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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袁地处东南沿海袁海岸线长
达 2 253.7 km遥 陆域面积 10.18万 km2袁 其中山地和丘陵占
70.4 %袁平原和盆地占 23.2 %袁河流和湖泊占 6.4 %遥 西南部
为平均海拔 800 m的山区袁中部以丘陵为主袁东北部为冲积
平原遥 主要山脉呈西南要东北走向袁自北而南分成 3支遥 北
支自浙赣交界的怀玉山袁向东构成天目山脉尧里岗山脉曰中
支从浙闽交界的仙霞岭袁向东北延展成天台山尧四明山和会
稽山脉袁天台山脉自西往东北没入海中袁构成舟山群岛曰南
支由浙闽交界的洞宫山脉袁向东北伸展为南雁荡山脉袁过瓯
江称北雁荡山脉尧括苍山脉遥 省内有钱塘江尧瓯江尧灵江尧苕
溪尧甬江尧飞云江尧鳌江尧京杭运河渊 浙江段冤等 8条水系遥

2005年先后有海棠尧麦莎尧泰利尧卡努 4个强台风登陆
或严重影响浙江省袁给该省带来了严重的台风灾害袁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 286亿元袁为 2004年全省生产总值的 2.5 %遥
1 2005年影响浙江省的台风概况

2005年严重影响浙江省的 4个台风中袁麦莎和卡努在
浙江省登陆袁海棠和泰利在福建省登陆渊 图 1冤遥

海棠 7月 12日 8院00在关岛东北洋面上生成袁 生成后
向偏西方向移动袁14日 14院00发展成台风袁18 日 14院50在
台湾宜兰东澳登陆袁登陆时中心气压 940 hPa袁近中心最大
风速 45 m/s遥 登陆后穿过台湾袁并于 19日 17院10在福建省
连江县黄歧登陆袁登陆时中心气压 975 hPa袁近中心最大风

速 33 m/s遥 此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袁于 21日下午进入江
西境内遥

麦莎 7月 31日 20院00在关岛附近洋面上生成袁生成后
向西北方向移动袁8月 3 日 2院00 加强为台风袁 并于 6 日
3院40在浙江省玉环县干江镇登陆袁 登陆时中心气压 950
hPa袁近中心最大风速 45 m/s遥 登陆后继续沿西北方向移动袁
在 6日 22院15进入安徽境内袁 离开时中心气压 985 hPa袁最
大风速 28 m/s遥

泰利 8月 27日 8院00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袁 生成
后向西北方向移动袁8月 28日 14院00加强为台风袁9月 1日
6院00在台湾花莲登陆袁登陆时中心气压 950 hPa袁近中心最
大风速 45 m/s袁登陆后穿过台湾岛袁并于 9月 1日 14院30在
福建省莆田市平海镇登陆袁登陆时中心气压 970 hPa袁近中
心最大风速 35 m/s遥 此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袁于 9月 2日
5院00进入江西境内遥

卡努 9月 7日 8院00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袁生成后
向西北方向移动袁9日 2院00加强为台风袁11日 14院50在浙
江省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登陆袁 登陆时中心气压 945 hPa袁
近中心最大风速 50 m/s遥 登陆后继续沿西北偏北方向移动袁
12日 4院15进入江苏境内袁离开时中心气压 985 hPa袁最大风
速 28 m/s遥
2 台风灾情

据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的相关资料袁0505号台风海棠
造成浙江省死亡失踪 11人袁 农作物受灾面积 20.3万 hm2袁
倒塌房屋 0.81万间袁直接经济损失 92.9亿元遥 其中受灾最
严重的温州市死亡失踪 8人袁受伤 335人袁农作物受灾面积
13.4万 hm2袁倒塌房屋 7 008间袁42个乡镇严重受淹袁平阳水
头尧麻步水深达 4 m袁受淹最长时间达 36 h袁5万头牲畜和 27
万 t水产养殖品被洪水冲走袁直接经济损失达 78.1亿元遥

0509号台风麦莎造成浙江省死亡 5人袁农作物受灾面
积 33.8万 hm2袁水产养殖受灾面积 4.8万 hm2袁倒塌房屋 1.3
万间袁毁坏公路路基 266.1 km袁损坏输电线路 558.9 km袁损
坏通讯线路 465.3 km袁直接经济损失 89.1亿元遥受灾最严重
的温州市永嘉县直接经济损失 8.61亿元袁其中农林牧渔业
损失 0.79亿元袁工业尧交通运输业损失 2.97亿元袁水利设施
损失 1.39亿元袁淹没村庄渊 居委会冤68个遥

