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我省作物生长季气候异常，春旱、伏

旱、秋吊、冷害、早霜等农业气象灾害群发，对农业

生产影响极大，其中中西部主要产粮区的伏旱和

东部地区持续低温和早霜灾害都是多年罕见的，

导致粮食作物大幅度减产，同时对本省农业经济

和农民收入产生较大影响。及时总结分析多灾之

年的气候条件及其对粮豆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的

影响，对进一步认清气候异常变化与我省农业生

产的关系，加强今后农业生产管理和防灾减灾都

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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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物生长季农业气象条件概况

积温：今年各地大田作物播种至成熟期间≥
10℃的积温，中、西部在 2 900～3 040℃·d 之间，比

常年多 50℃·d 左右；吉林、辽源和通化的多数县

(市)为 2 800～2 900℃·d，比常年多 10℃·d 左右；

东部山区大部为 2 410～2 600℃·d，比常年多 50
℃·d 左右。各地玉米出苗到成熟(停止灌浆日)的积

温，中、西部在 2 650℃·d 左右，吉林、辽源和通化

为 2 530℃·d 左右，延边和白山为 2 300℃·d 左右。
全省多数县市此积温少于常年，其中延边州的部分

县市此积温较常年少 90℃·d 左右。水稻返青至成

熟期间稳定≥10℃的积温，中、西部多数市县在

2 450℃·d 左右，吉林、辽源和通化为 2 300～2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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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延边和白山大部为 2 050～2 300℃·d。全省多

数县市此积温比常年少 50℃·d 左右，其中中北部

和东部多数县市少 80～140℃·d。
降水：今年全省农业生产季节内降水量偏少。

4～9 月全省平均降雨量为 420.0 mm，较常年同

期少 21%，各地比常年少 15%～45%不等。全省

5～9 月雨量为 369.2 mm，较常年少 26%，各地较

常年少 20％～45%左右。今年各地降水时间分布

差异比较大。4 月份多数县市雨量是常年同期的 2
倍左右，5 月多数地区雨水较常年少 48%左右，6
月份多数地区雨水比常年多 24%，7、8 月份全省

平均雨量分别比常年少 34%和 41％，其中 8 月上

旬降水量只有 7.1 mm，比常年少 86%；9 月份各

地雨量比常年少 42％左右。
日照：今年我省大部主要作物生长季日照时

间接近常年。全省 5～9 月平均日照时数 1 142 h，

比常年同期多 13 h。西部地区日照较常年少 10～
40 h，中部地区日照时数偏多 10～100 h，其它地

区接近常年。5 月 30 日～7 月 20 日出现寡照时

段，对水稻返青和分蘖有一定影响。

2 农业气象灾害及其影响

今年我省除了中西部主要产粮区旱田作物播

种出苗期间水热条件好，玉米苗情和前期长势偏

好以外，再无有利条件。气象条件对农业生产不利

的因素较多，影响也比较大。从作物营养生长到成

熟，先后发生了春旱、低温冷害、伏旱、秋吊和初霜

冻等气象灾害。
2.1 干旱

2.1.1 春旱

5 月 份 全 省 各 地 降 水 量 较 常 年 少 30%～
60%，其中中、下旬平均降水量分 别较常年 少

71％和 55％，西部地区和延边州农田旱象明显。5
月 28 日 10cm 土壤湿度，中西部地区大部和延边

州的多数县市在 3％～12％之间，旱象明显。据省

气象科学研究所 5 月 26 日的卫星遥感监测，中、
西部大部分县市出现中度或轻度干旱，少数县市

为重旱。此时期正是延边州各县市大田播种期，干

旱使延边州大部大田播种期推迟到 5 月 10 日前

后，播种后因土壤干旱种子不发芽，出苗期进一步

推迟，苗情较差。其中珲春、图们等县市玉米播种

期推迟到 5 月中旬，出苗期推迟到 6 月初，较常年

晚半个月左右。由于 5 月东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

少 60%～70%，水库严重缺水，依靠小水库和泡汤

种稻的地方无水泡田和整地，部分地方水稻插秧

期推迟 10 d 左右，对后来的水稻返青、分蘖等生

长过程都有影响。
2.1.2 伏旱

伏旱发生在 8 月 1 日至 8 月 26 日期间，中西

部产粮区旱情严重。由于中西部地区 6 月下旬雨

水充沛，7 月中旬全省大部雨量正常，因此，尽管 7
月下旬全省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少 59％，农田

