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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山区花果种子类中药材气候适宜性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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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秦巴山区农业气候特点，对金银花、山茱萸、连翘和银杏等当地主栽花、果、种子 

类中药材，在进行气候生态适应性分析基础上，利用 GIS技术，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进行气 

候适宜性区划．并分区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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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秦巴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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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山体庞 

大，地形复杂，又是华北、蒙新、华西、华中生 

物区系的交汇区，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为我国 

重要的“生物基因库”和中药库，现有中草药2 000 

余种，有 “天然药库”之称。随着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中药材生产将作为陕南特色的支柱产业。本 

文选择几种花、果、种子类药材品种，对其进行 

气候生态适应性研究，并进行气候区划，这对开 

发秦巴山区资源优势、挖掘资源潜力，减轻灾害 

影响、促进陕南中药材种植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1 金银花 

金银花别名忍冬花，二花，银花，为忍冬科， 

忍冬属植物。多年生半常绿缠绕灌木，以初花入 

药。花期 5—8月，果期 10—11月。 

1．1 金银花气候生态条件 

金银花喜温和湿润，阳光充足的生态环境，对 

土壤要求不严，适应性较强，耐寒，耐早，耐涝， 

适宜于海拔 1 300 m以下的坡塬、埂坎栽植。 

1．1．1 温度 金银花要求年平均气温 11～14 

。c，适宜生长温度 15--25。C，气温高于38。c，或 

低于一4。C生长受影响，低于一20。C根部冻死。 

播种期 (4月上中旬)温度 12～15。C有利于种子 

出苗 枝条扦插期 (7月下旬一8月上旬)温度24 

～ 26。C最适宜。年无霜期终 日在 4月 5日以前， 

无霜期大于 185 d，5月下旬气温大于 18。C，≥O 

。C积温大于4 300。C·d。 

1．1．2 降水 金银花喜湿润、耐旱、耐涝、要求 

年降水量 750～800 mm，空气相对湿度 65％～ 

75％为宜，大于80％或小于60％生长受到影响，播 

种期降水量大于25 mm，才能正常出苗，移栽期降 

水 35～45 mm为宜，初花期 (5月中下旬)降水大 

于20 mm即可，花期雨水过多，容易灌花，降水 

少易早花。收获时应选晴天的清晨或 9时前为宜。 

1．1．3 光照 金银花生长期年日照时数1 7ÖO～ 

1 900 h最适宜，日日照时数 7～8 h为佳。野生于 

坡角，沟坎，地边，人工栽培多栽植于川道，坡 

塬 60̈O～1 500 m，地形开阔，遮阴较小的地区。 

1．2 区划指 标及 方法 

选择年平均气温、无霜期终日、年降水量和 

海拔高度 4项因子作为区划指标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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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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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金银花、山茱萸、连翘和银杏区划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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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 为年平均气温； 为年降水量； 

为海拔高度； 为无霜期终日。 

各评价因子权重集：Ct~---{0．35，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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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根据要索隶属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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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图进行叠加，得到气候综合评价栅格图，对综 