2005年浙江省台风灾害特征分析

李松平 1袁娄伟平 2 袁吴利红 3
渊 1.浙江省龙泉市气象局袁浙江龙泉 323700曰2.浙江省新昌县气象局袁浙江新昌 312500曰3.浙江省气候中心袁浙江杭州 310000冤

摘要 2005年先后有海棠尧麦莎尧泰利尧卡努 4个强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浙江省遥台风带来的特大暴雨造成的洪涝灾害和诱发的气象
次生灾害袁给该省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袁造成死亡失踪 67人袁直接经济损失 286亿元遥 针对台风灾害的特征袁提出了相应的减灾措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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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Analysis of Typhoon Disasters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2005
LI Song蛳ping et al (Meteorological Bureau of Longquan, Longquan, Zhejiang 323700)
Abstract Four typhoons (Haitang, Matsa, Talim, Khanun) hit Zhejiang successively in the year 2005. Rainstorm brought by these typhoons
caused flooding disasters and induced meteorological secondary disasters, which caused the direct property loss of 28 600 million RMB and 67
peoples' death or disappearance. Correlative mitigation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typhoon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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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5年影响浙江省的台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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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3号台风泰利造成浙江省死亡失踪 28人袁 农作物
受灾面积 8.7万 hm2袁倒塌房屋 1.2万间袁直接经济损失 39.9
亿元遥 受灾最严重的温州市文成县死亡失踪 15人袁9个乡
镇所在地全部被淹袁积水最高在 1 m以上袁全县交通全部中
断袁电力尧通讯设施大部分被毁遥 另外袁所有农田全部被淹袁
大部分农作物被毁袁直接经济损失 8亿元遥 9月 3日夜袁临
安市昌化镇因泥石流冲入村庄袁 造成 12名村民死亡失踪袁
洪水同时毁坏了大量农田尧房屋和道路遥

0515号台风卡努造成浙江省死亡失踪 23人袁 农作物
受灾面积 8.7万 hm2袁倒塌房屋 1.9万间袁5个县城受淹袁151
条公路中断袁损坏输电线路 407.8 km袁损坏通信线路 243.2
km袁冲毁塘坝 213座袁直接经济损失达 79.5亿元遥灾情主要
出现在温州尧台州和宁波袁其中 11日 22院00袁台风卡努在宁
波北仑引起的强降水导致山洪暴发袁洪水瞬间冲塌了 30多
间民房袁造成 13人死亡失踪遥
3 灾害类型及主要成因

3.1 灾害类型及分布 分析表明袁2005年浙江省台风灾害
主要有特大暴雨引发的洪水尧 大风及其诱发的滑坡尧 泥石
流尧房屋倒塌尧电力和电信以及交通中断尧田地和水利设施
被冲毁尧企业生产设施受损等遥洪涝灾害主要分布于暴雨出
现地区和它的下游袁以温州尧台州等沿海地区最为严重遥 大
风灾害分布于浙江南部和东部遥 滑坡泥石流灾害主要分布
于温州尧台州尧丽水尧宁波的山区及临安市昌化镇袁暴雨形成
洪水并引起当地山体滑坡袁 洪水挟带着大量沙石冲进山下
的村庄袁给当地村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遥
3.2 灾害成因 2005年台风灾害以暴雨尧大风引起的灾害
为主袁灾害的分布面广遥
3.2.1 大风遥海棠尧麦莎尧泰利尧卡努登陆时近中心风力都在
12级以上袁登陆后台风强度维持时间长袁强风范围广袁从而
造成大范围输电尧通信线路损坏袁房屋倒塌袁广告牌和树木
被风吹毁等遥如泰利在福建登陆时 7级风圈半径达 450 km袁
10级风圈半径达 180 km曰登陆后 8 h 7级风圈半径 350 km袁
10级风圈半径 50 km曰 台风经过的地区及 7级风圈范围内
出现了 7级以上大风遥卡努登陆后经过的温州尧台州尧舟山尧
宁波尧绍兴尧杭州地区东部尧湖州尧嘉兴地区出现持续 6耀12 h
20 m/s以上的大风袁其中温州的洞头尧台州地区东部尧舟山
地区南部尧宁波地区东南部尧绍兴的诸暨尧嘉兴的海盐出现
持续 1耀3 h 30 m/s以上大风遥

