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来县

怀来县农牧局  编著

耕地资源评价与利用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怀来县耕地资源评价与利用》编委会

主 任：任春阳

副 主 任：闫林峰 陈仲江

主 编：陈仲江

编写人员：陈仲江 王建英 李正成 万秀云 罗仲河 武智勇

技术顾问：苏武臣 贾文竹 刘 鹏 刘社平 王激清



目 录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1
第一节 自然概况 …………………………………………1
第二节 农村经济发展概况………………………………17
第三节 农业生产概况……………………………………22

第二章 耕地地力评价的内容和方法…………………………38
第一节 耕地地力评价的准备工作………………………38
第二节 耕地地力评价室内研究…………………………42
第三节 野外调查与质量控制……………………………46
第四节 样品分析与质量控制……………………………51
第五节 耕地地力评价原理与方法………………………60
第六节 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与应用…………71

第三章 耕地土壤的立地条件与农田基础设施………………81
第一节 耕地土壤的立地条件……………………………81
第二节 农田基础设施……………………………………89

第四章 耕地土壤属性…………………………………………94
第一节 耕地土壤类型……………………………………94
第二节 耕地养分变化动态………………………………99
第三节 土壤养分状况分级评述 ………………………104

第五章 耕地地力评价 ………………………………………112
第一节 耕地地力分级 …………………………………112
第二节 耕地地力等级分述 ……………………………117

第六章 蔬菜地地力评价及合理利用 ………………………120
第一节 蔬菜种植基本情况 ……………………………120
第二节 蔬菜基地地力评价 ……………………………122
第三节 蔬菜基地环境质量评价 ………………………125

·· 1



怀来县耕地资源评价与利用

第四节 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 …………………………131
第七章 中低产田类型及改良利用 …………………………134

第一节 中低产田的类型分布 …………………………134
第二节 高产土壤的培肥 ………………………………136
第三节 中低产田的改良利用 …………………………138

第八章 耕地资源合理配置与种植业布局 …………………145
第一节 耕地资源合理配置 ……………………………145
第二节 种植业合理布局 ………………………………149

第九章 耕地地力与配方施肥 ………………………………156
第一节 耕地养分缺素状况 ……………………………156
第二节 施肥现状分析 …………………………………172
第三节 肥料效应田间试验结果 ………………………187
第五节 肥料配方设计 …………………………………218
第六节 配方肥料合理利用 ……………………………230
第七节 主要作物配方施肥技术 ………………………235
第八节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 ………………………242

第十章 耕地资源合理利用的对策与建议 …………………258
第一节 耕地资源数量和质量变化的趋势分析 ………258
第二节 耕地资源利用面临的问题 ……………………262
第三节 耕地资源合理利用的对策与建议 ……………268

参考文献 ………………………………………………………272

·· 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第一节 自然概况

一、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一）地理位置

怀来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市市区东南，距张家口

90km，地处冀西北山地，燕山山脉西南端，地理坐标为东经 115°
16′48″～115° 58′00″，北纬 40° 04′10″～40° 35′21″，行政区面积

1793.8km2，是京、津、晋、蒙地区的交通枢纽。距北京124km，是

首都北京的天然屏障，被誉为“神京屏翰”。

怀来县域北接赤城，南邻涿鹿，西连下花园、宣化，东依北京

市延庆、门头沟。县人民政府驻沙城。南北纵距最长 61km，东西

横距最宽63km。

（二）行政区划

全县下辖6个乡、11个镇、279个行政村、283个自然村。截至

2008年底，全县总人口为345933人，总户数为1122079户；其中农

业人口为 245461 人，非农业人口为 100472 人；农业户数为 88617
户；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70.8%，非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29.2%。

二、自然气候与水文地质

怀来县位于亚洲大陆东部，地处中纬度温带，受太平洋和蒙古

高原东西季风交替影响，形成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其特点

是：空气干燥，大气透明度好，光照充足，四季分明，雨热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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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多风沙，少雨干燥；夏季短而炎热，降水集中；秋季秋高气

