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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晚稻受寒露风影响及防御对策
1 江西省丰城市农业农村局；2 丰城市荷湖乡农业综合服务站　  余孚颖 1　吕　伟 2

摘  要：为防御和减轻寒露风对晚稻生产的危害,近几年来，笔者对丰城市寒露风发生情况、危害进行了观察和记载并提出防御措施。丰城市寒露风一

般发生在 10 月上旬,最早出现日期是 9 月 20 日,最晚出现日期为 10 月 25 日。9 月底以前出现的寒露风对晚稻生产构成一定的影响。通过合理安排早晚稻品种

搭配和播种期,采取科学办法,加强水肥管理,可以减轻寒露风造成的损失。防御寒露风危害,是夺取杂交晚稻高产、稳产的重要一环,本文阐述了寒露风对杂交

晚稻的影响，提出了一些防御措施，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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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露风是指“秋分”至“寒露”这段时间，由于北方
强冷空气频繁南下，出现日平均温度连续 3 天低于 20℃ ；
或连续 2 天低于 20℃，而最低气温低于 16℃，并伴随有
风 3~4 级大风、阴雨的一种气象。

一、寒露风的类型
（一）干冷型寒露风
干冷型寒露风天气特征是低温、干燥、大风、昼夜温

差大。较强冷空气南下时，吹偏北风，风力 3~5 级，空气
干燥，天气晴朗，有明显降温。因低温干燥，使稻株内水
分失调、柱头凋萎、花药干瘪，妨碍晚稻抽穗、扬花、灌浆，
形成空壳粒，降低结实率，甚至出现“包颈穗”，使产量
大辐下降。

（二）湿冷型寒露风
湿冷型寒露风天气以低温阴雨寡照为特点，其特征是

低温、阴雨、少日照。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和逐渐减弱南退
的暖湿气流相遇，常出现低温阴雨天气，使晚稻生长受阻，
颖壳闭合，花药不能开裂，无法授粉，妨碍晚稻的光合作
用，影响晚稻抽穗、开花、灌浆，形成空秕谷。一般干冷
型寒露风比湿冷型寒露风危害更大。干冷型寒露风造成蒸
发量大，影响水稻体内物质运转，特别在抽穗扬花期严重
影响花药开裂，花粉易干枯，直接影响授粉，使空秕率增
加，造成减产。寒露风有等级划分，划分条件是日平均气温、
日最低气温、雨日，按照这些分为干冷和湿冷两种。

二、寒露风的起因
根据农业气象指标和丰城市历年的气象资料统计分

析，丰城市寒露风出现的时间，山区比平原早，比较强。
各地每年第一次出现寒露风的时间，一般是 10 月中旬，
强度较弱，维持时间较短 ；高寒山区出现在 9 月中旬到 10
月上旬，强度较大。每年秋季“寒露”节气前后，是晚稻
抽穗扬花的关键时期，这时如遇低温危害，就会造成空壳、
瘪粒，导致减产。因此，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
气象灾害之一。这种天气的形成其实与冷空气的活动有关。
当北方有强冷空气南下，并在南方停留时间过长时，就很
容易造成寒露风灾害。

三、寒露风对晚稻的危害
晚稻生育阶段对低温较敏感的有三个时期 ：幼穗分化

期（抽穗前 25~30 天）；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期（抽穗前
10~15 天）；抽穗开花期。其中，以抽穗开花期遭到寒露风
危害的机率较大，减数分裂期受低温危害的机率较小，但
遭遇后危害较重，而幼穗分化期则基本上不受低温危害。
减少分裂期对低温最敏感，主要是雄蕊受害，使花粉不能

正常成熟或成熟度较差，造成空粒或穗粒畸形、变态等现
象，导致减产。抽穗扬花期遇低温，主要使花粉粒不能正
常成熟、正常受精，而造成空粒 ；在低温条件下，抽穗速
度减慢，抽穗期延长，颖花不能正常开放、散粉、受精，
子房延长受阻等，因而造成不育，使空粒显著增加。另外，
在灌浆前期如遇明显低温，也会延缓或停止灌浆过程，造
成瘪粒，水稻的植物营养生理也受到抑制，有的甚至出现
籽粒未满而禾苗已先枯死的现象。一般情况下，寒露风严
重的年份，晚稻产量就明显降低。南方晚稻遇到寒露风，
容易空壳、瘪粒、绝产，造成寒露风危害的因素较多，但
主要是低温。一般在抽穗扬花期，低温出现越早、温度越低、
持续时间越长，受害就越重，若伴有大风、阴雨或过于干燥，
则加重其危害。如华南沿海一带，当冷空气南下与台风相
遇时，风力较大，并伴有大雨、暴雨或连阴雨，日照短缺，
不仅影响晚稻抽穗扬花，而且易造成机械损伤，危害更大。

