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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马市芍药种植的气象服务指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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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芍药种植对土壤和气候条件的要求，分析了侯马市芍药各生长期气候条件，得出侯马市降水、气温和

光照条件都比较适宜芍药种植，给出几点芍药生产管理建议，为确保芍药高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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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侯马市地处山西省临汾市南部，境内有汾河浍河交

汇，属农业浇灌区，非常适宜种植芍药，芍药作为经济

效益比较高的经济作物，正逐渐成为各大农户脱贫致

富的首选产业，越来越多的农民投入到芍药的种植中，

成为果业之后的又一经济作物，芍药产业在侯马农业发

展、乡村振兴战略、科技扶贫等规划中起到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但芍药对环境的要求比较高，全面分析其生长

期气候条件，以期趋利避害，旨在为侯马市芍药产业的

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1��侯马芍药种植适宜性及气候概况

1.1  种植地选择[1]

芍药喜凉爽气候，在我国温带至亚热带地区都适宜

栽培，但芍药最适宜温带种植。侯马属于暖温带季风气

候区，种植芍药较为适宜。因芍药属深根性植物，所以

要求土层深厚，又是粗壮的肉质根，适宜疏松而排水良

好的砂质壤土，而侯马市土地属中性或微碱性的土壤、

地势平坦、干燥、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肥沃，含有机质

较多，因其理化性质好，保水保肥、排灌方便故最适宜

芍药种植。芍药生长期需要注意做好施肥、中耕除草和

排水灌溉工作，此外，从芍药栽培上还要做好摘花蕾、

培土晾根和修根工作。因此，只要合理利用有利气候条

件，遵循它的生长特点，便可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1.2  适宜芍药种植的气候条件
芍药喜光照充足，适宜稍湿润环境，亦耐旱，喜温

且耐高温，生长期每天至少4h的阳光照射，生育期（3月
1日-9月30日）需光照时数约1300-1400h、降水量400-
500mm、积温4000-4500℃，这样芍药就可以很好的生
长。芍药8月底下种，9月底至11月为发根期，以10月发
根最盛，之后随气温下降而发根缓慢。11月至12月中

旬根的生长速度最快，一般一年长10-20cm，长的达30-
40cm，每年3月上旬露出芽出苗，中旬展叶，苗出的快而
整齐，3月下旬到4月上旬现蕾，4月底到5月上旬开花，
开花时间较集中，一般10天左右。5月间芍头已形成新的
花苞；5-6月芍药植株生长旺盛，根部膨大最快；7月下旬
至8月上旬种子成熟，8月芍药植株因温度高停止生长，
10月地上部开始逐渐枯死 [2]。根据侯马市气象站1991-
2020年观测资料，侯马地区芍药生育期（3月1日-9月30
日）光照1379.2h，自然降水408mm，日平均气温稳定 ≥
10.0℃的起止日期为3月25至10月31日，间隔220天，积温
4328.5℃·d。可见，光热资源均可以满足侯马地区芍药
生长的需要，只是降水略显不足，在芍药生长需水的时

期需通过人工灌溉来弥补不足。

1.3  气象灾害对芍药影响
侯马市常见的气象灾害有暴雨、连续性降水、干

旱、冰雹等。一旦出现，对芍药产品和产量有着毁灭性

的影响。一般过于激烈的天气比较少。

暴雨和连续性降水天气会造成洪水、泥石流出现，

一般具有突发性，所有种植者应时常关注天气预报，一

旦出现暴雨和持续性的降水天气时，一定要做好排水工

作。而干旱天气则相反，根据不同芍药对水分的要求量进

行科学灌溉，保障芍药的生长需求。冰雹天气比较少见，

一般不会出现，偶尔局地会出现对芍药不会造成损失[2]。

2��芍药各生长期气候条件分析

2.1  降水
芍药适宜稍湿润环境，亦耐干旱。降水过多会造成涝

死，积水会导致烂根，水淹6小时及以上时全株枯死；降
水过少或出现干旱时，根据芍药对水分的要求量进行科学

灌溉，保障芍药的生长需求[3]。如2019年9月10-11日降水量
为97.1mm，适宜芍药幼苗的发芽、发根；2020年6月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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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降水量为78.4mm，有利于芍药植株生长，根部膨大。
若遇连阴雨（连续降雨大于5天），暴雨等天气，芍

药会弱黄或死去。如2020年8月12-20日连续降水9天，降
水量为238.0mm，其中13日降水量为47.9mm、15日降水
量为58.4mm、16日降水量为80.4mm，此时土壤湿度过
大，降雨积水，使土壤氧气不足，造成根系腐烂，导致

