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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25 年 6 月全球重点农产品产量预估及生长状况监测显示，2025 年 6 月全球重点农产

品产量及长势监测显示，多数产区状况稳定，部分区域受天气影响存在风险。美国大

豆、玉米产区整体天气良好，中西部短期偏干后缓解，产量稳定；北达科他因降水不

足长势较差。美国棉花产区水热条件优越，长势多呈上升趋势，但德州 7 月初极端降

水可能带来影响。东南亚棕榈油产区整体生长环境良好，苏门答腊降水骤降需警惕后

续风险。加拿大菜籽产区植被指数略降，曼尼托巴土壤墒情风险较高。澳大利亚菜籽

产区长势较差，南澳和维多利亚州减产风险大。新疆红枣产区温度基本正常，阿克苏

5-6 月温度偏高需关注。欧洲 6 月底至 7 月初热穹顶引发极端高温，导致干旱和野火风

险，7 月热穹顶坍塌后出现强对流天气，后期可能再形成。北美未来一个月天气利于作

物生长，美国中西部降水改善，加拿大菜籽产区降水或缓解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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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重点农产品产量预估 

产量预估品种、时间窗口和方法 

当前正值北半球的作物生长期。因此针对市场交易的重点和热点，本监测周期对美国

大豆、玉米、棉花、加拿大菜籽、澳大利亚菜籽和东南亚棕榈展开监测，监测窗口为 6

月，时间周期覆盖 2005 年-2025 年共 20 年的当期和历史同期数据。 

图 1: 全球重点农作物生长日历 

 

数据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监测主要通过卫星遥感、气象数据和实地观测等数据，实时追踪作物的生长进度、长

势水平、土壤湿度、养分状况以及气候条件等指标。具体包含 24 个关键指标，涵盖了

作物生长的多个维度，包括植被指数（如 NDVI、EVI）、叶面积指数（LAI）、地表温

度、土壤湿度、降水分布、光合有效辐射（PAR）等。 

图 2: 当期监测区域和品种示意图  图 3: 农产品组产量模型预估 

 

 

 

数据来源：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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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构建自有产量模型，模型利用多光谱和高光谱遥感数据，结合气象信息和历史产

量数据，通过构建深度学习模型进行训练和优化。首先通过卫星影像提取作物生长的

空间和时间特征，例如作物长势水平、生长速率和生物量积累。随后，结合气象数据

（如降雨量、温度和日照时长）和土壤条件（如湿度、养分含量），评估作物生长的环

境适宜性。此外，模型还考虑了病虫害风险、极端天气事件（如干旱或洪涝）对产量

的潜在影响产量。  

产量预估结果 

此次预估收获面积基于 USDA 官方数据，各品种产量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整体来

看，美国大豆和玉米产区天气条件良好，在 6 月中旬中西部区域出现短期的偏干，很

快得以缓解，部分区域优良率有所下滑，拖累整体单产略微下滑，但基本可以忽略不

计，产量基本保持稳定，未出现较大波动。加拿大产区东部曼尼托巴区域受干旱影

响，作物长势水平有所下降，对全域单产有所拖累，但幅度不大，需持续关注。澳大

利亚菜籽整体较前一期有所恢复，根据产量预估模型小幅上修单产预估，但依然较历

史同期偏差，单产水平未来依然不容乐观。美国棉花依然保持良好的长势，产量基本

保持稳定，但 6 月全产区过多降水以及 7 月初发生的德州极端降水可能会对作物产生

一定影响，后续会持续评估。 

图 4: 农产品组产量模型预估 

 

数据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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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重点农产品长势监测 

马来和印尼棕榈油产区状况 

根据监测结果总体看，2025 年 6 月，棕榈油各个产区生长环境指标均处于良好状态，

个别区域出现一定问题，如苏门答腊的降水骤降需警惕后续生长风险，而其他产区的

水热条件整体利于棕榈稳定产出。 

图 5: 6月底东南亚棕榈油产区 NDVI 距平图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华泰期货研究院 