台风麦莎虽给泰顺县带来的过程雨量仅为 35 mm袁但
风力却达 9耀10级遥 受强风影响袁 该县受灾人口达 9.65万
人袁倒塌房屋 13间袁损坏房屋 1 087间袁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1 735 hm2袁绝收 146 hm2袁损坏输电线路 46 km袁37座水电站
生产被迫中断遥 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 010万元袁其中农业
经济损失 1 168万元遥

同时台风影响期间袁 由于强风暴雨而使航空等交通中
断遥 4个台风影响浙江期间袁浙江的航空交通全部中断遥
3.2.2 暴雨遥 7月 17日 8院00耀21日 8院00袁受海棠影响袁全省
面平均降水量 123.0 mm袁 其中温州市最大为 433.9 mm袁其
次为台州市 269.7 mm遥全省 200 mm以上雨量笼罩面积为
20 874 km2袁500 mm以上雨量笼罩面积为 3 444 km2遥单站最
大 3 d降水量较大的有乐清市砩头水文站 793.0 mm尧 钟前
水库 692.0 mm和乐清水文站 615.0 mm遥

8月 4日 8院00耀8日 8院00袁受麦莎影响袁全省面平均降
水量 127.6 mm袁暴雨中心位于温州乐清市尧宁波北仑区和舟
山定海区遥全省 200 mm以上雨量笼罩面积为 15 064 km2袁500
mm以上雨量笼罩面积为 514 km2遥 单站最大 1 d降水量为
北仑区柴桥水文站 589.0 mm袁 最大 3 d降水量较大站有永
嘉县中保水文站 690.8 mm尧北仑区柴桥水文站 653.5 mm尧普
陀区六横水文站 566.7 mm尧定海区金塘水文站 531.0 mm遥

8月 31日 8院00耀9月 3日 8院00袁受泰利影响袁全省面平
均降水量 38.4 mm袁暴雨中心位于温州文成尧泰顺县一带遥全
省 200 mm以上雨量笼罩面积为 5 244 km2袁400 mm以上雨
量笼罩面积为 359 km2遥泰顺县外垟水文站最大 12 h降水量
为 421.0 mm袁最大 24 h降水量为 510.5 mm袁最大 3 d降水量
为 604.8 mm遥 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影响袁9月 3日 13院00耀
4日 4院00袁临安市昌化镇发生短历时特大暴雨袁昌化水文站
实测降水量达 470.4 mm遥

9月 10日 17院00耀12日 5院00袁受卡努影响袁全省面平均
降水量 91.6 mm袁暴雨中心位于台州临海市尧宁波象山县和
舟山定海区遥 全省 200 mm以上雨量笼罩面积为 7 155 km2袁
400 mm以上雨量笼罩面积为 453 km2遥 其中袁临海市小芝岭
脚村 6 h降雨量达 339.0 mm袁宁波北仑区春晓镇 5 h降雨量
达 285.6 mm遥

