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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取“宁杞7号”为供试材料,根据枸杞自然降水观测和人工降水观测的裂果率和同期自动观

测站气象资料,应用SPSS 21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气象条件与枸杞裂果之间关系,并建立枸杞裂果气

象灾害预警指标。结果表明：影响枸杞裂果的主要气象因子为降水,同时又和短日照、高湿和低温密不

可分；当枸杞采摘周期内遭遇中到大雨或更大的降水、超过3天的连阴雨、间歇性多天阴雨天气,同时

日平均气温低于18℃,日照时数不超过3h,空气相对湿度大于86%,枸杞裂果率将明显增加；枸杞生长季内

土壤保持相对稳定的含水量,夏季树体修剪得当,及时对枸杞进行采摘都能有效降低枸杞裂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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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枸杞种植是最具宁夏特色的传统优

势产业,支柱性产业,是富民强区的红色

产业,中宁枸杞更是于2019年作为中药

材品类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宁杞7

号”作为从宁夏枸杞生产园中选育出的

无性系新品种,鉴于其生长快、自交亲和

水平高、抗逆性强、丰产、稳产、果粒

大、等级率高等特点,现种植面积占全宁

夏枸杞种植面积的60%以上。果实开裂是

“宁杞7号”种植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多发生于果实生长的中后期,一旦发生

裂果既失去商品价值,并引起病虫害的

发生,种植户损失惨重,这已经成为限制

枸杞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裂果问题受

到大家高度关注。 

李润淮[1]认为枸杞平均物候期的气

温就是枸杞的适宜温度,并对枸杞的光、

温、水等进行了定性评述；刘静、张晓

煜等[2]研究了枸杞产量与气象条件的关

系；张磊、段晓凤、李红英等[3]开展了

宁夏枸杞生长的气象条件分析及管理措

施的研究；张磊、刘静、张晓煜等[4]开

展了宁夏枸杞炭疽病病情判别气象指标

的研究；刘静、张宗山等[5]开展对宁夏

枸杞蚜虫发生规律及其气象等级预报的

研究。但是目前对于枸杞裂果原因的研

究开展的较少,公开发表的文献几乎没

有,并且多集中探讨枸杞生理或病理方

面对裂果的影响,甚少在气象条件对枸

杞裂果影响方面进行研究。因此开展气

象条件对枸杞裂果影响研究,对实现枸

杞农业气象服务的客观定量化、精细化

提供技术支撑,对提高枸杞气象服务的

特色化、品牌化、精细化水平有较大意

义。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试验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胜金

村乌玛枸杞基地进行,供试的枸杞品种

为“宁杞7号”。宁夏地区枸杞是无限花

序,边开花边结果,花期长达6个月,从开

花到成熟35-40d,所以成熟枸杞果实在

6-10月分批采收[6-7]。夏果在6月下旬开

始陆续成熟,观测时间为6月下旬-7月。 

逐日气象资料来源于胜金村乌玛枸

杞基地农业气象自动化观测站,包括日

平均气温、空气相对湿度、日照时数、

日降水量。 

1.2方法 

1.2.1试验设计 

在乌玛枸杞基地设置两个观测地段,

分别采用遮棚与无遮棚两种方式,进行

对比试验,遮棚是在确定试验的枸杞树

上搭建遮雨棚,防止自然降水对实验的

影响。查询当地天气预报,预计出现连续

1-3d的阴雨天气情况时,采用机械喷药

模拟不同雨量的降水,分别按照3次重复

设置10mm、20mm、30mm、40mm和50mm的

喷水试验,在喷水结束后1d、2d、3d、4d

和5d分别观察记录各喷水处的裂果率。 

1.2.2数据分析 

试验所得数据利用SPSS 21软件进

行分析,利用降水、气温、空气湿度等气

象要素和同期枸杞裂果率的对比,探讨

枸杞裂果与气象因子的关系。 

2 结果与分析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以及田间试验研

究表明,枸杞裂果分为两种,分别为生理

性裂果和病理性裂果,生理性裂果多发

生在枸杞采摘盛期[8]。其裂果率轻重、

是否成灾、灾情程度等主要与枸杞成熟

期的降水状况、空气湿度、温度、日照

时数等气象要素息息相关。 

2.1温度条件与枸杞裂果率 

通过枸杞裂果阶段的气温条件分析

可知,若日平均气温低于18℃,枸杞裂果

率将显著上升；日平均气温在18-22℃范

围内,裂果率随气温的降低而增大；当

日平均气温超过22℃后,裂果率明显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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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照时数条件与枸杞裂果率 