具体来看，植被指数方面，6 月印尼及马来产区整体保持稳定，局部因水热条件差异出

现小幅波动。加里曼丹岛 6 月 EVI（0.49）较前 20 年平均（0.48）上升 2.1%，NDVI

（0.78）上升 5.4%，但 LAI（4.00）下降 3.8%，整体生长状况与 2016 年（EVI0.49、

LAI4.15、NDVI0.77）相似。苏门答腊岛 6 月 EVI（0.50）上升 4.2%，NDVI（0.78）

上升 4.0%，LAI（3.98）基本持平（+1.0%），植被长势略优于平均，与 2021 年

（EVI0.50、LAI4.26、NDVI0.77）特征接近，但 2025 年降水骤降可能对后续生长产生

滞后影响。马来半岛 6 月 EVI（0.46）下降 8.0%，LAI（3.89）下降 5.3%，仅 NDVI

（0.78）微升 2.6%，生长活力减弱，与 2006 年（EVI0.47、LAI3.93、NDVI0.72）相

似。沙捞越和沙巴 6 月 EVI（0.52）与平均持平，NDVI（0.82）上升 3.8%，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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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微降 0.9%，生长状况最优且稳定，与 2014 年（EVI0.53、LAI4.64、

NDVI0.79）相似。 

降水与土壤湿度方面，6 月土壤湿度（25cm 和 5cm 体积含水）呈现“印尼西部降、东

部稳，马来持平”的区域特征。加里曼丹岛 25cm 体积含水（0.3397）较平均（0.3353）

上升 1.3%，5cm（0.3374）上升 1.3%，湿度稳定。苏门答腊岛 25cm 含水（0.3267）下

降 3.3%，5cm（0.3209）下降 4.4%，为全区域降幅最大，与 2008 年（25cm0.3119、

5cm0.3144）相似，且表层降幅大于深层。马来半岛 6 月 25cm 含水（0.3151）与平均

（0.3144）基本持平，5cm（0.3074）下降 0.9%，湿度稳定。沙捞越和沙巴 25cm 含水

（0.3570）下降 0.7%，5cm（0.3538）下降 1.5%，湿度微降，与 2013 年

（25cm0.3557、5cm0.3523）相似。 

图 6: 马来半岛棕榈 6月长势和环境指标对比  图 7: 沙捞越和沙巴棕榈 6 月长势和环境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8: 加里曼丹棕榈 6月长势和环境指标对比  图 9: 苏门答腊棕榈 6月长势和环境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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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方面，温度整体微升（升幅 1%-3%），未达极端水平。各产区最高气温均小幅上

升，苏门答腊升幅最大（27.95℃较平均 27.10℃升 3.1%），马来半岛次之（28.17℃较

27.71℃升 1.7%），最低气温波动较小（±1%），整体处于棕榈适宜生长范围（25-

30℃），未对生长造成胁迫。 

美国大豆、玉米产区状况 

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主产区往年种植大豆玉米的长势和环境信息进行了监测，相较历

史年份，2025 年 6 月全域天气状况良好，但降水呈现一定的区域差异，北达科他和内

布拉斯加受降水偏少影响土壤墒情较差，其中北达科他作物长势已经存在一定负反

馈，需要重点关注后期发展。 

图 10: 北达科他大豆玉米带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图 11: 南达科他大豆玉米带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12: 内布拉斯加大豆玉米带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图 13: 堪萨斯大豆玉米带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具体来看，美国大豆玉米产区植被指数（EVI、LAI、NDVI）较前 20 年平均呈现明显

名称 年份 EVI LAI NDVI 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
土壤25cm体

积含水

土壤5cm体积

含水
累积降水

(mm)

