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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确定白兰瓜 !葡萄 !苹果 !苹果梨 !柑桔适宜生长的生态气候指标 据此分析这几种名优瓜果在甘肃省栽培和

适宜种植气候区 为发展名优瓜果生产提供依据 ∀

关键词  名优瓜果  生态气候指标  适宜气候区

引言

甘肃省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特

征 具有经纬度跨度大 海拔高度相差悬殊的特点 ∀

气候类型多样 气候资源丰富 为发展优质瓜果生产

提供了适宜的生态气候环境 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

白兰瓜 !葡萄 !苹果 !苹果梨 !柑桔是几种可以利用甘

肃省气候资源优势 适宜栽培和种植的几种瓜果 ∀

本文对上述几种瓜果的生态气候特性和气候适宜区

进行简要分析 !探讨 以了解和掌握甘肃省瓜果优质

气候资源和区域 为发展名优瓜果生产提供科学的

决策依据 ∀

 白兰瓜

 作物属性及生理生态特性

白兰瓜是甘肃省久负盛名的甜瓜类农副产品

白皮绿瓤 肉质细腻香甜 属葫芦科厚皮系统非网纹

类型甜瓜的白兰密露种群 ∀主产于中纬度地带的温

热干旱气候区 ∀其生物学特性是喜光 !喜温 !喜温差

大 !喜干燥 !需水 怕低温冻害和阴雨寡照 ∀

 生态气候指标

全生育期 ∗ 需大于等于 ε 积温

∗ ε 以上 大于等于 ε 积温 ∗

ε 以上 日照时数 ∗ 年干燥度 ∗

以上 ∀

在甘肃酒泉地区 一般 月下旬播种 月中旬

出苗 月中旬开花 月中旬坐瓜 月底成熟 ∀白

兰瓜成熟期若拖至 月份 因秋季降温迅速 月平

均气温在 ε 以下 瓜不但成熟度不好 还将大大

降低产量和品质 ∀

据研究≈ 白兰瓜的含糖量及其品质与全生育

期间的日照时数 !大于等于 ε 积温以及糖分积累

期 一般在 ∗ 月 平均气温日较差呈显著正相关

含糖量随日照时数 !积温和气温日较差的增大而增

加 太阳辐射强 日照时数多 大于等于 ε 积温

高 气温日较差大 其含糖量高 品质好 ∀形成优质

白兰瓜的生态气候指标是 全生育期大于等于 ε

积温 ∗ ε 日照时数 ∗ 坐瓜至

成熟期平均气温日较差 ∗ ε 以上 ∀

 气候资源利用分析

以影响白兰瓜含糖量的日照时数 !积温和气温

日较差三项气候因素综合而成的糖分累积气候指数

分析确定白兰瓜品质气候生产潜力 进行品质气候

区划≈ ∀

甘肃省白兰瓜糖分累积气候指数由南向北 由

东南向西北随着大陆性气候特征的增强而逐渐增

大 表明大陆性气候特征愈是明显的地区 白兰瓜糖

分累积的气候条件的资源愈是优越 白兰瓜含糖量

高 品质好 尤其是安西 !敦煌盆地为最优 沿沙漠边

缘的绿州地区品质也比较好 ∀

不同气候年型由于气候条件的差异 白兰瓜含

糖量也有显著差异 ∀分析白兰瓜糖分累积气候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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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异系数表明 越往西北大陆性气候较强的地区

