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7=；一 

第12卷 第 3期 

1 9 9 2年 9月 

生 态 学 报 

ACTA ECOLOGICA SINICA 

S 8 z] 

VoI．12， No．3 

Sep．， l 9 9 2 

柑桔增减产生态环境模式研究 

熬21500 【苏州最道师范学院地理系， 9)。 
摘 要 

、D}。 

丰文饭据嚣响柑怙产量的主要生卷环境匿素和近年在中亚热带缸壤枯园的定点试验资料 ，运用统计 

楼扭分别建立予模式然后台戚的方法，研究了柑桔增藏产定置描述 的生态环境模式 ．初步建立了模搬柑 

桔冬季落叶率，晚春韧夏落花落果率和夏秋单果重的 3十予榛式 ， 以厦模拟柑桔平均单株产量的台成模 

式．应用所建的模式榛担了不同生境小医的柑桔株产量和近年金华市柑桔逐年平均株产量 ．模搬结果表 

明模式有一定可靠性，可用束预铡 区域柑桔平均产量或常规捕园的产量 ，并可适时指导枯表针对生态环 

境灾 害采取碱 宄增产 措施， 

境和生态因子的影响，致使柑桔的产量发生很大波动。在浙江金衢盆地中选择金华县开化村 
一 个面积为 126700 m 的浅丘红壤缓皱地温州蜜柑果园，园中设定了两个生境有明显差异的 

试 验小 区 。 

1．园地宏现生态环境 

试验果园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土壤等背景条件代表了江南亚热带东部丘陵地带中许多大 

中型盆地的环境特色。开化村柑桔园位于金衢盆地中陉的盆底附近的缓坡地上，四周开阔平 

展。垒衢盆地是典型的江南红层盆地，形状为东北西南走向的走廊式盆地，盆地内多低丘岗 

地。土壤为酸性红壤， pH 值5．O一8．O。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和盆地气候综台影响， 1月平均 

气温 5℃左右，极端最低气温可低 达 一8一 一10~C。晚春初夏 5月短时间异常高温可上升至 

34—35℃，盛夏 7、 8月极端高温可高达 4 0℃ 左右j 37℃ 以上高温干，热天气 持 续1 0d 

至半月以上。在地形作用下，冬季盛行走罐寒风，全年以东北风频率最高。12月至次年 2月 

柑桔易遭受低温拣害， 5—1O月时常有高温干旱盘害。这种冬寒夏干热气候十分突出，是柑 

桔生态的主要限制性因子 ⋯ 

柑桔园的东面和南面是农田，北面有桃园，西面距小水库较近。水源虽近，无机灌设施 

且水库蓄水常常不足，对果园小气候和抗旱均起不到明显作用。 

2．试验区生境 

试验区选择在桔园北部的半环状缓坡的中段(小区 I)和下段(，】、区Ⅱ)，坡向栩北，坡度 

约 5度，如图 1所示。 

* 囤家 自然科学 基垒 资助项 日． 

#文于】9 a1年 6月2．5口收副，恬改稿1：】992年 3月l 5I1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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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 n torest 

圈 1 开化村柑精同缎城上两千测试小医的 

位置和生境示意目 

T Jg．』 Locali~ and hab／tat of both t st 

plots 0I1 genlle slope 

试验区的南面有一条东西向排列 4行杉木防 

护林带，耩带高8m左右、宽5m、长150m。 

防护林带距小区 I约10m，对小区内温度和 

湿度有～定调节作用，尤其防御冬季寒风有 

明显作用。小区Ⅱ距林带较远，影响较小。 

试验区所在地的红壤发育在深厚的第四 

纪风化残积物上 ，改良后的土壤理 化 性 

厨巳发生变化，pH值擞酸性，金氮为中偏 

低水平，垒磷和速效磷偏低，土 壤 肥 力 中 

等。园内原生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次生植被为马尾捂林，以后经^工培肥种植柑桔。 

