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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itraria sibirica was planted in Gonghe county of Qinghai Province in 2018, the growth and me-
teorological conditions of Nitraria sibirica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the tem-
perature stability through 10˚C, planted Nitraria sibirica when 10˚C or higher accumulated tem-
perature was 120.0˚C∙d, after 10 days Nitraria sibirica began to sprout, after 17 days, it reached 
the peak of seedling emergence. The seedling stage of Nitraria sibirica was accelerat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recipitation and sunshine hours. The leaves of Nitraria sibirica began to unfold after 
10 days of the peak of seedling emergence, the leaves would reach their prime after 17 days. When 
the ten-day average temperature is 4.0˚C, the lowest average air temperature is below zero; white 
spines leaves change color at the beginning period; when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s 2.0˚C, the 
average minimum temperature drops to 4.0˚C, white leaves change color to achiev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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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年在青海省共和县种植白刺，对白刺的生长发育及气象条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气温稳定通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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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当≥10℃积温为120.0℃∙d时播种白刺，10日后白刺开始出苗，17日后达到出苗盛期。在出苗期，

随着降水和日照时数的增加，白刺出苗期加快。出苗盛期10日后白刺开始展叶，17日后达到展叶盛期。

当旬平均气温4.0℃、平均最低气温零下时白刺叶变色始期；当平均气温降至2.0℃以下，平均最低气温

降到−4.0℃时，白刺叶变色达到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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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白刺属蒺藜科多年生落叶旱生或超旱生典型荒漠的野生灌木[1]，抗性强，能够在重盐碱地上生长，

抗干旱，有很好的水土保持效果。白刺属全世界有 12 种，我国有 8 种，大部分分布在西北干旱、高寒地

区及北方盐渍地带[2]。白刺还是荒漠地区植被主要建群树种，其根第发达，根蘖能力强，具有很强的

耐寒、抗沙埋、沙割能力，是营造荒漠地带防风固沙的先锋树种，因而具有重要的生态防护价值，其

浆果状核果营养丰富，富含各种维生素、氨基酸及锌、锰、硒等各种微量元素，又是罕有的小果类野

生优质果品经济类植物，具有较高的经济利用价值，被称为“第三代果树” [3] [4] [5] [6]。随着干旱

荒漠地区生态环境的退化，作为荒漠地区植被主要建群树种的白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大面积死

亡或生长不良、结实率下降或不结实，这一特殊的野生资源面临着严重的威胁[7]。作为我国西北地区

的一种重要的固沙植物，白刺及其果实的功能性研究近年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刘庆国在柴达

木地区用不同温度的温水浸泡对唐古特白刺的种子进行催芽处理试验，得出用 50℃~70℃的温水浸泡唐

古特白刺的种子，唐古特白刺的种子的露白时间最短；当水温为 50℃时，其出苗率最高；水温在 40℃~60℃，

唐古特白刺的苗高和主根长最大[8]。李清河等人[9]研究了不同种源白刺幼苗生理生长对水分梯度的响

应差异，认为水分影响白刺植株的苗高和最大新枝长等生长量指标。李发鸿等人[10]研究了干旱荒漠区

围栏封育对白刺群落生长的影响，得出实施围栏封育后，有利于白刺群落中植物种类的增加和群落的

生长及退化种群的恢复。近年来，人们对白刺的开发利用前景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荒漠与盐碱地治

理、环境绿化、土壤改良、生态环境改善等生态价值的研究[11]，也涉及了食用、药用等经济价值方面的

研究[12] [13] [14]。在更大区域上发展白刺和扩大其栽培范围，将会实现白刺生态效益和经济潜力的更有效

发挥。 
共和地区海拔高、气候冷凉干燥，昼夜温差大，雨热同季，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有着适宜白

刺生长的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气候因素是白刺产量品质形成过程中提供必须的能量和物质的自然资源，

又是影响白刺生长发育及产量品质形成的重要生态环境，其中光热条件对白刺生长发育的影响是十分显

著的。由于共和地区年降水量小于 400 mm，乔木树种生态需水量大，发展受限。而灌木耗水量小，适应

性强，并且有很强的更新复壮和自然修复能力，因此，作为干旱风沙荒漠区，白刺是恢复植被最好的选

择。基于白刺的生态及经济特征，在共和县开展白刺生长气象条件的研究，旨在为扩大白刺种植范围和

合理推广白刺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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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区概况及资料观测 

