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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来，因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使得生态环境

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动植物已经灭绝或者濒临灭绝，进一
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程度。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现象不
断加剧，使得干旱、暴雨、大风、霜冻、冰雹等灾害性天气
频繁出现，对园林树木造成了严重影响。在这种恶劣的生存
条件下，园林树木应将改善生态环境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
顺应整体生态环境需求，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对城市
环境进行美化和改善。

1. 园林树木主要生长条件
1.1 温度
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温度是重要的影响因子。其中

植物生命活动中的最适温度、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是三基点
温度。若是植物生长过程中的温度适宜，其生长发育速度和
品质都较好；若是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遇到最低 / 最高温度，
将会阻碍植物的正常生长发育，但是仍旧维持生命。若是温
度持续升高或降低，就会对植株造成危害，严重的情况下会
造成植株死亡。

若是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遇到 30~35℃的高温天气，会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落叶树种的生理活动；若是温度高达 50℃
以上，此时落叶树种将会受到严重伤害。常绿树种自身的耐
高温能力较强，一旦遇到 50℃以上的高温也会受到伤害。对
于生长在温带的落叶树种来说，若是因当年秋冬季节的温度
过高而不能进入休眠期，将会对来年的萌芽产生影响。高温
天气对植物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对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产生破
坏，因叶片气孔不能关闭，使得蒸腾作用加剧；高温天气会
使蒸腾作用加强，根系吸收水分不能对蒸腾消耗的水分进行
弥补，进而破坏植物体内水分平衡，使得叶片失水严重，继
而出现萎蔫，最终造成植株干枯死亡。

1.2 水分
作为植物体内的基本组成部分，水分在植物枝叶和根部

的含量占据比重较大。植物体内生命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水，
光合作用的过程中，每生产 0.5kg 的光合产物，蒸腾掉的水
分就达到了 150~400kg。水通过不同质态、持续时间和数量
的变化对植物产生影响，水分过多或不足，均会对植物的生
长发育造成影响，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植株衰老。

1.3 光照
光照是植物生长发育中不可或缺的生存条件，植物在进

行光合作用的过程中，会形成有机物质。光对植物组织和器
官分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进而对各个器官的生长速度及发
育比例产生制约。细胞分化和增大、细胞分裂和伸长的过程
中都需要光的参与。若是光照条件不足，会减弱植物光合作用，
导致植物发黄或者徒长，不利于根系的正常生长发育。

2. 屏南县主要气象灾害及其对园林树木的影响
2.1 大风
2004~2020 年屏南县逐年大风日数总体呈现出增加的趋

势，其变化倾向率为 1.176d/10a，大风日数增加趋势较为显著。
近 17 年屏南县大风天气共出现 30d，平均每年的大风日数为

1.8d。其中年大风日数的最高值为 4d，出现在 2007 年，最低
值则为 0d，分别出现在 2004 年、2008 年、2010 年和 2011 年，
这四年并没有大风天气出现。可以将近 17 年屏南县大风日数
划分为三个阶段：2004~2007 年屏南县大风日数呈现出快速
增加的趋势，且大风日数从最低值迅速增加到了最高值，增
加幅度极大；2007~2011 年屏南县大风日数则开始直线下降，
到了 2010 年和 2011 年连续两年没有大风天气出现；从 2011
年往后屏南县大风日数开始呈现出波动增加的趋势。总体来
说，屏南县大风日数整体呈现出增加趋势。

2.2 霜冻灾害
2004~2020 年屏南县霜冻日数呈现出减少的趋势，其变

化倾向率为 -9.51d/10a，减少趋势较为显著。近 17 年屏南县
平均霜冻日数为 26.9d，无霜期时间相对较长。霜冻日数的最
高值为 42d，出现在 2008 年，最低值则为 9d，出现在 2020 年，
霜冻日数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间相差 33d，比平均值还要高，
说明霜冻日数年际变化波动幅度较大。尤其是从 2013 年往后，
屏南县霜冻日数更是呈现出直线下降趋势。霜冻造成的危害
程度与气候变暖之间有密切关系。因倒春寒、春季晚霜冻和
秋季早霜冻天气的出现，在树木生长季内，由于气温大幅度
下降而引发的霜冻灾害对园林树木的危害较大。其中晚霜冻
对树木的危害要远远高于早霜冻。早霜又称之为秋霜，其对
树木的危害是因酷热的夏季并伴随着凉爽的秋季，使得树木
生长季推迟，树木的小枝条和芽不能及时成熟，木质化程度
低而遭受秋霜冻危害。晚霜冻则称之为倒春寒，其的危害是
在树木萌动后，气温突然下降到 0℃以下，使得阔叶树木的
嫩枝、叶片出现萎蔫、变黑和死亡，针叶树叶片变红和脱落。
若是春季低温天气出现时间推迟，会有大量的新梢出现，降
温天气就会造成嫩枝遭受冻害，严重的情况下则会出现枯死。
对于杏树、梨树、苹果树来说，由于开花时间相对较早，霜
冻对其产生的危害极大。

2.3 暴雨洪涝
暴雨灾害是屏南县最为常见的气象灾害之一，其特点是

突发性强、影响范围广、强度大且危害严重。屏南县暴雨天气
主要出现在每年汛期的 4~9 月份，尤以夏季 6~8 月份最为集
中，该期间的暴雨日数几乎超过了全年总暴雨日数的 70%。
2004~2020 年屏南县暴雨日数整体呈现出减少的趋势，变化倾
向率为 -2.525d/10a，减少趋势较为显著。近 17 年屏南县暴雨
日数共有 98d，平均每年暴雨日数为 5.8d。其中年暴雨日数的
最大值为 13d，出现在 2006 年，最小值只有 1d，出现在 2020
年，两者之间相差 12d，屏南县暴雨日数年际变化波动幅度较
大。对于持续性的暴雨天气来说，除了对园林植物造成直接
伤害外，还会使其遭受涝灾。若是园林绿地长期浸泡在水中，
会导致土壤松软，使得大量浅根系树木出现倒伏。