合评价图按适宜度分级，即得到金银花种植气候 

适生区域。 

据分析结果，确定综合评价值P≥0．83，0．83 

～ 0．62，<0．62依次划分为适宜，次适宜，不适 

宜三个等级。 

1．3 适宜性分布及评价 

气候适宜区：主要分布在商洛市的商州、洛 

南、山阳、丹凤、商南、镇安、柞水；汉中市的 

略阳、宁强、勉县、南郑、汉台、城固、留坝、西 

乡、洋县、佛坪、镇巴；安康市的汉滨、白河、汉 

阴、平利、旬阳、紫阳、石泉、宁陕、岚皋等 27 

个县区海拔高度 6o0～l 100 m的浅山丘陵、坡 

塬、河谷区 发展金银花生产地形条件好，面积 

大，相对比较集中，土层深厚肥沃，交通方便，气 

候条件适宜，是秦巴山区发展金银花生产基地的 

气候适宜区。 

光、热、水农业气候资源丰富，既有北亚热 

带气候特点，又有暖温带气候特征，温和湿润阳 

光充足。年平均温度儿．0～14．8。c，极端最高气 

温 40．8。C，极端最低气温多年平均一13～一6 

。C；最热月 (7月)平均气温 22～25。C，最冷月 

(1月)平均气温一1～ 3。C；≥10。C积温 3 5o0～ 

4 450。C·d；4月上中旬平均气温 儿．5～16。C， 

对金银花种子出苗有利，7月下旬一8月上旬日平 

均气温 21～26。C，对枝条扦插成活极为有利。极 

端最高气温和极端最低气温对金银花生长略有影 

响，但持续时间短，影响不大。无霜期 195~235 

d，无论从生长季和热量条件对金银花生长都非 

常有利。年平均降水量 680~900 mm，花期 (5月 

中下旬)商洛市春旱较多，易出现旱花现象。年 

平均 日照时数 1 800"---2 200 h，完全满足金银花 

生长对光照条件的要求。主要气象灾害为干旱、暴 

雨、冰雹。 

次适宜区：主要分布在适宜区各县海拔高度 

8o0～1 300 m中浅山、丘陵、坡塬及凤县 1 3o0～ 

1 400 m地区。土壤较适宜，但粘性较大。交通方 

便，农业气候条件适中略偏差，主要气象灾害为 

暴雨、连阴雨、霜冻，是秦巴山区发展金银花生 

产气候次适宜区。 

2 山茱萸 

山茱萸又名萸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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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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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喜温暖湿润气候，忌严寒。花期3—4月，果 

期 9—1O月，山茱萸以果皮人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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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气温13～15。C为 

适宜；花期 (3月底)气温 8～15。C为佳，此期间 

易出现寒潮或霜冻造成减产；旺盛生长期 (6～8 

月)气温 18～25。C生长良好；1月平均气温大于 

2．5。C，树苗不会受到冻害。要求 0。C积温 4 500 

～ 5 000。C·d，年无霜期大于 190 d。 

2．1．2 降水 山茱萸喜湿润，年降水量 800 1 

500 mm地区都能生长，8O0～1 000 mm较适宜， 

年相对湿度 7O ～8O 较好。播种期 (3月下一 

4月上)降水量大于30 mm，才能正常出苗。花期 

(3月下)降水量 20~25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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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mm最佳。 

2．1．3 光照 山茱萸是中性植物，年平均日照时 

数 1 6O0～2 000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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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阴过度，座果率也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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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 pH<4．5生长不良。适宜栽种在海拔 650～ 

1 000 m、坡度 3O。～35。，排水条件较好的坡地。 

2．2 区划指标及 方 法 

选择年平均气温、年降水量、无霜期日数和 

海拔高度因子作为区划指标 (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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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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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模型中， 为年平均气温； 为年降水 

量； 。为无霜期 日数；z 为海拔高度。 

山茱萸各评价因子的权重集为：a一 (0．3， 

0．2，0．2，0．25} 

区划方法同金银花。据分析结果，确定综合 

评价值P≥0．85，0．85～0．5，<O．5依次划分为 

适宜，次适宜 ，不适宜三个等级 

2．3 气候适宜性分布及评价 

气候适宜区：汉中市的城固、汉台、留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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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1 100 ITI的 

浅山丘陵、坡塬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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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光、热、水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光照充足， 

降水适中。年平均气温 11～14。C，极端最低气温 

多年平均一13。C以上，最热月平均气温 22～25 

。C，最冷月 (1月)平均气温一2～3。C，≥10。C 

积温3 400~4 300。C·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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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会出现花期冻害。旺盛生长期 (6—8月)21．0 

～ 24．9。C，对山茱萸生长非常有利，年无霜期 19O 

d以上，生长期长有利于山茱萸正常生长。年降水 

量 75O～850 mm 花期 (3月)降水 25～3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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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430 mm， 

最适宜山茱萸栽植。年日照时数 1 800~2 00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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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充足，对提高山茱萸产量和品质有利。主要 

气象灾害为干旱、暴雨、冰雹、连阴雨和寒潮。 

次适宜区：主要分布适宜区所辖县市海拔高 

度 650 m以下的平坝和 1 lOO～1 400 m的中浅 

山、丘陵和坡塬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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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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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区山 

茱萸生产的最大障碍。 

3 连翘 

连翘又名落翘连壳、青翘，为木犀科落叶灌 

木，以果实入药。花期 3月下旬～5月上旬，果期 

7—8月。 

3．1 气候生态条件 

3，1．1 温度 连翘生长要求年平均气温 8～12 

。C，最适温度 18～20。C，最高气温大于 3O。C，最 

低气温小于一15。C，生长受阻，根部可耐一2O。C 

低温，播种期 (3月下旬一4月上旬)要求平均气 

温大于 10。C；现蕾期 (3月中下旬)要求平均温 

度 8～10。C；开花期 (4月中旬一5月上旬)要求 

平均气温 12～15。C，旺盛生长期 (6—8月)平均 

气温 l8～21。C最适宜，无霜期大于 l7O d，年≥ 

0。C积温 3 6oo～4 000。C·d。 

3．1．2 降水 连翘生长要求年降水量 700～ 

l 000 mm，相对湿度 65 9，6～75 ，播种期要求降 

水大于 30 mm，才能正常出苗，旺盛生长期降水 

量大于 300 mm生长良好 。 

3．1．3 光照 连翘是略喜阳植物，在半阴山坡的 

疏灌木丛中都能生长，要求年平均 日照时数大于 

l 500 h，日日照时数大于6 h。 

影响连翘生长的主要气象灾害是花期、果实 

旺盛生长期和成熟期的干旱。花期干旱，座果率 

受影响。果实旺盛生长期和成熟期如遇伏旱，会 

造成严重落果或果实萎蔫，直接影响产量和品质。 

连翘对土壤选择不严，能耐干旱和瘠薄土壤，忌 

积水。 

3．2 区划指 标及 方 法 

连翘区划指标见表 1，各指标隶属函数关系： 

200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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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 为年平均气温； 为年降水量；卫。 