不仅含糖量高 而且品质稳定 年际变化小 可以稳

定地常年保持白兰瓜优异特性 ∀

 种植气候区

白兰瓜品质气候分区指标见表 据此划分甘

肃省白兰瓜品质气候区 ∀
表  白兰瓜品质气候分区指标

品质气候分区 海拔高度
糖分累积

气候指数

全生育期 ∴ ε
积温 ε

全生育期日照

时数

糖分累积期

气温日较差 ε

特优气候区

优质气候区

适宜种植气候区

不宜种植气候区

∗

∗

∗

∗

∗

∗

∗

∗

∗

∗

∗

∗

∗

∗

∗

∗

 特优气候区

包括安西 !敦煌盆地 ∀充分开发利用当地气候

优势 建立外销优质商品瓜生产基地 发展优质白兰

瓜生产 打入国际市场 ∀大力推广地膜覆盖栽培措

施 适期早播 充分利用早春的光热资源 防御早霜

冻害 多用农家肥料 不用化肥 提高品质 ∀

 优质气候区

包括金塔和民勤县以及花海盆地 ∀可发展以外

销为主 兼顾国内市场的混合型基地 ∀采用地膜和

拱棚双层覆盖的栽培方式 采用一切早熟 !防冻的生

产措施 ∀

 适宜种植气候区

包括酒泉 !嘉峪关 !玉门 !张掖 !高台 !临泽 !金

昌 !武威 !兰州 !白银等地海拔 ∗ 的地

区 ∀建立以内部市场为主的内向型基地 ∀采用特优

气候区和优质气候区的栽培措施 尤其注意低温年

份热量不足的问题 ∀

 葡萄

 作物属性及生理生态特性

葡萄是多年生喜温植物 生长在干热的暖温带

条件下 品种较多 喜高温 !喜干燥 !喜光 需要日照

充足的生态环境 ∀葡萄耐寒性较差 越冬条件对其

生长发育和产量影响很大 ∀

 生态气候指标

从萌芽到浆果完全成熟平均所需 ε 以上积

温和生长期为 极早熟品种 ∗ ε 和

以下 早熟品种 ∗ ε 和 ∗ 中熟品

种 ∗ ε 和 ∗ 晚熟品种 ∗

ε 和 ∗ 极晚熟品种大于 ε 和
≈ ∀

葡萄不同生长期对温度有不同要求 萌芽期要

求平均气温为 ∗ ε 开花时所需平均气温应在

ε 以上 如低于 ε 则影响葡萄的正常开花 浆

果成熟期间的温度对葡萄品质影响极大 气温高于

ε 时果实迅速成熟 最适宜的气温为 ∗ ε

低于 ε 果实成熟不佳 品质差 植株新梢生长和

花芽分化的最适温度为 ∗ ε 低于 ∗ ε 则

不能正常生长 ∀冬季休眠时 芽眼一般能忍受

∗ ε 的低温 而根系抗寒能力较差 在 ∗

ε 时欧亚种葡萄根系就要受冻 ∀

葡萄较耐旱 全年需水量少于瓜类 多于苹果

少雨干旱的灌溉区最适合发展鲜食良种葡萄 ∀葡萄

生长期 ∗ 月 每月降水量 以下 浆果成

熟期 ∗ 月 每月降水量 以下的地区所产

浆果品质良好 按此标准 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都不

存在降水过多的问题 ∀

葡萄对水分的需要根据物候期而不同 春季芽

眼萌发 新梢生长 植株生育旺盛 需要充足的水分

开花期如多雨潮湿阻碍正常的开花授精 而过分干

燥则柱头容易变干 影响花粉发芽 引起子房脱落

浆果生长期要求较多的水分 成熟前 ∗ 对水

分需求少 如此时降水过多会影响糖分的积累 着色

差 品质不好 同时会引起葡萄植株病害发生 使葡

萄裂果腐烂 造成减产 ∀

葡萄是喜光植物 对光照特别敏感 ∀在光照充

足的条件下 植株叶片厚而色浓 生长健壮 花芽分

化良好 果实色泽好 含糖量高 浆果风味好 产量

高 ∀

 气候资源及种植气候区

葡萄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较强 甘肃省能栽培

葡萄的地区较广 ∀根据葡萄适宜气候区分区指标

表 河西走廊地区除去海拔高度在 以上

的沿祁连山和北山山地等区域 走廊区域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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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地带均可种植葡萄 其热量条件虽然比不上新

疆的一部分可制干的葡萄种植区域 但在气候日较

差大和光照资源丰富这些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尤

其是河西西部 年降水量少 气候干燥 日照充足 葡

萄生长季节气温高 气温日较差大 葡萄病害少 着

色好 含糖量高 是最适宜气候区 也是我国质量上

乘的优质葡萄产区之一 ∀根据需要 既可以发展鲜

食葡萄 也可以发展制干葡萄生产 综合考虑加工 !

