ｓ 之后积温增加明显ꎬ各月 １９８０ｓ 均为

最低ꎻ９ 月 ２０１０ｓ 比 １９８０ｓ 增加 ２７.７ ℃ｄꎬ上升速

率为 ８.２９１０ａ－１ꎬ增温使初秋热量更充足、阶段性

低温发生风险降低ꎬ延长了夏玉米灌浆成熟的时

间ꎮ 综上所述ꎬ近 ６０ 年黄淮海地区夏玉米生长季热

量资源呈增加趋势ꎬ气候变暖趋势明显ꎬ１９９０ｓ 以来

变暖尤为突出ꎮ
由图 ２ 可知ꎬ近 ６０ 年黄淮海地区夏玉米全生育

期温度适宜度总体呈稳定的波动上升趋势ꎬ同时也

具有一定阶段性变化特点ꎬ１９７０—１９７８ 年、１９９２—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为三个较明显波动上升阶

段ꎬ波动幅度较大ꎬ其中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 年上升速率达

１.１９ａ－１ꎬ上升最快ꎮ 全生育期温度适宜度总体呈

稳定的波动上升趋势ꎬ说明近 ６０ 年气候变暖对夏玉

米的生长总体是有利的ꎮ 各个生育时期与全生育

期相似ꎬ总体均呈上升趋势ꎬ但在上升幅度上存在差

异ꎻ其中成熟期温度适宜度波动上升趋势最为明显、
震荡变幅也相对较大(图 ３)ꎬ其次为播种出苗期、三
叶~七叶期ꎬ灌浆乳熟期、抽雄吐丝期上升趋势相对

放缓ꎬ拔节期变化较平稳趋势最不明显ꎮ 说明气候变

暖对夏玉米成熟阶段的有利影响相对更大ꎮ
由表 １ 可知ꎬ１９６１—１９９０ 年温度条件对玉米生

长发育的适宜程度相对于 １９９１—２０２０ 年明显偏差ꎻ
其中全生育期温度适宜度 １９７０ｓ 最差ꎬ而 ２０１０ｓ 平

均值达到 ８３.７ꎬ为各年代最好ꎮ 从温度适宜度灾害

指数以及生长季≥１０℃积温也可以反映出来这个特

点ꎬ例如选取其中的 １９７０ｓ 和 ２０１０ｓꎬ１９７０ｓ 灌浆乳熟

期和成熟期温度适宜度灾害指数均为 － ０. ０６ꎬ而
２０１０ｓ 灾害指数分别为 ０.０２ 和 ０ꎬ说明 １９７０ｓ 夏末秋

初积温不足、遭受阶段性低温的风险相对较高ꎬ
２０１０ｓ 风险较低ꎮ

抽雄吐丝期温度适宜度各年代平均值达到 ８３.３
(表 １)ꎬ温度条件为各生育时期中最好ꎬ并且随年代

呈上升趋势ꎻ各年代的抽雄吐丝期温度适宜度灾害

指数也均在 ０.０１ ~ ０.０６ 范围ꎬ数值均高于其它发育

期ꎻ这些都反映了夏玉米开花阶段遭受高温热害等

风险呈降低趋势ꎬ明显利于授粉结实ꎮ 因此ꎬ过去

６０ 年热量资源增加的趋势提高了积温ꎬ且各月份的

积温增量符合夏玉米生理生态需求ꎬ使产量形成关

键期的阶段性低温和高温热害的发生风险都得到

了降低ꎬ对夏玉米生长发育明显有利ꎮ 成熟期温度

适宜度各年代平均值为 ７８.５ꎬ为各生育时期中最低ꎬ
说明夏玉米成熟期遭受阶段性低温的风险相对其

图 １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黄淮海地区夏玉米生长季
≥１０℃积温年际变化

Ｆｉｇ.１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ｂｏｖｅ
１０℃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 ｔｏ ２０２０

　 　 注:虚线为趋势线ꎬ公式为拟合方程(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ｏｔｔｅｄ ｌｉｎｅ ｉｓ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ｒｅｎｄ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ｉｓ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图 ２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夏玉米全生育期温度适宜度年际变化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 ｔｏ ２０２０

图 ３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夏玉米成熟期温度适宜度年际变化
Ｆｉｇ.３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ｔ

ｍ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 ｔｏ ２０２０

它发育期要高ꎬ并且随年代变化有稳定上升趋势ꎬ
说明近 ６０ 年夏玉米成熟期遭受阶段性低温的风险

在逐渐降低ꎬ夏玉米灌浆成熟的时间在逐步延长ꎬ
利于增产和丰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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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各年代不同发育期夏玉米温度适宜度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 ｔｏ ２０２０

年代
Ａｇｅ

播种出苗期
Ｓｅｅｄ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三叶~七叶期
Ｔｈｒｅｅ ｔｏ ｓｅｖｅｎ
ｌｅａｖｅｓ ｓｔａｇｅ

拔节期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抽雄吐丝期
Ｔａｓｓ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ｌｋ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灌浆至乳熟期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ｍｉｌｋ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ｇｅ

全生育期
Ｗｈｏｌ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９６０ｓ ７７.７ ８０.６ ８３.３ ８２.６ ７９.９ ７１.７ ７９.３