爽，气温迅速下降；冬季寒冷，漫长少雪，常有剧烈降温和大风。

境内河流主要有洋河、桑干河，属永定河水系。地下水位平均

100m，最深280m，最浅2m。

（一）自然气候

怀来县地处北温带，属典型的暖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

区。冬长而寒冷，夏短而炎热。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全年日照时

数平均为 3029.8小时，沙城地区太阳辐射总量为 146.36千卡/cm2；

年平均气温9.6℃，多年平均降雨量372.3mm，降雨年际变化大，年

内分布不均匀，具有春旱多风，夏热多雨，秋高气爽，冬冷干寒的

气候规律。

怀来县四季气候特点为：

春季：始于4月中旬，终于6月中旬，春长70天。春季干燥多

风沙，伴有沙尘暴，干旱少雨。县境大气环流处于由冬季向夏季调

整过度季节，冷空气活跃。同时，地面接受太阳辐射能量迅速增

加，当有冷空气活动时，冷暖平流很强，导致地面气压梯度加大，

所以，常常势力很弱的冷空气也会引起明显的大风和强降温天气，

是一年四季大风出现最多的季节。大风日数约占全年大风日数的

40%。春季还时常出现沙尘天气。春季沙尘天气占全年沙尘天气的

60%～80%。

夏季：始于6月下旬，终于8月上旬，只有50天。由于辐射增

温和冷空气势力的显著减弱，暖空气强盛，气温较高，但由于怀来

县的地理环境，使得气温日较差大，早晚凉爽，中午炎热。县境夏

季降水较多，占全年降水的 70%左右，且分布不均匀，以雷阵雨

为主。

秋季：始于 8月中旬，终于 11月上旬，长 90天。秋季天高气

爽，适宜收割农作物，但常在秋分之前出现早霜，也偶有冰雹、大

风，使农作物减收。

冬季：始于11月中旬，终于次年4月上旬，长达5个月。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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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陆吹向海洋的干冷冬季风，气候寒冷、干燥、晴朗、少降水。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常常强降温。且因受蒙古高压控制时间长，致

冬季寒冷漫长。以平均气温低于 0℃以下时期为严冬，县境严冬期

近3个月。

1．太阳辐射

怀来县处于中纬度地带，由于气候干燥、阴雨日数少，因此太

阳辐射较强。年太阳辐射总量在146.36千卡/cm2，在河北省内属高

值区。年内月总辐射值的最高值出现在5月，17.81千卡/cm2；最低

值在 12 月，6.36 千卡/cm2。各季的分布是：夏季 （6～8 月） 占

33%，春季 （3～5 月） 占 31%，秋季 （9～11 月） 占 21%，冬季

（12月至次年2月）占15%。

怀来县日照充足，全年日照时数自 1971 年至 2008 年平均为

3029.8小时，其中，0℃期间日照总时数为 2278小时，大于 10℃期

间日照总时数为1689小时，分别占全年日照总时数的75%、55%。

4～9月，农作物生长季节，每月日照时数平均在250小时以上。全

年日照最多月份为 5 月，日照时数为 303.4 小时，日照百分率

68%；最少月份为 12 月，日照时数为 201.9 小时，日照百分率为

70%。怀来县光照普遍充足，光能资源利用有很大潜力。
表1-1 怀来县各月日照时数和日照百分率表

月

日照
时数

日照
百分
率

1

218.1

73

2

217.2

72

3

256.2

69

4

274.5

69

5

303.4

68

6

298.8

67

7

274.4

60

8

266.4

63

9

261.4

70

10

249.1

73

11

208.4

70

12

201.9

70

全年

3029.8

68

2．气温

怀来县地处燕山山脉西端，是半山区县，海拔高度在 394～
1978m之间。气温受地形、地势影响，垂直分布非常明显。大致可

划分为三个区：

（1）暖温带区：主要分布于洋河沿岸和官厅湖四周。1月份平

均气温在-7.2℃左右，7月份平均气温在24.4℃左右，年平均气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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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左右。

