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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作为我国春玉米的主产区，玉米的播种面积约占全国 26.6%，年产
量占全国 30% [1]，辽宁西部地区作为辽宁省玉米主产区之一，同时也是干旱灾害

频发的地区[2]。干旱发生频率的增加和持续时间的增加，都会对玉米生长发育及

产量造成影响[3]。本研究针对干旱灾害频发的辽西地区，以玉米作为研究对象，

选取WOFOST模型，开展典型旱年不同播期干旱损失评估，为防灾避旱及干旱
灾害评估业务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采用锦州市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锦州站）和朝阳站 2011—2018 年干

旱胁迫控制试验数据及田间分期播种试验数据作为玉米作物资料，辽西地区 6
个代表站 2010—2020 年气象常规观测数据以及土壤水分数据作为模型驱动数
据。根据国家标准（GB/T 20481—2017）气象干旱等级规定选定 2015、2018和
2020 年为典型旱年，模型中潜在模式使用充足降水量模拟，水分限制模式使用
典型旱年实际降水量模拟。从模型适用性检验可知，开花期 NRMSE=1.49%，成
熟期 NRMSE=3.22%，产量 NRMSE=11.31%，所有 NRMSE 值均小于 20%，整
体上辽西地区春玉米发育期和产量的模拟很好。 
通过模拟辽西地区各代表站各播期不同模式条件下产量的变化（图 1）发现，

辽西各代表站三个典型旱年均受到较重的干旱影响，整体上晚播播期的潜在生产

产量和水分限制条件下生产产量均比早播播期高。三个典型旱年的平均潜在生产

产量 2020年>2015年>2018年，平均水分限制条件下生产产量 2018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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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2020年（中旱）>2015年（中旱），结论与三年干旱程度一一对应。 

 

 

 

图 1 典型旱年（a为 2015年，b为 2018年，c为 2020年）下各代表站各播期不同条件下产量模拟结果  

结合东北地区春玉米各生育期干旱气候指标，分析了不同播期的干旱风险下

的玉米灾损评估。整体上因旱减产风险随播期推迟而减小， 2015年（中旱）干
旱导致的平均减产率可达 59%—61%左右，2018年（轻旱）可达 20%—39%左右，
2020年（中旱）可达 36%—62%左右。 
从模拟结果显示，不同生育期内干旱对产量的影响是不同的，总体上拔节—

抽雄和抽雄—乳熟期持续重旱对产量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抽雄—乳熟期影响较

大，然后是拔节—抽雄期，而出苗—拔节期影响最小，并且重旱和中旱的影响大

于轻旱和无旱。从各代表站对比显示，各生育期干旱对朝阳站的影响最大，干旱

损失可达 48—67%，其次是黑山站和阜新站，本研究的朝阳站所在的朝阳市是辽
宁省农业干旱灾害风险最高的区域之一，这与杨霏云[4]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整个辽西地区在旱年拔节—抽雄期和抽雄—乳熟期发生中旱和重旱的灾损

风险均较高，拔节期—抽雄期发生中旱和重旱风险随播期而增加，抽雄期—乳熟

期发生中旱和重旱风险随播期而减少，当拔节—抽雄期和抽雄—乳熟期连续发生

重旱，干旱灾损程度随播期而加重，减产率可高达 46—8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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