柑桔林密度约为 36抹／1 00m ，每穴约占地2．77m 。试验区内除少量杂草外无其它同生植被 

或覆盖物。 

I小区位于缓坡中段，防护林边，区内柑桔生长 良好，桔树冠幅2m左右，树冠高1．5— 

1。8m，覆盖率约85 。 Ⅱ小区位于缓坡脚风口附近，柑桔生长差，桔树冠幅】n1左右，树冠 

高约1．2m，覆盖率约5O 。改造后的试验区土壤为轻粘土或重壤土，核状或块状结 构 。降 

水时易形成隔水层而造成祝水I干旱时由于毛管发选，土壤有效水损失严重，加上坡地重力 

作用，坡地上中段的土壤含水量往往较坡下部和坡脚偏低。 

3．嗣试方法和结果分析 

在设定的两个小区中随机选择有代表性的测试植株。经比较分析，每 1小区确定 5株柑 

桔树为测试株，可以分别代表 2个小区的柑 桔生 态和生长的平均状况。在每 1测试株的骨干 

枝中部，按东南西北方位各选一结果枝作为观测枝，这 4枝观测枝可以代表该测试株的总体 

状况。这样，每 1小区共有观测枝2O枝 

在 2个小区平行观测冬季柑桔受冻害后的落叶率．晚春初夏的落花果率和夏秋果实增长 

动态，还统计了单果重、单株结果数和株产量。具体的做法是：11月底记录各观测枝上的叶 

片数，作为冬季落叶前的叶片基数。以后每旬来观测记录一次，分别统计 2小 区观测枝的逐 

句落叶率 下文 中给出的落叶率是指到 2月底为止测试株的叶片总数与叶片基数 之 比 的 百 

囊 1 1986--1988卑不同生麓小区柑梧产量豆其构成要素差异(开花村枯国) 

Table 1 Difference in citrus yl#ld components between both test plots In 

the Kelhua orchard during 1956~ 1958 

冬季落叶率 { S月落皋率 总落花落幂率 l 单株青果率 单椿产量 
年份 I小区 

Rate of leaves Rate of bloBsoms— Total rate of blo-]Quantity of fruit Chrus yield 
Ycars 【Pl0ts drop in winter erpematures drop s~oms’prematures[setting per tree pertr0e 

N ( ) lin May P( ) drop =P( ) l F(n) Y~kg) 

94．22 l 95．85 

9D．1O 1 0D．64 

91．58 j 96．54 

8 ．97 94．56 

9B．58 9g．76 

09．7 5 l 10O 

42．g 

9．9 

】7．0 

T8．4 

0．7 

0．9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3期 汪 铎等t柑桔蹭陵产生志环境模式研究 

分率 。 

柑桔开花前记录种观测枝上的花蕾数，自初见始花至生理落果结束每天记录花果数，分 

别统计两小区测试株的逐 日落花落果率。下文给出的是月底的落花落果率。谢花后测定果实 

的纵横径，每候测量 1次，前斯采取随机取样观测，后期定果观测果实的增长动态。果实成 

熟时记录种小区测试抹的着果数 ，采摘后称果实重量，统计两小区的平均单果重 和 单 株 产 

量。1986～l 988年 3年的观测结果列在表 1，它表明两个小医有显著差异。表中产量因素的 

年际波动是由气候变化及其产生的环 境效应0『起的，小区间差异是 由不同小 区生境效应引起 

的}在灾年(如1986和1 988年)这种小区差异尤为显著。 

此外，在柑桔生 羌键时期选择典型的低温或高温干旱时段，观I捌柑桔园小气候和土壤 

水分 大气候资料取 自距果园约500m的蒋堂农科所气象站 。在下文选取影响产量构成 的 因 

子时，采用了阿内，]、气候资料，并与国外大气候资科作对照。 

二、柑桔产量构成的生态环境因素 

柑桔产量由栽植密度、单株结果数和单果重3个成分构成。对于某一柑桔目 的 一 定 时 

期，栽植密度为已知常数，由单株结果数和单果重2个成分决定的单株产量，从植抹本身考 

虑，取决于树龄大小 、树势强弱 着果率高低和果实增长状况等因素。在正常管理水平下， 

除品种和树龄外 ，树势、着果率和果实增长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均受到生态环 境 因 子 的 影 

响，其 中冬季冻害和夏季高温干旱等环境灾害的影响相当大 。 

生态因子 中光、热 水等条什直接影响柑桔的生长发育 ⋯ 。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种 种 环 