植株死亡。

根据侯马气象站1991-2020年观测资料，降水集中在
6-9月，占全年总降水量的50%以上，3-5月约占全年降

水总量的19%，9-11月约占全年降水总量的25%。侯马地
区历年发生初夏旱的概率为60%，该期降水年际间变化
也较大，降水最多的年份为100.1mm，最少的年份仅有
1.9mm。此时段需根据降水的多少分别采取排水或灌溉的
方式保障芍药生长发育需求。

由芍药生育期各月耗水量与实际降水量对比（表1）
可以看出，侯马地区的降水资源基本能满足芍药各生育

期需要，总降水量略偏低，8月偏低明显，阶段性干旱需
适时通过灌溉来弥补不足。

表1芍药生育期各月耗水量与同期降水量对比（单位：mm）

时期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生育期耗水量 10-15 35-40 45-50 55-60 110-130 90-100 70-80 40-50 20-30 10-15

1991-2020年平均降水量 12.8 33.6 47.2 52.0 107.6 82.1 72.7 45.7 20.4 4.2

2.2  温度
温度对芍药的生育、产量及品质影响很大，芍药

有较宽的生态适宜幅度，耐寒性较强，极端最低气温

为-46.5℃的条件下，仍能正常生长，露地越冬。夏天适
宜凉爽气候，但也颇耐热，极端最高气温为42.1℃，也能

安全越夏。芍药是喜温暖，植株根系发达，耐寒耐旱作

物，其可生长期为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大于10℃的初日
至大于15℃的终日，适宜生长期为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大于10℃的初日至大于20℃的终日。

表2��侯马地区芍药稳定通过各温度80%保证率初终日

10℃初日 15℃终日 20℃终日 初终间日数 积温

可生长期 3月25日 10月23日 213 4328.5
适宜生长期 3月25日 9月16日 176 4265.0

芍药5℃以上开始萌芽，温度达10℃时，嫩茎抽发，
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0℃，5厘米地温稳定通过12℃芍药
便开始现蕾，侯马地区5cm地温稳定通过12℃初日保证率
为80%的日期为3月30日，3月下旬到4月上旬现蕾，4月底
到5月上旬开花。5月间芍头已形成新的花苞；5-6月芍药
植株生长旺盛，根部膨大最快；芍药生长的最高临界温

度是35℃，超过35℃植株生长缓慢，一天中温度最高的
时间就是芍药生长最快的时刻。7月下旬至8月上旬种子
成熟，8月芍药植株因温度高停止生长；8月下旬下种，
9月底至11月为新栽苗的发根期，以10月发根最盛；因温
度的下降，10月下旬芍药地上部开始逐渐枯死。

表3��侯马地区芍药生育期各月适宜气温与同期气温对比（单位：℃）
时期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生育期适宜气温 8-10 13-18 20-25 25-28 28-30 25-28 20-23 13-15 5-8
1991-2020年平均气温 8.8 15.4 20.5 25.2 26.8 25.0 20.0 13.4 5.8
1991-2020年极端最高 30.5 35.9 39.4 42.0 41.2 39.2 38.8 33.2 25.7
1991-2020年极端最低 -12.5 -5.1 1.7 9.6 14.5 12.0 2.2 -5.4 -14.8

表2和表3可以看出：3-11月各月平均气温均能满足芍
药生长期气温需求，热量条件的优越对芍药生产十分有

利。遇个别年份高温天气42.0℃会出现干旱天气，但整体
高温天气不多，对芍药生长影响不大。

2.3  光照
芍药是喜光长日照植物，全生育期需日照

1600～1800h。出芽后平均每天不少于4h的日照下，发育

快、开花早，生育期旺盛[3]。

侯马光照资源较为丰富，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049.7h，在芍药生长季（3-11月）日照时数为1656.1h，
占年总日照时数的80.8%，说明芍药在生长发育期内的光
照条件是优越的。

春天（3-5月平均每天日照时数为5.9-7.4h）长日照下
开花，花蕾发育和开花，均需要长日照下进行，若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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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短，会导致花蕾发育迟缓。夏天（6-8月平均每天
日照时数均 > 6h）长日照阳光直射，应对芍药暴晒，栽
培时适当控制行间距，合理密植，增加芍药对光能的利

用。在秋天（9-11月平均每天日照时数4.3-5.1h）长日照
季节分化花芽为发根期，有利于幼苗的发根生长。

侯马市光照条件较好，3-11月芍药生长期内，月、日
光照时数均有利于其生长发育，光照资源的丰富，充分

满足了芍药生长需求。

3��结论

侯马市气象灾害出现的机率小，基本不影响芍药的

生产；降水适宜，雨季明显，是芍药生长的保障；无霜

期较长，生长时间长，有效积温较多，热量条件较好，

光照充足；上述气候条件均有利于芍药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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