旱象仍不明显，但是到 8 月初中、西部地区农田出

现明显旱象。7 月 22 日至 8 月 17 日，全省平均降

水量只有 31 mm，较常年少 77%，居建国以来的

第 1 位，其中中西部地区多数县市近一个月没有

一场有效降水，降水量较常年少 92%左右。此期

间全省平均气温为 23.9℃，较常年高 1.8℃。由于

持续高温无雨，农田水分严重不足，农田水分亏缺

率达到 90%。据旬土壤湿度加密观测和实地考

察，8 月上、中旬中、西部多数县市农田耕层土壤

绝对湿度仅有 4%～14%，处于凋萎湿度范围内，

农田干土层达到 10～15 cm，普遍出现龟裂。由于

长时间严重缺水，中、西部多数地区平地和洼地的

玉米普遍黄脚，岗地普遍黄到腰部，个别地块整株

枯黄。干旱时期正是玉米灌浆期，严重干旱期间灌

浆基本停止，子粒增重极为缓慢，严重影响玉米产

量形成。据 8 月中旬各地信息和实地旱情调查，主

要产粮区多数县市玉米穗很小，穗长和穗粗仅相

当于常年同期的一半。由于 6、7 月低温使多数地

区玉米生育期延迟，因此主要产粮区部分县市玉

米在 8 月初尚未抽雄和出穗，因此还出现了“卡脖

旱”。此期间，东部通化市各县和延边州部分县市

也出现旱情，岗坡地旱情偏重，玉米灌浆和大豆鼓

粒受到抑制。据农业和气象部门统计汇总，截至 8
月 17 日，全省干旱面积达到 285 万 hm2，其中重

旱面积 148 万 hm2，枯死绝收面积 30 万 hm2。中、
西部地区旱田普遍受旱，其中岗地普遍为特旱，平

地普遍为严重干旱，洼地也达到中度或轻度干旱，

没有不旱的地块。8 月 18 日至 20 日，西北部县市

和东部山区出现一场明显降水，当地旱情得到缓

解，但是中部主要产粮区，即长春、松原和四平地

区的多数县市降水量在 5mm 以下，或根本没有降

水，旱情继续发展。直到 8 月 27 日，中、西部地区

才出现一场明显降水过程，多数县市降水量达到

30 mm 以上，旱情得到明显缓解或解除。
今年的伏旱发生在主要产粮区和玉米等旱田

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干旱范围之大、程度之

重、时间之长和损失之重，都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尽管各级政府在 8 月中下旬全力组织抗旱，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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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伏旱仍然造成重大损失。据 9 月初作者等进行

