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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秦巴山区中药材气候资源评价及区划 

郑小华 ，屈振江 ，朱 琳 

( 陕西省气象局，陕西西安 710015；：陕西省经济作物气象服务台，陕西西安 710015) 

摘 要 ：运用 GIS技术及模糊综合评判的理论和方法对陕南秦 巴山区进行 中草药气候 资源评价及 区划。 

即在分析选择影响中草药品质气候因子的基础上，确定优质中草药气候资源评价指标模型：根据要素权 

重和隶属度，建立单因子评价栅格图层；利用GIS空间叠置功能，综合评价图按适宜度分级，得到陕南中 

草药种植气候生态区划图。最后以山茱萸为例进行了详细的气候资源评估和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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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fion and Division of the．Climate Resource f0r Traditjonal Chinese M edicine in 

Qinba Mountain Region of the South Shaanxi 

Zheng Xiaohua ’Qu Zhenjiang ，Zhu Lin 

( Shanxi meteorological bureau,Shanxi，Xian 710015； 

The Meteorological Se~ice Departmentfor Economic Crops of,Xi"an 710015) 

Abstract：Applying the GIS technology and the fuzzy synthesized theory and method，evaluation and division 

of the climate resource in Qinba Mountain Region of the South Shaanxi are performed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Based on the choice of the climat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qua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index model to evaluate the climate resource is determined．In light of the weight and belongingness of 

factors，the lattice diagram is established for single-factor evaluation．By use of the superimposing function of 

the GIS space，the level of the synthesized evaluation is determ ined by the appropriateness，and then the cli— 

mate zoology is pa~itioned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lanting in the South Shaanxi．Taking the comus 

as an example of Chinese Medicines，evaluation and division of the climate resource is studi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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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之一，为农业生产提供了 

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物质和能且【”。光、热、水等气候 

资源要素的空间分布状况和相互间的匹配程度，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区生物物种分布，农业生产类 

型、效率和潜力。因此根据各地气候资源特点，搞好农 

业的规划布局、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单位面积上农业气 

候资源的利用率[21，对农业发展有着重要战略意义。 

陕南秦巴山区辖陕南汉中、安康、商洛 3个地区及 

秦岭北坡的宝鸡、西安、渭南等地市的部分区县，共 35 

个县 (市区)。土地面积 8．29万 km ，其中山地占 

85．3％，丘陵占6．9％，川道占7．2％。境内海拔高差在 

170--3767m之间【，1。 

陕南秦巴山区拥有明显的农业气候资源优势。一是 

地处北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土 

地类型多样，适生物种多，有发展多种经营的有利条件。 

二是山体庞大，地形复杂，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是中国 

重要的生物基因库和中药库。这些宝贵的动植物资源对 

振兴山区经济、维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三是宜 

林面积大，林特资源丰富。主要的经济林有生漆、油桐、 

核桃、板栗等，中草药2000余种，有“天然药库’，之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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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 方法 

1．1秦 巴山区气象要素空间内插 

秦巴山区境内共有 30个气象台站，大都分布在海 

拔 300~1000m之间。由于气象台站均分布在低山河谷 

地区(<1000m)，且站点稀疏，秦巴山区是典型的山地 

地貌特征，仅用气象台站数据，难以反映全地区热量及 

水资源的空间分布状况，也满足不了山区中草药气候 

资源开发利用的需要，为此必须进行空间数据内插。 

1．1．1资料来源 在尽可能使用更多实测资料的原则 

下，选择秦巴山区及周边省、市(宝鸡、西安、渭南、河南 

省4县)43个气象观测站具有连续完整的1971--2000 

年气象观测资料，秦巴山区剖面考察资料、各县气象哨 

历史观测数据和水文站降水观测数据，其中气象哨温 

度(共计90个站)按差值法、降水(共计 119站)按比值 

法订正至 1971—2000年30年平均。 

气象要素直减率是以中国亚热带西部山区农业气 

候资源分析利用课题组秦岭南坡 3年气候考察资料所 

建立的主要气候要素与海拔高度的关系模型确定嘲。 

地形特征数据以陕西省 1：25万 DEM 数据为基 

础，建立秦巴山区 100mxl00m高程栅格数据。 

1．1．2气象要素空间内插 

(1)2度、降水内插方法 

根据秦巴山区剖面考察资料建立的各要素直减 

率，在 DEM数据支持下，对平均气温、积温、降水先进 

行高度影响校正，即将各观测点数据按要素直减率订 

正到700m高度，平均气温、各类降水利用反距离权重 

法，内插出700m高度 100mx100m栅格点要素值，再 

利用DEM数据按要素直减率订正到实际高度。对无 

霜期、积温是以陕南、周边县市气象台站观测数据(34 

站点)进行经纬度、海拔高度多元一次回归拟合，然后 

对残差部分采用 I【)w法进行内插订正处理。例安康年 

平均温度降水分布图(见图 1、2)。 

图 1 安康年平均降雨量分布 

图2安康年平均气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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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区日照时数模拟 