由于台风降雨强度强袁时间短袁强降雨面积广袁雨水容
易迅速汇聚袁形成洪水遥 浙江地形以山地为主袁山区迅速汇
聚成的洪水常造成山洪暴发遥如 9月 11日深夜宁波北仑区
青林村附近山区 3 h降水量达 420 mm袁 山上洪水把野 一人
粗冶的大树连根拔起冲入山涧袁溪流容量有限袁洪水漫入村
庄袁冲垮房屋袁死亡失踪 9人[1]遥 同时由于温州尧台州等地城
镇多建于地势平坦的河流中下游袁四周多群山环抱袁遇上暴
雨或大暴雨袁 周围洪水和上游下来的洪水容易汇聚形成洪
涝遥 对浙江泥石流发生的气象特征分析研究表明[1]袁出现日
雨量 100 mm以上的大暴雨袁在前期降水较少的情况下也会
诱发泥石流袁尤其是 200 mm以上的特大暴雨或连续数日暴
雨会引发 2处以上的泥石流曰1 h雨量在 30 mm以上的短时
极强降水会触发较严重泥石流遥 2005年台风带来的降雨量
远远大于泥石流发生的气象指标袁 因此诱发了多起严重泥
石流袁所以特大暴雨是 2005年浙江省台风灾害的主要成因遥
3.2.3 风暴潮遥 海棠尧麦莎影响期间袁浙江沿海出现较强的
风暴潮袁沿海的潮位比正常潮位偏高 员.缘耀3.0 m遥 风暴潮不
仅冲毁海塘堤防尧涵闸尧码头尧护岸等设施袁使水产养殖受
灾袁甚至可能直接冲走附近人员袁造成人员伤亡袁还使沿海
河流洪水不能及时排泄到海里袁从而加重沿海地区洪涝灾害遥
3.2.4 地形遥 浙江省地质地貌形态复杂袁有山地尧丘陵尧河
谷尧盆地尧平原等类型遥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呈阶梯状倾斜袁西
南多为海拔 1 000 m以上的山岭袁最高峰为海拔 1 921 m的
黄茅尖曰中部多为 500 m左右的丘陵山区袁河谷盆地相间展
布曰北部和东部沿海为冲积平原尧残丘和岛屿袁平原地区地
势平缓袁河网纵横遥浙西南地区尧浙东南丘陵地区山高坡陡袁
岩石风化强烈袁土层厚度大袁崩塌尧滑坡作用频繁袁因此山沟
河谷中松散物质丰富袁遇水后容易饱和袁频发泥石流灾害遥
据统计袁1970年后浙江有较详细记录的泥石流共发生 77
次袁主要出现在浙西南的丽水尧金华尧衢州以及温州和杭州
的山地尧丘陵地带遥 发生次数最多的为永嘉县袁达 19次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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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为庆元县 12次袁云和县 7次[1-2]遥 2005年台风诱发的泥石
流灾害就发生于浙西南的温州尧丽水和杭州的山地尧丘陵
地带遥
3.2.5 水系遥海棠影响期间袁椒江尧瓯江尧鳌江流域和温黄平
原尧温瑞平原水位猛涨袁台州市和温州市下属水文站水位超
过危急水位遥麦莎影响期间袁瓯江尧椒江尧苕溪流域和杭嘉湖
平原尧温黄平原尧姚江平原尧柳乐平原等江河水位全面超过
警戒水位袁石柱尧乐清尧温岭尧仙居尧余姚尧嘉善尧德清等水文
站水位超过危急水位遥泰利影响期间袁鳌江尧飞云江尧瓯江和
椒江流域等江河部分代表水文站最高水位相继超过警戒水

位或危急水位袁 其中鳌江流域埭头水文站和瓯江流域白岩
水文站洪峰水位均超过该站历史实测最高水位遥 卡努影响
期间袁椒江流域尧曹娥江流域尧温黄平原和杭嘉湖平原等主
要控制站最高水位超过警戒水位袁泽国尧温岭尧下回头尧西江
闸尧路桥尧沙段等水文站最高水位超过危急水位遥

