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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KC> 的重庆市万盛区猕猴桃气候区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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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察猕猴桃生长需要的生态条件，确定重庆市万盛区猕猴桃适宜种植区并对猕猴桃栽培提出建议。借助 KC>

平台，对重庆市 %I 台站气温、降水、日照等数据采用克里金插值、反向运算等方法进行空间分析。研究发现万盛区光

照和水分条件较充分；确定以年平均气温为区划指标，根据指标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 $L E# ### 地形上制作万

盛区猕猴桃气候生态区划图。研究还显示万盛区大部分地区适宜栽培猕猴桃，其中海拔 *## M $ E## 7 的中海拔山

区是热量适中的最适宜种植区；青年镇、关坝镇、金桥镇、丛林镇等地区为气候温暖适宜区；东部海拔 $ E## 7 以上的

望香台、寨子岩等高山地区为气候温凉适宜区。研究认为，在万盛区发展猕猴桃生产，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结合有利

地势建立试验基地、采取适宜的栽培方式、利用“套袋”技术保护丰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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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猕猴桃为多年生雌雄异株落叶藤本植物。明代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猕猴桃其形如梨，其

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故有诸名。”中国猕猴桃栽培

面积居于世界首位，其次为意大利、新西兰、智利、法

国、希腊、日本、美国；在产量方面，新西兰位居第一，

其次为意大利、中国、智利、法国、希腊、日本、美国。

中国是猕猴桃主要原产地，资源十分丰富，全世界

GG 个猕猴桃种中有 G" 个原产中国［$F"］。

重庆市万盛区自 $*OI 年起，黑山镇的农户就开

始了人工栽培猕猴桃，但是丰产不丰收，制约了其产

业化进程。为此本文利用 KC> 对万盛区猕猴桃进行

系统的研究，并制作精细化的猕猴桃气候生态区划

图，为万盛区猕猴桃生产提供参考依据。

$ 猕猴桃生长发育与气象条件的关系

$P $ 温度

温度是影响猕猴桃萌芽、抽梢、开花、结果以及

安全越冬的重要因素。大多数猕猴桃品种要求温暖

湿润的气候，即亚热带或温带湿润半湿润气候。该

气候年平均气温 $$ M $J Q，极端最高气温 I" Q，极

端最低气温 R "# Q，$# Q以上的有效积温 I E## M
E "## Q，无霜期 $G# M "J# S。猕猴桃萌芽时的平

均温度为 O Q，如果低于此限，则不能生长，在日平

均气温高于 O Q 左右，总天数为 "$# M "%# S 的地

方，可以进行商品化栽培。同时春季的温度如果超

过有效低温就会造成危害，持续 #P E 2 的 R $P E Q低

温会造成“冻花芽”；夏季的持续高温又会造成果实日

灼病而落果；尤其是日平均气温 R * M R $# Q低温并

持续 $ 2 以上会使休眠的猕猴桃发生严重冻害［%FG］。

$P " 水分

猕猴桃是生理耐旱性弱的树种，怕干怕渍，它对

土壤水分和空气湿度的要求比较严格。一般来说，

凡年降水量在 $ ### M $ "## 77、平均相对湿度在

JET以上的地区，均能满足猕猴桃生长发育对水分

的要求。但在开花授粉期和座果期的 I、E 月份，如

遇连续阴雨，则不利于花粉受精，会造成落花落果；

猕猴桃的抗旱能力比一般果树差，水分不足，会引起

枝梢生长受阻，叶片变小，叶缘枯萎，有时还会引起

落叶、落果等［%FG］。

$P % 光照

猕猴桃喜光耐荫，怕暴晒，对光照非常敏感。对

光照条件的要求随树龄的大小而有变化，幼苗期喜

阴凉的环境，需适当遮荫；成年树需较多光照。一般

认为猕猴桃属中等喜光性果树，喜漫射光，忌阳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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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即自然光照强度为 !"# $ %"# ，要求日照时数