的干旱损失调查，中西部严重干旱地块玉米穗和

玉米秸秆已经提前半个月枯黄，有效灌浆期缩短

近半个月左右，玉米穗细小、秃尖长、子粒浅，即使

是洼地和灌溉过的地块，玉米穗粒产量结构也远

不及常年。据相关农业气象指标[1- 2]分析和实地考

察了解，中西部多数县市玉米单产减幅在 30%左

右，个别县市减产近一半；东部县市的伏旱也造成

一定减产。
2.1.3 秋吊

多数地区 9 月上中旬，发生秋吊。自 8 月 27
日出现全省性明显降水后，到 9 月上旬前后，多数

地区再无有效降水，其中 9 月上旬中西部各地降

水量较常年少 80%左右，出现明显的秋吊，导致

玉米等作物出现早衰和枯死等非正常成熟现象，

造成减产。
2.2 低温冷害

2.2.1 延迟型低温冷害

受冷涡天气影响，6～7 月我省各地出现持续

低温多雨寡照天气过程，作物生育期延迟，水稻出

现延迟型冷害。水稻返青分蘖期间(5 月 29 日～7
月 20 日)全省平均气温为 19.1℃，比常年同期低

1.2℃，居历史同期低温的第 5 位。特别是 5 月 30
日～6 月 25 日期间，全省日平均气温低于作物生

长适宜温度下限(17℃)的天数达到了 14 d，居历

史同期低温天数的第 2 位，其中白山和延边分别

达 20 d 和 22 d；辽源、吉林和通化为 12～15 d。
5 月 29 日～7 月 20 日全省多数地区平均积温比

常年同期少 66.1℃·d 左右，东部少 80℃·d 左右。
低温伴随寡照。5 月 30 日～7 月 20 日累计日照

时数，中、西部地区比常年同期少 55 h；东南部地

区比常年同期少 77 h。持续低温和寡照对水稻返

青和分蘖的抑制作用较大，各地水稻返青滞后，生

长缓慢，有效分蘖数明显偏少。据实地调查和各地

信息，截至 6 月 24 日，多数稻区水稻分蘖数比同

期正常情况少 35%～50%左右，水稻植株高度也

较常年同期矮 20%～30%左右，生物量仅相当于

常年同期的一半。持续低温使水稻生长进程明显

推迟，7 月 21 日前后多数稻区水稻刚刚进入孕穗

期，生长发育进程较常年晚一周以上，积温较常年

少 70℃·d 左右，积温距平和延迟天数都达到水稻

延迟型低温冷害指标 [3]，其中北部和东部个别县

市达到严重冷害指标。从全省范围来看，南部地区

多为轻度冷害，其它地区为中度冷害，对水稻生长

和结实影响较大。水稻抽穗期早晚是水稻延迟型

冷害的主要指标。今年我省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

多数稻区水稻普遍抽穗期推迟到 8 月 13 日前后，

较常年晚 6 d 左右，较不发生延迟型冷害的“安

全”抽穗期晚 4 d 左右；延边州各县市水稻抽穗期

推迟到 8 月 18 日前后，比常年晚 14 d，较安全抽

穗期晚 12 d 左右。水稻插秧至成熟≥10℃积温，

全省多数县市比常年少 50℃·d 左右，近半数县市

少 70℃·d 以上，达到延迟型冷害指标 [4]，其中榆

树、农安、德惠、双阳、吉林、蛟河、永吉、通化县、
白山、抚松、汪清、安图和延吉等县市少 80～
140℃·d，达到严重低温冷害指标。由于 8 月下旬

和 9 上中旬东部地区气温仍然不是太高，而且 8
月 27 日前后和 9 月 18 日前后出现 2 次强降温天

气过程，水稻生长进程一直没能得到补偿，因此到