流通等条件 发展方向应以酿酒葡萄为主 ∀需要注

意的是 河西走廊由于冬季气温较低 为使葡萄安全

越冬 必须采取防寒措施 以抗寒栽培为重点 栽培

品种以早 !中熟品种为主 ∀
表  葡萄种植气候区分区指标

海拔高度
ε 以上积温

ε #

年气温平均

日较差 ε

最适宜气候区 ∴ ∴

适宜气候区 ∗ ∗ ∗

基本适宜气候区 ∗ ∗ ∗

不适宜气候区 [ [

除河西走廊以外 甘肃省葡萄产区还有黄河沿

岸 !中部地区的东部黄土高原 !陇东黄土高原 !陇南

山地 都是气候适宜或基本适宜种植区 ∀这些区域

应以鲜食葡萄生产为主 兼顾其他用途葡萄的生产 ∀

陇南地区在葡萄浆果成熟期降水较多 !光照不足 使

葡萄裂果腐烂 造成减产 ∀在基本适宜气候区进行

葡萄生产 应注意到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 ∀

 苹果

 作物属性及生理生态特性

苹果是落叶果树 原产于欧洲中部 !东南部及中

亚等温带气候区 ∀性喜温凉 !喜湿润 !喜光 ∀由于苹

果的适应性强 目前已是世界五大洲栽培的主要果

树之一 ∀

 生态气候指标

适合于年平均气温 ∗ ε 夏季温度不宜过

高 ∗ 月的平均气温为 ∗ ε 大于等于 ε

积温 ∗ ε 年降水量 ∗ 地区 ∀

如夏季气温达到 ε 以上时 生长就要受到抑制

春季日平均气温达 ε 时地上部分即开始活动 ε

左右开始生长 ∗ ε 叶芽开始萌动 花期的温度

是授粉 !受精的一个重要因素 花粉发芽和花粉管生

长的适宜温度范围是 ∗ ε 不同品种的适宜温

度在此范围内有所不同 ∀

苹果的优质高产区多在年平均气温 ∗ ε

大于等于 ε 积温 ∗ ε 果实膨大生长期

平均气温 ∗ ε 果实成熟期气温 ∗ ε 果

实生长膨大期气温日较差 ∗ ε 年降水量

∗ ∀如自然降水不足 则需灌溉和良好的抗

旱保墒措施 才能获得优质高产 河西走廊金冠苹果

生理需水临界期在 月下旬至 月下旬 与需水关

键期相吻合 ∀生理需水量为 灌溉量为

∀

苹果是喜光树种 光是其生存因子之一 年日照

时数大于 日照百分率为 ∗ 则适宜

苹果生长 如 月 ! 月总日照时数少于 则会

造成苹果着色不良 ∀

 气候资源及种植气候区

按 节中优质苹果适生生态气候指标划分

甘肃省主要苹果产区均属于优质苹果气候区 包括

天水市 陇南地区的西和 !礼县 平凉 庆阳地区大

部 兰州 武威 张掖等地市区 ∀甘肃省主要苹果产

区与西北黄土高原连片 同属我国优质苹果产区 其

品质均优于渤海湾沿岸和黄淮老苹果产区 ∀

影响苹果品质和产量的气象要素有 年平均气

温 !大于等于 ε 积温 !年降水量 !年日照时数 ! ∗

月气温日较差等 以此作为指标系统综合考虑 将

甘肃全省划分为 个种植气候区 ∀

最适宜栽培区 主要是天水市海拔 ∗

地区 包括平凉地区的平凉 !泾川等泾河沿岸

地区 ∀这一区域气候条件的优越之处表现为 在苹

果的果实膨大及糖分转化积累期中 气温日较差适

中 光 !温匹配好 有利于形成高品质的果实 ∀著名

的天水/花牛苹果0 就得名于出产在天水市花牛寨

一带的优质苹果 ∀

适宜栽培区 包括庆阳 !平凉地区的大部分

地方 陇南的成县 !礼县 !西和的海拔 ∗

地方 白龙江沿岸海拔 ∗ 的山区 中部

的兰州 !白银 !定西 !临夏部分地方 以及河西地区海

拔 ∗ 有灌溉条件的地区 都是发展优质

高产苹果的适宜区 ∀在河西地区适宜种植早 !中熟

品种 由于冬季气候较寒冷 要采取防冬季/抽条0死

株和春季花期低温霜冻危害的一切措施 ∀

次适宜栽培区 海拔 ∗ 该区域

优质苹果的气候优势不明显 只能达到一般品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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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是中产 !平质苹果产区 ∀该区可以种植早 !中熟