１９７０ｓ ７９.５ ７７.７ ７９.５ ８１.２ ７６.８ ７６.８ ７８.６

１９８０ｓ ７９.４ ７７.７ ８０.６ ８１.６ ８０.３ ７９.７ ７９.９

１９９０ｓ ８２.３ ８２.３ ８４.５ ８４.３ ８３.０ ８０.８ ８２.９

２０００ｓ ８２.３ ８２.３ ８４.５ ８４.３ ８３.０ ８０.８ ８２.９

２０１０ｓ ８３.１ ８４.９ ８３.９ ８５.９ ８３.０ ８１.３ ８３.７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８０.７ ８０.９ ８２.７ ８３.３ ８１.０ ７８.５ ８１.２

　 　 从温度适宜度灾害指数极端值来看ꎬ全生育期

温度条件最差的 ５ 年依次出现在 １９７６ 年、１９７０ 年、
１９６９ 年、１９９２ 年、１９８９ 年ꎬ说明遭受阶段性低温和

高温热害风险最高ꎮ 播种出苗期的 １９６９—１９７０ 年

和 １９７３ 年ꎬ三叶~七叶期的 １９７０ 年ꎬ拔节期的 １９９３
年和 ２０２０ 年ꎬ成熟期的 １９６７—１９７０ 年和 １９７３ 年ꎬ
温度适宜度灾害指数在－０.３４ ~ －０.０９ 范围ꎬ反映了

遭受阶段性高温热害、低温的风险较高ꎮ 总体来

看ꎬ１９６０ｓ、１９７０ｓ 播种至幼苗期遭受阶段性高温热

害、成熟期遭受阶段性低温风险较高ꎮ 以 ２０２０ 年作

为典型年份进行灾害验证ꎬ２０２０ 年 ７ 月中下旬ꎬ河
南、山东、河北南部、苏皖两省淮北地区拔节期的夏

玉米遭受明显阶段性低温ꎬ导致夏玉米生长缓慢、
长势偏弱ꎻ验证的受灾结果与 ２０２０ 年拔节期灾害风

险高相吻合ꎮ
２.２　 水分适宜度及旱涝风险演变特征

图 ４ 为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黄淮海地区夏玉米生长

季降水量年际变化ꎬ可知近 ６０ 年夏玉米生长季区域

平均降水量总体呈减少趋势ꎬ且年际间震荡显著、
阶段性变化明显ꎻ其中 １９９３—２００３ 年降水量震荡变

化突出ꎬ年际变幅也较大ꎬ降水量最大达 ６２２.７ ｍｍ
(２００３ 年)ꎬ仅次于近 ６０ 年最大值 ６４９.３ ｍｍ(１９６４
年)ꎻ最小值为 ２９７.５ ｍｍ(１９９７ 年)ꎬ也是 ６０ 年期间

的最低值ꎮ ２００３—２０２０ 年呈现较明显的缓慢波动

下降趋势ꎬ下降速率达到－５.４４ａ－１ꎬ其中 ２０１５ 年

达到期间最低值 ３６３.４ ｍｍꎻ而 １９６２—１９９２ 年ꎬ降水

量在历时 ３０ 年时间里呈现稳定震荡减少趋势ꎬ下降

速率为－３.５４ａ－１ꎮ 从 ６—９ 月各月份来看ꎬ７ 月降

水量减少趋势相对最为明显ꎬ其次为 ８ 月和 ９ 月ꎬ６
月趋势不明显ꎮ 上述结果表明ꎬ近 ６０ 年黄淮海地区

夏玉米生长季水分资源呈震荡减少趋势ꎬ年际间存

在较大不稳定性ꎮ
由图 ５ 可知ꎬ近 ６０ 年夏玉米全生育期水分适宜

度总体为前期波动上升(１９６０ｓ—１９７０ｓ)、中期平稳

(１９８０ｓ—２０００ｓ)、后期波动下降的趋势(２０１０ｓ)ꎮ 其

中ꎬ１９７７—１９８４ 年、２００１—２００９ 年为明显上升阶段ꎬ
反映了这两个时期旱涝风险明显减小ꎻ１９８４—１９８９
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为明显下降阶段ꎬ旱涝风险呈增

多趋势ꎮ 各个生育时期水分适宜度变化趋势总体

与全生育期相似ꎻ但拔节期(图 ６)、抽雄吐丝期、成
熟期震荡较为剧烈ꎬ灌浆乳熟期次之ꎬ播种出苗期、
三叶~七叶期趋势相对平缓ꎮ

从各个年代来看ꎬ１９６０ｓ 和 ２０１０ｓ 全生育期水分

适宜度分别为 ６３.７ 和 ６３.９ꎬ相对于其余 ４０ 年都是

明显偏差的ꎻ水分适宜度灾害指数也最低ꎬ均为
－０.０２ꎬ说明 １９６０ｓ 和 ２０１０ｓ 发生旱涝灾害的风险最

高ꎮ １９８０ｓ 和 ２０００ｓ 水分适宜度分别为最高值和次

高值ꎬ水分适宜度灾害指数也最高ꎬ表明 １９８０ｓ 和

２０００ｓ 水分条件相对于其余 ４０ 年是明显偏好的ꎬ发
生旱涝风险最低ꎮ 从各生育时期来看ꎬ拔节期水分

适宜度最高ꎬ达到 ６８.３ꎻ其次为三叶 ~七叶期、抽雄

吐丝期ꎬ播种出苗期、灌浆乳熟期次之ꎬ成熟期水分

适宜度最低ꎻ说明成熟期遭遇连阴雨、暴雨洪涝及

干旱灾害影响的风险最大ꎬ拔节期风险最小ꎮ
从水分适宜度灾害指数极值来看ꎬ全生育期水分

条件最差的 ５ 年依次出现在 １９６３ 年、１９７４ 年、１９６５
年、１９７７ 年、２０１２ 年ꎬ说明遭受旱涝灾害的风险最高ꎮ
播种出苗期(图 ７)、三叶~七叶期、成熟期在 １９６２—
１９７７ 年、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等时段的水分适宜度灾害指数的数