9 月 23 日前后，正常年水稻已经完全成熟，而今

年延边多数水稻仍处于灌浆期。特别是 9 月 19 日

当地部分县市出现霜冻，而后气温也不高，水稻灌

浆缓慢或停止，多数水稻不能正常成熟，造成严重

减产。持续低温还引发东部各地区水稻穗、茎瘟病

严重发生，也导致水稻减产和品质下降。延迟型冷

害和稻瘟病使东部地区水稻单产减 2～3 成左右。
玉米等旱田作物尽管苗情好，但是由于持续

低温影响，到 7 月下旬，主要产粮区玉米生长进程

较常年晚 3～5 d，其中东部延边州由于 5 月干旱

使玉米、大豆播种期推迟和 6、7 月低温影响，玉米

生育期延迟 7～10 d，达到延迟型冷害指标 [3]。8
月 27 日前后和 9 月 18 日前后出现两次强降温天

气过程，部分县市出现轻霜，延边州各县市和东部

其它地区的部分县市玉米生长进程没能得到补

偿，到 9 月 25 日前后仍未进入成熟期，延边各县

市不少地块仍处于乳熟期，较常年晚 12～15 d，9
月末玉米灌浆缓慢或停止，多数玉米收获前不能

完全成熟，造成明显减产。
2.2.2 水稻障碍型冷害

7 月下旬东部地区出现强降温天气，延边州

发生水稻障碍型冷害。今年 7 月下旬我省各地气

温普遍偏低，7 月 22～25 日期间，延边州的多数

县市日平均气温明显偏低，延吉和龙井市连续 2
d 日平均气温低于 17℃，发生水稻轻度障碍型低

温冷害；图们、珲春、和龙、安图和汪清县连续 3 d
日平均气温低于 17℃，多数在 16℃左右，发生了

水稻孕穗期中度障碍型冷害 [2- 3]。水稻孕穗对低温

反应特别敏感，低温可导致水稻不育，造成空壳率

上升，产量下降。持续低温导致水稻孕穗期偏晚，

到 7 月 25 日前后延边州的水稻仅处于孕穗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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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次冷害导致水稻空壳上升的幅度不会太

大，根据冷害指标 [5]估计在 5%～15%之间。白山

市的长白、抚松二县也出现连续 2 d 日平均气温

低于 17℃，发生了轻、中度水稻障碍型冷害，对相

关农户水稻收成有一定影响，但当地水稻种植面

积较小，对粮食产量影响不大。此期间，我省其它

地区气温也偏低，对水稻生长发育也有不利影响，

但没有达到障碍型冷害指标。
2.3 早霜冻

今年我省大部初霜日期提前。受高空低槽的

影响，8 月 27 日我省一场明显降水过后，28 日和

29 日自西向东出现强降温天气，中西部地区和东

南 部 的 多 数 县 28 日、29 日 平 均 气 温 在 9.7～
15.9℃之间，比常年低 3.0～8.5℃。29 日东丰、东
岗、靖宇、长白日最低气温分别为 1.9℃、1.5℃、
1.4℃和 0.9℃，达到轻霜指标，局部低洼地块出现

重霜。这 4 个县(站)初霜日比常年早 20 d 左右，是

建国以来没有的，是一个极端的异常气象现象。受

较强冷空气的影响，9 月 18 ～19 日出现明显的

降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方极端最低气温在 4℃
以下，其中榆树、农安、东丰、永吉、蛟河、靖宇、长

