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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 耍 张世成，丁逞华 ，郭荣秀．河南省小麦气候生态区划及生长发育特点 生态农业研究 ， 

1996，4(3)：70～ 73． 

对 影响／J、麦舟蘖成穗、穗垃虢、千粒重的 l2个气候 要素，有代表性的 8个地 点进行模糊聚 

粪分析 ，当选取 值为 0．85Z时，将 河南省小麦气候生态聚为 4个娄 区；简连 了各气候 生态区 

的小麦品种布局原则、生育特点及进一步提高 

Abstract Zhang Shicheng(W heat Research 。． 

ences．Zhengzhou 450002)，D|ng Yunhua(Xiaagche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lces·Xi— 

angcheng 4662001 and Guo Rongxiu (Llnzhou Institute of Agricultral scI ces，Ginzhou 

456500)：Climatic ecological div~ion and growth characters of wheat in Henan ProvicetEAR ， 

1996，4(3)：70～ 73． 

12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wheat productive tiller number ratio，kernel numbe r per spiket 

thousand grain weight at eight typical sites in Henan Province were analysed and calcuhted bv 

fuzzy clustering method．Henan Provinceis divided intofourtypes of area at^= 0．857．which 

tire south．north，middel—south andmiddel—north ofHenan，respectively．The distribution princi— 

n1es of wheat varie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owth and main measures for high yield in 

their climatic ecological regions删 e discussed． 

Key words W heat，Fuzzy clustering method，Climatic ecological division ，Henan province 

小麦的生长发育与环境条件密切相关 ，尤其与气候因素关系更为密切 ，在一定的生态 

区内形成一定的小麦生态类型 ，而小麦的生态类型应与小麦的生态区相适应 ，因此合理的 

划分小麦生态区就显得更为重要。崔读 昌等0j按小麦气候生态将中国划分为五大麦区， 

《河南小麦栽培学》中根据气象条件、小麦的发育生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将河南省划为 

十大生态类型区 ：。本文通过对河南省气候因子的分析、归类，找出影响小麦生产的主要 

因子 ，为小麦品种的合理布局及制订当地的育种 目标，充分利用 自然资源 ，改造不利的生 

产条件，合理实施栽培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 于 1995年 4月 30日收到 ，1995年 5月 22 E1改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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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材料和方法 

选取影响小麦分蘖成穗 、穗粒数、千粒重的 12个气候因子 (常年值)：播种到稳定通过 

OV正积温 (x ) 12月～翌年 2月负积温(x )、9～11月降水量(x )、12月～翌年 2月降 

水量(置 )、3月平均气温(x )、2～3月>5℃积温(x )、3月上旬至 4月中旬降水量(x )、 

3～4月 日照时数( )、5月平均气温(x。)、5月中下旬 日较差(x 。)、5月降水量(x ，)、5 

月 日照时数(x 。)，其中X：～x 主要影响小麦的分蘖成稽数，X ～墨 主要影响穗粒数， 

X ～x z主要影响小麦的千粒重。在地点上选取了不同区域不同方位的 8个有代表性的地 

区(市)：濮阳、新乡、商丘、洛阳、许昌、周口、南阳、信阳。采用杨义群[ 的模糊聚类方法进 

行分析 ，首先对原始数据 X， (表略)利用 x 一(x 一 ) 进行标准处理，然后采用绝 

对差数法计算各相似系数 ，具体公式为： 

f1，当 — · ，J一1·2⋯8 

^J一  旦  

1一 lx —x l 当 i=zsj 
● t 

式中，C为适当选取的常数，使 0≤置，≤1，这里C=O．02，则得模糊相似矩阵。再由相似矩 

阵 尺，按 从大副小的顺序，画出一棵大树，选取不同的 僧，可得聚类谱系图(见图 1)。 

2 结果与分析 

由上述聚类谱系图可知 ，当 取 0．892 

时，聚类过 细，无实际意义 ；当 取 0．841时，o 892一 

论域x被聚为3类，分为豫南、豫北、豫中，而 ⋯ r 

豫中包括地理跨度太大不符合小麦气候生态 0．86Z卜_ 

特点；当 取0．857时一论域x被聚为4类：信 [ 
阳{濮 阳 新 多、商丘；洛 阳、许 昌、同 ICl、南阳； e 

结果与生产实际基本相符。崔读昌等[ 也将驻 。 

马店以南划为南方冬麦区，以北划为北方冬麦 

区。第一类为豫南地区，第二类为豫北地区，第 

三类为豫中北地区．第四类为豫中南地区，各 ⋯ 】 

地区小麦种植规划可由各区农业气候特点而 图1 聚类谱系固 

定。根据类平均值(表略)及生产情况分析研究 R 1 Pedigree chan 0f clustering n埘 

了各区的生态特点、小麦生育特点和应采取的增产关键措旖。 

2．1 豫南地区 

该区从播种到稳定通过 0℃的正积温为 545℃，比北部少 9o～140℃，冬季负积温一 

40"C左右，麦苗无明显的越冬期 ，小麦生长发育的中后期(3～5月)日照时数 比其他地区 

少150h左右，特别是5月份平均只有 200h左右，不利于小麦开花、灌浆。小麦生育期间总 

降雨量多，特别是中后期雨量充沛，仅 5月份降雨 112．7ram，，日照不足，空气湿度大 ．超过 

灌浆期对水分的正常需要，湿害和病害较重，籽粒灌浆受劐严重影响，千粒重较低。该区属 

稻麦两熟区，一般播种较晚(1O月 2O日以后播种)，小麦全生育期只有 220(t，比中北部少 

15～20d。由于 9～l1月份降雨量达 245mm左右 ，土壤湿度大 ，幼苗生长缓慢．冬前单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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蘖少 ，早春气温回升快 ．春生蘖迅速增加，因而成穗率低 ．单株成穗较少 。由于播种晚，春季 

