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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坏果率

批次 研究点 采摘时间 第1组(百粒) 第2组(百粒) 第3组(百粒) 平均(百粒) 平均坏果率

第一批次
采摘点1 6.27-7.1 9% 10% 9% 9.3%

9.3%
采摘点2 6.25-6.29 8% 11% 9% 9.3%

第二批次
采摘点1 7.6-7.10 3% 5% 5% 4.3%

4.2%
采摘点2 7.5-7.9 4% 3% 5% 4.0%

第三批次
采摘点1 7.17-7.21 6% 4% 7% 5.7%

5.4%
采摘点2 7.17-7.21 7% 5% 3% 5.0%

第四批次
采摘点1 7.27-7.31 4% 4% 5% 4.3%

4.5%
采摘点2 7.26-7.30 6% 3% 5% 4.7%

第五批次
采摘点1 9.30-10.4 13% 10% 15% 12.7%

16.5%
采摘点2 10.1-10.5 16% 14% 18% 16.0%

第六批次
采摘点1 10.11-10.15 7% 4% 4% 7.5%

7.3%
采摘点2 10.12-10.16 6% 7% 8%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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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海原县2个枸杞种植区枸杞采摘晾晒进行观测记录,记录百粒枸杞坏果率,对采摘晾

晒期前后关键气象因子温度、降水、日照、相对湿度、最小相对湿度进行线性统计分析,查找枸杞晾晒

与关键气象因子关系,并结合实际工作经验,研究、总结建立海原县枸杞晾晒指标,为海原县开展枸杞特

色农业气象服务提供重要参考依据,进一步提升枸杞气象服务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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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枸杞是宁夏最具特色的地方产业之

一,栽种历史悠久,药用价值高,在明清

时期就是皇室贡品,本草纲目和我国药

典都把宁夏枸杞作为入药的道地产品,

其中以宁夏枸杞最为有名。枸杞抗旱、

耐盐碱、耐瘠薄,适生性极广,栽培种植

分布范围较广,宁夏主要分布在中宁、同

心、海原、石嘴山等地。 

海原县枸杞种植区域主要在靠近同

心县,灌溉条件相对便利的七营、高崖、

李旺、三河等乡镇。由于海原县种植规

模相对较小,配套设施尚未齐全,枸杞晾

晒仍有不少依靠传统阳光自然晾晒法,

也直接影响到枸杞品质。经过气象服务

需求调查,目前,海原县枸杞阳光自然晾

晒法也占一定比例。经过走访,不少依靠

阳光晾晒的茨农对晾晒期气象服务需求

还是很旺盛,希望能及早的对晾晒期天

气预报给与准确的服务,以便他们适时

晾晒,适时回收。而近年来,气象部门对

枸杞晾晒主要气象服务为降水预报,尤

其注重短时临近预报,但是仍缺乏其他

气象条件的综合应用分析,缺乏指标,指

标应用不明显,服务材料内涵提升不够。 

为此,本人通过对海原县2个枸杞种

植区枸杞采摘晾晒进行观测记录,记录

百粒枸杞坏果率,对采摘晾晒期前后关

键气象因子温度、降水、日照、相对湿

度、最小相对湿度进行统计分析,查找枸

杞晾晒与关键气象因子关系,研究建立

海原县枸杞晾晒指标,为海原县开展枸

杞气象服务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1 观测研究点与方法 

1.1观测研究点 

选取海原县三河镇四营村(采摘点1)

和七营镇高崖村(采摘点2)2个枸杞种植

集中区为枸杞采摘晾晒研究点。 

1.2方法 

1.2.1数据来源 

选取2个枸杞采摘晾晒研究点,每批

次记录采摘时间,采摘完拌碱揉匀,放置

在晾晒果盏,置于露天地方进行晾晒。为

切合枸杞晾晒实际,从晾晒当天开始,茨

农结合气象条件适当人工干预,适时收

回,直至晒干为止。晒干后,随机选取三

组百粒果,记录坏果数量,三组平均得出

平均坏果率,具体如表1：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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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数据分析 

观测数据利用Excel进行线性分析,

对影响枸杞晾晒的气温、降水、日照、

相对湿度、最小相对湿度与晾晒枸杞坏

果率显著性进行分析,查找影响主要气

象因子。 

2 结果分析 

通过对2017年枸杞晾晒期期间温度,

降水、日照气象、相对湿度、最小相对 

 

湿度等气象要素进行线性统计分析。 

2.1平均气温 

从上图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线性

关系为Y=0.0056X+0.0578。气温与坏果

率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51,达显著

相关。(见图1) 

气温与晾晒枸杞坏果率呈显著相关,

在枸杞晾晒实际过程中,气温、日照对枸

杞晾晒的影响是正向的,气温高、日照强

有利于晾晒,缩短晾晒周期,反之影响晾

晒,且与其他影响要素共同影响,相对来

说影响较小。通过对海原县日平均气温

资料统计分析,夏果晾晒期内日平均气

温主要在18-30℃,秋果晾晒期日平均气

温低于10℃,晾晒周期相对长。为此,根

据经验总结适宜枸杞晾晒气温范围为

18-30℃,低于18℃不适宜,高于30℃较

适宜。 

2.2降水 

从上图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线性

关系为Y=0.0074X+0.1083。降水与坏果

率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8585,达显著

相关。(见图2) 