浙江大中城镇往往建于江河边袁 江河发生超警或超保
洪水袁使城镇积水不能及时排泄袁同时洪水进入城镇袁使城
镇形成洪涝遥
4 2005年台风特征分析
4.1 强度强袁风力大 海棠尧麦莎尧泰利尧卡努在大陆登陆
时近中心风力都在 12级以上袁属于强台风遥麦莎尧卡努在登
陆前未经过大的岛屿袁 同时经过的海面温度在有利于台风
发展的 28 益以上袁 使其强度在登陆时保持在最强盛状态遥
如麦莎登陆时袁浙江普陀东亭风速达 45.2 m/s袁与海棠登陆
台湾省宜兰时风速 45 m/s相当曰卡努登陆时袁在台州大陈岛
实测风速达 59.5 m/s袁 超过了 0414号台风云娜登陆时监测
到的最高风速 58.7 m/s袁打破了浙江省 1949年以来的纪录袁
是 2005年登陆我国大陆的最强台风袁也是 1956年 5612号
台风之后登陆浙江强度最强的台风遥 同时麦莎尧 卡努登陆
时袁中心气压分别为 950尧945 hPa袁低压尧大风会引起风暴
潮袁好在它们登陆时未与天文大潮相遇袁没有造成重大风暴
潮灾害遥
4.2 强降雨 4个台风影响期间袁 浙江省不仅强降雨笼罩
面积大袁 而且都出现 3 d降水量为 400耀700 mm的特大暴
雨遥 如泰利影响期间袁 临安市昌化镇出现最大 1 h降水量
172.9 mm尧 最大 3 h 降水量 441.3 mm 和最大 6 h 降水量
462.2 mm的强降雨袁均超过浙江省历史实测最高记录遥局部
短历时强降雨造成洪峰流量大袁有的河流测到 50年 1遇的
洪峰袁同时造成严重的山洪暴发和泥石流灾害遥 0519号台
风龙王虽然在远离浙江省的福建省南部登陆袁 但浙江省除
衢州尧嘉兴尧金华外普降大到暴雨袁温州尧台州等局部地区降
大暴雨遥全省 100 mm以上雨量笼罩面积为 13 130 km2袁200
mm以上雨量笼罩面积为 1 022 km2曰台州金清新闸出现 1 h
降水量为 100 mm的特大暴雨遥
4.3 陆上维持时间长 卡努影响浙江期间袁正是其发展的
强盛期遥 卡努在登陆浙江省后中心气压 945 hPa袁近中心最
大风速 50 m/s的强度维持了 4 h袁近中心最大风速在 33 m/s
以上的强度维持了 10 h袁 浙江东部内陆地区 8级以上大风
持续近 12 h袁 沿海地区 10级以上大风持续时间超过 24 h遥
登陆后强度减弱之慢为历史罕见遥
4.4 影响范围广 海棠尧 泰利虽然在福建省中部登陆袁但
强降水出现在浙江省袁全省 200 mm以上雨量笼罩面积分别

为 20 874尧15 064 km2袁给浙江省造成了严重的灾情遥 麦莎和
卡努登陆后从南到北经过浙江省袁并在浙江境内停留了 13 h袁
给全省造成了严重的灾情遥
4.5 破坏性强 台风风力和降雨强度强袁极具破坏性袁4个
台风都给浙江省造成了严重的灾情遥
4.6 路径变化大 卡努登陆前袁 由于大气环流形势变化
快袁使台风路径变化大袁增加了预报难度遥 9月 8耀9日袁世界
各地气象部门都预报其在福建中南部登陆袁10日才预报其
在浙江省登陆遥
4.7 突发性强 台风影响期间袁在远离台风中心的局部山
区袁台风外围云系在地形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迅速发展袁产
生短历时局地强降水遥如台风泰利在文成县尧泰顺县一带山
区和临安市昌化镇山区袁 卡努在宁波北仑区山区产生的短
历时局地强降水都是突然发生的袁且强度大袁山高坡陡袁成
灾迅速袁难以防范和躲避袁从而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
损失遥
4.8 区域性显著 台风灾害主要影响浙江省东部沿海地

区袁有时会出现局部性特点遥 2005年浙江省台风灾情主要
出现在沿海的温州尧台州尧宁波等地袁而位于浙江西部的衢
州尧金华和浙江北部的杭州尧湖州等地的灾情较轻遥 临安市
昌化镇的台风灾情是在弱冷空气尧台风外围尧地形等有利条
件下出现的局部性重大灾情遥
4.9 影响次数多 统计结果表明袁影响浙江省的台风数常
年平均 2耀3个袁登陆台风数常年平均仅 0.7个遥 2005年影响
浙江的台风数达到了 5个 渊 0519号台风龙王影响期间袁温
州尧台州等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袁但未造成重大灾情冤袁直接
登陆的有 2个遥
5 减灾措施

5.1 以野 避冶为主袁减轻人员伤亡 台风具有突发性强尧破
坏力大的特点袁它的破坏力主要是由强风尧暴雨和风暴潮 3
个因素引起袁人类无法与之直接抗衡遥 在台风来临时袁农作
物会被刮倒袁许多房子会出现崩塌等袁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
事实袁但是人员的安全完全可以保障遥因此袁以野 避冶为主袁可
以减轻人员伤亡遥 2005年浙江省在防台过程中转移人数达
307万人袁回港避风船只达 3.7万艘袁在 4个强台风严重影
响过程中袁没有发生因台风直接致人死亡失踪的情形遥 2005
年浙江省台风影响过程中袁 人员死亡失踪主要是由于狂风
暴雨引发的山洪暴发尧地质灾害造成的遥如宁波北仑区青林
村不是一个地质灾害点袁也没有危险房屋袁加上以前的台风
都没有发生过洪水袁 所以台风卡努来前只是要求村民疏散
到高处袁结果没有村民愿意离开家遥卡努引起的强降水导致
百年不遇的山洪暴发袁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遥 因此袁地质灾
害隐患点和强降雨中心的山区居民应成为台风来袭之前的

