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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河北省宁晋县冬小麦

低／高产年产量的影响

杨丽，刘海军，唐晓培，冯东雪，李伦

（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采用河北省平原区粮食生产大县宁晋县１９８２—２０１８年冬小麦产量数据和对应气象数据，对其进行 Ｍａｎｎ

Ｋｅｎｄａｌｌ（ＭＫ）趋势检验和Ｓｅｎ斜率分析，利用ＨＰ滤波法将冬小麦产量分离为气候产量和趋势产量，筛选产量变化

较大的年份并揭示主要气象影响因子，进而分析冬小麦产量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冬小麦生育期平均

气温、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均呈显著上升趋势，上升幅度分别为０．０５、０．０３和０．０７℃／ａ，平均风速呈显著下降趋

势，下降幅度为－０．０１ｍ·ｓ－１·ａ－１；冬小麦实际产量多年平均值为５３３０ｋｇ／ｈｍ２，实际产量和趋势产量均呈显著

上升趋势，气候产量无明显变化趋势，但是变化范围为－１２４５～１３７６ｋｇ／ｈｍ２（－４１％～２６％），说明年际间变化较

大；分析典型高产年和低产年气候要素对冬小麦产量的影响，发现播种返青期极端低温（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８日和９日

日最低气温达到－２１．２℃，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４—２５日最低气温平均值达到－１４．１℃），拔节抽穗期补灌不及时（１９９３

年）以及种植后期降水量过多（２００８年）会导致小麦减产，日照时数的提高和播种拔节期气温的升高有利于小麦高

产；不同年份造成减产的主导气象要素不同表明了气候要素对小麦减产的复杂性，而不同年份造成增产的主导气象

要素相似则表明了气候要素对小麦增产的一致性。

关键词：气候产量；冬小麦；典型低产年；典型高产年

中图分类号：ＴＶ２１３；Ｓ１６２．５　　文献标志码：Ａ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志码（ＯＳＩＤ）：

　　气候变化以全球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对全球

经济、生态以及社会系统都造成了重大影响［１３］。随

着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如干旱、极端低温或高温，也

发生得更加频繁［４５］。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尤其对

极端气候极为敏感［６７］。在粮食主产区，气候要素的

剧烈变化对当地农业生产和作物产量的影响更为突

出，如暴雨、短期极端低温或极端高温以及干旱等极

端气候均会导致棉花和玉米等作物产量显著减

少［８１１］。

小麦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２０１９年我国

小麦产量达到１３３６０万ｔ，占粮食总产量的２０％
［１２］。

邢素丽等［１３］发现在我国的冬小麦种植区冷冬年份

有效穗数下降极大，导致小麦减产。刘家宏等［１４］发

现石家庄冬小麦的致灾因子为：３月是最低温度；６

月是平均温度；１０、１１月是降水量。Ｌｉ等
［１５］研究了

极端气候对我国天山地区小麦产量的影响，发现：在

对降水敏感的地区，强降雨对小麦产量增加影响较

大；在对温度敏感的地区，极端高温天气的增加对小

麦减产影响较大，而极端低温天气的减少对小麦增

产影响较大。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等
［１６］研究发现，夏季温度

升高会导致冬小麦产量降低。Ｓａａｄｉ等
［１７］发现在地

中海地区，气候变暖对冬小麦春化影响较大，春季降

·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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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的减少对冬小麦生长的影响尤为明显。