值均处于明显低值范围(－０.２３~－０.０９)ꎬ说明播种 ~幼

苗期、成熟期发生阶段性严重旱涝灾害风险等级

高ꎮ 拔节期、抽雄吐丝期、灌浆至乳熟期等产量形

成关键期ꎬ多数年份水分适宜度灾害指数的数值相

对较高ꎬ说明发生旱涝灾害风险明显偏低ꎮ 本文以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作为典型年份进行灾害验证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上中旬ꎬ河南、苏皖两省淮河以北地区

出现农业干旱ꎬ墒情差影响了夏玉米播种出苗ꎮ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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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年黄淮海地区夏玉米生长季降水量年际变化

Ｆｉｇ.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 ｔｏ ２０２０

　 　

图 ５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夏玉米全生育期水分适宜度年际变化

Ｆｉｇ.５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 ｔｏ ２０２０

图 ６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夏玉米拔节期水分

适宜度年际变化

Ｆｉｇ.６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ｔ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 ｔｏ ２０２０

　 　

图 ７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夏玉米播种出苗期水分

适宜度灾害指数变化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 ｔｏ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中旬ꎬ河南出现秋收连阴雨天气ꎬ河南中部夏

玉米成熟收获遭受明显影响ꎮ 验证的灾情结果与

２０１１ 年播种出苗期、２０１９ 年成熟期旱涝灾害风险高

相吻合ꎮ
２.３　 光照适宜度及寡照风险演变特征

对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生长季区域平均累计日照时

数的分析发现ꎬ夏玉米生长季光照资源总体呈减少

趋势ꎬ并且存在两个较明显阶段性的年际变化ꎮ 其

中ꎬ１９６５—１９８５ 年为第一个震荡下降时期ꎬ下降速

率达到－８.１９ａ－１ꎬ下降趋势清晰ꎬ从近 ６０ 年最高

值 １１０１. ３ｈ (１９６５ 年) 下降到 ８９０. ７ ｈ (１９８５ 年)ꎻ
１９８６—２００３ 年为第二个震荡下降阶段ꎬ下降速率达

到－８.３７ａ－１ꎬ年际波动较为明显ꎮ 上述结果表明ꎬ
近 ６０ 年黄淮海地区夏玉米生长季光照资源总体呈

减少趋势ꎬ寡照风险明显增加ꎮ
由图 ８ 可知ꎬ近 ６０ 年夏玉米全生育期光照适宜

度呈现前期波动上升、中期平稳、后期波动下降的

趋势ꎮ 其中ꎬ１９６５—１９８５ 年为波动上升趋势ꎬ光照

适宜度由 ７６ 上升到 ８５ꎬ上升速率达到 ０.５４ａ－１ꎻ
１９８６—１９９８ 年期间为平稳期、无明显变化趋势ꎬ光
照适宜度普遍在 ８３ ~ ８７ 范围ꎬ数值偏高、适宜性最

好ꎻ１９９８—２０２０ 年期间为震荡下降阶段ꎬ光照适宜

度由 ８７ 下降到 ７７ꎬ下降速率达到－０.１２ａ－１ꎮ 各生

育时期变化趋势总体与全生育期相似ꎬ各生育时期

之间差异较小ꎬ成熟期年际震荡最突出且最不稳定ꎮ
从各生育时期来看ꎬ抽雄吐丝期和拔节期光照

适宜度相对较低ꎬ说明发生阶段寡照的风险相对偏

高ꎬ会明显影响夏玉米光合生长和开花授粉ꎬ对产

量形成不利ꎮ 播种出苗期、三叶~七叶期、灌浆乳熟

期光照适宜度相对较高ꎬ各生育时期平均值均为

８３ꎬ说明晴好天气较多、光照充足ꎬ发生阶段寡照风

险相对偏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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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各个年代来看ꎬ１９６０ｓ 光照适宜度最差ꎬ全生

育期平均值最低(７８)ꎻ１９９０ｓ 和 ２０００ｓ 最好ꎬ光照适

宜度数值最高(８５)ꎮ 全生育期光照适宜度最差的 ５
年依次为 １９６９ 年、１９６８ 年、１９６６ 年、１９６５ 年、２０２０
年ꎬ数值普遍在 ７４ ~ ７６ 范围ꎬ出现阶段性寡照的风

