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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与水稻生产有着较密切的关系，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极端气象事件频

发，不可避免地对宣城双季早稻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和气象灾害。 

根据宣城国家气象观测站 1961-2020a30 年气温资料分析，在全球气候变暖

的大背景下，宣城气候也在逐渐变暖,年平均气温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中以最近

30 年变化趋势更为明显。通过国家气象观测站近五年各月平均温度与历年平均

温度对比情况，五年年平均温度大约比历年平均值提高 1℃。和 1961-2020a60

年气象观测记录统计值相比，近五年来 7月平均最低气温、1月平均最高气温和

年平均气温日较差都有不同程度的轻微增长，同时年高温日数也增多 3d，近年

来，年最高温度更是屡屡突破 40℃；根据《气候季节划分(QX/T 152-2012)》标

准，近 30 年气候春季相对提前，夏季延长，秋冬季相对变短。 

气候春季相对提前，导致双季早稻适播期提前。常年皖南地区双季早稻播种

时间为 3 月下旬～4 月上旬，其中以清明前后播种居多。当气温稳定通过 10℃

（粳稻）～12℃籼稻）时，就可开展露地育秧。随着全球变暖的影响，宣城市气

候相应发生变化，年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气候春季相应提前，同时受到农民外

出务工等因素影响，出现部分农户在种植双季早稻时日期提前到 3月下旬初甚至

更早的现象。因宣城市常出现倒春寒，导致早播早稻受到一定影响。日平均气温

小于 12℃连续 5d 天以上或者日平均气温小于 5℃连续 2d 以上时，水稻易出现烂

秧。2020 年 3 月 16 日，日平均气温 5d 滑动平均通过 12℃，且晴好天气持续较

长，3月 27 日到 4月 1日出现大幅降温，最大降温幅度达到 8.6℃，3月 27 日，

气温日较差达到10.5℃，日最低气温降到1.7℃，连续 5d日平均气温低于12℃。

因出现时间处于 3月底，宣城市部分早播早稻已经进行播种，受其影响，部分地

块出现不同程度的冻害，出苗时间推迟 10d左右，并在后期需要相应移栽秧苗进

行补苗。 

双季早稻生育期时段内积温增多。温度因素对作物发育速度有着显著影响，

在下限温度以上时，发育速度随着温度升高而增快，在最适温度时，发育速度最

快，当温度超过上限温度时，温度对作物的生长和发育有抑制作用。双季早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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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育期时段内平均气温的升高会提升单位时间内积温，对作物生长起到促进作

用，缩短营养期，在一定程度上或对水稻产量和品质产生负面影响。双季早稻一

般在 6月中下旬进入抽穗开花期，6月下旬到 7月上旬处于灌浆成熟期。当气温

在 35℃以上（杂交稻 32℃以上）易造成结实率下降。灌浆期内气温日较差大，

则有利于增加粒重，如遇上 35℃以上高温，则会出现高温催熟，使水稻的半实

率和秕粒率增加，降低产量。2022 年 6 月下旬和 7 月上旬高温日数（≥35℃）

分别达到 4d 和 6d。高温少雨不利于水稻灌浆，影响有机物向籽粒输送，导致秕

粒率增多。 

综上所述，宣城市气候的变暖，给双季水稻种植带来较大影响，主要体现在

水稻适播期提前，生育期缩短，抑制产量等等方面，对水稻种植模式上也有会有

所影响。我们应该需要重视其不利影响并注意防范：1，水稻播种不可以盲目提

前，避免倒春寒等低温冻害；2，在灌浆成熟期出现高温时，缺水干旱田块要及

早灌溉深水，确保田间保持足够的水深，以期降低冠层温度，同时注意喷施叶面

肥减轻高温热害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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