境灾害是导致柑桔异常撼产的根本因素 如图 2所 示，冬 季 出 现 一7一 一9℃以下 低 温 

和寒风可导致柑桔发生严重冻害，按低温强度和低温持续时间，引起落叶，树皮开裂，植株 

部分蒜死，甚至整株死亡，造成不 同程度减产。晚春初夏的33—35℃以上异常高温可致使柑 

桔花蕾受害，引起异常落花落果，由着果率 

降低而造成减产 。夏秋季节37℃以 上 持 

久高温干旱，对柑桔幼果发育不利，由果实 

增长受阻引起小果、裂果、甚至落果 ，影响 

产量和质量 。相反，不出现上述 环 境 

灾害或环境灾害的影响较轻时，柑 桔 可 望 

增产。 

柑桔产量形成于柑桔生长发育的整个过 

程 ，前期群体和个体生态对后期的经济性状 

具有较大的制约作用。例如冬季大凌年份， 

柑桔部分冻死，落叶率近1 O0 ，即使 后 期 

生态环境条件优 越 有 利，也 无 法 弥 补 损 

失，产量趋于零 。反之，前期生态环境条件 

有利，柑桔生长发育良好，若后期遭遇重大 

环境灾害，也会造成严重减产。图 2分析表 

明，柑桔减产是株产量形成过程中各关键时 

怙棒害 

2 3 

压 

蹰 亚热带拽丘虹蕞柑桔产量挣戚和 

主要环境灾害的关景 

Fig．2 Main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impac'~s 

on citrus yield oamlaonent~in sublro 

picallow hill and red soil regions． 

】．Low temperature and cold wI订d I订 win— 

ter， 2．AnomaIouB high temperature in 

May，3．Hot-dry 、 eather i11 summer and 

nutnr／ln， ‘．CRrus leav~ drop caused by 

freezhug ds~lRge，5．Quality of citrus blo- 

sso ms， 6．Rate of blossoms—preznalures 

drop。 ．Rate of fruit setting， 8．Citrus 

fruit growing， 0．W eight of one citrus 

fruit，10．Quantlty of fruithug per cilrus 

tree，I1．Citru s yleid per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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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生环境灾害叠JJl】和综合影响的结果。柑桔增产必需在各关键时期的生态环境条件均有利 

的隋况下才有可能取得。 

根据 上分析，在试验区里针对柑桔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进行了一系列测试和统计 表 

2和表 3是1 987—1 988年的部分资料，在下文建模中用到。另一些资料可参 考 文 献 ：2：， 

[6]。 

袭 2 1 987—1 988年冬季气温和相对盥度大l气攮瓷料(桔回耐近气象站) 

Table 2 Tem perature and relative m oisture near the citrus orchard in winter during 1987-- ]988 

Tcn d ∞nth T*il l ~*I／1 2 中 *／1 2 T／l 上，1 中，1 下，1 ．L／a 中／2 T／2 

平均 气温T(℃) 
Average tem perature 

最低 气温TL(℃) 
M 11jnlUD1 tem perature 

相对 湿度Rm( ) 
Rc1alive m oisture 

}： The last tel1．-days1 * ： The first ten‘days~ I The second ten—days． 

袭 5 1 987—1 988年冬季 2十试验小区遥匈藩叶事( )差异 

Table 5 Difference in leaves drop(N )between test polts I and I la winter during 1987--1988 