险最高ꎮ 拔节期在 １９６５—１９７２ 年ꎬ抽雄吐丝期在

１９６６ 年、１９７３ 年、２０１１ 年、２０２０ 年光照适宜度数值

均低于 ７２ꎬ灾害指数均低于－０.０８ꎬ发生寡照的风险

偏高、程度偏重ꎮ 以 ２０１１ 年作为典型年份进行灾害

验证ꎬ８ 月上旬河南、山东、河北南部出现多雨寡照

天气ꎬ夏玉米抽雄吐丝、开花授粉受到影响ꎻ验证的

灾情结果与 ２０１１ 年抽雄吐丝期灾害风险高相吻合ꎮ
２.４　 气候适宜度及农业气象灾害演变特征

由图 ９ 可知ꎬ近 ６０ 年夏玉米全生育期气候适宜

度呈现总体平稳上升、后期略有下降的波动趋势ꎬ
而且阶段特征突出ꎬ其中 １９８７—２０００ 年以 ０.１８
ａ－１的速率上升ꎬ持续时间最长(达 １３ ａ)ꎻ１９６９—
１９８１ 年上升幅度较大ꎬ气候适宜度从 ６９ 上升到 ７７ꎬ
上升速率达 ０.３９ａ－１ꎮ 各生育时期气候适宜度年

际变化趋势与全生育期总体相似ꎬ不同生育时期也

存在一定差异性ꎬ例如ꎬ抽雄吐丝期(图 １０)、播种出

苗期和成熟期震荡变幅较大ꎬ而三叶 ~七叶期变幅

相对偏小ꎮ
从各生育时期来看ꎬ抽雄吐丝期平均气候适宜

度达到 ７５.６ꎬ数值最高ꎬ灾害指数数值也最高ꎬ发生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最低ꎻ说明夏玉米产量形成最关

键的抽雄吐丝和开花授粉阶段农业气象条件最好ꎮ
成熟期平均气候适宜度为 ７１.９、相对最低ꎬ灾害指数

数值也为最低ꎬ灾害风险最高ꎻ说明成熟期气候适

宜性相对最差ꎬ发生阶段性高温和低温、旱涝或连

阴雨寡照等农业气象灾害的风险最高ꎬ不利于夏玉

米正常成熟和收获晾晒ꎮ 播种出苗期气候适宜度

也较低ꎬ仅略好于成熟期ꎬ发生农业气象灾害发生

风险也较高ꎬ影响冬小麦等前茬作物成熟收获、腾
茬整地和夏玉米播种出苗ꎬ延时播种的风险较大ꎮ

从各年代来看ꎬ全生育期和各生育时期气候适

宜度最低值均出现在 １９６０ｓꎬ其中全生育期气候适

宜度为 ７１.８、为各年代最差ꎬ气候适宜度灾害指数也

为各年代最低ꎻ而各生育时期的气候适宜度及灾害

指数最高值均出现在 １９９０ｓ 或 ２０００ｓꎬ全生育期最高

值均在 １９９０ｓꎬ其中气候适宜度达到 ７５. ７ꎮ 说明

１９６０ｓ 期间气候条件对夏玉米生长发育适宜性总体

是最差的ꎬ而 １９９０ｓ 是最好的ꎮ 全生育期气候适宜

度最差的 ５ 年依次出现在 １９６９ 年、１９６８ 年、１９６５
年、１９６６ 年、 １９７０ 年ꎬ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最高ꎮ
１９６０ｓ 以及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２０ 年等年份播种出苗期、成
熟期气候适宜度数值均低于 ７０ꎬ气候适宜度灾害指

数也普遍低于－０.０７(图 １１)ꎬ农业气象条件适宜性

偏差的程度较大ꎬ各类农业气象灾害发生风险高ꎮ
以 ２００８ 年作为典型年份进行灾害验证ꎬ６ 月上旬河

北南部、河南农田土壤缺墒ꎬ干旱使夏玉米适时播

种和出苗受到明显影响ꎻ９ 月下旬京津冀大部、河
南、山东降水日数为 ５~７ ｄꎬ低温阴雨寡照使成熟夏

玉米收获晾晒受阻ꎮ 验证的灾情结果与 ２００８ 年播

种出苗期、成熟期灾害风险高相吻合ꎮ

３　 讨　 论

本研究表明ꎬ近 ６０ 年黄淮海地区夏玉米生长季

热量资源呈显著波动增加趋势、气候变暖趋势明显

的结论ꎬ与已有研究[５－６ꎬ２８] 结论一致ꎮ 全生育期温

度适宜度总体呈稳定的波动上升趋势ꎬ与以往学者

们[１６－１８]得出的温度适宜度基本持平或下降的结论

图 ８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夏玉米全生育期光照适宜度年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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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夏玉米全生育期气候适宜度年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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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夏玉米抽雄吐丝期

气候适宜度年际变化

Ｆｉｇ.１０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ｔ ｔａｓｓ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ｌｋ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 ｔｏ ２０２０

　 　

图 １１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夏玉米成熟期

气候适宜度灾害指数变化

Ｆｉｇ.１１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 ｍ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 ｔｏ ２０２０

不一致ꎬ主要原因在于研究时空尺度上的差异造成

结论不同ꎻ以往研究在空间上多针对河北或河南的

部分区域ꎬ时间序列多以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或 １９７１—
２０１０ 年等 ３０~４０ ａ 尺度ꎬ本研究空间尺度覆盖全部