2005 0.45 10.99 0.63 26.32 20.73 0.2323 0.2317 93.81

2006 0.44 10.30 0.62 28.48 21.34 0.1498 0.1702 44.35

2007 0.46 11.27 0.63 24.64 19.46 0.2459 0.2368 71.35

2008 0.40 10.02 0.57 24.66 18.87 0.2446 0.2404 55.85

2009 0.48 11.12 0.66 23.80 18.49 0.2374 0.2523 148.04

2010 0.47 11.16 0.66 25.68 20.25 0.2553 0.2540 101.61

2011 0.42 9.76 0.60 24.81 19.07 0.2375 0.2225 39.71

2012 0.48 12.27 0.64 28.94 22.13 0.1775 0.1846 54.53

2013 0.42 9.43 0.57 25.69 19.65 0.2213 0.2157 47.72

2014 0.45 10.52 0.63 24.62 18.79 0.2402 0.2472 135.46

2015 0.47 10.89 0.63 24.41 19.56 0.2806 0.2783 121.75

2016 0.46 11.72 0.63 27.82 21.88 0.2481 0.2320 47.60

2017 0.42 9.93 0.58 26.36 20.27 0.2309 0.2208 46.79

2018 0.51 12.85 0.68 28.07 22.01 0.2182 0.2181 102.16

2019 0.44 9.63 0.63 23.18 18.32 0.3217 0.3182 163.65

2020 0.45 10.77 0.61 27.26 21.57 0.2437 0.2400 90.23

2021 0.48 10.92 0.64 27.08 21.23 0.2414 0.2324 57.78

2022 0.41 8.95 0.57 27.82 21.31 0.1863 0.1880 39.31

2023 0.51 12.14 0.67 26.44 20.17 0.1985 0.2112 72.62

2024 0.49 10.98 0.65 27.34 21.45 0.2248 0.2275 79.29

前20年平均 0.45 10.78 0.63 26.17 20.33 0.2318 0.2311 80.68

2025 0.42 9.99 0.57 27.04 20.96 0.2192 0.2182 75.32

N
eb

rask
a

名称 年份 EVI LAI NDVI 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
土壤25cm体

积含水

土壤5cm体积

含水
累积降水

(mm)

2005 0.32 9.94 0.48 28.85 22.63 0.2116 0.2146 58.23

2006 0.30 8.59 0.45 30.65 23.54 0.1491 0.1771 41.76

2007 0.34 9.48 0.49 25.80 20.63 0.2419 0.2427 138.54

2008 0.32 10.40 0.47 29.03 22.43 0.1891 0.1947 51.41

2009 0.34 10.32 0.51 28.04 22.13 0.2207 0.2268 68.06

2010 0.34 10.93 0.50 30.46 24.48 0.2150 0.2089 67.01

2011 0.30 8.97 0.44 30.79 23.54 0.1776 0.1765 39.89

2012 0.30 8.08 0.42 31.22 24.11 0.1558 0.1743 34.23

2013 0.30 8.96 0.43 29.51 22.95 0.1912 0.2002 50.06

2014 0.35 9.01 0.49 27.76 21.76 0.2110 0.2229 137.65

2015 0.33 10.04 0.47 28.02 22.47 0.2661 0.2529 87.74

2016 0.34 10.08 0.49 30.12 23.83 0.2168 0.2064 40.79

2017 0.33 9.49 0.46 28.18 22.13 0.2343 0.2201 59.26

2018 0.36 10.40 0.51 31.93 25.05 0.1655 0.1774 40.06

2019 0.35 10.84 0.52 25.81 20.36 0.2918 0.2828 102.46

2020 0.33 9.21 0.46 30.05 23.78 0.2023 0.2067 60.52

2021 0.33 9.79 0.49 28.61 22.75 0.2428 0.2314 69.09

2022 0.31 8.87 0.45 29.01 22.86 0.2108 0.2073 64.02

2023 0.38 11.38 0.54 27.56 21.17 0.2128 0.2157 67.59

2024 0.37 9.79 0.52 30.55 24.23 0.1816 0.1999 42.17

前20年平均 0.33 9.73 0.48 29.10 22.84 0.2094 0.2120 66.03

2025 0.32 9.29 0.48 28.58 22.63 0.2271 0.2193 86.35

K
an

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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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差异，与水热条件密切相关。Illinois 的 EVI（0.49）下降 2.0%、NDVI（0.68）下

降 1.4%，LAI（12.48）上升 2.9%，整体长势中等，与 2016 年（EVI0.54、LAI14.81、

NDVI0.70）相似，叶面积和植被活力维持稳定；NorthDakota 长势最差，EVI（0.35）

下降 16.7%、LAI（11.97）下降 12.4%、NDVI（0.53）下降 14.5%，与 2011 年

（EVI0.36、LAI10.81、NDVI0.58）特征一致，两年均因降水显著不足（2025 年

48.75mm 降 57.7%）导致干旱，作物叶面积缩减、活力下降，且 2025 年略升的温度

（21.00℃）进一步加剧长势衰退；Iowa 长势略优，EVI（0.51）上升 2.0%，与 2020 年

（EVI0.50、LAI12.05）相似，长势优于平均。其余区域基本保持稳定。 

图 14: 爱荷华大豆玉米带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图 15: 密苏里大豆玉米带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16: 伊利诺伊大豆玉米带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图 17: 印第安纳大豆玉米带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降水与土壤湿度方面，土壤湿度（25cm 和 5cm 体积含水）较前 20 年平均普遍上升，