寒露风的天气特征就是低温和大风，有时还伴有阴雨
且过于干燥，这种天气会影响雄蕊，稻花粉不能正常成熟，
或成熟度很差，影响正常授精，造成空壳或穗粒畸形、变
态扬花。抽穗遇到低温不好，灌浆前期遇低温也很严重，
会延缓或停止灌浆过程，造成瘪粒，甚至出现籽粒没满，
稻苗却先枯死的现象。对于大面积种植的晚稻，目前并没
有特别有效的预防措施。

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每年
秋季“寒露”节气前后，是江南晚稻抽穗扬花的关键时期，
这时如遇低温危害，就会造成空壳、瘪粒，导致减产，通
常称为“寒露风”。解放后，双季稻逐渐向北扩大到长江
中下游一带，这些地区晚稻在9月中、下旬进入抽穗扬花期，
同样易遭受低温危害，秋季低温给晚稻抽穗扬花、灌浆造
成的减产危害。

在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和小孢子初期，一般当日平均
气温低于 20℃或日最低气温小于、等于 17℃时，水稻生
理活动遇到障碍，造成谷粒畸形形成空壳。低温强度增大，
持续天数增加，危害明显加重。在水稻抽穗开花期，当日
平均气温持续三天以上低于 18~20℃，梗稻受害 ；日平均
气温持续三天以上低于 20~22℃，籼稻受害。

抽穗扬花期遇低温，主要使花粉粒不能正常成熟、正
常受精，而造成空粒 ；在低温条件下，抽穗速度减慢，抽
穗期延长，颖花不能正常开放、散粉、受精，子房延长受
阻等，因而造成不育，空粒显著增加。另外，在灌浆前期
如遇明显低温，也会延缓或停止灌浆过程，造成瘪粒，水
稻的植物营养生理也受到抑制，有的甚至出现籽粒未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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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苗已先枯死的现象。
杂交水稻抽穗扬花最适温度 ：一般水稻开花，最适温

度为 25~30℃，若日平均温度低于 20℃或高于 35℃，水
稻会受影响，空秕粒增加，晚稻低温日平均 20℃、21℃和
23℃，并维持 3 天以上。湿度 ：湿度对开花的影响与温度
低有关，温度适宜时，相对湿度 50%-90% 都可开花，但
较低的温度下湿度高对开花受精不利，所以花期阴雨、低
温、则结实率低。

四、寒露风的防御措施与建议
抓好晚稻田间管理对于全年粮食丰收显得非常重要，

意义尤为重大。晚稻在栽培管理上主攻目标就是减少水稻
颖花退化，促进穗大粒多，提高成穗率，结实率和千粒重。
预防寒露风的防御措施和建议具体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

（一）合理搭配品种
掌握寒露风出现规律和双季晚稻的安全齐穗期 ( 指双

季晚稻抽穗开花期间 80% 以上的年份不会受到寒露风危害
的日期 ), 根据寒露风出现的早晚选择品种 , 安排适宜的播
种期 , 使其安全齐穗 , 避免寒露风的危害。选育、种植抗
耐低温高产品种可减轻寒露风危害。掌握寒露风出现规律、
安全齐穗期和当年的寒露风预测及冷空气预报结果，合理
搭配品种，提出适宜播栽期，使其安全齐穗，避免寒露风
的危害。

（二）以水调温 , 改善田间小气候
在寒露风到来之前灌深水 , 提高稻田土温和近地层气

温 , 可有效减轻低温危害。待寒露风过后逐渐排水。若白
天气温高 , 夜间气温低 , 应采用日排夜灌的方法保持田间
温度。

（三）撒施草木灰
在寒露风来临前撒施一定数量的草木灰、火土灰或煤

灰 , 不仅可提高泥表温度和穗部温度 , 改善田间小气候 , 而
且可以提供营养物质。因为这些吸热物质含钾较高 , 寒露
风过后可供水稻吸收 , 有助于促进晚稻根、茎、叶恢复生长 ,
增强后劲 , 提高结实率和千粒重。