白、敦化、安图、汪清、和龙等 11 个县市极端最低

气温在 0.8～2.0℃，出现霜日；东岗、二道极端最

低气温分别为－0.2℃和－0.3℃，出现霜冻。中部

地区多数县市初霜日较常年提前一周左右，东部

地区提前 3 d 左右。
尽管这两场低温和霜降持续时间较短，但是

影响是明显的。由于今年我省大部粮食作物发育

的中、后期生长进程较常年推迟一周左右，因此这

两次低温和霜冻天气对作物灌浆成熟影响较大。
特别是东部地区部分县市和中部地区低洼农田玉

米和水稻在灌浆期就出现霜日，导致作物灌浆阶

段性停止，严重影响到产量形成。在作物灌浆阶段

灌浆停止 1 d，粮食产量要下降 1%～3%，据东部

地区作物灌浆成熟进程和最低温度情况初步估

计，这两场低温、霜冻天气过程导致东部粮食作物

单产减 5%左右，水稻单产减 8%左右。农安、榆树、
双阳、蛟河、东丰等县市 9 月 18～19 日也出现轻

霜，对作物灌浆成熟也有一定影响，但这些地方绝

大部分地块作物已经蜡熟，气温回升后作物仍能

继续灌浆成熟，因此对最终粮食产量影响不大。
10 月 4 日前后我省出现大范围霜冻，此时期

多数地区粮豆作物处于成熟和收获期，不受霜冻

影响，但是东部延边州多数地块玉米和水稻等作

物尚未成熟，霜冻导致作物灌浆停止或死亡，对当

地粮食生产影响较大，一些尚未成熟的玉米只能

收割后作为饲料。

3 总结、讨论与建议

3.1 今年我省作物生长季相继发生了低温、干旱

和霜冻等灾害，给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造成

严重危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很严重。初步估计，中

西部地区的玉米和延边州的玉米、水稻单产因多

种灾害减产 3 成左右，尽管高产作物面积略有增

加和农业投入加大，但全省粮食产量仍比大丰收

的 2008 年减产 2 成多。
3.2 在多种农业气象灾害中，造成损失最大的还

是伏旱。伏旱发生在中、西部主要产粮区，且发生

在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干旱范围之大、程度之

重、干旱时间之长和损失之重，都是建国以来没有

的。值得注意的是，我省今年的干旱不是一个偶然

现象，而是有气候背景的。自 1999 年以来，在全

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我省农业气候的暖、干化的

趋势比较明显，旱灾发生趋于频繁和严重，近 10
年中有 8 年是农业干旱年，每年严重干旱面积都

在 100 万 hm2 以上，全省因干旱损失粮食都达到

数 10 亿 kg。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省以往的干旱

一般仅限于西部地区，而近些年旱灾范围已经扩

大到中、东部地区，中部黄金玉米带也经常受到干

旱的威胁；以往多数是春旱和秋旱，但是现在夏季

汛期也有异常少雨的年份，导致夏旱和伏旱时有

发生，甚至出现春夏秋连旱。由于伏旱和秋旱对粮

食生产的危害要明显大于春旱，因此农业旱灾的

经济损失也趋于严重，同时对生态和环境造成严

重的不良影响。随着气候的暖干化和异常气候事

件的不断发生，干旱已经成为制约我省农业和农

村经济发展的第一大障碍因素，也是限制我省水

资源和生态环境良性发展、制约生态省建设的主

要气候因素，直接威胁到粮食、能源和生态安全。
3.3 今年的低温灾害也是令人关注的。在气候总

体变暖的背景下，低温灾害，特别是较大范围的延

迟型冷害和霜冻害已经多年没有发生了。正在人

们大谈气候变暖的时候，今年发生了较大大范围

的水稻延迟型冷害，同时发生了区域性的玉米延

迟型冷害、水稻障碍型冷害和早霜害。这给人们敲

响了警钟：在气候变暖的过程中，仍然会出现偏冷

的阶段和低温的年份。特别是近些年作物结构和

品种布局有了较大的调整，水稻、玉米面积及其偏

晚熟品种不断向北部和东部扩展，使农业生产热

量 条 件 供 求 仍 然 处 于 一 种 偏 平 衡 (下 转 第 5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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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8 页)植株鲜重、茎粗和株高提高。
本试验中，200 mg/kg 6- BA+10 mg/kgGA3 对

日光温室芹菜生长的促进效果最好，使芹菜叶片

叶绿素含量、叶片光合速率、茎粗、株高和鲜重分

别提高了 110.0%、14.7%、57.9%、38.5%和 15.5%。
200 mg/kg 6-BA+10 mg/kg GA3 处理可以提高温

室芹菜植株的叶绿素含量和叶片的光合作用，在

今后的研究中应以此为基础，深入探讨最佳的处

理时期和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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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2 页)状态，如遇到低温年和早霜冻年份，

农业损失将比以往更加严重。因此，在今后相当长

的时期内，水稻低温冷害和霜冻害仍然是我省主

要农业气象灾害之一；人们在应对气候变化，特别

是应对气候变暖的时候，仍然要充分考虑到降低

作物冷害风险和防御低温冷害的问题。
3.4 现代农业的发展应该逐步降低农业对异常

气候反映的脆弱性，提高抗灾能力。尽管人类还没

有能力有效地控制天气和气候变化，但面对频繁

发生的气象灾害，人们应该改变自己的行为，采取

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减轻干旱和冷害等灾害的

影响。首先要提高全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制定出近

期的和长远的防御规划。就目前来看，最根本的对

策是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加大农田水利建设的力

度，扩大旱田水浇地的面积，建设旱涝保收田，

逐步摆脱异常气候的影响。我省目前正在兴建的

西部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将在减轻西部农业干旱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二是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农

业生产结构， 不断培育和推广抗旱和抗低温品

种，同时研究开发和推广抗旱、抗低温栽培技术；

三是要着力提高对异常天气气候的监测、预测能

力，加强对干旱和低温灾害的中长期预测，为防御

重大农业气象灾害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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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名称、产品的品名、数量、重量、体积、收发单

位名称，应有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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