品种 以庭院经济为主 利用山区局地小气候 可适

当建园 不要盲目扩大栽培面积 ∀

可栽培区 海拔 ∗ 产量低 !品质

差 ∀只能种植早熟品种的小苹果 ∀

甘肃省主要苹果产区虽属优质气候区 但近年

来 由于品种 !栽培管理 !病虫害等因素 使苹果品质

有所下降 应引起足够重视 ∀应充分利用甘肃省苹

果优质气候资源优势 重视优质品种的栽培和推广

加强栽培管理 不断提高苹果产量和品质 ∀

 苹果梨

 作物属性及生理生态特性

苹果梨是温带落叶果树 生态指标与梨相类似

喜温凉半干旱气候 适宜在温和 !温凉半干旱 !半湿

润地区种植 ∀在国内原产于吉林延边地区 世纪

年代引入甘肃栽培 ∀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海拔

高度 以下的民乐 !张掖等地 ∀民乐苹果梨曾

在农业部全国名优产品鉴评会上 在 个同类产品

中荣获优质梨品种第一名 获优质农产品证书和奖

杯 名扬全国 深受欢迎 ∀

 生态气候指标

从芽开放至果实成熟需大于等于 ε 积温

∗ ε 大于等于 ε 积温 ∗ ε 日照

时数 ∗ 气温日较差 ε 以上 干燥度

∗ 以上 ∀

苹果梨一般在 月上中旬花芽膨大 下旬始花

月上旬盛花 上中旬展叶 抽枝新梢生长 月下

旬至 月初落叶 ∀营养生长期 需大于等于

ε 积温 ∗ ε ∀幼果开始于 月中旬 月

中旬至 月上旬果实迅速膨大 月下旬至 月初

果实成熟采收 ∀果实发育期 ∗ 需大于等

于 ε 积温 ∗ ε ∀

优质苹果梨适宜栽培的生态气候指标是 大于

等于 ε 积温 ∗ ε 年平均气温 ∗

1 ε 气温日较差 ∗ ε 以上 日照时数 ∗

海拔 ∗ ∀

 气候资源及种植气候区

根据 节中以苹果梨生育期大于等于 ε 或

大于等于 ε 积温 !气温日较差和日照时数等气候

要素为指标 划分甘肃省苹果梨栽培气候区 ∀

最适宜区≈ 以河西走廊沿祁连山的温凉

半干旱气候层带最优 海拔高度在 ∗ 其

中张掖 !酒泉地区最佳 武威地区海拔 ∗

的层带为苹果梨适宜种植区 该区其他生态气候指

标均可达到最优要求 惟有气温日较差为 ∗

ε 苹果梨品质不如张掖 ∀在最适宜的优质气候

层带内 只要有水源灌溉的地方都可以建立苹果梨

商品生产基地 ∀

适宜区 临夏海拔 ∗ 以及兰州 !