（2）温带区：主要分布在南北浅山丘陵区。1 月份平均气温

在-8.7℃左右，7 月份平均气温在 23℃左右，年平均气温在 6℃
左右。

（3） 寒温带区：主要分布南北两山一带，1 月份平均气温

在-13.5℃左右，7 月份平均气温在 20℃左右，年平均气温在 4℃
左右。

年极端最高气温：39.7℃，出现在1999年7月29日。

年极端最低气温：-21.7℃，出现在1980年1月28日。
表1-2 怀来县1971～2000年各地月平均气温（℃）

地
名

月
份

沙城

新保安

东庄子

西八里

八宝山

头二营

茨儿山

狼山

北辛堡

桑园

官厅

孙庄子

小南辛堡

镇边城

东花园

麻黄峪

1

-7.2

-7.4

-13.7

-7.6

-10.0

-9.3

-13.5

-7.6

-7.6

-7.1

-7.1

-9.8

-7.4

-9.3

-7.4

-13.8

2

-4.2

-3.8

-10.3

-3.8

-6.1

-5.8

-10.1

-4.1

-3.9

-3.5

-3.7

-6.5

-4.0

-6.5

-4.0

-10.5

3

2.8

3.2

-2.9

3.2

0.8

1.5

-2.5

3.1

3.2

3.5

3.5

1.0

-3.2

1.0

3.2

-2.7

4

11.8

12.1

6.6

12.1

9.9

10.5

6.8

11.8

12.0

12.4

12.3

9.9

11.8

9.8

11.9

6.3

5

18.5

18.6

12.7

18.7

16.5

17.0

13.3

18.3

18.5

18.9

18.7

16.3

18.2

16.1

18.2

12.6

6

22.7

22.9

16.8

23.0

20.8

21.3

17.3

22.5

22.7

23.2

23.0

20.6

22.4

20.4

22.4

16.9

7

24.4

24.5

18.8

24.4

22.4

23

19.4

24.1

24.2

24.6

24.2

22.0

24.1

22.0

24.1

18.7

8

22.7

22.8

17.3

22.7

20.7

21.4

17.8

22.5

22.4

23.2

22.8

20.5

22.3

20.5

22.4

17.2

9

17.4

17.2

11.7

17.2

15.0

15.9

12.1

17.2

17.2

17.6

17.3

14.9

17.1

15.4

17.2

11.9

10

10.3

10.3

5.2

10.3

8.2

8.9

5.5

10.2

10.3

10.7

10.4

8.3

10.1

8.6

10.2

5.2

11

1.4

1.5

-3.9

1.4

-0.7

-0.2

-3.7

1.5

1.7

1.9

1.8

-0.2

1.6

-0.1

1.7

-3.5

12

-5.2

-4.9

-11.0

-5.1

-7.5

-6.8

-10.7

-5.3

-5.3

-4.7

-4.8

-7.3

-5.1

-6.9

-5.1

-10.6

合计

115.2

117.0

47.0

116.5

89.7

97.4

51.7

114.2

115.4

120.7

118.4

89.7

114.3

91.0

114.8

47.7

平均

9.6

9.8

3.9

9.7

7.5

8.1

4.3

9.5

9.6

10.1

9.9

7.5

9.5

7.6

9.6

4.0

3．农业界限温度

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0℃的初日，表示土壤开始解冻，越冬作

物开始生长。终日表示开始冻结，作物停止生长，冬季即将来临。

0℃以上的持续天数为农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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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5℃的初日，果树花芽萌动期开始，春小

麦等作物开始播种。≥5℃的持续天数为生长期或生长季。

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0℃以后，中温和喜温作物开始播种，越

冬作物和多年生植物进入积极生长期。

霜和霜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霜是指地面温度下降到 0℃
或0℃以下时，地面出现一种白色晶体的天气现象。而霜冻是指农

作物在生长季节，当温度下降到某一界限时，作物出现冻害现象。

出现霜冻时可以有霜，也可以无霜。不同作物或同一种作物在不同

的生育期对低温的忍受能力是不同的。一般喜温作物在地面温度降

到 0℃或 0℃以下时将受到冻害，而一般大田作物则在气温降到0℃
或0℃以下时才开始受冻。因此，我们以地面最低温度≤0℃和最低

气温≤0℃分别作为轻霜冻和重霜冻的指标。一个地区的无霜期日

数就是这个地区农作物的生长期。

轻霜冻是指地面最低温度≤0℃的平均初日。

重霜冻指最低气温≤0℃的平均初日。

4．地温

地温分地表温度和地中温度。地表温度直接受太阳辐射的影

响，同时也影响着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当地表温度降到0℃或0℃以

下时，地表水汽开始凝结，农作物就要受到危害。地中温度则影响

农作物的播种、发芽和出苗。

5cm地温是确定农作物播种期的主要参考指标。一般5cm地温

稳定通过 10～12℃是玉米、谷子等大田作物播种的指标。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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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