至少达到 & """ $ & ’"" (［)*+］。

’ 猕猴桃栽培的气象条件

万盛区位于重庆市东南部，地势东高西低，东部

和南部为低中山地貌，海拔 ’+% $ & ,-) .［-*/］。综合

分析万盛区气候资源得出，区内气候随地势差异而

立体气候特征明显，年均气温 &/0 " 1，黑山镇狮子

槽东侧山峰是本区的最高点，年平均气温只有 / 1。

全区最冷月为 & 月份，平均气温 -0 ! 1，最热月为 -
月份，平均气温’/0 & 1，年总积温为 + %,+0 , 1，全

年无霜期 )),0 ’ 2，极端最高温度为 !&0 - 1，极端最

低温度为 3 )0 + 1；年日照时数为 %/- $ & )&! (，境

内除东部高山部分高海拔地区年日照时数较低，大

部分地区的年日照时数都在& """ $ & ’"" (以上，全

区年总辐射为 ’ "-/ $ ) )&) 45 6 .’；全区年降水量

为& &’- $ & )/" ..，年平均相对湿度在 /"0 -# $

//0 +# 之间，年平均水汽压为 &" (78 到 &/ (78，暴

雨发生频次为 ’0 -! 次 6 年，冬季和春季绵雨发生频

率相对较低，初夏、盛夏以及秋季部分地区绵雨发生

频率则都达到了 /"# 及以上［)*+］。

在上述气候资源中，本研究选取了对猕猴桃生

长影响较大的温度、降水、光照等因子作为代表进行

空间分析［)*+］。

’0 & 温度

山区平均气温随海拔高度的分布一般认为是随

高度按线性递减的。因此，文献中常以递减率即每

上升 &"" . 的气温递减度数作为主要特征量进行研

究。根据重庆市及周边的 %’ 个台站的气候数据，本

研究拟合出年平均气温与海拔高度的关系，可以用

公式 ! 9 3": ""- & " ; ’"0 "’ 表示（相关系数 #’ 9
"0 /-" %）［)*+］。该公式表示每升高 &"" .，气温降低

"0 -& 1。重庆市 )! 台站订正后的海平面年平均气

温如下表所示。

表 &< 重庆市 )! 台站 )" 年均温

台站号
经度

6（=）

纬度

6（=）

海拔高

度 6 .

年均温

6 1

订正后

气温 6 1
台站号

经度

6（=）

纬度

6（=）

海拔高

度 6 .

年均温

6 1

订正后

气温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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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万盛区年平均气温分布图

图 ’< 万盛区年降水量分布图< < 对海平面数据进行空间化的过程中，

本研究采用了克里金（>?@A@BA）插值法［,］，借助 CDE
平台，生成了空间分布图；再次利用年平均气温随海

拔高度的变化规律，通过反向运算，得到真实地形下

年平均气温的空间分布图；之后再借助 F?GCDE 软

件，将图形标准化。最后得到基于 F?GCDE 的万盛区

年平均气温空间分布图（图 &），从中可以看出，万盛

区境内孝子河、刘家河、鱼田河等河流河谷地区是热

量条件最丰富的地区，而东部黑山等高山高海拔地

",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HI：6 6 JJJ: GKBLM: GB< < < < < < < < < < 第 ’, 卷



区热量条件较低，年平均气温随着海拔高度升高而

降低。

!" ! 降水

万盛区年降水量的空间分布处理方法同上，结

果如图 ! 所示。据该图可知，万盛区境内东部高山

高海拔地区年降水量较高，而沿孝子河、刘家河、藻

渡河等河流流域的降水量较低，以西南部沿藻渡河

河谷地区年降水量最低，降水量有随着海拔高度升

高而增加的分布特点。

!" # 日照

山区对日照分布的影响表现在 # 个方面：$）测

点的海拔高度；!）坡向、坡度；#）周围地形对测点的

遮蔽影响。实际日照时数可以直接用测点理论日照

时数乘以日照百分率得到。本研究借助 $% !&’ ’’’
比例尺的 ()* 计算出万盛区理论日照时数，并假设

万盛区的日照百分率是不变，再通过气象站点的实

测值得到该值，进而换算到全区，从而得到日照的空

间分布图（封三彩图 #）。由该图可知，万盛区东部

黑山等高山地区的年日照时数相对于海拔较低的低

山丘陵平坝地区低，但境内年日照时数的分布没有

特别明显的分布规律。

# 猕猴桃气候生态区划

#" $ 指标及区划图制作

根据猕猴桃生长发育条件知，要大规模栽培猕

猴桃，首先必须具备其正常生长期所需的热量条件，

其次是适当的光照条件以及充分的水分条件。由万

盛区气候资源可知，万盛的光照和水分条件都较充

分，对于大面积栽培猕猴桃而言，热量条件通过人工

措施难以解决，是猕猴桃生长的必须条件。综合分

析，确定代表热量条件的年平均气温和年大于 $’ +
积温作为主要区划指标［$’,$$］。具体指标如表 !。

表 !- 猕猴桃气候生态区划指标

分布区
年平均气温

（!）. +

年大于 $’+积温

"! "
( )

$’
#+

热量适中最适宜区 $!#! / $& 0 !’’ $ "! " $’
# & !’’

