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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1961—2000年驻马店气温资料，统计分析 了驻马店市稳定通过0oc的初终 日期，结果表明，初 日提 

前，终 日滞后，小麦冬季停止生长的时间缩短。基于此，建议小麦播种不宜过早，以免分蘖快、分蘖少和冬前出现旺 

长；农气观测中执行冬小麦冬季不停止生长的规定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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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指标的意义 2 稳定通过 0℃的初终日期变化对农业的影响 

春季 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0℃，标志着冰雪开始融化，土 

壤开始解冻，牧草萌动，可以开始田问工作；秋季日平均气温 

稳定通过0℃，标志着土地开始结冻，越冬作物进入休眠期。 

大田农事活动基本结束。因此，>0℃的时段可以代表整个 

农业生产年度，用>0℃来计算作物生长期和总积温能较正 

确地反映全部农业生长季节和地区的热量资源。 

1．1 资料处理及方法 

选用驻马店市 1961—2000年的逐 日气温资料，用 5日滑 

动平均法确定历年驻马店市稳定通过0℃的初终 日期及间隔 

日数，并按年代进行平均 ，以便进行分析和比较。 

1．2 资料分析结果 

通过统计分析 ，6o年代稳定通过 0℃的初 日平均为 2月 

12日，终 日平均为 12月 31日；70年代初 日平均为 2月 5日， 

终日平均为12月26日；80年代初日平均为2月6日，终日平 

均为 12月 20日；90年代的 1998年没有终 日，1999年没有初 

日，除去这两年的终初 日，用 9年平均得出初 日为 2月 1日， 

终 日为 12月 3日(见附表)。 ’ 

由附表可看出：稳定通过 0℃的初 日90年代比 6o年代 

提前了11天；终日变化总体不稳定，但90年代的终日却滞后 

到 1月 3日。全年稳定 >0℃的天数从 9o年代比 6o年代增 

加了5天；积温9o年代比6o年代增加了 167℃。这种现象 

说明，近年驻马店农业生产年度变长了，可供利用的热量资源 

增加了，尤其是9o年代以来特别明显，这种变化也是近些年 

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例证。 

附表 各年代稳定通过 0~C的初终日及 >0~C的积温 

收稿日期~2002—03—16 

作者简介：房稳静(1973一)，女，河南汝南人，学士，助工。从事应用气 

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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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对小麦的影响 

9o年代以来，驻马店市春季稳定通过0℃的初 日提前， 

气温 回升快 ，正常播种 的年份 ，小麦返青较早 ，拔节也 比往年 

提前 ，伴随气温偏高小麦易出现旺长。冬季稳定通过 0℃的 

终 日滞后，小麦播种后温度较高 ，出苗和三叶生育过程都较 

快。正常播种的年份，小麦在越冬前即完成分蘖阶段，造成分 

蘖快 ，但有效分蘖少，亩成穗数也相应减少。如 1994 1995 

年度 ，1994年的终 日推迟至 1995年的 1月 31日，比往年滞后 

28—42天。1995年的初日为 2月 5日，比往年提前 1—7天。 

小麦于 1994年 10月 7日播种，比历年播种 日期提前 了7天。 

秋冬连暖，墒情适宜 ，小麦 11月 5日即完成分蘖阶段 ，比历年 

提前了 12天，有效分蘖少，并且小麦冬前旺长现象严重；次年 

2月 11日返青 ，比历年提前了7天 ；3月 13日拔节，比历年提 

前了 10天，属减产年份。1998—1999年度也是秋冬连暖。 

1998年没有终 日，1999年没有初 日。小麦 10月 14日播种 ， 

11月 12日即完成分蘖阶段，比历年提前 了 5天 ；2月 8日返 

青 ，比历年提前了 10天；3月 5日拔节 ，比历年提前了 18天。 

也属减产年份。 

初 日提前 、终 日滞后的现象 ，使小麦冬季停止生长时间也 

相应缩短。9o年代 以来 ，上年冬季到次年春季 日平均气温稳 

定低于 0℃的天数最长为 26天(1999—2000年度)，最短为5 

天 (1998—1999年 度 )。其 中除 1991—1992、1992—1993、 

1999—2000年 3个时段低于0℃的天数 >20天外，其余年份 

在 5—14天之间变动。根据近几年定株观测，在 日平均气温 

<0℃、日最高气温 >0℃时，小麦仍有微弱的生长现象。分 

析近 10年气候资料发现 ，在 日平均气温 <0℃的时期内。日 

最高气温 >0℃的几率为74％。因此，小麦在越冬期间大部 

分年份并没有停止生长。 

2．2 对物候(植物)的影响 

物候观测资料是当时和过去气象条件影响及积 累的结 

果。它不仅可预告一年内的农事活动 ，而且对农业气候区划 、 

作物布局、农业气候专题分析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分析物候观测资料发现，由于近 10年的升温现象 ，使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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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雷 工 程 的 设 计 与 施 工 
李 虹 