以GIS为工具，以DEM 为数据基础，应用多层面 

复合分析法实现山区可照时数的模拟；根据计算出的 

山区及周边部分县、市地理日照百分率(实际日照时数 

与模拟出的可照时数百分LL)，利用反距离权重法，内 

插出 100mxl00m栅格点要素值，最后实际日照时数 

以内插出的地理日照百分率与模拟可照时数相乘而 

得。例安康山区日照时数分布图(见图3)。 

图 3 安康年日照时数分布 

1．2陕南主栽 中药材气候生态适宜性研究及区划 

通过对农、林、牧等生产管理部门和技术推广 

部门、省 (地)中药材研究单位调研，掌握秦 巴山区 

中药材商品生产基地实际分布状况。利用已有的中 

药材普查、研究成果和主要中药材 品种生物学特 

性，确定当地主栽中药材对气候生态环境所需的各 

种指标。 

以陕南秦巴山区各市县现有中药材产、质量报告 

为依据(参考实地调研情况)对影响陕南中药材生产的 

主要气象灾害——干旱、连阴雨、霜冻、高温等进行分 

析，确定影响当地主栽中药材主要气象灾害种类、影响 

时段和指标范围。 

在进行气候生态适应性分析的基础上，选取既能 

反映空间分异规律，又相对独立的气象要素作为区划 

指标，采用综合评判方法，在 GIS中完成中药材气候适 

宜性的专题区划。 

2 山茱萸气候资源综合评估及区划 

山茱萸(comus officinalis sied．etzucc．)：又名萸肉、 

药枣。为山茱萸科，多年生落叶灌木或小乔木，生长于 

向阳的山坡灌木丛中。喜温暖湿润气候，忌严寒。花期 

3-4月，果期9--1O月，山茱萸以果皮入药[6】。 

2．1气候生态条件 

2．1，1温度 山茱萸是喜温暖忌严寒的植物，对生态环 

境条件要求较严昀。年平均气温 13～15℃最为适宜；花 

期(3月底)气温 8～15℃为佳，此期间易出现寒潮或霜 

冻，从而造成减产；旺盛生长期(6—8月)气温 18-25℃ 

生长良好；1月份平均气温大于2．5℃，树苗不会受到 

冻害。要求 O℃积温4500～5000℃·d，年无霜期大于 

190d。 

2．1．2 降 水 山 茱 萸 喜 湿 润 ， 一 般 年 降 水 量 

800~1500mm地区都能生长，但以800～1000ram较为 

适宜，年相对湿度70％-80％较好。播种期(3月下旬至 

4月上旬)降水量大于30mm，才能正常出苗。花期(3 

月下旬)降水量20~25mm为宜，若降水偏多，易灌花， 

降水偏少易旱花。旺盛生长期降水量大于 350mm最 

佳。 

2．1．3光照 山茱萸是中性植物，在年平均日照时数 

1600~2000h的地区都能栽植，既耐阴又喜光，若光照 

条件好，果实成熟好，个大色艳，品质好。若过阴，座果 

率亦较好，但旺长期光合积累少，果肉薄，成熟度差，品 

质降低。 

山茱萸主要气象灾害为秋季连阴雨和春季寒潮低 

温。 

2．1．4立地条件 要求土壤疏松深厚，湿润肥沃，排水良 

好的微酸性和中性轻粘质土或沙壤土，若土壤PH值 

低于 4．5则生长不良。适宜于栽种在海拔650~1000m 

的山坡上，以坡度3O～35。排水条件较好的坡地为佳。 

2．2 区划指标及 方 法 

据上述分析，选择年平均气温、年降水、无霜期日 

数和海拔高度等4项因子作为区划指标(表 1)。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中国盛雩通报 第 24卷 第 3期 2008年 3月 