怀
来
县
气
温
情
况
表

地
名

沙
城

鸡
鸣

驿

新
保

安

西
八

里

八
宝

山

头
二

营

茨
儿

山

狼
山

北
辛

堡

桑
园

官
厅

孙
庄

子

小
南

辛
堡

镇
边

城

东
花

园

霜
冻

初
日

10
.2

0
10
.1

8
10
.1

9
10
.1

9
10
.1

2
10
.1

5
10
.1

10
.1

9
10
.1

9
10
.2

1
10
.2

0
10
.1

2
10
.1

9
10
.1

3
10
.1

9

终
日

4.
10

4.
14

4.
13

4.
12

4.
21

4.
19

5.
4

4.
14

4.
13

4.
11

4.
12

4.
22

4.
14

4.
23

4.
11

无
霜

冻
期

19
2

18
6

18
8

18
9

17
3

17
8

14
9

18
7

18
8

19
2

19
0

17
2

18
7

17
2

18
7

≥0
℃

初
日

3.
10

3.
9

3.
8

3.
8

3.
17

3.
14

3.
29

3.
9

3.
8

3.
7

3.
7

3.
16

3.
8

3.
16

3.
8

终
日

11
.1

7
11
.1

9
20
/1

1
11
.1

9
11
.1

1
11
.1

4
11
.1

11
.1

9
11
.2

0
11
.2

0
11
.2

1
11
.1

3
11
.2

0
11
.1

4
11
.2

0

持
续

天
数

25
3

25
6

25
8

25
7

24
0

24
6

21
8

25
6

25
8

25
9

26
0

24
3

25
8

24
4

25
8

积
温

（
℃
）

40
70
.8

39
80
.1

40
95
.7

40
89
.9

35
49
.1

37
07
.3

28
11
.4

40
28
.0

40
57
.2

41
78
.3

41
11
.2

35
28
.7

40
14
.8

35
36
.4

40
32
.4

≥5
℃

初
日

3.
29

3.
28

3.
27

3.
27

4.
4

4.
1

4.
14

3.
28

3.
27

3.
27

3.
26

4.
4

3.
28

4.
4

3.
28

终
日

31
/1

0
10
.3

0
11
.1

11
.1

10
.2

3
10
.2

6
10
.1

3
10
.3

1
11
.1

11
.2

11
.1

10
.2

4
10
.3

1
10
.2

5
10
.3

1

持
续

天
数

21
7

21
7

22
0

22
0

20
3

20
9

18
3

21
8

22
0

22
1

22
1

20
4

21
8

20
5

21
8

积
温

（
℃
）

39
40
.3

38
32
.2

39
50
.7

39
44
.7

33
88
.7

35
57
.3

26
92
.6

38
79
.0

39
15
.3

40
18
.1

39
64
.9

33
65
.9

38
65
.0

33
77
.0

38
80
.1

≥1
0℃

初
日

4.
13

4.
11

4.
9

4.
9

4.
21

4.
18

5.
7

4.
11

4.
10

4.
8

4.
8

4.
12

4.
11

4.
21

4.
11

终
日

10
.1

3
10
.1

1
10
.1

3
10
.1

3
10
.3

10
.7

9.
20

10
.1

3
10
.1

3
10
.1

5
10
.1

3
10
.3

10
.1

2
10
.5

10
.1

3

持
续

天
数

18
4

18
4

18
8

18
8

16
6

17
3

13
7

18
6

18
7

19
1

18
9

16
6

18
5

16
8

18
6

积
温

（
℃
）

36
47
.4

35
45
.0

36
72
.7

36
72
.9

30
75
.4

32
55
.3

22
69
.9

36
03
.2

36
29
.2

37
60
.0

36
86
.8

30
44
.0

35
77
.1

30
65
.6

35
9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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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表1-４ 怀来县沙城地区1980～2000年地温时间表