2.1. 研究区概况 

共和县隶属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角，北靠青海湖，南临黄河，东以日月山与

东部农业区为界，西与柴达木毗连，东西长 221.5 km，南北宽 155.4 km，总面积 1.73 × 104 km2，其中陆

地面积 1.46 × 104 km2，占总面积的 84.86%。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平均海拔 3200 米，拥有农、牧资

源，矿藏资源，水资源，地热资源，旅游资源，动植物资源，风、光资源等七大优势资源。县辖 4 镇 7
乡，14 个社区居委会，99 个行政村。总人口 13.6 万余人，有汉、藏、回、蒙、撒拉族等 22 个民族，其

中藏族占 67.6%。全县有可利用草场 1876.16 万亩，拥有耕地资源 46.96 万亩，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达 44.4
万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25.45 万亩，油料作物播种面积 13.69 万亩。 

2.2. 资料观测 

白刺发育期及同期气象资料人工观测所得，时间为 2018 年 5~11 月。按照《农业气象观测规范》进

行白刺生育期观测，白刺生育期包括播种、出苗、萌动、展叶、开花、果熟、叶变色和落叶期等普遍期。

白刺从播种至落叶各生育期间的气温、降水、日照等资料取自共和县气象局观测的同期气象资料。 

2.3. 白刺种植地段 

在共和县龙羊峡镇龙羊新村和共和县气象局院内种植的白刺植物。 

2.4. 种子处理 

白刺种子在播种前进行催芽处理。催芽于 2018 年 5 月 20 日进行，先将干燥的白刺种子取出，用 60℃
~70℃的热水浸泡 24~48 h，捞出后与湿沙(种沙比 1:3)混拌均匀，堆放在避风向阳处，盖草帘催芽。待有

1/3 种子露白时，即可进行播种。 

2.5. 种植地段处理 

在龙羊新村荒山进行点播，每穴点 10 粒种子，然后覆土拍平拍实。在共和县气象局院内平整土地 1
亩，深翻耙平后按 15~20 cm 的行距搂出播种沟，沟深 2 cm 以内，在沟内每隔 10 cm 点播 10 粒种子，然

后覆土拍平拍实。 

3. 结果与分析 

3.1. 白刺生长发育期 

从表 1 可见，共和地区白刺播种日期为 5 月 22 日，6 月 1 日开始出苗，至 6 月 8 日达到出苗盛期。

6 月 18 日白刺开始展叶，至 6 月 25 日达到展叶盛期。叶变色始期为 10 月 16 日，10 月 23 日达到叶变色

盛期。由于第一年播种，故白刺未出现开花、果熟两个生育期。白刺出现二叶日期为 6 月 16 日，二叶时

高度只有 0.5 cm。6 月 21 日白刺开始出现四叶，高度增至 1.0 cm。白刺六叶日期为 6 月 25 日，高度 1.1 cm。 
 
Table 1. Observation and record of the growth period of Nitraria sibirica in 2018 
表 1. 2018 年白刺生育期观测记录表 

播种日期 出苗始期 出苗盛期 展叶始期 展叶盛期 叶变色始期 叶变色盛期 

5 月 22 日 6 月 1 日 6 月 8 日 6 月 18 日 6 月 25=日 10 月 16 日 10 月 23 日 

二叶日期 二叶高度 四叶日期 四叶高度 六叶日期 六叶高度  

6 月 16 日 0.5 cm 6 月 21 日 1.0 cm 6 月 25 日 1.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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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生育时段各气象条件 

3.2.1. 气温稳定通过 0℃至播种期的气象条件 
2018 年气温稳定通过 0℃的日期为 3 月 13 日，气温稳定通过 0℃至白刺播种前的平均气温为 7.8℃，

平均最高气温为 15.5℃，平均最低为 1.0℃，降水量累计 79.6 mm，日照时数累计 581.7 h，相对湿度 41%，

≥0℃积温为 546.6℃∙d。气温稳定通过 10℃的日期为 5 月 14 日，≥10℃积温为 120.0℃∙d (表 2)。 
 
Table 2. The values of meteorological element before Nitraria sibirica sowing 
表 2. 播种前各气象要素值 