T。 d墨 M。 山 { *，1 2十 *／”_F*“／z2 ，z 十／- T／z ／z 十，2 _F／2 1宝甚l 

三、柑桔产量结构生态模式 

根据上述柑桔产最构成分析的几个关键时期，挑选关键性生态环境影响因子，进行分段 

统计摸拟和子模式合成，建立柑桔增减产定鼙描违的产最结构生态模式。设柑桔产鼍构成效 

应在各关键时期的基本模式表达为： 

Y．=0，+∑ A， (1) 
， 1 

，表示各关键时期生态因子对产量构成产生的效应，这里设 =1、2，3，分别表示 3个关 

键时期，即。冬季落叶期、晚舂初夏生理落花落果期和夏秋果实增长期。 r是 描 述柑桔在各 

个关键时期的生理特性的待定常数， ，是生态因子的待定系数， ，是影响柑桔产嚣的主要 

生态因子， 为因子序。根据在试验果园取得的3年资料，分别建立了摸拟冬季落叶率、落 

花落果率和单果重 3个子摸式。 

T．冬季璩謇落叶子攘式 

冬季柑桔异常落叶是由拣害引起的。遭受旅害的程度主要同果圉内低温寒风的强度及其 

持续时问有关，前期果同干旱状况和温度变化的幅度对冻害落叶也有明显影响。运用(1)式 

经回归分析，针对试验医资料求得： 

Ⅳ ( )= ～1 2．1 7+4．4 421X ；+1．8506X +1t 801 4X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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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是冬季潜叶： ，Ⅳ是Ⅳ的模拟值，回归方程的复相关系数 0．9882，达到极显著水平。 

是描述冬季低温冻瘩的负积温，表达成X =∑(71 ～71 )，其 中=r 为圈外百叶箱最低气 

温，71 c为柑桔叶片受冻害的临界温度所列应的百叶箱气温。可将柑桔园不商生境发生 冻害 

的低温指标71 换算成国外百叶葙温度指标71。，据此可确定柑桔固冬季各时段不同的T c。表 

4列出了试验区冬。 4个时段的冻害低温捐标．r 与71矗}照情况。 ’ 

裹 4 试验区冬季冻謇沮度指标 园内外对照 

Table 4 Diff~Tence in fTeez；rig tem nerature I玎dice{ in w inter betw een 

jn the test p~ots of oxcbard Jnd out of jt 

．
**

． l Same astable 2． 

应当指出，在不 同生态类型柑桔围巾，或园内不同生境地段上，71 与 71 c的 换 算 不 相 

同。～般可运用固内外小气候 与大气候平行骢测资料， 由回归方程T c=A。-t-PDT，，求出两 

者的换算关系。表 4是采用1986--1989年冬季典型低温 日的观测资料 ， 建 立 的 ～ 组 换 算 

关系。 

(2)式中x!是l1月至12月连续晴天无雨的天数，用来描述冬季前期的干旱程度。 a 

是n月至l 2月上旬最大的句际气温差，描述了前冬期温度变化的剧烈程度。 

、 、 。因子的标准偏回归系数分别 为 口 =0．6025、e =0．4760、e。=0．2l 7， 

有e >。：>P。。表羽冬季低温强度及持续时间的因子 对柑桔冻害落叶率的影响最大，其 

次是描述前冬干旱程度的因子 ，描述前冬温度变化的因子 。又次之，后2个因子 和 

X。主要对柑桔采果后树势的恢复有一定影响。 

2． 5月落花落果子攘式 

江南 5月晚春季节交替，柑桔正值开花期和生理落果期，若突然出现异常高温，并伴随 

桔园内大气干早，就会发生严重落花落果，影响着果 率。由 (1)式运用试验区资料求得 

P ( )=77"．51+2．5735X 4+1．4049 5+O．1277． 日 (3) 

(3)式的复相关系数0．9499，达到显著水平。P(％)为 5月落花落果率 P 的模拟值。 ·是 

描述 5月异常高温的危害积温 ，表达成 X。=∑(71 一T )，其中 71 为园外百叶箱最高气 

温，r 是柑桔开花坐果期遭受异常高温危害的临界温度所对应百叶箱气温，与柑桔 固 生 态 

环境有关。可采用试验典型高温目园内外小气侯 与大气候平行观测资料，建立回归方程T = 
-t-B T ，将国内不同生境上发生高温危害的r (一般取 为34—36℃)换算成百叶箱 大 

气候指标71 。表5是采用试验区资料建立的5月 3个旬r 与71 的一组换算关系。 

X 是 4月中下旬的旬际温度差 △r，取绝对值 r1，描述前期温度变化的剧烈程度。 

。 是 (2)式 中 求 算 的 冬季落 叶率 模拟 值 N(％)。 、X 、X e 3因子的标准偏回归 

系数分别为e 4=0．8884、P5=0．6299、Pe=0．7574，有 P 4>Pe>P5。表明柑桔花期发生异常 

高温(尤其在伴有干热燥风时)直接危害正常开花坐果，是造成异常落花落果的主导因子。其 

次，冬季落叶程度和4月商温度变化幅度也影响花的质蹙和落花落果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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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5 试验区柑桔花期高噩詹謇指标匿内外对照 