Ｋｏｔｈａｒｉ等
［１８］发现温度升高使得得克萨斯高原冬小

麦的生长季节缩短，预计冬小麦的灌溉用水量在未

来将会减少，这对于灌溉水资源量较少的得克萨斯

高原的冬小麦种植有利。

可以发现，对于国内外不同地区，气候变化对

冬小麦种植的影响不尽相同。河北省是我国的小

麦主产区之一，宁晋县是河北平原区最大的小麦

生产县。以宁晋县小麦产量和气候变化长系列数

据为基础，分析和识别影响该地区小麦产量的主

要气候要素，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研究结果对

指导当地农业生产、保障作物高产稳产具有重要

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气象数据来源于河北省宁晋气象站（纬度３７°

３８′Ｎ，经度１１４°５５′Ｅ，海拔３０．１ｍ），包括日尺度的

降水量、平均气温、最低气温、最高气温、平均相对湿

度、日照时数和平均风速，时间范围为１９８１—２０１８

年，数据由国家气象局气象信息中心提供。冬小麦

产量数据来源于１９８２—２０１８年《河北农村统计年

鉴》。研究区冬小麦的生育期由中国气象网的农业

气象站数据资料和实地观察结果确定，见表１。

表１　冬小麦的生育期划分

Ｔａｂ．１　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ｉｎＮｉｎｇｊｉｎ

生育期 播种返青 返青拔节 拔节抽穗 抽穗成熟

时间区间 １０月１０日—次年２月２８日 ３月１日—４月１０日 ４月１１日—４月３０日 ５月１日—６月１５日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参考作物蒸散量犈犜０
参考作物蒸散量犈犜０ 采用ＦＡＯ５６推荐的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公式计算，反映研究区的总体

作物蒸散发能力，只与当地的气象条件有关［１９］。

１．２．２　ＭＫ趋势检验和Ｓｅｎ斜率计算

ＭＫ趋势检验能有效区分某一变化过程是处

于自然波动还是存在确定的变化趋势，具有无须

对数据系列进行特定的分布检验，允许系列有缺

失值等优点，因此该检验法被广泛应用于数据的

趋势检测［２０２１］。如果数据时间序列显示线性趋

势，则可以使用Ｓｅｎ
［２２］给出的简单非参数计算估计

真实斜率。

本文使用Ｓａｌｍｉ等
［２３］基于Ｅｘｃｅｌ开发的ＭＡＫＥＳＥＮＳ

１．０软件进行气象要素以及冬小麦产量的ＭＫ趋势

检验和Ｓｅｎ斜率计算。

１．２．３　ＨＰ滤波法进行产量分解

农作物产量的影响因素有人为因素、气候因素

以及随机因素，据此农作物产量（狔）可以分解为趋

势产量（狔ｔ）、气候产量（狔ｗ）以及随机产量Δｙ。其中

趋势产量主要反映以育种、耕种栽培方式和农业机

械水平等提高为主的人为因素。农作物产量计算公

式为

狔＝狔ｔ＋狔ｗ＋Δｙ （１）

由于随机产量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较小，且无

规律可循，难以定量计算，多年平均值为零，故忽略

不计。因此，可以认为农作物产量由趋势产量和气

候产量组成，即

狔＝狔ｔ＋狔ｗ （２）

ＨＰ滤波法是Ｈｏｄｒｉｃｋ等
［２４］提出的一种时间序

列在状态空间中的分析方法。ＨＰ滤波法可以近似

看作一个高通滤波器，把时间序列看作是不同频率

成分的叠加。因此ＨＰ滤波法可以将产量分离成气

候产量（高频成分）与趋势产量（低频成分），具有分

离出的趋势产量无滞后性，产量序列的两端没有缺

损等优点［２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冬小麦生育期气象要素和犈犜０ 变化

趋势

河北省平原区的冬小麦生育期一般为１０月

至次年６月。１９８２—２０１８年冬小麦生育期的气象

因子的年际变化趋势见图１，多年平均值和Ｓｅｎ斜

率见表２。可以看出，１９８２—２０１８年冬小麦生育

期总降水量多年平均值为１３０ｍｍ，总日照时数多

年平均值为１６３２ｈ，相对湿度多年平均值为

６２．２％。从年际变化趋势来看，冬小麦生育期总

降水量呈不显著上升趋势，总日照时数和相对湿度

呈不显著下降趋势。冬小麦生育期平均、最高、最低

气温多年平均值分别为７．９、１４．６和２．２℃，三者均

呈显著上升趋势。Ｓｅｎ斜率分别０．０５、０．０３和

０．０７℃／ａ，最低气温上升幅度最大。冬小麦生育期

的风速多年平均值为２．１ｍ／ｓ，呈显著下降趋势，下

降幅度为－０．０１ｍ·ｓ－１·ａ－１。１９８２—２０１８年冬

小麦生育期总犈犜０多年平均值为６００ｍｍ，其上升

趋势不显著。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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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冬小麦生育期气候要素年际变化趋势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ｗｈｅａｔ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