且表层（5cm）对降水的响应比深层（25cm）更即时，为作物长势提供了水分基础。

Indiana 的 25cm 含水（0.3344）上升 13.8%、5cm 含水（0.3340）上升 14.7%，湿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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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 2014 年（25cm0.3376、5cm0.3380）接近，两年降水均显著偏多（2025 年

184.32mm 升 61.0%，2014 年 168.18mm），充足的水分通过根系吸收直接支撑作物长

势；Ohio 的 25cm 含水（0.3351）上升 13.6%、5cm 含水（0.3354）上升 14.2%，与

2019 年（25cm0.3477、5cm0.3480）相似，两年降水偏多（2025 年 168.77mm 升

56.8%）且温度未达极端，减少了干旱胁迫，土壤保水能力增强利于作物持续吸水；但

Nebraska 土壤湿度下降（25cm 降 5.4%、5cm 降 5.6%），与 2006 年（25cm0.1498、

5cm0.1702）相似，降水不足（2025 年 75.32mm 降 6.6%）导致土壤干燥，可能抑制作

物根系吸水，间接影响长势，需要重点关注。 

图 18: 俄亥俄大豆玉米带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图 19: 密歇根大豆玉米带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温度方面，2025 年 6 月温度整体微升（多数产区升幅<1.5%）。NorthDakota 最高气温

（21.00℃）较平均（20.78℃）微升 1.1%，最低气温（15.54℃）略降 1.6%；Iowa 最高

气温（25.17℃）升 3.1%，最低气温（20.35℃）升 4.7%，整体未达极端水平，对作物

影响有限。 

美国棉花产区状况 

2025 年 6 月美国棉花产区得益于良好的水热条件，作物长势水平较前 20 年平均多呈上

升趋势，只有个别区域受降水过量影响，形成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指数方面，Mississippi 的 EVI（0.54）上升 3.8%、NDVI（0.77）上升 5.5%，LAI

（2.20）下降 5.2%，三项指标与 2017 年（EVI0.55、LAI2.15、NDVI0.76）高度接近，

植被生长活力较强；Texas 的 EVI（0.31）上升 10.7%、NDVI（0.46）上升 9.5%，LAI

（0.88）上升 3.5%，与 2019 年（EVI0.31、LAI1.01、NDVI0.46）特征相似，棉花长势

提升明显；Oklahoma 的 EVI（0.33）上升 17.9%、NDVI（0.48）上升 11.6%，LAI

（0.92）上升 7.0%，与 2015 年（EVI0.32、LAI0.96、NDVI0.47）接近，干旱区植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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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显著。反之，Alabama 的 LAI（2.17）下降 10.0%，与 2017 年（LAI2.13）过量降水

已经对作物生长产生一定影响。 

图 20: 俄克拉荷马棉花区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图 21: 德克萨斯棉花区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22: 阿肯色棉花区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图 23: 密西西比棉花区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土壤湿度（25cm 和 5cm 体积含水）整体高于常年，深层（25cm）升幅更明显。

Arkansas 的 25cm 含水（0.3436）上升 28.5%、5cm 含水（0.3390）上升 32.0%，与

2014 年（25cm0.3479、5cm0.3436）高湿度特征几乎一致；Tennessee 的 25cm 含水

（0.3428）上升 23.6%、5cm 含水（0.3433）上升 24.9%，与 2014 年（25cm0.3422、

5cm0.3425）土壤湿润状况相似；Mississippi 的 25cm 含水（0.3594）与 2021 年持平

（0.3594），5cm 含水（0.3572）略低于 2021 年（0.3577），土壤湿度维持在高位。仅

Oklahoma 的 5cm 含水（0.1919）下降 2.6%，与 2018 年（0.1512）表层偏干特征有一

定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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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田纳西棉花区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图 25: 阿拉巴马棉花区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2025 年 6 月多数产区温度略升，降水显著增加。Tennessee 的降水（184.71mm）上升