3. 防治对策
3.1 风害防治
①根据树木倾斜、倒伏情况，合理修剪树冠，并将愈合

剂涂抹在修剪后的伤口上，确保伤口尽快愈合；②若是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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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集中出现在冬季（12 月至次年 2 月），最冷月为 1 月份，
月极端最低气温处于 1.2~9.3 之间，月极端最低温度平均值为
5.9℃。极端最低气温的最大值出现 7 月，7 月份极端最低气
温处于 22.0~26.0℃之间，平均值为 24.1℃；平均极端最低气
温年较差为 18.2℃。一年之中，惠安县逐月平均极端最低温
度呈现为中间高、两端低的分布态势。

图 4  1991~2020 年惠安县平均极端最低气温月际变化

3. 惠安县极端气温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3.1 极端最高气温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近 30 年 1991~2020 年惠安县极端最高气温呈增加变化趋

势，具有显著的暖化趋势，这种态势下，虽说比较有利于热带、
亚热带农作物的扩种，但是经常会造成高温热害以及干旱灾
害，还会加剧作物病虫害，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农作物的正常
生长，使得水稻、蔬菜等农作物的生长发育以及产量均会受
到不利影响。

3.2 极端低温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近 30 年来惠安县极端最低气温呈显著增加趋势，这表明

惠安县极端低温天气减少，霜冻天气比较少，这对于当地农作
物的安全越冬比较有利。但是，这种态势下也有利于虫卵安全
越冬，使病虫害数量以及类型不断增加，从而导致春夏季农作
物病虫害大面积发生，给农作物造成严重的损失。此外，惠安
县作物、蔬菜、果树大部分为喜温类，耐寒性特别差，有些异
常年份若出现低温冻害天气，则也会对农业生产带来严重损害。

4. 结论
（1）惠安县近 30 年年极端最高气温呈波动上升变化

趋势，惠安县极端最高温度线性倾向率为 0.583℃ /10a；惠
安县月平均极端最高温度大值主要集中出现于 6~9 月，这
4 个月极端最高气温平均值均达到 30.0℃以上，最大值处于
33.1~38.3℃，峰值发生于 8 月份，极端最高气温月平均值为
33.5℃，月最大值为 38.3℃；

（2）近 30 年惠安县极端最低气温总体上呈波动上升变
化趋势，极端最低气温的线性倾向率为 0.616℃ /10a；月平均
极端最低气温最小值大多数集中出现在冬季（12 月至次年 2
月），最冷月为 1 月份，月极端最低气温处于 1.2~9.3 之间，
月极端最低温度平均值为 5.9℃。

（3）惠安县逐年极端最高气温、极端最低气温均呈增加
趋势。在增暖的形势下，虽说对于热带、亚热带农作物的引
种以及扩种、冬季作物的生长发育比较有利，但是极易引发
高温热浪、干旱等灾害性天气，对水稻、蔬菜等作物造成不
利影响，还会导致农业病虫害病虫害蔓延，进而影响到作物
品质和产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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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而造成树木根系出现松动，需要培土加固；若是根部裸露
在外面，需要培土覆盖，确保树体水分营养平衡；③树木在
倾斜、倒伏后，可以将其扶正并固定支架，同时还要保护根系，
降低损伤；④树木支撑加固后需浇水，并加入生根剂，避免
根系出现腐烂。④台风过后，树木长势减弱，易诱发病虫害，
需要及时观察、防治病虫害。这段时间，如发现叶片萎蔫、发黄，
需要立即向树冠喷洒蒸腾抑制剂，并向根部注射营养液。

3.2 霜冻防治
春季应对园林树木加强水肥供应，以增强树木的光合效能，

确保树体可以茁壮成长；秋季应对园林树木水肥进行控制，施
用一定量的磷钾肥，确保枝条可以提前结束生长，避免后期徒
长，对于组织充实和营养积累较为有利，同时还能预防风害、
霜冻灾害。可以在小雪节气前后灌溉冻水、惊蛰前后灌溉“春
水”以预防冻害。通过生物、物理或化学的方法，改善小气候
条件，减少树体的温度变化，提高大气湿度，促进上下层空气
对流，避免冷空气聚集，可以减轻低温、特别是晚霜和冻害的
危害。所以根据气象台的霜冻预报及时采取喷水法、熏烟法、
根外追肥等防霜冻措施，以更好的保护园林树木。

3.3 暴雨洪涝防治
①第一时间将积水排除，疏通水道，中耕松土，使根系

可以快速恢复呼吸作用；及时将危树、倒树、浸泡松动大树
扶正，并及时加固；②将枯枝、断枝及时清理干净，结合植
株生长和受害情况做好疏剪和短剪工作，同时还要对锯口和
剪口进行保护。对于已出现长势衰弱的植株，也可对部分枝
条进行修剪，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采取遮阴处理，以减少后
期植株水分蒸发。③对于淹水后的植物，应选用恶霉灵等做
好根际土壤消毒，并配合生长剂使用，确保涝后植株自我修
复生长，当根系后期恢复之后，可以适时追肥，确保植株恢
复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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