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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植
ZHONGZHI

河南省作为冬小麦的主产地，其种植规律对粮食生产具有重
要意义。通过分析河南省冬小麦的分布时空变化信息能够有效帮
助相关人员把握耕地资源利用情况，直观地反映出当地农户冬小
麦种植选择行为，从而为相关粮食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因
此，分析河南省冬小麦种植频率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十分必要。

一、分析河南省冬小麦种植频率时空变化
河南省是我国冬小麦作物的主产区，耕地面积达 12229 万

亩，人均耕地 1.12 亩。为准确把握河南省冬小麦种植频率时空变
化，需要收集相关信息和数据以掌握近五年该地区冬小麦的种植
分布情况，达到分析其种植频率时空变化相关内容的目的。具体
如下：首先，收集基础数据。通过搜集河南省地区的遥感数据，
收集本次研究的样点数据。同时，通过应用中国气象数据网对河
南省地区的土壤信息和气象数据进行搜集，其中，气象数据包括
河南省地区在种植冬小麦时的平均气温、降水量以及日照时间，
且这些数值均是近五年的信息数据，具有较高的分析价值。除此
之外，为提高分析河南省冬小麦种植频率时空变化的准确性，在
收集河南省土壤信息时以县为单位对其进行统计，并以我国科学
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耕地土壤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另还需收集与
之相关的其他数据，例如河南省分县统计数据的有效灌溉面积以
及耕地面积等。其次，提取河南省冬小麦种植分布信息。在前期
相关信息和数据的基础上应用分类回归树算法并结合遥感数据对
河南省冬小麦种植空间分布信息进行提取。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
的是，需要提高空间分布信息提取的精度，例如可以将冬小麦和
之前的遥感数据中选择的样点数据进行结合，形成混淆矩阵，进
而判断空间分布信息提取的精度。最后，分析冬小麦种植面积变
化。在提取完河南省冬小麦种植频率时空变化相关信息数据后，
方可分析冬小麦种植面积的变化情况。计算河南省冬小麦近五年
的种植频率。为提高计算的准确性，可将冬小麦种植面积提取结
果设置为 1，非冬小麦作物设置为 0，之后将这五年的冬小麦种植
面积的提取结果进行叠加，从而获得冬小麦种植频次，再将其除
以信息数据采集的年份数，从而获得河南省冬小麦种植频率。通
过相关数据得出，河南省冬小麦种植空间分布较为广泛，一般聚
集在河南省北部、东部以及中部的平原地区和南阳盆地，而地形
较为复杂且干旱缺水的豫西丘陵地区冬小麦空间分布较为分散，
且种植面积和种植数量较少。

二、分析影响河南省冬小麦种植频率时空变化的因素
一般情况下，影响粮食作物种植频率以及种植效果的因素可

以分为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此，通过对遥感数据和相关
数据进行搜集和分析，将影响河南省冬小麦种植频率的因素主要
归纳为以下两类：

（一）自然环境因素
第一，灌溉面积。灌溉面积主要指的是有效灌溉面积，该指

标对冬小麦的种植面积、种植数量以及种植结构具有极大影响，
通过分析有效灌溉面积，能够直观的掌握河南省的灌溉条件，并
为影响河南省冬小麦种植频率时空变化的因素研究奠定基础。经
相关数据调查结果表明，河南省大部分地区的有效灌溉面积比例
高低水平与冬小麦的种植频率存在一致性，即有效灌溉面积越
大，该地区的冬小麦平均种植频率越高，两项呈正比关系，如河
南省的周口市、开封市；而当有效灌溉面积减少时，冬小麦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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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农业大国，小麦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河南省作为我国冬小麦的主产区，其生产的安全性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本文将通过

对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研究，探讨河南省冬小麦种植频率的时空变化以及影响其种植频率和时空变化的因素，以期达到全面了解河南省冬小麦的种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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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频率也随之降低，如豫西地区的洛阳、豫南地区的南阳。
第二，土壤质量。通过分析我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耕

地土壤数据，能够直观看出河南省的土壤质量分布不均，在三
门峡、郑州地区土壤质量较差，在驻马店、周口等地土壤质量较
好。在此基础上，通过结合河南省近五年冬小麦的种植分布和面
积，能够明显得出土壤质量与冬小麦种植频率呈正比关系，即土
壤质量越好，冬小麦种植频率和面积越大。因此，土壤质量也是
影响河南省冬小麦种植频率时空变化的因素之一。

第三，气候条件。从整体上来看，由于河南省地区处于我
国二三阶梯的过渡带，且整体地势条件为东低西高，全省大部分
地处暖温带，南部跨亚热带，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大陆性
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为 461.1 ～ 1144.2mm，年平均气温为
12.8 ～ 16.4℃，年平均日照时数 1501.7 ～ 2253.3 小时，年平均无
霜期 206.6 ～ 278.0 天。通过结合年平均降水量、年平均气温以及
年平均日照时间三方面的气候因素对冬小麦种植频率空间变化进
行分析，分析结果为：冬小麦在河南省气候的适应度较高，冬小
麦在豫中地区、豫北地区以及南阳盆地种植频率较高，而由于豫
南地区的气候条件和自然条件较差，种植频率和种植面积较少。

（二）社会经济因素
经调查，对河南省冬小麦种植频率空间变化影响较大的社

会经济因素主要是国家粮食政策的变化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
推进。随着南阳、信阳等地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城镇化水平的提
高，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导致冬小麦种植频率和面积也在逐渐降
低。而且，由于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导致该区域内的农户改
为种植经济作物，这也导致冬小麦种植面积的减少。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河南省作为冬小麦的主要产出省份之一，其生产

质量和安全性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对该
地区冬小麦的种植频率以及空间变化进行调查和分析，探究影响
该作物种植频率的因素，从而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和种植活动，促
进冬小麦种植领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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