气候偏凉基本适宜区 $’#1 / $! # 2’’ $ "! " $’
# 0 !’’

气候偏热基本适宜区 $&#! / $2 & !’’ $ "! " $’
# & 3’’

气候寒冷不适宜区 ! / $’ "! " $’
# # 2’’

气候炎热不适宜区 !$$2 "! " $’
" & 3’’

根据指标，利用 456789 的栅格数据空间分析功

能里的布尔运算方法，对万盛区年平均气温和年大

于$’ +积温进行计算，然后在 $% &’ ’’’ 地图上制

作万盛区猕猴桃气候生态区划图，得到万盛区猕猴

桃栽培适宜区分布如封三彩图 0 所示。

#" ! 各适生区的综合评述

#" !" $ 热量适中最适宜区- 万盛区海拔:’’ ;$ !’’ <

的山区，春季平均气温为 $!" $ ; $&" # +，一月平均

气温为 = !" ! ; 2" 3& +，七月平均气温为 !! ; !&

+，年大于 #& +日数小于 ! >，极端最高气温为 #&

; #2 +，为热量适中最适宜区。在这一区域可规划

大规模栽培区，进行商品化猕猴桃栽培。

#" !" ! 基本适宜区 - 青年镇、关坝镇、金桥镇、丛林

镇等乡镇的 #?& ; ?’’ < 地区为气候偏热基本适宜

区，春季平均气温为 $&" # ; $2" $ +，一月平均气温

为 0" ? ; :" 2 +，七月平均气温为 !&!2 +，年大于 #&

+日数为 ! ; $& >，极端最高气温为 #? ; 0$ +。这

一地区猕猴桃种植应适当提前播种期；东部包括望

香台等海拔$ !’’ ; $ :’’ <的山地为气候偏凉基本

适宜区，该区春季平均气温为 $’ ; $! +，一月平均

气温 = ’" #& ; $" ? +，七 月 平 均 气 温 为 $3" & ;

!$" & +，年大于 #& + 日数为 ’ >，在这一地区栽培

猕猴桃可以适当延迟播种期。

#" !" # 不适宜区- 孝子河、刘家河、洗布河、鱼田河、

大垭漕等河流的周边地区为气候炎热不适宜区。该

区一月平均气温为 :" & ; ? +，七月平均气温为!2 ;

!?" ! +，年大于 #& +日数为 $& ; !? >，极端最高气

温为 0’ ; 0! +；东部鸡公岭地区一月平均气温为

= ! ; = $ +，七月平均气温为 $2" : ; $3 +，极端最

低气温为 = $&" ! ; =$# +，气候寒冷不适宜栽培猕

猴桃。

0 发展猕猴桃生产措施

经过上述分析可知，万盛区具备大力推广猕猴

桃栽培的气候条件，为此结合万盛区实际情况，提出

以下几点生产建议。

$）适宜的气候条件下结合有利地势建立猕猴

桃栽培试验基地。猕猴桃是一种多年生果树，据上

述猕猴桃气候生态区划分析可知，万盛区大部分地

区气候适宜种植猕猴桃。猕猴桃喜生长于温暖湿润

的山谷之中，以背风坡为宜，而万盛地势东高西低，

东部和南部为低中山地貌，植被分布密集，为此可以

在黑山镇、石林镇等气候适宜而地势优越的地区建

立猕猴桃栽培试验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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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适宜的栽培方式促进猕猴桃生长。猕

猴桃为藤本植物，要获得高产，除在气候适宜区建立

果园且园地以山体等高线延伸建立以外，还必须设

立支架，结合实际情况，在猕猴桃园区人工设立“"”

字形、“#”字形、篱架等钢架和混凝土棚架，也可倚

靠树桩、竹竿等伴生棚架来促进猕猴桃产业化的进

程［$!%$&］。

&）采用“ 套袋”技术保护猕猴桃丰产丰收。猕

猴桃的生长需要适当的日照和热量，然而万盛区夏

季天气炎热，日照充足，中午时段更是酷热难当，如

果不及时做好防护措施，猕猴桃果实或树体很有可

能因阳光直射和气温过高发生日灼和萎蔫，为此，在

夏季应及时给猕猴桃果树灌溉，采用“ 套袋”等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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