重点强制撤离对象遥
5.2 加强台风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和制定减轻台风

灾害的应急预案 [3] 在台风卡努登陆前的 11日 6院00袁浙江
省气象局首次发布了气象灾害 2级预警应急响应命令袁在
国内尚属首次遥 各市尧县气象台的雷达每 6 min上传 1次探
测资料袁自动气象站每 10 min上传 1次探测资料袁及时向
社会发布台风监测尧 预警信息遥 加上逐步建立与健全的预
警尧应急机制袁2005年台风造成的人员伤亡已明显减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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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树立科学发展观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国

经济发达地区袁也是台风灾害重点影响地区袁每年都因台风
导致重大经济损失[4-7]遥因此袁我国沿海产业应强化科学发展
观的导向袁为自然环境留下足够的空间遥除了必须安置在临
海的产业外袁 离海岸线近的地方不宜再设立规模产业和建
造城市集镇尧安置居民区和海景宾馆袁而应建防风林尧湿地
及相关设施遥与此同时袁还应加大力度保护珊瑚礁尧红树林尧
滩涂等自然屏障袁这也是抵御灾害的重要屏障遥
5.4 实施农业保险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袁也是世界上农
业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袁
迫切需要农业保险的支持和保护遥 但要发展农业保险仅靠

保险公司是不够的袁必须要有配套政策予以支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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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袁最佳浓度为 2 500 mg/L遥

2.3 B9对矮牵牛穴盘苗根冠比的影响渊 图 2冤 根冠比对未

来产量也有较强预测性遥 表 1表明袁 500 mg/L B9的根冠比
与对照植株差异不显著袁 其余各处理的根冠比均显著高于
对照遥但 B9浓度超过 2 500 mg/L袁植株的根冠比与低浓度处
理相比袁有减小的趋势袁因此袁B9浓度不宜大于 2 500 mg/L袁其

适宜浓度为 1 000耀2 500 mg/L曰B9的最佳浓度为 2 500 mg/L遥
2.4 B9对矮牵牛穴盘苗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从表 1可以
看出袁 各处理均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矮牵牛穴盘苗的叶绿素
含量袁且均在 0.05水平上有差异曰随着 B9浓度的增加袁其作
用效果逐渐增强遥表明各处理均可增加植株的叶绿素含量袁
有利于光合作用的进行遥 因此袁B9对矮牵牛叶绿素含量作用
的适宜浓度为 500耀7 500 mg/L袁B9的最佳浓度为 7 500 mg/L遥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袁施用 B9能有效抑制矮牵牛穴盘苗的生
长遥 B9处理浓度以 1 000~2 500 mg/L较适合遥

上述结果与施珍珍等以定植后的矮牵牛为试验材料所

得的结果存在差异[7]遥 该试验 B9抑制株高的适宜浓度范围
为 500~7 500 mg/L袁综合适宜浓度为 1 000~2 500 mg/L曰而施
珍珍等的研究表明适宜浓度分别为 1 500耀6 000 mg/L尧
1 500耀3 000 mg/L遥 原因可能是试验中栽培管理条件以及试
验设计不同所致遥
关于 B9处理矮牵牛穴盘苗后袁幼苗在定植以后的生长

发育尧花期尧花的数量等方面是否受到影响袁以及不同浓度
B9的残效期的长短是否有差异袁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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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矮牵牛处理与对照的根系比较

注院表中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5 %水平上有差异遥

表 1 B9对矮牵牛穴盘苗生长的影响

株高椅cm 全株干重椅g 根冠比 叶绿素含量椅滋g/渊 g.FW冤CK 3.449 a 0.067 1 g 0.442 f 25.95 f
1 3.185 b 0.073 1 f 0.448 f 29.11 e
2 2.940 c 0.085 1 c 0.506 e 30.18 d3 2.823 d 0.088 3 b 0.579 b 30.51 c4 2.520 e 0.096 0 a 0.635 a 30.74 bc
5 2.265 f 0.082 6 d 0.528 d 30.98 b
6 2.069 g 0.075 1 e 0.540 c 32.11 a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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