分析枸杞裂果阶段的日照时数表明,

若日照时数不超过3h,枸杞裂果率会显

著上升,伴随日照时数增加,晴天增多,

枸杞裂果率随之降低。 

2.3相对湿度条件与枸杞裂果率 

分析枸杞裂果阶段的空气相对湿度

可知,若空气相对湿度大于86%,枸杞裂

果率会明显增加,伴随空气相对湿度减

小,枸杞裂果率随之降低；当空气相对湿

度小于64%后,裂果率下降明显。 

2.4降水条件与枸杞裂果率 

分析枸杞裂果率与降水的关系可知,

“宁杞7号”,果实果型较大、果皮较薄、

果实含水量高,若在果实生长期较为干

旱、在果实成熟期遇到降雨,易造成内压

而裂果[8]。宁夏地区用水指标有限,若枸

杞果实变色期不能适时灌水则会导致生

长停滞,一旦果实膨大期出现连续降水,

果实会迅速增大,果实生长不均匀,果皮

组织局部脆弱,果粒吸收过多水分导致果

实内产生较大膨压,形成裂果[6-7]。分析表

明,在6月中下旬以后枸杞开始陆续成

熟,7-10天为一个采摘周期,当期间遭遇

中到大雨或更大的降水、超过3天的连阴

雨、间歇性多天阴雨天气,同时日平均气

温低于18℃,日照时数不超过3h,空气相

对湿度大于86%,枸杞裂果率将明显增加。 

2.5枸杞裂果气象灾害预警指标 

根据田间走访调查结果,将枸杞裂

果灾害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三个等

级。其中枸杞裂果率低于10%,为裂果轻

度灾害；裂果率在10%-30%,为裂果中度

灾害；裂果率高于30%,为裂果重度灾害。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结合“宁杞7号”

的品种特点,影响枸杞裂果的主要气象

因子为降水,同时又和短日照、高湿和低

温密不可分。因此,建立枸杞成熟期裂果

的气象灾害预警指标如表1。 

3 结论与讨论 

(1)本研究表明,枸杞成熟期若出现

较大降水或连阴雨或间歇性连阴雨,是

影响枸杞裂果的主要气象因子,同时若

日平均气温低于18℃,日照时数不超过

3h,空气相对湿度大于86%,枸杞裂果率

将明显增加,影响枸杞品质。 

图 1  日平均气温与枸杞裂果率 

图 2  日照时数与枸杞裂果率 

图 3  空气相对湿度与枸杞裂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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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枸杞裂果气象灾害预警指标

等级 裂果率/% 降水 日平均气温/℃ 空气相对湿度/% 日照时数/h

轻度 ＜10 持续时间≤2d的阴雨 ＞22 ＜64 ＞8

中度 10～30 持续时间≥3d的阴雨 18～22 64～86 3～8

重度 ＞30 持续时间≥5d的阴雨 ＜18 ＞86 ＜3

 

(2)在枸杞生长季干旱时及时浇水,

保持土壤保持相对稳定的含水量,防止

突然降雨导致土壤水分急剧变化引起裂

果。夏季树体修剪防止栽植过密,留枝过

多,造成通风不良、光照不足等,易出现

裂果。 

(3)在枸杞成熟期应密切关注天气

预报,在降雨开始前能及时对枸杞进行 

 

采摘,在降雨开始时采取避雨措施,降雨

结束后及时抢摘都可有效降低裂果率。 

(4)由于田间观测样本过少,本研究

所得出的枸杞成熟期裂果的气象灾害预

警指标仅供参考,有待在今后的观测试

验中得到进一步完善,以期为宁夏枸杞

特色气象服务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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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日降水量与枸杞裂果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