5 气温℃ 降水量 mm 日照时数 h 相对湿度% 平均最高气温℃ 平均最低气温℃ ≥0℃积温℃ 

值 7.8 79.6 581.7 41 15.5 1.0 546.6 

3.2.2. 出苗期 
共和地区白刺从 6 月 1 日开始进入出苗始期，间隔日数为 10 天。播种至出苗始期间的平均气温为

12.5℃，降水量为 12.5 mm，日照时数为 77.6 h，相对湿度 46%，平均最高气温达 18.8℃，平均最低气温为

6.6℃，≥0℃积温为 112.2℃∙d。6 月 8 日白刺进入出苗盛期，从播种至出苗盛期间隔日数为 17 天。平均气

温为 12.0℃，较始期偏低 0.5℃；降水量为 44.9 mm，较始期增多 32.4 mm；日照时数增至 125.0 h，较始期

增加 47.4 h；相对湿度为 52%，较始期增大 6%；平均最高、最低气温与始期相差不大；≥0℃积温增大为

192.6℃∙d，较始期增多了 80.4℃∙d。白刺出苗始期至盛期间隔日数为 7 天。在气温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随

着降水和日照时数的增加，白刺出苗期加快。可见出苗期间的温度高，降水多有利于白刺的生长(表 3)。 
 
Table 3. The values of meteorological element in seeding stage of Nitraria sibirica 
表 3. 出苗期气象要素值 

项目 出苗始期 出苗盛期 始期–盛期 

气温℃ 12.5 12.0 11.5 

降水量 mm 12.5 44.9 32.4 

日照时数 h 77.6 125.0 47.4 

相对湿度% 46 52 60 

平均最高气温℃ 18.8 19.0 19.2 

平均最低气温℃ 6.6 6.3 5.9 

≥0℃积温℃ 112.2 192.6 80.4 

3.2.3. 展叶期 
共和地区白刺从 6 月 18 日开始进入展叶始期，出苗盛期至展叶始期间隔日数为 10 天。出苗盛期至

展叶始期间的平均气温上升为 13.6℃，期间降水量较少仅有 9.4 mm，日照时数为 58.3 h，相对湿度 56%，

平均最高气温达 19.2℃，平均最低气温为 8.1℃，≥0℃积温为 122.7℃∙d。6 月 25 日白刺进入展叶盛期，

从出苗盛期至展叶盛期间隔日数为 17 天。期间平均气温升高达 14.6℃，较展叶始期偏高 1.0℃；降水量

为 21.0 mm，较始期增多 11.6 mm；日照时数为 91.9 h，较始期增加 43.6 h；相对湿度为 58%，平均最高、

最低气温较始期偏高 1.0℃左右；≥0℃积温增大为 233.4℃∙d，较始期增多了 110.7℃∙d。白刺展叶始期至

盛期间隔日数为 7 天(表 4)。 

3.2.4. 叶变色期 
根据观测，白刺叶变色始期出现在 10 月 16 日，10 月中旬平均气温已降至 4.0℃，降水量 24.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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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最高气温为 11.6℃，平均最低气温在 0℃以下。到了白刺叶变色盛期，平均气温已降至 1.6℃，平均

最低气温更是降到−4.4℃ (表 5)。 
 
Table 4. The values of meteorological element in leaf development stage of Nitraria sibirica 
表 4. 展叶期气象要素值 

项目 展叶始期 展叶盛期 始期–盛期 

气温℃ 13.6 14.6 15.8 

降水量 mm 9.4 21.0 11.6 

日照时数 h 58.3 91.9 33.6 

相对湿度% 56 58 60 

平均最高气温℃ 19.2 20.0 21.2 

平均最低气温℃ 8.1 9.6 11.4 

≥0℃积温℃ 122.7 233.4 110.7 

 
Table 5. The values of meteorological element of 10 days in leaf discoloration period of Nitraria sibirica 
表 5. 叶变色期旬气象要素值 

项目 10 月中旬 10 月下旬 

气温℃ 4.0 1.6 

降水量 mm 24.5 0.0 

日照时数 h 68.2 97.2 

相对湿度% 71 53 

平均最高气温℃ 11.6 10.4 

平均最低气温℃ −0.9 −4.4 

4. 白刺生长期各旬新枝长、茎粗、冠幅的测量 

从表 6 可见，白刺新枝长度从 7 月 20 日的 10.6 cm 生长到 9 月 30 日的 28.0 cm，72 天间增长了 17.4 
cm。其中在8月上中旬期间生长最快，根据气象观测数据，8月上、中旬降水量分别为54.3 mm和43.9 mm，

较其他各旬降水偏多，较多年值分别偏多 2.5 倍和 1.8 倍。白刺茎粗只增长了 0.8 cm，增长较慢。白刺

冠幅从 2.8 cm 增长到 10.7 cm，增长幅度较快。其中在 7 月中旬至 8 月上旬间增长幅度最大，共增长了

5.4 cm。 
 
Table 6. Data of new branch length, stem diameter and crown width of Nitraria sibirica in each ten-day period 
表 6. 各旬白刺新枝长、茎粗、冠幅的数据 