黄淮海地区、范围较大ꎬ时间尺度延长到 ６０ ａꎬ因此

就黄淮海地区而言ꎬ本研究更为系统和全面ꎮ 温度

适宜度以线性上升趋势为主ꎬ主要是由于近 ６０ 年黄

淮海地区气候变暖降低了阶段性低温发生风险ꎬ夏
季旺盛生长和秋季灌浆成熟阶段积温分别增加了

６１.０ ℃ｄ 和 ５５.９ ℃ｄꎬ充分满足了夏玉米对热

量的需求[２０]ꎬ热量条件对夏玉米的生长是明显有利

的ꎮ 但随着积温的增加ꎬ有研究表明河南南部夏玉

米花期高温热害发生频次自 ２０１０ｓ 开始有增加趋

势[２９]ꎻ从本研究来看ꎬ整个黄淮海地区 ２０１０ｓ 温度

适宜度仍然为各年代最高值(８３.７)ꎬ温度适宜性最

好ꎬ高温热害影响有限ꎮ 有研究表明ꎬ未来随着气

候变暖的加剧ꎬ黄淮海地区夏玉米遭遇花期高温热

害的风险将明显加大[３０]ꎬ温度适宜度未来将呈稳定

波动下降趋势[１２]ꎮ
从水资源变化来看ꎬ黄淮海地区夏玉米生长季

水资源波动大、存在较大不稳定性ꎬ年际间震荡显

著ꎬ发生旱涝灾害风险较大ꎬ与已有研究结果[３ꎬ５] 有

较好的一致性ꎻ大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减少趋势ꎬ与
张宇等[１]和刘志娟等[２８]基本一致ꎻ光照资源呈减少

趋势ꎬ与已有研究结果[８－９] 有较好一致性ꎮ 全生育

期水分适宜度和光照适宜度总体均为前期波动上

升、中期平稳、后期波动下降的趋势ꎻ在趋势变化上

存在较多时段的一致性ꎬ例如ꎬ均是 １９６５—１９８０ 年

为波动上升期、１９８６—１９９８ 年为平稳期、２０１０ｓ 为震

荡下降阶段ꎮ 其中ꎬ１９８６—１９９８ 年是水分适宜度和

光照适宜度数值最高、适宜性最好的时期ꎬ该时期

生长季平均日照时数 ９２６. ０ ｈ、平均降水量 ４３４. ３
ｍｍꎬ夏玉米生长所需的水分和光照资源匹配最

佳[２０]ꎻ而在 １９６５—１９８０ 年期间生长季平均日照时

数 ９９０.５ ｈꎬ平均降水量 ４７４.５ ｍｍꎬ相对于夏玉米生

长需求日照时数和降水量均是偏多的ꎬ尤其降水偏

多引发渍涝灾害风险增加ꎬ因此随着日照时数和降

水量减少ꎬ适宜性呈增加趋势ꎻ而在 ２０１０ｓ 生长季平

均日照时数 ８２９.０ ｈꎬ平均降水量 ４５２.４ ｍｍꎬ相对于

１９８６—１９９８ 年期间日照时数明显偏少ꎬ降水量略偏

多ꎬ寡照和渍涝灾害风险呈增加趋势ꎬ致使水分适

宜度和光照适宜度均呈降低趋势ꎮ 夏玉米生长对

光照、水分资源的需求ꎬ主要由其生理生态特性决

定的ꎬ并不是光照、水分资源越多或越少越适合ꎬ并
不呈线性关系ꎮ 因此ꎬ近 ６０ 年降水和光照资源的阶

段性年际变化ꎬ与夏玉米生长所需的最佳光、水资

源的匹配程度也在不断变化ꎬ１９８６—１９９８ 年匹配程

度较好ꎬ１９６５—１９８０ 年、２０１０ｓ 相对偏差ꎬ致使适宜

度全生育期水分适宜度和光照适宜度随时间变化

总体均呈非线性变化ꎮ 以往学者[１６－１８] 针对光照适

宜度和水分适宜度变化趋势的研究时段多集中在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ꎬ其中关于光照适宜度趋势的研究结

论较为一致ꎬ即随时间呈下降趋势ꎬ本研究在该时

段光照适宜度正处于最好适宜性的平稳期向下降

阶段过度时期ꎬ因此本研究结论基本与以往学者观

点吻合ꎻ水分适宜度变化趋势的研究结论以往学

者[１６－１８]观点不一ꎬ主要是由于研究区域和时间尺度

的差异造成的ꎬ本研究在该时段水分适宜度也正处

于最好适宜性的平稳期向下降阶段过度时期ꎬ基本

属于平稳弱下降趋势[１８]ꎮ
近 ６０ 年黄淮海地区夏玉米生长季气候适宜度

呈现总体平稳上升、后期略有下降的波动趋势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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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生育期温度适宜度、水分适宜度和光照适宜度

趋势共同决定的ꎬ是在夏玉米生长发育过程中光温

水要素共同作用的综合反映ꎻ其中光照适宜度和水

分适宜度的下降趋势决定了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期间气

候适宜度的趋势向下波动ꎬ主要在于光照资源和降

水资源的减少以及降水的年际震荡加剧ꎬ导致旱涝

和寡照连阴雨等灾害影响呈增加趋势[３１]ꎮ 本研究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期间气候适宜度变化趋势总体不明