．  一 一  一 一

htt'p：Hwww ．CaSh．0rg．Cn 

豳四图圈固强船  一 。 ·393· 

表 1 山茱萸 区划指标 

根据区划指标适宜性范围，建立各区划因子适宜 

性隶属函数。 

各指标隶属函数关系如下： 
， 1 

) 
0 

11．0≤ 1≤ 13．0 

5．0≤ 】<11．0，13．O<x1≤ 18．0 

1<5．O,x1>1 8．0 

1 800≤X2≤ 10o0 

=f0．8 600~x2<800，lO00<x2~1200 

1 0．5 x2<600，x2>1 200 

， 
1 X3≥ 190 

-{ 58 s<l90 
0 <5．8 

f 1 l 
0．8 

4) t oi 

700<x4≤ 1000 

600≤ ≤700 

1000<x4~< 1200 

0．5 x4<600，x~ 1200 

(上述隶属函数模型中，x。：年平均气温；x2：年降 

水；x ：无霜期日数；X4：海拔高度。) 

山茱萸各评价因子的权重集为： 

仅_(0．3，0．2，0．2，0．25) 

区划采用模糊数学中综合评判的方法。利用 GIS 

技术，在DEM 数据支持下，在进行区划指标海拔高度 

订正基础上，采用反距离权重法进行指标空间化【 8]； 

根据要素隶属度，建立单因子评价栅格图层；利用 GIS 

空间叠置功能，将各指标评价栅格图进行迭加，得到气 

候综合评价栅格图，对综合评价图按适宜度分级。据分 

析结果，确定综合评价值P≥O．85，O．85-4)．5，<O．5依次 

划分为适宜，次适宜，不适宜3个等级(见图4)。 

2-3气候适宜性分布及评价 

2．3．1气候适宜区 主要包括汉中市的城固、汉台、留 

图 4 安康市山茱萸气候 区划 

坝、勉县、略阳、西乡、洋县、宁强、佛坪；商洛市的商州、 

洛南、山阳、丹凤、商南、镇安、柞水；安康市的汉滨、白 

河、汉阴、旬阳、石泉、宁陕、平利、紫阳，等 24个县区海 

拔高度 650---1100m的浅山丘陵、坡塬区。该区发展山 

茱萸地形条件好，适宜栽植面积大，且相对集中连片， 

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高，交通方便，气候条件适宜，是 

秦巴山区发展山茱萸生产基地的主栽培气候适宜分布 

区。 

该区光、热、水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光照充足，降 

水适中。年平均气温 l1～14℃，极端最低气温多年平均 

． 13℃以上，最热月平均气温 22~25℃，最冷月(1月)平 

均气温 ．2～3℃，≥1O℃积温 3400--4300℃。山茱萸花期 

(3月底)平均气温8．9～11．3"C，为山茱萸正常开花要求 

温度条件，但应注意秦岭南坡部分浅山区一些年份出 

现花期冻害。旺盛生长期(6—8月)21．O~24．9~C，对山 

茱萸生长非常有利，年无霜期 190天以上，生长期长， 

有利于山茱萸正常生长。年降水量 750—850mm，花期 

(3月份)降水 25～30mm左右，很少出现灌花现象，但 

商洛部分地区易出现旱花，旺长期(6—8月)降水量 

380---430mm，最适宜于山茱萸栽植。年日照时数 

1800-2000h，光照条件充足，对提高山茱萸产量和品质 

极为有利。区内主要气象灾害为干旱、暴雨、冰雹、连阴 

雨和寒潮。 

2．3．2次适宜区 主要分布适宜区所辖县市海拔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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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m以下的平坝和 1100～1400m的中浅山、丘陵和坡 

塬区。该区平坝区发展山茱萸地形条件较好；中浅山丘 

陵退耕还林面积大，土层深厚肥沃，有机质含量较高，适 

宜栽植面积比较大。 

该区北部浅中山温度略偏低，易受霜冻危害。但夏 

末初秋多连阴雨，成熟度不好，品质略差，是该区山茱 

萸生产的最大障碍。 

3 结语 

陕南秦巴山区中草药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对于依 

托科技优势开发资源优势，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 

发展山区特色经济，落实退耕还林(草)政策，搞好该省 

生态环境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9]。笔者主要探讨 

了运用 GIS技术及模糊综合评判的理论和方法对陕南 

秦巴山区进行中草药气候资源评价及区划。秦巴山区 

地形起伏，高差悬殊，气候迥异，中草药气候资源复杂 

多样，生产水平有高有低，可根据不同的山区农业气候 

条件，利用山区垂直气候特色，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中 

草药的生产。为了有利发挥各地县的生产优势，进一步 

改变中药材种植布局分散和药材生产 “小而全”的状 

况，中药材生产要从全局着眼，从自然条件的适宜性、 

技术条件的可行性和经济条件的合理性以及从地道药 

材生产的历史性来全面考虑【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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