通过走访调研和经验总结,晾晒过

程中,降水是最关键影响因素。阵性或小

雨天气对枸杞晾晒影响相对较小,降水

过后气温、日照、风力适宜,将较快减轻

淋雨影响,而连续降水则无法进行晾晒,

不适宜。 

2.3日照 

从上图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线性

关系为Y=0.0027X+0.0421。日照与坏果

率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534,达显著

相关。(见图3) 

2.4相对湿度 

从上图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线性

关系为Y=0.0018X+0.2496。相对湿度与

坏果率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5787,达

显著相关。(见图4) 

2.5最小相对湿度 

通过线性分析,最小相对湿度与坏果

率之间的线性关系为Y=0.0021X+0.2247。 

最小相对湿度与坏果率呈正相关,相关

系数为0.3135,不显著相关。 

2.6枸杞晾晒指标 

根据田间走访调查结果,将枸杞晾

晒指标划分为不适宜、适宜、较适宜三

个等级。其中枸杞晾晒百粒坏果率高于

15%,为不适宜；坏果率在10%-15%,为适

宜；坏果率低于10%,为适宜。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和经验总结,影

响枸杞晾晒的主要气象因子为气温、降

水、日照、湿度,同时又和云系、风力有

一定的关系,8成以上云量基本遮挡住太

阳,不适宜枸杞晾晒,5-8成云量适宜,5成

图  2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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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豆是农作物中常见的经济作物,在农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大豆产量也和农业生产总量具

有直接关系。大豆适应能力较强,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但是在种植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

提高大豆种植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十分必要,本文主要从这两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希望对大豆种植

技术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可以有效减少病虫害对大豆正常生长的影响,对大豆产量的提升具有重

要意义。 

[关键词] 大豆；种植技术；病虫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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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豆种植技术 

1.1种子和种植区的选择 

大豆种植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就是种

子的选择,这也是大豆种植的起始阶段,

所以在选择种子过程中需要结合种植区

的气候条件和土壤土质进行合理选择,

这样才可以将大豆品种和当地生态环境

进行有机结合,进而实现提高大豆种植

效果的目的。所以,在选择种植区域时也

要对土地进行科学合理的蓄水和翻耕,

不仅可以提高大豆的产量,还可以有效

改善大豆的生长质量。 

1.2大豆的播种 

窄行密集种植技术可以显著提高大

豆的产量,帮助农民获取更多的经济利

润。该种种植技术更适合生长周期较短、

矮小型的植株品种。大豆播种过程中,

需要对大豆种植的密度和深度进行科学

合理的控制。 

垄断分层种植技术是在垄体的下方

进行施肥和浇水,利用农业设备对大豆

种植密度进行合理控制,促进大豆生长

质量和数量。种植大豆时选择产量高的

品种,同时具有较强的抗病虫害能力。垄

体的输送能力需要加强,充分发挥化肥

的作用和贡献,在播种过程中也要选择

先进设备进行科学播种。 

1.3施肥技术 

对大豆进行施肥也是大豆种植过

程中十分重要的环节,采用科学的施肥

技术,严格控制废料配比,同时准确测

量土壤质量,氮磷钾等化肥的配比也需

要做好科学搭配,采取分层施肥方式,

适当增加施肥深度,对大豆生长也具有

促进作用。 

1.4苗期管理 

大豆出苗以后需要做好查苗、补苗

工作,保证苗全,及时将病苗、坏苗进行

治理和清除,保证豆苗可以正常生长,进

而提高大豆生长质量。补苗时需要对芽

苗进行移栽,间苗后立即进行除草工作,

保证除草频率,按照根系生长状态采取

由深到浅的中耕方式。如果没有施加底

肥,则需要在幼苗期进行追肥,对分枝的

形成和花芽分化均有促进作用,有利于

根瘤菌发育,提高固氮能力。 

1.5开花结荚期管理 

要想有效提高大豆种植质量和数量,

就需要做好看苗管理,将保护和控制进

行有效结合,在花末期达到最大叶面积,

避免过早出现封垄郁蔽。封垄之前也要 

以下云量较适宜。一定的风力有利于空

气流通,利于枸杞快速风干,3级以上风

力不适宜枸杞晾晒,3级风力适宜,3级以

下较适宜。因此,建立枸杞晾晒技术指标

如表2。 

3 结论与讨论 

(1)本研究表明,枸杞晾晒坏果率与

气温、降水、日照、相对湿度显著相关,

同时又与风力、云量密切相关,晾晒期若

出现较大降水或连续降水,将影响枸杞

晾晒的品质,同时若晾晒期日平均气温

低于18℃,相对湿度大于50%,风力3级以

上,云量8成以上,不适宜枸杞晾晒,影响

枸杞品质。 

(2)在枸杞晾晒实际过程中,要适时

进行人工干预,遇降水和夜间要及时收

回,适宜条件下要及时移出晾晒,保证枸

杞品质。 

(3)由于观测样本数过少,本研究所

得出的枸杞晾晒指标仅供参考,有待在

今后的观测试验中进一步补充完善,提

升枸杞特色农业气象服务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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