表２　１９８２—２０１８年冬小麦生育期气候要素的多年平均值和Ｓｅｎ斜率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Ｓｅｎｓｌｏｐｅ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ｗｈｅａｔ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ｆｒｏｍ１９８２ｔｏ２０１８

气候要素
总降水量／

ｍｍ

总日照时数／

ｈ

相对湿度／

％

平均气温／

℃

最高气温／

℃

最低气温／

℃

平均风速／

（ｍ·ｓ－１）

总犈犜０／

ｍｍ

平均值 １３０ １６３２ ６２．２ ７．９ １４．６ ２．２ ２．１ ６００

Ｓｅｎ斜率 １．０５ －３．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８５

　注：“＋”和“”表示分别通过了０．１和０．００１的显著性检验。

２．２　冬小麦产量变化分析

冬小麦实际产量以及通过 ＨＰ滤波法分离出

的趋势产量和气候产量见图２。１９８２—２０１８年，

冬小麦实际产量多年平均值为５３３０ｋｇ／ｈｍ２，实际

产量和趋势产量均呈显著上升趋势，对其进行

ＭＫ趋势检验和Ｓｅｎ斜率计算，冬小麦实际产量和

趋势产量Ｓｅｎ斜率分别为１３６ｋｇ／（ｈｍ２·ａ－１）和

１３９ｋｇ／（ｈｍ２·ａ－１）。１９９８年前，冬小麦实际产量呈

波动上升趋势，之后实际产量平稳上升，２００８年后，

冬小麦实际产量又呈波动增加趋势。在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趋势产量增长速率较快，调研发现主要是由于

品种更替、灌溉施肥管理水平提高和农业机械化水

平提升等。河北省宁晋县冬小麦气候产量变化范围

为－１２４５～１３７６ｋｇ／ｈｍ２。其 ＭＫ检验结果显

示，１９８２—２０１８年小麦气候产量无显著变化趋势。

图２　小麦实际产量、趋势产量以及气候产量年际变化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ｔｕａｌｙｉｅｌｄ，ｔｒｅｎｄ

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ｙｉｅｌｄｏｆｗｈｅａｔ

·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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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低产年气候要素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虽然冬小麦气候产量总体变化趋势不显著，但

其变化范围极大，为－１２４５～１３７６ｋｇ／ｈｍ２，说明

在某些年份气候变化对冬小麦产量造成了明显影

响。选取气候产量降低较大的年份为典型低产年，即

１９８６年（气候产量为－１２４５ｋｇ／ｈｍ２，减产４１％）、

１９９３年（气候产量为－６９４ｋｇ／ｈｍ２，减产１６％）和

２００８年（气候产量为－６０１ｋｇ／ｈｍ２，减产１０％），见图２。

由于气候产量已经去除了人为要素的影响，只与气

象条件有关，因此主要分析气象要素的变化，见图３。

图３同时显示了气象要素多年平均值，如果该气

象要素偏离多年平均值较大，说明数据变化比较

剧烈，表明该要素可能是造成产量变化较大的主

要原因之一。

图３　冬小麦典型低产年全生育期气候变化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ｉｎ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ｏｗｙｉｅｌｄｙｅａｒｓ