Table 5 Difference in anom e,|ous high fempera／ure indices during blossom 

openning period between in the le sf plots of orchard and out of“ 

l2卷 

3．夏秋单果重子横式 

夏秋季节是柑桔幼果发育和果实增长时期，若遭遇持久高温干旱天气，可直接危害幼果 

发育和果实增重。由(1)式运用试验区资料求得 

：1 33．52—0．31 48X 一0．0430X 8—0．3 678X 9 (4) 

(4)式的复相关系数o．9715，达到极显著水平。 是指柑桔单果重矿(g)克的模拟值。X 描 ． 

述夏秋大气候高温干旱程度，表达为 =m +m!，其中m 是 7— 8月过程 降 雨 量<10 

EIN]；且 曰雨量<~5ram 的最长连续少雨干旱天数，m 是 日最高气温~37~C的天数。 s为园 

内夏季的极端最高气温，与柑桔目生态环境有密切关系。通常处在谷盆地形中的密植桔园， 

较位于坡地或开阔地上的稀植桔园，盛夏的极端高温更高。采用典型晴热天气下国内外小气候 

与大气候平行观测资料，建立回归方程 T = ：+B T。，将回外百叶箱大气候极端高温 换 

算成园内生境发生的极端高温 即 。 是(3)中求算出的落花落果率模拟值尸< )。 

(4)式巾 、X s、 。3因子的标准偏回归系数分别 为 e =0．6224、e 8：0．0153， 

e =0．41 72，=fie >e。>e 。表明夏秋严重的高温干早对果实增长的影响最大 ，其次着果基 

数与果实大小也有1一定关系。 

4．单株产量增减生态模式 

柑桔单株产 由单棣若果数和单果匝2部分构成。单株增减产模式可由以上3个生态环 ' 

境灾害主导园子fl{I模式台成，表达成 

i／=C o+ClU +C2矿  (5) 

】 为单椿产蹙<公 )模拟值。C。是待定常数，与品种、树龄、树势和栽培管理等因素有关． 

0=1oO—P，即着果率( )，其中P由(3)式求算取得。 是单果重摸拟值，由 (4)式求 

算取得C 、C 为待定系数，与柑桔品种、树龄等有关。 

考虑到冬季发生毁灭性冻害时，~1977年 1月的大冻，柑桔植株部分或全部冻死，几乎 

投有产最。因此设～特定权重 Ⅳ ，当冬季落叶率 Ⅳ>90 时 ，取 M =0．1；当90 ≥Ⅳ≥ 

8 0 时，取M =0．5；Ⅳ<8O 时M =1。此外，在上 1年遭受严重冻害后，次年植株仍未完 

垒恢复而影响产 屠时，如1978柑桔产母偏低是爱1977年大磙影响，可根据影响 程 度 取 M = 

0．4～ O．6。 

针对开化村柑桔园的 2个试验小区，1986～1 988年 3年识l试资料输入模式<2)--(4)中 

的园子序列给 在袭 6中。这3年代裘不同丰撤年型，1 987年是丰年，1 986年是平年偏差， 

1988年是重宄歉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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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 e 19暑6。-1988卑■羹蠢辩●^羹式鹤■千一，|(开化村柑桔园) 