(河南省防雷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3) 

摘 要：介绍了防雷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中对防护对象的勘察时间和 内容，设计依据、内容和程序，以及施工和竣 

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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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工程专业设计和施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过程 ，即现场 

勘察——工程设计——工程施工——检测验收。 

l 防护对象的现场勘察 

在制订防雷工程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前 ，必须对防护对象 

进行考察，获取相应的技术参数，为设计和施工提供依据。 

1．1 现场勘察时间 

当甲方有实施防雷工程意向时，就应组织力量对甲方所要 

实施的防雷工程的防护对象进行初次现场勘察，掌握第一手资 

料，以备谈判、签订合同之用。合同签订后，设计技术负责人应 

带领具体从事设计的人员，对防护对象作一次详尽的现场勘 

察，积累全套测量数据和有关资料，以便制订完善的设计方案。 

设计图纸完成后 ，施工技术负责人应组织施工人员对防护对象 

作最后一次勘察 ，以便熟悉环境，制订合理的施工方案。 

1．2 参加勘察人员 

参加现场勘察人员 ：甲方安全主管人员或其指定的人员 

(要有有关技术人员参加)；甲、乙双方主管部门负责人(乙方 

指设计和施工技术负责人)；设计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联系 

合同的业务人员。 

1．3 现场勘察内容 

收稿日期：2002一o4一l2 

防护对象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及防护对象的特性，有无 

雷击史 ，现有防雷设施情况，有无特殊要求及注意事项等； 

勘察对象的周围环境、地形地貌 ，周围有无易燃易爆和有 

毒场所 ，防护对象的建筑类别、形状、几何尺寸，电气线路 、地下 

管道的布设等，必要时查阅有关图纸； 

用工具和仪器测量 ，确定勘察对象的几何尺寸及周边建筑 

的四置距离 ，了解防护对象所处的地质 、水文状况及土壤电阻 

率等； 

绘制勘察对象的平面图和环境形势图(包括所要保护的 

各种设备分布图)，计算勘察对象(指建筑物)年预计雷击次 

数，计算保护范围、避雷针的安装高度，并初步估算各种材料的 

用量、工程量等。 

1．4 勘察报告 

将勘察结果进行整理，写出勘察报告 ，作为制订设计方案 

和施工方案的重要依据。 

勘察报告内容包括勘察时间、参加勘察人员、勘察情况 、勘 

察结论 、某些重要的计算数据和结果、附图等。 

2 防雷工程的设计 

2．1 设计依据 

根据现场勘察结果 ，对防护对象的特性进行综合分析，找 

出相应的标准和规范 ，作为该工程的设计依据。 

定通过0℃的时期变长，造成常规观测的木本和草本植物春 

季萌芽早，秋季黄枯晚。如 1994年的暖冬，稳定通过 0℃的 

初日为 1月21日，比往年提前 11～22天，终日为 1月31日， 

比往年滞后28～42天；刺槐展叶期比历年提前了2天，黄枯 

期比历年推迟了9天，蒲公英萌动比历年提前 了5天。再如 

1999年的暖冬，没有初日，终日为1月11日，比往年滞后8～ 

22天；刺槐展叶比历年提前 7天、落叶期推迟 11天，蒲公英 

萌动也比历年提前。由此可见，物候生育期的早晚与作物生 

育期的快慢基本上是吻合的。 

3 建议及对策 

近年驻马店市由于稳定通过0℃的时期变长，冬季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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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低于 0℃的阶段变短，所 以冬小麦越冬基本上不停止生 

长。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以下几条建议及相应措施。 

① 进一步研究气候变化规律，为当地优化调整农业生产 

提供更详实、更可靠的科学依据。 

② 由于近年小麦生长季温度偏高，积温量充足，完全能 

够满足小麦生长发育的需要，因此小麦播种不宜过早，以免分 

蘖快、分蘖少和冬前出现旺长。 

③ 近些年的暖冬现象，物候变化与历年比差异较大。农 

气观测人员要更新意识，密切注意物候变化，避免早测 、迟测 

和漏测。 

④ 建议农气观测工作中执行冬小麦冬季不停止生长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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