·３５９·

杨丽，等　气候变化对河北省宁晋县冬小麦低／高产年产量的影响



节 水 农 业

　　１９８６年冬小麦生育期气象数据显示，播种后降

水较多，且总体日照时数较多，这有利于冬小麦生

长。但是在播种返青期，日最低气温和日平均气温

分别为－５．０℃和０．８℃，显著低于该时期日最低

气温和平均气温多年平均值－２．９℃和２．３℃。尤

其在１２月８日和９日，日最低气温达到－２１．２℃，明

显低于同期平均日最低气温－４．８℃。１９８６年播种

返青期小麦犈犜０比多年平均值减少２２．５ｍｍ，这可

能主要是由于温度较低的影响，但是在整个生育期

１９８６年的犈犜０与多年平均值接近。

１９９３年小麦生育期气象数据显示，其生育期降

水量要显著小于多年平均降水量。冬小麦生育期内

降水为６１ｍｍ，而同期多年平均值为１３０ｍｍ，减少

了６９ｍｍ，尤其是在拔节抽穗期降水量仅为

１．３ｍｍ。研究区为井灌区，当发生大面积干旱时，

会发生灌水不及时情况，最终在区域上会造成减产。

温度显示在１月１４日—２５日最低气温平均值达到

－１４．１℃，显著低于多年平均值－８．７℃。同时在

拔节开始后的４月中旬，日最低气温平均值为

２．９℃，低于同时期多年平均最低气温６．０℃。由

于该阶段已经进入拔节期，极低气温引起的倒春寒

会显著冻伤幼苗，延缓生长和降低后期的产量。同

时，１９９３年小麦生育期日照时数１４９０ｈ比多年平

均值１６３２ｈ少了将近１０％；尤其在小麦的抽穗成

熟期，１９９３年日照时数为３０１ｈ，平均每天日照时数

为６．５ｈ，比该时期日照时数多年平均值３８５ｈ少

２２％，见图３（ｂ）。

２００８年数据显示冬小麦生育期降水量为１６１ｍｍ，

比多年平均值１３０ｍｍ多２４％，但是该年份的降水

量分布与多年平均分布差异较大。在播种至返青

期，２００８年的降水量仅为１３．３ｍｍ，明显小于多年

平均值３９．８ｍｍ，该阶段降水量偏少会影响小麦越

冬。进入４月小麦拔节后降水量明显增加，这有利

于小麦生长。但是进入５月下旬后，降水量依旧偏

高，在小麦的抽穗成熟期达到了９３ｍｍ，比该时期

多年平均值５７ｍｍ多６３％，见图３（ａ），同时该时期

相对湿度为６７．５％，高于相对湿度多年平均值

６３．５％。温度和犈犜０变化与多年平均接近，对产量

变化影响较小。

２．４　高产年气候要素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选取气候产量最大的年份为典型高产年，即

１９９５年（气候产量为５６９ｋｇ／ｈｍ２，增产１２％）、１９９６

年（气候产量为９１０ｋｇ／ｈｍ２，增产１８％）和１９９７年

（气候产量为１３７６ｋｇ／ｈｍ２，增产２６％）为小麦的典

型高产年，见图２，分析小麦高产年的全生育期气候

要素变化情况，见图４。

从图４可以看出，高产年份的３年气象要素变

化特点比较相似：最高、最低和平均气温与多年平均

值接近或者稍微高于平均值，说明温度不是限制因

子，这与低产年份得到的结果不同，在低产年份，温

度偏低是影响产量的主要原因，见图３。如：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和１９９７年播种返青期日平均气温比多年平