为海拔高度。 

连翘各评价因子的权重集为；a一 {0．4，0．3， 

0．3)。 

据分析结果，确定综合评价值 P>io．7，0．7～ 

0．56，<O、56依次划分为适宜，次适宜，不适宜 

三个等级。 

3．3 气候适宜性分布及评价 

气候适宜区：包括汉中市的略阳、宁强、勉 

县、汉台区、留坝、城固、洋县，佛坪；安康市 

的宁陕、石泉、汉阴、汉滨区、旬阳、白河；商 

洛市各县海拔 8oo～1 200 rn的地带。该区处于秦 

巴山区浅山丘陵，种植相对集中连片。年平均气 

温 9～12。C，极端最低气温多年平均一l6～一lO 

。C，最热月 (7月)平均气温 20~23。C，最冷月 

(1月)平均气温一5"--1。C；≥10。C积温3 ooO～ 

4 000。C；无霜期 16O～220 d；年降水 7o0～l 000 

mm；年日照时数 I 400"--2 000 h 应注意防御生 

长期 (6—1O月)持续连阴雨危害及北部部分地区 

花期晚霜冻危害。 

次适宜区：包括汉中、安康市海拔 800 rn以 

下平坝、川道及南部西乡、镇巴、紫阳、岚皋、平 

利和镇坪 8oo～l 200 rrl浅山丘陵；商洛市商丹盆 

地 (900 m以下)和商南海拔 600 rn以下川塬；凤 

县大部地区 (海拔 l 3oo～l 800 m)。年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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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琳等：秦巴山区花果种子类中药材气候适宜性区划 29 

平坝和南部浅山丘陵区 11～16。C，其他地区7～ 

9。C；极端最低气温多年平均平坝和南部浅山丘 

陵区一10～一5。C，其他地区～18～一8。C；最热 

月 (7月)平均气温平坝和南部浅山丘陵区 21～ 

25。C，其他地区18～21。C；最冷月 (1月)平均 

气温平坝和南部浅山丘陵区一1～3。C，其他地区 

一5 1。C；≥10。C积温平坝和南部浅山丘陵区 

3 O00～4 400。C·d，其他地区2 2O0～3 300。C· 

d；无霜期平坝和南部浅山丘陵区 180~240 d，其 

他地区 16O～170 d。年降水平坝和南部浅山丘陵 

区8O0—1 200 mm，北部凤县和商洛地区 6O0～ 

800 mm，商洛大部 5O0～800 mm。年日照时数平 

坝和南部浅山丘陵区 l 200 1 600 h。凤县和商 

洛地区则为 1 6O0～2 200 h左右。主要气象灾害 

为北部地区易遭受花期冻害危害，南部平坝及浅 

山丘陵地区因降水量过多及秋季连阴雨常致其产 

质量不佳。 

4 银杏 

银杏别名白果树、公孙树。落叶乔木，高 30 

～ 40 m，树姿古朴。喜温暖阳光充足的环境。较 

耐寒。 

4．1 适宜气候生态条件 

4．1．1 温度 银杏喜温暖，较耐寒。适宜生长温 

度25。C左右，可耐受一20。C的低温。5月温度在 

15．-~18。C时开花。9—10月上旬温度20～15。C果 

实成熟。年无霜期 200 d以上，≥O。C积温 4 500 

。C·d以上 ，≥10。C积温 3 700。C·d以上。 

4．1．2 湿度 年降水在700~1 1O0 mm，空气相 

对湿度70 ～80 为宜，较耐旱，怕涝。苗期遇 

干旱时要适量浇水，土壤相对湿度保持在 65 ～ 

75 为宜。 

4．1．3 光照 银杏为喜光深根性植物，要求年日 

照时数1 500~2 000 h。对土壤要求不严格，适应 

性较强。土层深厚，排水良好、肥沃疏松的砂质 

壤土，土壤中性或微酸性为好。凡土质粘重，盐 

碱地，低洼易积水地块不宜栽种。 

4．2 气候标及方法区划指 

根据区划指标适宜性范围 (表 1)，建立各区 

划因子适宜性隶属函数 

各指标隶属函数关系： 

／i( 1)= 

j 

l 24．0一 1 

12’ lO 

0 

12．O≤z1≤14．O 

O≤ 1<12．0， 

14．O<xl≤24．0 

‘ ，1<0， l>24．0 

f 1 800~x2≤l 000 

、 ：j ， 1 700 -x2 40o< 8 00I／1 400 (
．zz)={ ’ 800 ⋯ 一 、 ’ 