显ꎬ与以往学者结论较为一致[１７]ꎮ 气候适宜度最高

值出现在 １９９０ｓꎬ气候适宜性最好ꎬ与以往学者研究

结果吻合[１８]ꎮ １９６０ｓ 水分适宜度为各年代最差ꎬ旱
涝灾害风险最高ꎬ与已有关于 １９６０ｓ 夏玉米遭受旱

涝灾害较高的研究结论一致[３２]ꎮ 抽雄吐丝期气候

适宜度为全生育期最好ꎬ播种出苗期气候适宜性较

差ꎬ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１８]ꎮ
本研究是限定在夏玉米品种特性不变的情况

下ꎬ没有考虑近 ６０ 年夏玉米品种特性随遗传育种、
栽培技术以及土壤等环境因素而产生的变化ꎮ 其

次ꎬ本研究假定种植模式保持不变ꎬ没有考虑气候

变化等因素对相同种植区域内轮作的夏玉米、冬小

麦生育期长短以及腾茬和播种的影响ꎻ实际上已有

研究[１０ꎬ３３]表明气候变暖对夏玉米种植模式存在一

定影响ꎬ造成夏玉米生育期变化ꎬ所以本研究结论

也存在一定局限性ꎮ 本研究提供了黄淮海地区夏

玉米气候适宜性定量评价的系统性研究结论ꎬ给出

了夏玉米生长发育的农业气候资源和气候适宜性

的变化趋势、特征及不同年代和生育阶段各类农业

气象灾害风险ꎬ对指导黄淮海地区农业气候资源利

用、防灾减灾ꎬ夏玉米生产管理和种植制度调整及

未来应对气候变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ꎮ

４　 结　 论

近 ６０ 年ꎬ黄淮海地区夏玉米生长季≥１０℃积温

呈现显著波动增加趋势ꎬ降水资源和光照资源总体

均呈减少趋势ꎻ其中ꎬ热量和水分资源年际间震荡

显著ꎮ 近 ６０ 年夏玉米全生育期气候适宜度总体呈

平稳上升、后期略有下降的波动趋势ꎬ而且阶段性

特征突出ꎬ其中 １９８７—２０００ 年持续波动上升ꎬ各生

育时期与全生育期趋势总体相似ꎮ 全生育期温度

适宜度呈稳定波动上升趋势ꎬ水分适宜度和光照适

宜度均呈前期波动上升、中期平稳、后期波动下降

趋势ꎮ
从各年代来看ꎬ１９６０ｓ 全生育期气候适宜度是

最差的ꎬ农业气象灾害风险也最高ꎻ１９９０ｓ 气候适宜

性最好ꎮ １９７０ｓ 温度适宜度最差、低温等灾害风险

最高ꎻ而 ２０１０ｓ 温度适宜度达到最高值 ８３.７ꎬ为各年

代最好ꎮ １９６０ｓ 和 ２０１０ｓ 水分适宜度均为各年代最

差ꎬ旱涝灾害风险最高ꎻ而 １９８０ｓ 和 ２０００ｓ 均为最

好ꎮ １９６０ｓ 光照适宜度为各年代最差ꎬ寡照灾害风

险最高ꎻ而 １９９０ｓ 和 ２０００ｓ 均为最好ꎮ
从各生育时期来看ꎬ成熟期气候适宜度和灾害

指数均最低ꎬ气候适宜度为 ７１.９ꎬ农业气象灾害风险

最高、气候适宜性最差ꎻ播种出苗期灾害风险较高ꎻ
抽雄吐丝期气候适宜度和灾害指数均最高ꎬ气候适

宜度达到 ７５.６ꎬ灾害风险最低、气候适宜性最好ꎮ

参 考 文 献:
[１]　 张宇ꎬ 李耀辉ꎬ 刘抗.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对黄淮海夏季区域降水

异常的影响[Ｊ]. 干旱区研究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２(３): ５１８￣５２５.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ＬＩ Ｙ Ｈꎬ ＬＩＵ Ｋ.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ｈｉｇｈ
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ｏｖｅｒ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 Ｐｌａｉｎ
[Ｊ]. Ａｒｉｄ Ｚｏ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２(３): ５１８￣５２５.

[２]　 薛昌颖ꎬ 马志红ꎬ 胡程达. 近 ４０ａ 黄淮海地区夏玉米生长季干旱时

空特征分析[Ｊ]. 自然灾害学报ꎬ ２０１６ꎬ ２５(２): １￣１４.
ＸＵＥ Ｃ Ｙꎬ ＭＡ Ｚ Ｈꎬ ＨＵ Ｃ Ｄ.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ｒｅｃｅｎｔ ４０ ｙｅａ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２５(２):
１￣１４.

[３]　 郁凌华ꎬ 赵艳霞. 黄淮海地区夏玉米生长季内的旱涝灾害分析[Ｊ].
灾害学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８(２): ７１￣７５ꎬ ８０.
ＹＵ Ｌ Ｈꎬ ＺＨＡＯ Ｙ 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ｆｌｏｏ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ｏｎ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
ｉｈａ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８(２): ７１￣７５ꎬ ８０.

[４]　 马玉平ꎬ 孙琳丽ꎬ 马晓群. 黄淮海地区夏玉米对干旱和涝渍的生理

生态反应[Ｊ].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４(４): ８５￣９３.
ＭＡ Ｙ Ｐꎬ ＳＵＮ Ｌ Ｌꎬ ＭＡ Ｘ Ｑ. Ｅｃ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ｔｏ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ｉｎ Ｈｕａｎｇ ￣Ｈｕａｉ￣Ｈａｉ Ｐｌａｉｎ[Ｊ].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４(４): ８５￣９３.