均值分别高０．２、０．３和０．５℃，见图４（ｅ）；日照时

数要高于平均日照时数，如１９９５年冬小麦日照时数

在返青拔节期比多年平均值多６０ｈ，在拔节抽穗

期比多年平均值多２３ｈ，抽穗成熟期比多年平均值

多３７ｈ，１９９６年冬小麦的播种返青期总日照时数

比多年平均值多２１６ｈ，１９９７年冬小麦播种返青期

总日照时数比多年平均值多１０９ｈ，抽穗成熟期总

日照时数也比多年平均值多４２ｈ，见图４（ｂ）。播

种返青期和抽穗成熟期日照时数的增加以及播种

返青期气温的提升有利于冬小麦顺利越冬并促进根

系生长，培养健壮麦苗，最终提高小麦产量。３年的

降水量与多年平均值变化趋势不同，１９９６年要比多

年平均值少４０ｍｍ，而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７年与多年平

均值接近。但是３年的降水量分布比较一致，即降

水大部分出现在返青至灌浆期间，尤其是在拔节的

４月。该阶段是冬小麦耗水量的高峰期，通过降水

及时补充土壤水分，对于缓解水分亏缺、促进冬小麦

生长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当地以灌溉为主，但是考

虑到水资源限制，部分区域仍不能及时灌溉，适时的

降水可以缓解干旱。该降水特征与图３显示的

１９９３年降水分布不同。１９９３年降水量也较少，但是

主要是返青后降水量极少，这样在同时大面积发生

干旱时，大面积区域不能同时进行灌溉，部分区域灌

水不及时，进而造成减产。

３　讨　论

气候数据分析表明：日平均、最高和最低气温均

呈显著上升趋势，这与全球变暖的大背景相符；日照

时数呈不显著下降趋势，这可能与研究区空气污染

有关［２６］，空气中以烟、霾、微尘为主的微粒量增加，

使得到达地面的辐射量下降；降水量和犈犜０变化趋

势不显著，这与曹倩等［２７］和姬兴杰等［２８］在冬小麦主

产区的研究结论一致；风速呈显著下降趋势，这与高

静等［２９］针对华北平原的研究结论一致。这说明研

究区域的气候变化与较大空间尺度下的气候变化趋

势具有一致性。

产量数据分析表明，实际产量和趋势产量均呈

显著上升趋势，尤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产量增长速

·４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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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较快，这与刘昌等［３０］、刘家宏等［１４］和李彩侠等［３１］

在山东、石家庄和黑龙江等地的研究结果相对一致，

说明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内的冬小麦种植水平显

著提升。

图４　冬小麦典型高产年全生育期气候变化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ｉｎｔｙ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ｙｉｅｌｄｙｅａｒｓ

　　从低产年气候要素对冬小麦产量影响可以看

出，小麦播种返青期极端低温是小麦减产的主要原

因（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９３年），此时小麦虽然进入越冬期，

但是过低的气温也制约了小麦安全越冬，影响了幼

苗生长、推迟小麦开始分蘖的时间，从而影响干物质

的积累，使得小麦减产［３２３３］。吴冰洁等［３４］发现华北

·５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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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最低气温对气候产量变异影响程度最大，冬小