j l 000< ≤1 700 

【 0 。≤400，z2>l 700 

f 1 3≤1 400 

， (．z。)={ — 1 4oo<z。≤2 ooo 
【 o >2 ooo 

模型中， 为年平均气温； 。为年降水量； 

为海拔高度。 

银杏各评价因子的权重集为：n一 {0．3，0．3， 

0．4} 

据分析结果，确定综合评价值P≥0．65，0．65 
"- - 0．4，<O．4依次划分为适宜，次适宜，不适宜 

三个等级。 

4．3 气候适应性分布及评价 

气候适宜区：银杏气候适宜性较广，秦巴山 

区海拔1 200 rn以下各地均能种植；海拔 1 200"-- 

1 800 m属次适宜范围。包括秦巴山区海拔 1 200 

ITI以下的浅山丘陵、川道平坝地区。发展银杏生 

产地形条件好，面积大，相对集中连片，土层深 

厚，肥沃，交通方便，气候条件适宜，是秦巴山 

区银杏种植基地气候适宜分布区。光、热、水农 

业气候资源丰富，既有北亚热带的气候特点，又 

有暖温带的气候特征。气候温暖，光照充足，降 

水适中，生长季长。区内年平均气温>9。C，极端 

最低气温平均>一13。C，最热月 (7月)平均气温 

19。C以上，最冷月 (1月)平均气温一2。C以上； 

≥1O。C积温>2 900。C·d以上；无霜期 180 d以 

上；年降水600~1 000 mm；年日照时数 1 400"-- 

2 200 h。主要气象灾害为 5月花期遭遇初夏旱和 

9月收获期秋季连阴雨。汉中地区的宁强、略阳和 

南郑将是省内发展银杏药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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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l006～4354 (2006)06—0030-03 

2 0 0 6年 1月宝鸡强降雪过程综合分析 

郭清厉，孟妙志，陈卫东 

(宝鸡市气象局，陕西宝鸡 721006) 

摘 要；2006一O1-17TO8--2OTO8。宝鸡出现了一次中到大雪天气过程 ，18日08时到 19日08时 

扶风降雪量达 18．9 mm，为历史少见。通过环流背景和物理量场分析表明：低空急流输送丰沛水 

汽，东路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在河套交汇，造成这次强降雪；低空东风急流形成，使低层水汽 

输送增强．辐合加大，辐合层加厚，是降雪增大的关键。在卫星云图上。云顶亮温 f n为一10。C左 

右的低云稳定少动，对应降雪持续，当fnu<一60。C的高空对流云移经宝鸡时，降雪增强 

关键词；强降雪；物理量场{卫星云图 

中图分类号：P458．1 21 文献标识码：B 

2006年 1月 17日到20日，宝鸡出现连阴雪 

天气，全区普降中到大雪，对交通运输和人民生 

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宝鸡是连接中原、西北和西 

南的交通要塞。开展冬季降雪机理的研究很有必 

要。本文从环流背景、物理量场和FY一2C卫星云 

图特征对降雪过程进行分析，为以后预报此类过 

程提供参考。 

1 降水概况 

降雪主要集中在宝鸡东部，降水量自东向西 

减小，过程降水量最大出现在扶风，为22．3 mm 

降雪分两个阶段，17日08时到 18日08时，降水 

较弱，凤翔最大为2．3 mm；18日08时到 19日08 

时，降水较强，扶风最大，为 18．9 mm。17日08 

时一2O日08时宝鸡各站降水量分布如图 1。 

2 天气形势分析 

1月 16日20时 500 hPa图上，亚欧中高纬度 

为两槽一脊形势，新疆一贝湖有弱脊，里海北部 

和贝湖以东分别为大低压，里海低压配合有一48 

。C冷中心。17日08时，西宁附近有一低槽；700 

hPa图上，格尔木～西宁有一 300 dagpm低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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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适宜区：包括秦巴山区海拔 1 20o～1 800 

m中山区。年平均气温 7～1O。C，极端最低气温 

多年平均一17～一11。C，最热月 (7月)平均气温 

18～21。C，最冷月 (1月)平均气温一5～一1。C。 

≥1O。C积温 2 400 2 900。C·d；无霜期 15O～ 

180 d。年降水秦岭南坡 50o～1 100 mm；巴山和 

米仓山北坡 1 20o～1 300 mm；巴山和米仓山北 

坡年日照时数 1 200 h左右，秦岭南坡 1 4oo～2 

200 h。低温、阴雨、寡照是本区主要不利气象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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