[５]　 ＬＩＵ Ｓ Ｌꎬ ＷＵ Ｗ Ｂꎬ ＹＡＮＧ Ｘ Ｇ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６３(１): ４１５￣４３０.

[６]　 ＨＵ Ｚ Ｈꎬ ＷＵ Ｚ Ｒꎬ ＺＨＡＮＧ Ｙ Ｘꎬ ｅｔ 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
Ｐｌａｉｎꎬ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１ꎬ １９３(７): ４４１.

[７]　 ＧＡＯ Ｃꎬ ＬＩ Ｘ Ｗꎬ ＳＵＮ Ｙ Ｗꎬ ｅｔ 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３６(３): １２８９￣１３０２.

[８]　 田宏伟. 黄淮海地区玉米生育时期农业气候资源分析[Ｊ]. 气象与

环境科学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９(４): ５６￣６１.
ＴＩＡＮ Ｈ Ｗ.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
ａｒｅ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Ｊ].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９(４): ５６￣６１.

[９]　 ＺＨＡＯ Ｊꎬ ＹＡＮＧ Ｘ 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ｇｒ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ｍａｉｚｅ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Ｊ].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２
(１): １４６￣１５６.

[１０]　 陆伟婷ꎬ 于欢ꎬ 曹胜男ꎬ 等. 近 ２０年黄淮海地区气候变暖对夏玉

８１２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第 ４３ 卷



米生育进程及产量的影响[Ｊ]. 中国农业科学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８(１６):
３１３２￣３１４５.
ＬＵ Ｗ Ｔꎬ ＹＵ Ｈꎬ ＣＡＯ Ｓ Ｎ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 Ｐｌａｉｎ
ｉｎ ｌａｓｔ ２０ ｙｅａｒｓ [ 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８(１６):
３１３２￣３１４５.

[１１]　 魏瑞江ꎬ 王鑫. 气候适宜度国内外研究进展及展望[Ｊ]. 地球科学

进展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４(６): ５８４￣５９５.
ＷＥＩ Ｒ Ｊꎬ ＷＡＮＧ Ｘ.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４(６): ５８４￣５９５.

[１２]　 赵秀兰ꎬ 徐玲玲ꎬ 张艳红ꎬ 等. 未来黄淮海地区夏玉米光温水资

源适宜度及灾害风险演变特征[Ｊ]. 海洋气象学报ꎬ ２０２３ꎬ ４３(３):
８８￣１０３.
ＺＨＡＯ Ｘ Ｌꎬ ＸＵ Ｌ Ｌꎬ ＺＨＡＮＧ Ｙ Ｈꎬ ｅｔ 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ｌｉｇｈｔꎬ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 ｒｅｇ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Ｍｅｔｅ￣
ｏ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２３ꎬ ４３(３): ８８￣１０３.

[１３]　 帅艳民ꎬ 武梦瑾ꎬ 吴昊ꎬ 等. 东北春玉米全生育期气候适宜度评

价[Ｊ].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ꎬ ２０２２ꎬ ４０(３): ２３８￣２４７.
ＳＨＵＡＩ Ｙ Ｍꎬ ＷＵ Ｍ Ｊꎬ ＷＵ Ｈꎬ 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ａｉｚ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ꎬ ２０２２ꎬ ４０(３): ２３８￣２４７.

[１４]　 李萌ꎬ 申双和ꎬ 吕厚荃ꎬ 等. 气候变化情景下黄淮海区域热量资

源及夏玉米温度适宜度[ Ｊ]. 大气科学学报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９(３):
３９１￣３９９.
ＬＩ Ｍꎬ ＳＨＥＮ Ｓ Ｈꎬ ＬＶ Ｈ Ｑ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ｆｕ￣
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９(３): ３９１￣３９９.

[１５]　 越昆ꎬ 武荣盛ꎬ 桑婧ꎬ 等. 内蒙古春玉米气候适宜度变化特征及

评价指标[Ｊ].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９(３): ２０９￣２１７.
ＹＵＥ Ｋꎬ ＷＵ Ｒ Ｓꎬ ＳＡＮＧ Ｊ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Ｊ]. Ａ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９(３): ２０９￣２１７.

[１６]　 代立芹ꎬ 李春强ꎬ 魏瑞江. 河北省夏玉米气候适宜度及其变化特

征分析[Ｊ]. 生态环境学报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０(６): １０３１￣１０３６.
ＤＡＩ Ｌ Ｑꎬ ＬＩ Ｃ Ｑꎬ ＷＥＩ Ｒ Ｊ.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ｃｏｒ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０(６): １０３１￣１０３６.

[１７]　 李树岩ꎬ 陈怀亮. 河南省夏玉米气候适宜度评价[Ｊ]. 干旱气象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２(５): ７５１￣７５９.
ＬＩ Ｓ Ｙꎬ ＣＨＥＮ Ｈ 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ｍ￣
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２(５): ７５１￣７５９.