气温 回升快 ，小麦幼穗分化时间短 ，但因气温较高．穗分化强度大 ，进程快，每穗可形成较 

多的小穗数 。 

根据该区的生态条件及小麦生长发育特点+进一步提高产量的措施是选用晚播、早 

熟、抗病、耐涝 、抗穗发芽和干粒重稳定的大穗型春性品种，尤其注意选用抗赤霉病 、土传 

花叶病 ，并且前期灌浆快、强度大的品种，以减轻后期涝害对粒重的影响；该区气候特殊， 

属南方冬麦区，与豫北、中部气候相差甚远 ，北 、中部品种引入此地往往不能适应，应注意 

引种南方冬麦区的品种，如扬麦号、绵阳号、鄂麦品种，并加强当地稳产高产品种的选育工 

作；在栽培管理上应注意防湿排水 ，降低土壤湿度，促进小麦根系的正常发育 ；实行免耕 ， 

适时早播，增加播量 ．以苗保穗 ，水稻收后立即排水，开沟撤播；早中耕，早追肥 ，力争冬前 

形成壮苗，春季适当控制 ．防止群体过大；后期注意防治病虫害。 

2．2 豫北地区 

该区冬前>0C的积温达 688．4C，负积温一150℃左右 ，3月份平均气温为 6．9℃，小 

麦分蘖期长 ，单株分蘖较多，能够获得较多的分蘖成穗，幼穗分化时间较长t有利于形成大 

穗 ．，'、麦生育期间降水偏步，不能满足小麦生长发育的需要 ，小麦中后期光照充足 ，温度较 

高，常出现群体过大，通风透光差，茎秆较软弱，易倒伏。该区的增产措施是选用抗寒性好、 

穗子较大、矮秆、半矮秆、抗倒伏的弱冬性高产品种或弱春性品种，应以弱冬性为主 ，弱春 

性为辅 ；足墒下种，适时早播。播前降雨一般较少，若土壤墒情不足，应浇底墒水。该区一 

般一年两熟 ，应早腾茬整地 ，以利适时播种 ，争取冬前形成壮苗；高水肥地应注意控制年后 

分蘖 ，提高分蘖成穗率和小花结实率 ，争取穗大粒多 ，稳定粒重。 

2．3 豫 中北部地区 

该区气候特点介于南北部地区过渡地带，冬前>0℃的正积温 630C左右，冬季负积 

温～90'C左右 ，3～5月份平均气温仍较低，日较差较大 ，有利于小麦灌浆 ，千粒重较高 ，小 

麦生育期闷降雨偏步，不能满足小麦生长发育的需要 。日照较充足，后期常有干热风危害。 

在品种选用上应以半冬性为主，兼配晚茬弱春性品种 ，高肥地如新乡市应注意抗倒和防治 

病虫害 ，中肥地应注意适时适量播种 ，提高播种质量 ，加强春季管理 ，起身期追施 N肥，及 

时浇水提高成穗率 。 

2．4 豫中南部地区 

该区冬前>0C的正积温 610"C左右 ，负积温一5o 。左右，小麦生育期降水较多，基本 

能满足小麦生长发育的需要，但分布不均，时有旱涝灾害，5月份光照 220h，小麦生育特点 
一 是无明显的越冬期 ，叶片和分蘖在冬季仍能缓慢生长，单株分蘖较多 ；二是幼穗分化开 

始早 ，时闷长，有利于形成多花大穗 ；三是后期常有 阴雨天气，日照少，籽粒灌浆差，千粒重 

偏低 在增产措施中应注意选用抗病耐湿、灌浆快、成熟早的大穗春性或半冬性品种，由于 

该区届春性和半冬性品种混种区，应以大穗型品种为主，搭配多穗型i在栽培管理上应注 

意掌握播期，因冬季气温偏高，播种过早，易导致冬前麦苗旺长；建立健全排灌系统一要做 

到能灌能排，防旱防涝相结合 ；后期注意防治病虫害。 

3 讨 论 

模糊聚类运用在农业区划中 ．经编制计算机程序，在计算机上运行能处理较繁杂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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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处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 ，可给决策者提供较为客观的参考依据 本研究选取 了 8个 

地点，通过聚类虽仅构划出河南省小麦气候生态区的太体框架 ．但仍有实用价值 。较明朗 

的分区界限还有待于在大量地点和更多项 目的介入 中进一步研究。河南省是一个小麦大 

省，地理纬度跨度大，且有高山平原 ，旱地水地，高肥地中肥地 ，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各不 

相同。对小麦的影响是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栽培管理上应充分考虑当地的条件和气 

候的年度变化 ，尤其是近几年河南省在 品种利用上春性 品种过多，且不分茬 口、不分地理 

位置 ，盲 目种植春性品种，如 1 993年春性品种占小麦播种面积的 58 ，1995年春 品种 

占小麦播种面积的 65 左右 ，结果 由于 1 995年暖冬年加之播种过早导致河 南省 133万 

hm 麦田旺长 ，13万 hm 冬季拔节，损失严重 。根据河南省的生态条件 ．应以抗寒性好的 

半冬性品种如豫麦 13、豫麦 2号、周麦 9号、温 2540、豫麦 29等为主．适当搭配晚播早熟 

的弱春性 品种如豫麦 18、豫麦 l7等．这样才能使河南省小麦产量稳产、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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