136.2%，最高温（27.70℃）下降 1.4%，与 2014 年（降水 216.27mm、最高温

26.29℃）多雨凉爽特征相似；Georgia 的降水（189.41mm）上升 40.2%，温度

（29.20℃）与均值持平，与 2019 年（降水 281.48mm、最高温 28.46℃）多雨模式一

致；Texas 的降水（78.68mm）上升 39.4%，温度（31.34℃）微降 0.7%，与 2021 年

（降水 88.25mm、最高温 30.68℃）温雨匹配度接近。仅 Oklahoma 的降水

（61.31mm）下降 11.8%，与 2013 年（45.91mm）降水偏少特征相似，但温度

（32.17℃）略高。 

图 26: 北卡罗来纳棉花区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图 27: 佐治亚棉花区 6 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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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菜籽产区状况 

加拿大菜籽方面，总体上，2025 年 6 月加拿大油菜籽产区植被指数整体略差，虽然还

在合理波动范围内，但需关注，尤其曼尼托巴区域土壤墒情存在较大风险。 

指标角度，加拿大三产区植被指数较前 20 年平均均呈下降趋势。Alberta 的 EVI

（0.44）下降 6.4%、LAI（17.98）下降 5.5%、NDVI（0.66）下降 4.3%，三项指标与

2019 年（EVI0.45、LAI16.96、NDVI0.65）最为接近，菜籽长势略差；Manitoba 的 EVI

（0.46）与均值持平，LAI（18.60）微升 0.4%，NDVI（0.66）下降 4.3%，与 2017 年

（EVI0.47、LAI18.33、NDVI0.70）特征相似，菜籽长势良好；Saskatchewan 的 EVI

（0.37）下降 9.8%、LAI（12.53）下降 4.3%、NDVI（0.56）下降 9.7%。 

图 28: 阿尔伯特菜籽区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图 29: 曼尼托巴菜籽区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30: 萨斯喀彻温菜籽区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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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湿度普遍低于常年，表层（5cm）降幅大于深层（25cm）。Alberta 的 25cm 体积含

水（0.2942）下降 5.4%、5cm 含水（0.2840）下降 5.3%，与 2018 年（25cm0.2888、

5cm0.2863）湿度水平接近，土壤储水能力略减；Manitoba 的 25cm 含水（0.2769）下

降 9.6%、5cm 含水（0.2630）下降 13.1%，与 2006 年（25cm0.2653、5cm0.2600）干燥

特征相似，表层土壤偏干明显；Saskatchewan 的 25cm 含水（0.2822）下降 7.5%、5cm

含水（0.2511）下降 14.3%，与 2008 年（25cm0.2548、5cm0.2481）湿度状况接近，土

壤整体偏干。 

温度方面，6 月温度略高于常年，降水普遍大幅减少。Alberta 的最高温（17.23℃）微

升 0.7%、最低温（11.55℃）微降 1.0%，降水（102.74mm）下降 13.7%，与 2018 年

（最高温 18.03℃、降水 101.59mm）温高雨少特征相似；Manitoba 的最高温

（19.36℃）上升 2.6%、最低温（14.32℃）微升 0.5%，降水（54.20mm）骤降

60.2%，与 2006 年（最高温 20.19℃、降水 71.24mm）高温少雨模式一致，干旱风险极

高；Saskatchewan 的最高温（18.50℃）上升 2.7%、最低温（13.47℃）微升 1.0%，降

水（80.01mm）下降 34.6%，与 2017 年（最高温 18.14℃、降水 78.11mm）温略高、雨

偏少特征吻合，水分供给不足。 

澳大利亚菜籽产区状况 

澳大利亚菜籽方面，总体上产区长势水平交差，尤其是南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州。具