深度
（cm）

0
5
10
15
20

≥0℃
平均
初日

2.28
3.1
3.2
3.2
3.4

平均
终日

11.15
11.17
11.23
11.28
12.3

间隔
日数

261.0
263
267
272
275

积温
（℃）

4900.8
4548.5
4516.7
4477.0
4443.0

≥5℃
平均
初日

3.19
3.21
3.21
3.21
3.22

平均
终日

11.3
11.4
11.8
11.10
11.12

间隔
日数

230
229
233
235
236

积温
（℃）

4799.8
4451.9
4431.4
4331.0
4353.0

≥10℃
平均
初日

4.3
4.6
4.7
4.7
4.7

平均
终日

10.16
10.19
10.21
10.23
10.25

间隔
日数

197
197
199
200
201

积温
（℃）

4532.3
4193.3
4161.2
4122.0
4079.0

5．降水

主要指降雨，次指降雪。怀来县冬春季受西北气流控制，多风

少雨雪；夏季和初秋受偏南海洋暖湿气流控制，雨水较多。1983～
2003年年平均降水量372.3mm。

怀来降水主要有三个特点：

特点之一是各年份分布很不均匀。以沙城为例，1971～2000年

间，最多年降雨量506.1mm；最少年降雨量仅227.8mm。

特点之二是各季降水量差异悬殊，主要集中在夏季。春季

（3～5 月） 占 13.26%，夏季 （6～8 月） 占 68.21%，秋季 （9～11
月）占16.84%，冬季（12～2月）占1.69%。

特点之三是地形不同，各地区间的降水量差别也较大。南北两

山降水较多，浅山丘陵区降水偏少。
表1-5 怀来县沙城地区降雨量（1971～2000年） 单位：mm

月份

月平均
降水量

最大
日降
水量

降水
量

年份

日期

1

1.7

10.6

1973
23

2

3.1

15.5

1979
22

3

6.6

11.0

1990
23

4

14.2

27.4

1990
30

5

28.6

25.7

1980
25

6

61.7

50.2

1976
29

7

107.5

109.6

1982
31

8

84.8

60.1

2000
8

9

41.3

36.2

1995
6

10

15.4

29.9

1977
29

11

6.0

30.7

1975
8

12

1.5

4.2

1997
6

全年

372.3

109.6

1982
7.31

降水与蒸发、水分资源和光热资源一起决定着当地的自然条件

和生产力的高低。在光热资源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水分资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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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来县耕地资源评价与利用

决定作物产量高低的关键因素，直接关系到光热资源的利用。怀来

县水资源匮乏，时间地域分布不均。历年平均降雨量372.3mm，最

多的年份达506.1mm以上，最少的年份不足250mm。

怀来县自然降水少，多大风，空气湿度小，蒸发量大，气候干

燥。年蒸发量 2121.1mm，相当于年降水量的 5倍多。受气温、湿

度、风等因素影响，年内1月份蒸发量最低，为51.7mm；5月份最

高，为331.4mm。
表1-6 怀来县沙城地区各月降水量与蒸发量 单位：mm

月份

月平均
降水量

月平均
蒸发量

1

1.7

51.7

2

3.1

67.0

3

6.6

139.2

4

14.2

251.5

5

28.6

331.4

6

61.7

320.1

7

107.6

266.9

8

84.8

220.7

9

41.3

187.1

10

15.4

151.5

11

6.0

79.9

12

1.5

54.1

全年

372.3

2121.3

土壤水分状况：

田间持水量是在地下水位较低情况下，土壤所能保持的毛管悬

着水的最大量，是植物有效水的上限。田间持水量是衡量土壤保水

性的重要指标，也是进行农田灌溉的重要参数。

生长正常的植株仅由于土壤水分不足，致使植株失去膨压，开

始稳定凋萎时的土壤湿度即为凋萎湿度，亦称凋萎系数。

6．风能

怀来县一年四季西北风最多。风速年平均为2.8m/s，冬、春两

季（12～5月）平均风速较大，夏季平均风速相对较小。1月风速

最大，平均为3.6m/s；8月风速最小，平均为1.9m/s。年平均大风日

数28.8天。
表1-7 怀来县逐月风资料表 单位：m/s

项
目

月

平均风速

最大风速

1

3.6

17

2

3.4

14.7

3

3

16

4

3.2

18

5

3

16.3

6

2.4

15.7

7

2.1

15

8

1.9

14.3

9

2

13

10

2.5

15.7

11

3

17

12

3.5

19

全年

2.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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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然灾害