Treble 6 FIcIor orders of test dais In modl~ fI the K~lbua钾 ●● 砒吐In 1986--1988 

日 子  Xl X l X ， X ． X s X ‘ X ， X I X ' F
accOrs 

1 086 
I 4．3 18 j．g 2．5 3．5 3 ．33 41 39．7 93·6 3 

I 4．3 1B 9．a 2．2 3．6 72．42 4I 3a．7 0T·34 

19BT I 1．6 1 4 D．0 O．5 e．6 I6．62 21 3a．9 90·19 

I 】．6 j4 1．3 o．i 6．6 22．蛐 2i 3 ．9 89．9O 

1 988 I 9．2 30 o．4 4．3 I．B 6i．7o 33 42．5 9a．gB 

I 9．2 30 6．4 3．7 i．a 8B．35 e 3 4i．4 ioo·oo 

四、模式应用和讨论 

运用模式 (5)结台子模式(2)一 (4)，可以对柑桔产量形成过程中受生态环境的动态进 

行跟踪，并定量模拟增产或减产程度，预测最终株平均产量的时效在采果前两个月左右，即 

9月初。模式的特点是针对不同生态环境，描述环境变异在柑桔产量构成各关键时期产生的 

生态效应差异和增减产效果。 

1．不同生境试验区的产量模报效果 

以金华开化村柑桔园试验区为例，对 I、Ⅱ两小区分别应用模式(2)一(5)计算，求得 

产量构成和株产量的模拟值列于表 7与实况对照 。结果表明， 3年模拟误差都较小，且模拟 

2个不同生境小区的生态产量效应的差异显著，与实际差异情况相一致。进一步比较模拟值 

与实况，在 I区两者差异较小，Ⅱ区两者差异较大。因为 Ⅱ区处在朝北风 口坡脚附近，易遭 

冷潮和寒风侵袭 ，植株生长差， 由生态环境灾害引起的产量波动相对较大，1989年 运 用 

模式预测’I区当年株产量为l1．2，实况11．9，相当接近。 

寰 7 两个大区柑桔产量构成和株产量的奠报■与实况对照(1986--1988) 

Table 7 Comperlson of citrus components end yields belween simulated 

value and real in two test plots durlns 1986--1988 

冬季幕叶卑 落花蒂幕卑 单 果 重 单株产量 
年 毋 小 区 

Ⅳt ) Nt ) P‘ ) P‘ ) W(g) W(B) Ytkg) Y(kg) 

Rate Of blo5SOlDS- W eight of Om  Citrus yield 
Years Plots Rate of Ieaye8 drop 

- prematures drop citrus fruit of pertree 

I 3T．S 30．O 的．6 94．2 84．15 a2．9 3·5B 1 9aB 

I 72．‘ 70．O gT．a 99．1 B3．2 aS．7 0．0B 

1gBT I 16．6 1B．9 90．2 91．B 92．1 91．9 9．6 

I 22．4 30．3 a9．9 aT．T 92．： 92．1 7．22 

I 61．7 5B．B 99．0 9B．6 84．9 84．6 0-06 I988 

I B8．4 9 2．8 100．0 99．B 84．6 — O．0 ， 

2．区域柑桔产量模报效果 

运用模式和当地大气候资料，对金华市柑桔历年平均产量进行模拟分析，结 果 列 于 表 

8。甩作对照的实况是 产量趋势丰平歉3种年型表示的。年型的划分以全市历年柑桔产量 

的变率C为依据，换公式 c，i= ，／ ，求算， 为年序，，为 阶段的段序，通常 5年为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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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8 盒华帝柑格簟彝产■豆萁构成的历空■擐■．胃率平t奠势对■ 

TsbLe 8 lllllulllld~yl_H，sml ItJ colnlpOllelSlll■Ⅱ nle cil~ s tm  Of Iood u 

lIorlIl mud bed htrveits durlnl 1954--1991． 

年 型 年 毋 
C i寸t％， p( ) fv<g) Y(kg) 