麦产量受低温的限制作用较为明显。慕臣英等［３５］

研究表明，对于不同的冬小麦品种，幼苗半致死温度

范围为－２１．５～－１４．７℃。因此为了保障小麦安

全越冬，一般在１１月根据土壤含水量浇足冬水，以

提高土壤含水量和增加土壤热容量，减小温度快速

下降和低温条件对小麦幼苗的影响。胡实等［３６］发

现灌溉可缓解降雨变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包括局

部地区降水的季节和年际变化影响。而在本研究中

县域尺度下，小麦拔节返青期降水对小麦产量影响

较大，该时期为冬小麦耗水高峰期，补灌不及时会导

致小麦水分亏缺，影响小麦的有效穗粒数和千粒重，

以及籽粒粗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对小麦产量和籽

粒品质造成较大影响［３７３８］。但该时期降水较多，即

使生育期内其他时期降水较少，由于可以及时补灌，

则不会对小麦产量造成明显影响（１９９６年）。Ｌｉｕ

等［３９］研究发现，补充灌溉对华北地区的冬小麦生产

非常重要，在干旱年份，小麦高产需要４００ｍｍ灌

溉。但在研究区地下水过度开采、水位急剧下降的

背景下，可能会导致补灌不及时，进而影响小麦产

量。抽穗成熟期降水过多也会导致小麦减产（２００８

年），小麦生长后期降水量过多会影响冬小麦籽粒

的形成，导致籽粒腐烂，造成减产。同时后期较多

降水会造成田间湿度较高，易引起赤霉病、白粉病

等病虫害［４０４１］。王德梅等［４２］在山东省研究了灌溉

量和灌溉时期对小麦产量的影响，发现当灌水量低

于１２０ｍｍ时，产量随灌水量的增加而提高，但灌水

量超过１８０ｍｍ时产量则显著降低。可以看出，水

分过多也会导致小麦减产。因此在未来的小麦种植

过程中，应关注中长期天气预报，进而制定合理的灌

溉计划，既要保障土壤有充足的水分，同时也要预防

土壤含水量过高而引起的倒伏等情况。

从高产年气候要素对冬小麦产量影响可以看

出，较高的日照时数有利于冬小麦高产。郑娜等［４３］

发现在河北省栾城县，整个小麦生育期日照时数与

冬小麦产量呈正相关。太阳辐射通过影响植物酶活

性和光合作用直接影响植物生长过程，是植物进行

光合作用的能量来源，植物通过光合作用进行有机

物积累［４４］。当植株未受到其他非生物胁迫时，植物

叶片接收的太阳辐射强度越强，叶片的叶绿素含量

会越高，植物的净光合速率、光电子传输速率会越

强［４５４６］。因此在无其他极端气候发生且日照时数较

高的年份，小麦产量较高。

４　结　论

（１）１９８２—２０１８年河北省宁晋县冬小麦生育期

各气象要素变化趋势为：总降水量、总日照时数和相

对湿度变化较为平稳，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风速呈

显著下降趋势。总犈犜０多年平均值为６００ｍｍ，其

上升趋势不显著。

（２）１９８２—２０１８年，研究区冬小麦实际产量多

年平均值为５３３０ｋｇ／ｈｍ２，气候产量变化范围为

－１２４５～１３７６ｋｇ／ｈｍ２，实际产量和趋势产量均呈

显著上升趋势，气候产量无显著变化趋势。

（３）越冬期过低的气温（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９３年）、拔

节抽穗期补灌不及时和光照强度低（１９９３年），以

及灌浆成熟期的多雨（２００８年）均会造成冬小麦显

著减产，说明引起小麦减产的因素多元而复杂。

（４）在温度与多年平均值保持一致的条件下，日

照时数的提高更有利于小麦的增产。同时降水量相

对均匀地分布在返青灌浆阶段，有利于缓解干旱，

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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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ＯＹＸ，ＱＩＮＤＹ，ｅｔａｌ．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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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等　气候变化对河北省宁晋县冬小麦低／高产年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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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西部地区玉米需水量与灌溉制度制定

聂堂哲１，梁契宗１，２，王天倚１，褚丽丽１，陈选３，李奉锐４

（１．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２．中山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３．宁海县水务局，浙江 宁波３１５６００；４．河北省邢台水文勘测研究中心，河北 邢台０５４０００）

摘要：黑龙江省西部地区频发的干旱情况影响该地区农业水循环与粮食安全，研究玉米水分供需关系对于理解该地区干旱机

理有重要意义。根据ＦＡＯ５６单作物系数法，计算玉米生育期参考作物蒸散量（犈犜０）、作物需水量（犈犜ｃ）和灌溉需水量（犐ｒ），

依托ＣＲＯＰＷＡＴ模型制定灌溉制度，并通过计算作物水分盈亏指数（犆Ｗ）分析玉米水分盈余情况。结果表明：１９６０—２０１５年

黑龙江省西部玉米生育期犈犜０和犈犜ｃ呈下降趋势，有效降水量（犘ｅ）、犐ｒ和犆Ｗ 呈上升趋势；平均犈犜０、犈犜ｃ、犘ｅ和犐ｒ分别为

６３９．６４、４３８．１３、２２４．４０和２７３．８７ｍｍ；由于不同水文年干旱条件不同，犘ｅ并不能在所有年份满足玉米水分需求，丰水年、平

水年、枯水年和特枯水年的平均净灌溉定额分别为１５２．４３、２３６．３３、２７６．５３和３５３．４７ｍｍ。黑龙江省西部玉米生育期水分供

需关系的研究和灌溉制度的制定有助于区域水资源调控和农业发展。

关键词：参考作物蒸散量；作物需水量；作物水分盈亏指数；有效降雨量；灌溉需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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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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