（四）风前增施抗风肥 , 风后及时补肥
在寒露风期间 , 晚稻根系活力减弱 , 会影响其对养分

和水分的吸收 , 降低抗寒能力。因此 , 在寒露风来临之前 ,
及时巧施 1 次肥料 , 施磷酸二氢钾 3kg/hm2, 或用叶面肥进
行叶面喷施。受寒露风侵害后 , 稻株活力普遍减弱 , 要及
时补喷 1 次叶面肥 , 以恢复稻株活力 , 促进灌浆 , 保证谷粒
饱满。

（五）在稻田管理上，控制施肥量和施肥时间
控制施肥量和施肥时间，促进早熟，避免水稻贪青晚

熟、遭遇寒露风危害。在寒露风来临之际还可采取应急措
施，如 ：夜灌日排深水保温、喷磷、根外施肥以及熏烟、
施增温剂等措施。杂交晚稻在抽穗期遇上“寒露风”，会
造成抽穗速度减慢，齐穗期推迟，甚至抽不出穗而形成包
颈 ; 在开花期遇上“寒露风”，会造成开花推迟，花药不能
正常开裂，不能正常散粉，不能正常授粉结实，形成空壳 ;
在灌浆结实期遇上“寒露风”，会形成秕谷，降低千粒重，
造成严重减产。因此，防御“寒露风”危害，是夺取杂交
晚稻高产稳产的重要一环，加强田间管理，合理施肥，科
学用水，增强根系活力和叶片的同化能力，使植株生长健
壮，提高植株的抗低温能力 ；采取相应的农业措施，改善

农田小气候。如冷空气来临前，采用以水调温的措施，一
般用温度较高的河水进行夜灌 ( 白天排空晒田 ) 和灌深水
或喷水，使株间温度相对较高。

（六）人工辅助授粉
水稻盛花期遇上寒露风，每天中午前后可用小竹竿振

动稻穗，或用拉绳的方法振动稻穗，促使水稻花药开裂，
进行人工辅助授粉，以提高结实率。

（七）可采取化学保温剂
在叶面上喷洒化学保温剂，或者滴在水中形成膜状，

也能有效抑制水分蒸发，减少水田消耗热量，降低水田温
度变低的速度，减轻水稻减产损失。为了预防“寒露风”
天气对水稻的危害，要加强晚稻田间管理，减轻因寒露风
天气造成的水稻减产，还要对晚稻生产进行现场指导，抓
好晚稻生产，同时谋划好秋冬种以及来年的种植业工作。
双季稻有双季稻的好处，早稻还好，但晚稻一旦遇上“寒
露风”天气就可能减产或绝产。所以对于种植双季稻的朋
友，可以总结多年的寒露风天气，进行调整自己的种植方
向，以及农事安排。水稻扬花时期对光照和温度的需求是
很重要的，“扬花雨”是最有利于出稻的。所谓“扬花雨”
就是又出太阳又下雨，这种天气有温度，有光照，还能适
当的给稻谷浇灌适当的水分。但最害怕遇到的就是突然降
温，一连三两天以上日平均气温降低到 22℃以下，就可能
造成晚稻空壳、瘪粒，轻则减产，重则可能直接导致绝产。

（八）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一是防治时间一般在迟熟一季稻田在 9 月上旬进行防

治 ；晚稻田在 9 月 12—18 日进行防治。二是防治对象为
迟熟一季稻主要防治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纹枯病 ；晚稻
田主攻稻飞虱、稻纵卷叶螟、二化螟、纹枯病，预防稻曲病、
穗茎瘟。三是防治药剂有防治二化螟、稻纵卷叶螟选择“20%
氯虫苯甲酰胺”或“30% 阿维 . 氟虫双酰胺”或“5% 甲维盐”
等药剂；防治稻飞虱选择“50% 吡蚜酮”或“60% 烯啶 . 吡
蚜酮”等药剂；防治纹枯病、稻瘟病、稻曲病选择“拿敌稳”
或“壮谷动力”等。

这种寒露风天气不单有降温，还有偏北大风，影响极
大。所以水稻一般在国庆节前后几天就已经收割完了。但
对于一些种双季稻的朋友来说，寒露风的威胁就很大，因
为晚稻大多在 9 月中下旬才进入抽穗扬花期，容易受低温
危害。对此，有农谚说“秋分不出头，割了喂老牛”，说
的就是如果秋分稻谷还没有抽穗，那么稻谷产量就很低，
甚至绝产，不如直接割了稻草喂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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