定西海拔 ∗ 高度的温凉半干旱气候层

带适宜种植苹果梨 但因干凉度和气温日较差小 品

质不如河西产区 ∀河西地区海拔高度低于

地区也是苹果梨种植适宜区 但不宜盲目大量发展

栽植 应充分利用庭院 !空地和护田林网栽植苹果

梨 ∀

可种区 河西地区海拔高度 ∗

的地区 ∀该区主要是热量条件不足 生长期短 花期

和成熟期受早晚霜冻的威胁较大 因此不宜大量栽

培 ∀海拔高度高于 的地区为不宜种植区 ∀

 柑桔

 作物属性及生理生态特性

柑桔是典型的亚热带多年生常绿果树 喜温暖

气候 对温度反应比较敏感 耗水很多 但耐阴性较

强 对光照条件没有很严格的要求 ∀

 生态气候指标

一般要求年平均气温在 ε 以上 冬季极端最

低气温不低于 ε 年降水量 左右 温州

蜜柑从芽萌发到果实成熟全生育期需 ε 以上积温

∗ ε ∀

因树种和品种不同 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也不一

样 甜橙耐冻性弱 以温州蜜柑为代表的宽皮类柑桔

耐冻性强 ∀甜橙在 ε 温州蜜柑在 ε 时会冻

伤枝梢 !叶片 甜橙在 ε 温州蜜柑在 ε 时会

遭严重冻害 柑桔果实在 ε 气温下 或 ∗

ε 气温下 会冻伤 ∀

温度条件直接影响柑桔品质 一般年平均气温

∗ ε 大于等于 ε 积温 ∗ ε 年极

端最低气温 ε 以上时无冻害 甜橙品质优异 直到

年平均气温 ε !大于等于 ε 积温 ε 极端

最低气温 ε 以上时冻害轻 果实外观肉质也较

好 随着积温的减少 果实含酸量逐渐增加 ∀温度如

果过高则生长过旺 上升到 ε 时即有严重日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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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影响柑桔品质 ∀

 气候资源及种植气候区

由于柑桔只能种植在亚热带地区 陇南山区是

甘肃省惟一的北亚热带气候区 是惟一能种植柑桔

的地方 它属于中国柑桔栽培的西北边缘 主要分布

区域是文县 !武都的白龙江 !白水江海拔 以

下河谷地带 ∀陇南山区栽培柑桔与我国东部北亚热

带桔区的生态气候条件相比较 有各自的优 !劣

势≈ ∀

柑桔的越冬气候条件优于东部中 !北亚热带

桔区 ∀这主要是受秦岭等高大山脉的阻挡和屏障作

用 武都 !文县的历年极端最低气温分别为 ε

和 ε 比东部中北亚热带桔区高 ∗ ε 年极

端最低气温平均比东部高 ε 左右 月平均气温高

∗ ε ∀因此 柑桔越冬低温冻害比东部要轻 ∀

柑桔生育期间大于等于 ε 积温比中北亚

热带桔区少 但积温的有效性好于东部 ∀文县 !武都

大于等于 ε 积温比东部桔区少 ∗ ε 比汉

中高 ε 但抑制柑桔正常生长的日最高气温大

于等于 ε 高温日数却比东部少 ∗ 高温无

效积温少 ∗ ε 柑桔生育期的实际有效日数

大于等于 ε 日数减去大于等于 ε 高温日数

反而比东部多 ∗ 尤其是在柑桔果实膨大生长

期 当长江流域桔区受夏季高温影响 使柑桔果实膨

大生长受到抑制时 文县 !武都的温度却十分适宜

有利于果实迅速地膨大生长 ∀

光合有效辐射多 多散射光 ∀文县 !武都大于

等于 ε 期间光合有效辐射比东部桔区多 ∗

且多散射光 有利于光合物质积累和品质形成 ∀

水热同季 年降水量少 柑桔需水亏缺量较

大 ∀文县 !武都年降水量比东部桔区少 ∗

柑桔生长的水分亏缺比较严重 必须引水

和提水灌溉补给 才能保证柑桔的正常生长发育 ∀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有上述较为优越的气候条

件 但陇南柑桔区毕竟还是处在我国柑桔栽培的边

缘地带 为避免冬季的低温冻害 只有陇南地区南端

海拔高度在 以下的武都柑桔乡白龙江河谷以

及文县尚德乡白水江河谷地区气候生态条件较为适

宜 ∀这些区域的年平均气温高于 ε 大于等于

ε 积温 ∗ ε 极端最低气温 ∗

ε 以温州蜜柑为代表的宽皮类柑桔可以顺利生

长和成熟 是建立柑桔生产基地较为理想的区域 ∀

要避免柑桔发展在地域上的盲目性 还要避免引种

不耐寒的柑桔品种 稳步发展陇南柑桔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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