7 月 20 日 

样本 新枝长(cm) 茎粗(cm) 冠幅(cm) 7 月 31 日 样本 新枝长(cm) 茎粗(cm) 冠幅(cm) 

1 13 1.1 3 

 

1 15.3 1.4 5 

2 8 0.8 3 2 11.1 1.2 4.6 

3 11 1.1 3 3 16.4 1.5 6.5 

4 10 1 2 4 14.4 1.1 4.6 

5 11 1.2 3 5 13.6 1.3 6.9 

平均 10.6 1.0 2.8 平均 14.2 1.3 5.5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19.91007


毛万珍 
 

 

DOI: 10.12677/hjas.2019.91007 44 农业科学 
 

Continued 

8 月 10 日 

样本 新枝长(cm) 茎粗(cm) 冠幅(cm) 

8 月 20 日 

样本 新枝长(cm) 茎粗(cm) 冠幅(cm) 

1 16.8 1.4 5.7 1 19.1 1.5 7 

2 17.3 1.2 9.5 2 23.4 1.2 9.5 

3 24.3 1.3 9.8 3 28.2 1.3 11 

4 17.6 1.1 7.1 4 21.1 1.2 7.2 

5 13.6 1.3 8.7 5 17.6 1.5 9.3 

平均 17.9 1.3 8.2 平均 21.9 1.3 8.8 

8 月 31 日 

样本 新枝长(cm) 茎粗(cm) 冠幅(cm) 

9 月 10 日 

样本 新枝长(cm) 茎粗(cm) 冠幅(cm) 

1 20.5 1.7 7.2 1 21.6 1.8 9.8 

2 32.8 1.3 9.6 2 36 1.4 11.4 

3 28.9 1.5 13 3 29.1 1.9 13 

4 24.1 1.2 7.5 4 27.7 1.4 7.5 

5 20.1 1.6 9.5 5 20.8 1.7 10.5 

平均 25.3 1.5 9.4 平均 27.0 1.6 10.4 

9 月 20 日 

样本 新枝长(cm) 茎粗(cm) 冠幅(cm) 

9 月 30 日 

样本 新枝长(cm) 茎粗(cm) 冠幅(cm) 

1 21.8 1.8 9.8 1 21.9 1.9 9.8 

2 37 1.5 11.4 2 37.2 1.5 11.4 

3 30.1 1.9 13.5 3 30.3 2 13.7 

4 28.7 1.4 7.5 4 28.7 1.4 7.5 

5 21.9 1.8 10.7 5 22 1.9 11 

平均 27.9 1.7 10.6 平均 28.0 1.7 10.7 

10 月 10 日 

样本 新枝长(cm) 茎粗(cm) 冠幅(cm)      

1 21.9 1.9 9.7      

2 37.2 1.5 11.4      

3 30.4 2 13.5      

4 28.7 1.5 7.2      

5 22 1.9 11      

平均 28.0 1.8 10.6      

5. 结论 

1) 白刺种子在播种前进行催芽处理，用 60℃~70℃的热水浸泡 24~48 h，捞出后与湿沙(种沙比 1:3)
混拌均匀，堆放在避风向阳处，盖草帘催芽。待有 1/3 种子露白时，即可进行播种。 

2) 气温稳定通过 10℃后，当≥10℃积温为 120.0℃∙d 播种白刺，10 日白刺开始出苗，17 日后达到出

苗盛期。在出苗期，随着降水和日照时数的增加，白刺出苗期加快。出苗盛期 10 日后白刺开始展叶，17
日后达到展叶盛期。当旬平均气温 4.0℃、平均最低气温零下时白刺叶变色始期；当平均气温降至 2.0℃
以下，平均最低气温降到−4.0℃时，白刺叶变色达到盛期。 

3) 2018 年白刺种植，由于白刺生长季气温偏高、降水量偏多，白刺新枝长度达 28.0 cm。由于 8 月

上、中旬降水量较多年值分别偏多 2.5 倍和 1.8 倍，导致白刺新枝长增长最快。白刺茎粗长度为 1.8 cm，

7 月下旬和 8 月下旬增长较快，其他时间增长较慢。白刺冠幅从最高达 10.7 cm，以 7 月下旬和 8 月上旬

增长幅度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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