Pattern s Years 

1954 1．OI 14．I 80．7 96．1 I5．8 

1 956 1．O7 ●5．6 84．B 9O．6 11．e 

1 958 1．妯  25．8 87．8 95．O 8．9 

1950 1．2I 14．2 83．7 9O．口 l2．2 

1 9"62 1．25 25．9 85．口 92．6 11．， 

丰 年 型 1 9d4 1．1 9 1 3．4 86．4 86．4 9．7 

1 965 1．35 65．0 85．8 口7．4 12．7 

Good 1969 1．05 31．口 82．0 ¨ ．7 1●．6 

1975 1．‘2 l9．3 83．8 07．6 14．1 

1 079 1．38 15．5 83．6 口3．2 13．O 

1983 1．3 5 18．7 85．4 87．4 10·0 

1 987 1．30 1B．B 船 ．口 92．5 1O．2 

l989 1．29 31．5 85．5 91．5 I】‘2 

1 955 O．94 " ．2 88．3 92．7 9．4 

1 957 O．7O 79．I 91．O 85．3 5．7 

197l O．72 11．口 84．8 口O．8 8．8 

lg72 O．76 74．口 9O．8 口2．2 7．8 

平 年 型 l973 O
．
88 ‘B．7 口O．6 94．8 8．3 

l976 O．87 3O．3 87．7 83．8 7．t 

Normal I978 O
． 73 2d．1 83．2 91．1 5．0 

l981 O．86 37．6 92．4 口2．3 6．8 

1 982 O．92 49．1 87．2 8B．2 
．

9．1 

1 984 O．88 85．5 口O．7 口3．B 8．4 

1988 O．99 37．3 90．6 85．6 6．O 

I963 O． 6 40．6 98．8 84．7 O．2 

I966 O．76 29．0 姑 ．8 83．4 3．口 

I口67 O．B7 6I．7 91．B 82．3 4．4 

1968 0．B3 82．9 90．口 91．1 3．T t 年 型 

1g7O 0．58 54．5 87．8 85．O 7．7 

1974 O．69 91．6 94．口 iaO．O ●．4 Bad 

1977 O．，2 93．0 06．3 98．2 O．3 

1 980 O．67 81．2 9O．6 92．2 ●．O 

1985 O．62 27．6 98．7 88．口 1．d 

1 988 O．3B 61．7 9口．0 84．口 O．2 

项拄年 f 1。9o l 一 32．1 85．3 ．6 1o．1 

1l竺竺 l 竺 』 = 。：!：： ；：：：： 
段，Y， 为逐年全市柑桔产量 ，一Y 是第 段平均柑桔产量。模拟结果表明，丰年型与嗽年型 

的产量结构和株产量均有明显差异，模式能定量描述增减产趋势。尤其对环境灾害造成的生 

态减产形势，模拟预测有一 生态意义，可适时指导梏农针对环境灾害采取减灾增产措施 。 

由于模 产县是车试验区模式中输入历史气傧窍料求笋的，而全市柑桔种植范围广，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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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类型多样，且 柑桔产量随区域授产面积变化而变化。因此，表中有的年份模拟与实况 

会有明显偏离。例如，1970年试验区遭灾较区域面上轻，模拟产量较实况明显偏高，1972年 

亦有类似情况 。1986年模拟产量显著较实况偏低，是因为位于盆地中低丘的试验园地上遭受 

严霞的5月异蔫高温危害，丽盆周高坡成山地柑桔匾受高温危害较轻，由此垒市产量总体趋 

势就偏高。此外，模拟值偏离实况还有品种更替、栽培水平、投产面积等园素作用，尚需进 

一 步研究。 

表中1960、1961年 2年产量爱社会因素影响，未怍统计 。1990、1991年 2年应用模式预 

报，结果符合实际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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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ITIAL STUDY OF THE—CITRUS HARVEST—ECOLOGY 

MODEL ASS0CIATED W ITH ENVlRONMENTAL DISASTERS 

W ang Duo Ye M ei—De 

(Depa~ment of Geography，动Pji g Normal UnlversitU,Jinhua，215000) 

Considering the main factors ofecological environment affecting citrus yield， 

based on the data from past three years observation of w蚰 zhou Citrus 

orchard in Kaihua V珊age as a low hill-red soil ecological en vh'onmen t in the 

middle of the subtropical men son region．the  atistical method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cRrus harvest ．The main factors of ecological en vironmen t assoc- 

iated with cRrus yields in several key periods were as follow：cold injury lead- 

ing to leaves drop in early or middle winter ，anomalous high temlmxa~n'e to 

blame for blossoms or prematurea drop in May，and hot·dry weather affecting 

young c~rus fruits in middle sl／mmer．Then ，thr ee sub—modelsto simulate the 

lea ves drOp in winter，the blO8sDms or prematures dr0p during late spring to 

early summer and the weigh per citur s fruit in summer—autumn wer e set up． 

A cRrus yields-ecology model relaled to en vironm en tal disasters啪 Bthenesta— 

blished．By using these models，the CRrus yields of different habitat脚ots on 

gentle slope were simulated in 1986-- 1988 years． As a resutt，the difference 

in citrus yields between both test 0ts was obvious． The average yields per 

citrus tree of fall orchards in Jinhua in past 34 yea rs were also  simvlated an d 

those in 1 990 and 1991 years were predicted． 

Key words：ecological environment，good or bad citrus harvest，model stud
．

y 

$ields，per citrns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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