怀来县的自然灾害比较多，主要有干旱、寒潮、冰雹、霜冻、

大风和沙尘暴，对农业生产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1）冰雹

冰雹是主要灾害之一，对农业的危害较为严重，年平均雹日为

1.2天。一年中最早降雹日为 4月 20日，最晚在 10月 6日，降雹日

大多数集中在汛期（6～8月），尤其是以 6月最多，降雹最多时段

在14～20时。

冰雹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危害很大，轻者雹粒如黄豆，短时内便

使作物伤枝破叶，影响作物正常生长；重者雹粒如蚕豆，有的大如

核桃，十几分钟便把作物全部砸毁，甚至使各类农作物和果菜类经

济作物颗粒无收、人畜伤亡。

（2）霜冻

霜冻按其成因分平流霜冻、辐射霜冻，以及平流—辐射共同影

响的混合型霜冻，主要与下垫面性质、空气湿度、风的关系密切。

如地面干燥时，地面最低温度（或叶面温度）比气温低3～5℃，所

以即使气温达不到 0℃，出现霜冻的可能性也很大。按其危害程度

分为轻霜冻（地面最低温度≤0℃）和重霜冻（最低气温≤0℃）。

一般喜温作物在地面温度降低到0℃或0℃以下时将受到冻害，而一

般大田作物则在气温降低到0℃或0℃以下时才开始受到冻害。

怀来县平均初霜冻日期分布主要受地形影响，高寒区早，山区

比平川地区早，由北向南逐渐推迟。终霜冻正好相反。

无霜期是指终霜冻到初霜冻之间没有霜冻的时间，它的长短直

接决定着农作物的生长。霜冻的主要灾害在于初霜冻过早或者终霜

冻太晚，这对于秋收作物的产量或者春耕春播影响非常大。轻霜冻

最早的初霜冻多出现在 9月上中旬。重霜冻多出现在 9月中下旬，

一般旱年初霜早终霜晚。

（3）大风和沙尘暴

一般按瞬时风速达八级（17m/s）的风为大风。一日中出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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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来县耕地资源评价与利用

次大风就作为一个大风日。怀来县的大风以秋、冬季（10～2月）

及春季（3～5月）的西北大风和东南风为主，春季大风大约占全年

的30%～40%。

春季大风的灾害主要是使土壤风蚀沙化，延迟春播，严重的可

将种子或者幼苗吹走或者被风沙覆盖；秋季大风的灾害主要使一些

高秆作物倒伏，造成严重减产。

大风将地面尘沙吹起，使空气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1km的天

气现象叫沙尘暴，水平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叫强沙尘暴。怀来县和

蒙古高原毗邻，土壤干燥，植被稀疏，又多沙性土壤，所以怀来县

沙尘暴较多，河谷平川多于山区。

沙尘暴以春季最多，平均约占全年的95%以上。

（4）寒潮

寒潮是规模较大、势力较强的冷空气活动，并伴有剧烈降温和

大风等天气现象。寒潮引起大范围大风和冻害，对农业和其他方面

会造成很大损失，因此把寒潮视为一种灾害性天气。

影响怀来县的寒潮路径大约有三条：第一条比较常见，势力也

较强，它源自新地岛以西的北冰洋上，经由原苏联欧洲领土、西部

西伯利亚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侵入怀来县，路径大致呈西北向；第二

条是自北向南的，冷空气自新地岛以东进入亚洲北部，经蒙古人民

共和国侵入怀来县；第三条是沿西风气流东移的，自西向东方向经

我国新疆、蒙古人民共和国到达怀来县。

怀来县的寒潮最多出现在11～2月，6～9月很少出现寒潮，出

现寒潮的年平均次数1～2次。

（5）干旱

干旱是怀来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几乎每年都有程度不同的危

害。而降水稀少是形成干旱的主要原因。干旱可分为春旱和夏旱，

有时也出现春夏连旱。

一般认为4～5月降水总量小于30mm或5月一日内最大降水量

小于10mm为春旱，怀来县春季十年九旱，对农作物的春播春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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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很大。夏旱是指6月下旬到8月底降水总量小于180mm或者7、8
两个月有一个月小于 80mm。农谚有“春旱不算旱，夏旱减一半”

