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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地膜覆盖栽培高温烫苗农业气象条件的研究
’

高继光 徐京三

(山东昌潍农校 )

棉花地膜覆盖栽培具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但膜内高温烫苗是严重影响苗 壮苗全 的一大 危害
。

本

文采用联合观测和相关回归分析方法
,

结合生产调查
,

初步确定了高温烫苗的指标为膜内最高温 度 的

℃
。

并利用膜内最高温度与最高气温的相关回归方程 y = 8
.

86 + 1
.

7 x ,

(: = 。
.

81 ) 进行高温烫苗的预报
。

经过对比试验找出了适时早播
、

穿孔
“

炼苗
” 、

膜面喷水等简单易行且有效的预防措施
。

1
.

研究方法

有关烫苗指标是通过多年生产调查并结合田间试验研究确定的
。

调查资料来自山东 省 潍 坊 市 各

地
,

并于 1 9 8 5一 1 9 8 7 年进行了田间试验研究(多年观察结果一致
,

本文以 1 9 8 5 年资料为例)
,

试验品种

为鲁棉 6 号
,
4 月 15 日前后播种

。

采用先播种后覆盖的方法
,

行距 9 0 c m
、

南北行向
,

盖膜幅宽 4 4
.

5 c m
,

厚 。
.

o 15 m m
,

实际覆盖地面宽度为 3 o c m
,

折算实际覆盖度为 33
.

3夕百
。

试验田间安装临时百叶箱两架
,

供测气温
。

在百叶箱附近选 4 个点
,

每点安装普通温度表和最高温

度表
,

要求在膜的一边打孔
,

然后将表沿小孔插人膜内
,

并使温度表球部悬在膜下空间二分之一处
,

刻度

露在膜外
,

再将擂孔封严
,

严防透风漏气
,

并尽量减少地膜因透凤造成的上下起伏
。

每日观测最高温度一次
。

4 月 21 日一22 日观测普通温度 (每天 6 : 30 一 17 : 3 。
,

每 隔 3 0 m in 观 测 1

次)同时观测云量
、

风向
、

风速等天气现象
。

2
.

结果分析

1) 高温烫苗的温度指标

棉花自弯钩顶土至子叶展开
,

放苗之前均可发生高温烫苗
、

烫份部位是胚茎或子叶
,

烫伤程度随温

度升高而加重
,

初步确定高温烫苗的指标为 5 0a C (表 1 )
。

2) 高温烫苗的预测预报

将播种至出苗后所观测的膜内最高温度和百叶箱内最高温度进行相关回归分析
,

得直线回归 方 程

y 一 8
.

8 6 + 1
.

7 二 (: 一 。
.

8 1 )
,

式中
,

y 为膜内最高温度
, x 为百叶箱内最高温度

。

达显著水平
。

应用上述回归方程
,

结合当地气象部门的中
、

短期天气预报
,

即可对未来能否发生烫苗现象作 出 预

报
。

据分析
,

若预报未来 24 h 内天气晴朗
,

无风或微凤
,

最高气温达 25
O
c 以上

,

膜内最高温度可达 50 ℃

以上
,

即可发生高温烫苗
,

可靠率达 9 5 % 以上
。

若气象部门能够增加预报中期逐日最高温度
,

将使高温

烫苗的预测预防工作更为主动
。

3) 高温烫苗的预防措施

(1) 适时早播
:

调查和试验表明
,

适时早播可以及时放苗
,

避免高温烫苗
。

因为我国大部分地 区 早

春温度回升快
,

致使棉花播种出苗期间造成高温烫苗的机遇显著增多
。

调查证明
,

潍坊地区地膜覆盖棉

*

本文于 1 0 8 5 年 2 月 i 日收到
,

19 8 8 年 s 月 3 0 日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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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播期不宜晚于 4 月 15 日
。

(2) 穿孔炼苗
:

棉花出土后破膜放苗的时l’ed 和方法很重要
。

因为当高温来到时
,

膜内外温度
、

湿度
、

风速
、

光照等气象条件差异很大
,

若不放苗
,

则易造成幼苗烫伤
;

若突然放苗
,

往往使幼苗体内水分 收 支

平衡失调
,

茎叶调萎
,

甚至灼伤死亡
。

据试验
,

采用先穿孔炼苗
,

而后放苗的方法效果较好
。

就是先 在 出

苗期间用铁丝或刀片在幼苗附近将地膜穿割小孔
,

使膜内温度
、

湿度逐渐变化
,

增强幼苗抗逆能力
,

炼

苗两天后再行放苗
。

这样
,

即可避免高温烫苗
,

又能防止突然
“

闪苗
”

(指幼苗受到突然性伤害)
。

(3) 膜面喷水
:

高温出现时进行膜面喷水可以立即产生降温效果
,

并能维持较长一段时间
。

1 9 8 5 年

4 月 21 日 1。: 3。进行 1次喷水试验
,

处理面积为 1
.

5 m
’ ,

喷水量为 4 kg / m
, 。

试验表明
,

喷水处理一次
,

平

均比对照降温 8
.

5
“
c

,

最大可降低 n
.

oo C 左右
,

持续时间达 3 h 以上(表 2)
。

在此期间
,

棉苗无一 烫 伤
’

所以膜面喷水是一项很好的救急措施
,

在具备喷灌条件的情况下此法则更为方便
。

(4) 把握预防时间
:

据观测
,

膜内最高温度(12 时左右)的出现比空气最高温度 (1 4 时左右) 早两 小

时左右
,

因此
,

在高温烫苗日应及时实测膜内温度变化情况
,

及早采取预防措施
。

3
.

问题讨论和建议

本研究有关高温烫苗指标的确定
,

尚未考虑土壤湿度
、

膜内空气湿度及苗质等因素
;

所建立的回归方程也只考虑温度一个因子
,

应当继续研究云量
、

风速等因子的影响
,

建立多元回归

方程
;

但 主多云阴天或风速较大的天气
,

一般不会出现高温烫苗
,

似不必用公式推算
,

这些问题有待 进 一

步研究
。

建议气象部门能在中
、

短期天气预报中直接报出高温烫苗的时期
,

以便指导生产发挥更大的经济效

益
。

表 1 高温烫苗的农业气象条件 (1 5 8 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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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膜面喷水处理的降温效果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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