[１８]　 史本林ꎬ 朱新玉ꎬ 胡云川ꎬ 等. 夏玉米气候适宜度对全球气候变

暖的响应￣以商丘地区为例[ Ｊ]. 地理科学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３ (１０):
１２７７￣１２８４.
ＳＨＩ Ｂ Ｌꎬ ＺＨＵ Ｘ Ｙꎬ ＨＵ Ｙ Ｃ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ｑｉｕ[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３(１０):
１２７７￣１２８４.

[１９]　 李树岩ꎬ 潘学标ꎬ 王靖. ＲＣＰ 情景下河南省夏玉米发育期变化及

可调节热量资源估算[Ｊ].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５(６):
３５￣４５.

ＬＩ Ｓ Ｙꎬ ＰＡＮ Ｘ Ｂꎬ ＷＡＮＧ Ｊ.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ｌ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ＲＣＰ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５(６): ３５￣４５.

[２０]　 韩湘玲ꎬ 孔扬庄ꎬ 赵明斋. 华北平原地区玉米生产的气候适应性

分析[Ｊ]. 天津农业科学ꎬ １９８１ꎬ (２): １７￣２４.
ＨＡＮ Ｘ Ｌꎬ ＫＯＮＧ Ｙ Ｚꎬ ＺＨＡＯ Ｍ Ｚ.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ｉｎ[Ｊ].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１９８１ꎬ (２): １７￣２４.

[２１]　 全国气象基本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地面标准气候值统计方

法: ＧＢ / Ｔ ３４４１２￣２０１７[Ｓ].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ꎬ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ꎬ ２０１７.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ｎｏｒｍａｌｓ: ＧＢ / Ｔ ３４４１２￣２０１７[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ꎬ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７.

[２２]　 马树庆. 吉林省农业气候研究[Ｍ]. 北京: 气象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ＭＡ Ｓ Ｑ.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ｇｒｏ￣ｃｌｉｍａｔｅ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６.

[２３]　 郭建平ꎬ 田志会ꎬ 张涓涓. 东北地区玉米热量指数的预测模型研

究[Ｊ]. 应用气象学报ꎬ ２００３ꎬ １４(５): ６２６￣６３３.
ＧＵＯ Ｊ Ｐꎬ ＴＩＡＮ Ｚ 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Ｊ Ｊ.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ｈｅａｔ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ｃｏｒ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ꎬ ２００３ꎬ １４(５): ６２６￣６３３.

[２４]　 徐玲玲ꎬ 吕厚荃ꎬ 方利. 气候变化对黄淮海地区夏玉米气候适宜

度的影响[Ｊ]. 资源科学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６(４): ７８２￣７８７.
ＸＵ Ｌ Ｌꎬ ＬＶ Ｈ Ｑꎬ ＦＡＮＧ 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ｕｉ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 ｒｅｇｉｏｎ [ Ｊ].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６(４): ７８２￣７８７.

[２５]　 刘钰ꎬ ＰＥＲＥＩＲＡ Ｌ Ｓ. 对 ＦＡＯ 推荐的作物系数计算方法的验证

[Ｊ]. 农业工程学报ꎬ ２０００ꎬ １６(５): ２６￣３０.
ＬＩＵ Ｙꎬ ＰＥＲＥＩＲＡ Ｌ 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Ｏ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ｃｒｏｐ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 Ｊ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００ꎬ １６(５): ２６￣３０.

[２６]　 魏瑞江ꎬ 姚树然ꎬ 王云秀. 河北省主要农作物农业气象灾害灾损

评估方法[Ｊ]. 中国农业气象ꎬ ２０００ꎬ ２１(１): ２７￣３１.
ＷＥＩ Ｒ Ｊꎬ ＹＡＯ Ｓ Ｒꎬ ＷＡＮＧ Ｙ Ｘ. Ｌｏｓ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ｐｌｅ ｃｒｏｐ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ｍａｊｏｒ ａｇ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０ꎬ ２１(１): ２７￣３１.

[２７]　 钟兆站ꎬ 赵聚宝ꎬ 郁小川ꎬ 等. 中国北方主要旱地作物需水量的

计算与分析[Ｊ]. 中国农业气象ꎬ ２０００ꎬ ２１(２): １￣４ꎬ ５２.
ＺＨＯＮＧ Ｚ Ｚꎬ ＺＨＡＯ Ｊ Ｂꎬ ＹＵ Ｘ Ｃꎬ ｅｔ 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ｃｒｏｐ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０ꎬ ２１(２): １￣４ꎬ ５２.

[２８]　 刘志娟ꎬ 杨晓光ꎬ 王文峰. 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变

化Ⅳ. 黄淮海平原半湿润暖温麦￣玉两熟灌溉农区农业气候资源时

空变化特征[Ｊ]. 应用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２(４): ９０５￣９１２.
ＬＩＵ Ｚ Ｊꎬ ＹＡＮＧ Ｘ Ｇꎬ ＷＡＮＧ Ｗ 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Ⅳ. Ｓｐａｔｉｏ￣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ｓｕｂ￣ｈｕｍｉｄ ｗａｒ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ｗｈｅａｔ￣ｍａｉｚ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 Ｐｌａｉｎ [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２(４): ９０５￣９１２.

(下转第 ２３２ 页)

９１２第 ３ 期　 　 　 　 　 赵秀兰等:近 ６０ 年黄淮海夏玉米光温水资源适宜度及灾害风险演变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