之说，可见夏旱比春旱的危害更为严重。

出现严重春夏连旱对怀来县的农业影响最大，出现频率10%。

8．气候资源评价

（1）气候资源优势

①日照时间长，光能资源丰富。日照时间的长短和光照强度不

仅影响到农作物有机物质的积累和品质的优劣，还会通过植物的光

周期反应影响到作物的发育速度和产量。光照充足有利于作物的光

合作用，农产品产量高、质量好。怀来县的光照强，光照时间长，

在一年四季中，光照时间以春夏季节较多，冬季最少。在作物生长

季节，平均每天日照时间为8小时之多。地域分布丘陵地区多于盆

地。由于水热资源的限制，怀来县光能资源的农业利用率较低。

②雨热同季，夏季空气湿度小、冷凉干爽。4～9月是怀来县农

作物主要生长期，春季 3月份气温开始逐渐回升，降水逐渐增多，

夏季 6～8月是怀来县温度最高，降水最多、最集中时期，年降水

的60%～80%集中在6～8月，是农作物的积极生长期和关键期。该

时期怀来县虽然降水多，但连阴雨日数少，相对湿度小，年平均相

对湿度为50%～60%。高温阴雨日数少，气候冷凉干爽，光热条件

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发育，不利于作物病虫害的发生发展，作物无

病虫害或病虫害程度轻，施用农药少或不施农药，产品无农药污

染，为无公害绿色产品。

（2）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

①年降雨量少，时间地域分布不均，自然降水的农业利用率

低，旱灾严重

受地形的影响，怀来县降水多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时间短、强

度大、多径流、渗漏少，农业利用率低；降雨时间集中，夏季

（6～8 月）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 60%～80%。干旱灾害发生频繁，

统计表明1960～2004年35年中，全县平均春旱出现19次，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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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41%，夏旱出现 26 次，发生机率为 58%，春夏连旱出现 11
次，发生机率 25%。也就是说，怀来县每 10年中就有 4年春旱年

份，5～6年夏旱年份，每4年有1年春夏连旱。

②无霜期短，热量不足，冻害严重

怀来无霜期短，全县约 160 天左右，≥0℃积温 4028.0℃，≥
5℃的积温3879.0℃，≥10℃的积温3604.9℃，作物生长期短，初霜

冻出现早，终霜来的晚，热量不足是怀来县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

由于积温不足，一些高产作物无法种植。8月下旬到11月初，该时

期怀来县的农作物正处于乳熟到成熟期，秋霜冻天气出现早晚，是

左右农作物产量高低、质量好坏的重要因素。

③干旱、冻害、冰雹自然灾害发生频繁

干旱：怀来县干旱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与其他灾害相比无论

发生机率还是农业损失程度都是最重的，对于大秋作物来说，春旱

影响作物的播种出苗，夏旱则影响作物的抽穗与灌浆。春旱常发生

在 4～5月份，正是农作物播种到出苗阶段；夏旱一般是发生在每

年的 7、8 月份，这一时期农作物正处在拔节、抽穗、灌浆时期，

是一年中决定产量的关键时期。此时发生干旱对产量影响最大。因

此，自然降水的多少，是怀来县干旱发生与否，轻与重的重要依

据。夏旱与春旱相比其危害程度要大得多。因为春旱发生的机率小

于夏旱为27%～53%，再就是播种出苗阶段作物对水分的需求不太

高，只要在播种时底墒好，并有适量的降水，作物就可以正常播种

出苗。而夏旱则经常影响到作物抽穗，俗称“卡脖旱”，夏旱发生

的机率为33%～69%。

冻害：冻害常发生在怀来县春季和秋季。每年春季的 4～5
月，果树开花结果，露天蔬菜出棚移栽，大田作物播种陆续出苗，

当遇有寒潮天气，最低气温降至-1℃～-4℃以下时，刚出棚的蔬菜

小苗，果树花芽幼果容易受冻，温度越低，持续时间越长，冻害越

严重。1998年4月23～24日出现的寒潮过程，气温急剧下降，最高

气温 24小时下降了 20℃。由于前期异常偏暖，杏树开花早，幼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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