体来看，从植被指数看，各产区植被指数与前 20 年平均相比差异明显。西澳大利亚州

EVI（0.27）较均值（0.26）上升 3.8%，NDVI（0.48）上升 4.3%，LAI（5.93）略降

0.8%，三项指标均为四产区最佳；新南威尔士州 EVI（0.25）下降 3.8%，NDVI

（0.49）上升 4.3%，LAI（5.18）下降 12.4%，整体呈小幅波动；维多利亚州 EVI

（0.20）下降 28.6%，NDVI（0.39）下降 22.0%，LAI（5.94）下降 8.0%，菜籽长势显

著偏弱；南澳大利亚州表现最差，EVI（0.17）下降 39.3%，NDVI（0.32）下降

33.3%，LAI（3.71）下降 38.8%，存在较大的减产风险。 

土壤湿度方面，6 月土壤湿度变化呈现区域分化。南澳大利亚州 25cm 体积含水

（0.1061）较均值（0.1684）下降 36.9%，5cm 含水（0.1618）下降 12.3%，深层土壤

缺水最严重；新南威尔士州 25cm 含水（0.1704）下降 6.4%，5cm 含水（0.1909）下降

5.7%，水分条件小幅恶化；维多利亚州 25cm 含水（0.1559）下降 21.5%，5cm 含水

（0.1914）下降 9.6%，土壤储水能力减弱；西澳大利亚州 25cm 含水（0.1522）下降

4.3%，5cm 含水（0.1776）上升 0.9%，是唯一表层土壤湿度略升的产区，水分稳定性

较强。 

 



卫星农业专题丨 2025/07/11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声明   16 / 25 

图 31: 新南威尔士菜籽区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图 32: 南澳大利亚菜籽区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33: 维多利亚菜籽区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图 34: 西澳大利亚菜籽区 6月长势和环境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温度方面，与降水组合影响显著。西澳大利亚州最高气温（14.67℃）较均值

（13.89℃）上升 5.6%，最低气温（10.92℃）上升 7.9%，高温特征突出，累积降水

（49.28mm）下降 2.0%，温高雨稳；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气温（11.42℃）下降 3.8%，最

低气温（6.80℃）下降 13.9%，气温偏低，降水（34.59mm）下降 33.8%，干旱风险升

高；维多利亚州最高气温（10.80℃）下降 3.5%，最低气温（7.17℃）下降 11.2%，气

温凉爽，降水（47.85mm）上升 0.3%，水热条件较稳定；南澳大利亚州最高气温

（13.18℃）上升 0.8%，最低气温（9.96℃）下降 0.1%，气温基本持平，降水

（46.05mm）下降 3.3%，水分供给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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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红枣产区温度评估 

近期新疆红枣产区温度市场关注较高，因此使用卫星遥感数据，对过去 5 年新疆喀

什、阿克苏和和田红枣种植区域的平均温度进行了监测对比。截止 6 月底，整体来

看，新疆红枣产区均值温度基本保持正常，个别区域极高气温略高于历史均值，但持

续时间较短，全区域受高温胁迫有限，产量受高温影响有限。 

图 35: 喀什地区近 5 年均温  图 36: 阿克苏地区近 5 年均温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37: 和田地区近 5 年均温  图 38: 三大区域近 5年均温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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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域来看，喀什地区和和田地区的均值温度基本和历史同期持平，喀什地区 5 月温

度整体偏高，但 6 月之后温度增幅有所回落，维持在正常范围。和田地区 3 月之前整

体温度低于历史同期，但是 4-5 月温度快速上升，一度成为近 5 年最高年份，但偏高幅

度有限，6 月以后温度也回落到正常区间。 

值得注意的是阿克苏地区，整体温度 5-6 月上升较高，均突破近 5 年同期最高水平，温

度偏高，6 月均值温度较近 5 年均值偏高 5.22%，该区域需重点关注。 

欧洲近期热穹顶形成与崩塌 

欧洲 6月底到 7月初热穹顶形成原因及影响 

近年来，欧洲、北美和中国多次出现重大且破纪录的热浪，很多都是由热穹顶驱动形

成，热穹顶是一种常见的天气模式，通常持续时间较短，极端情况下会持续数天或数

周。主要原理是高空脊状结构，或高海拔地区的极暖气团，也称为高空高压（或阻塞

高压），形成热穹顶，热穹顶的作用就像锅盖一样，将暖空气困在下方的各个层面，并

层层下沉至地面，这种天气模式会给下方地区带来高温。 

图 39: 热穹顶形成机理  图 40: 6 月底欧洲热穹顶引发高温影响区域 

 

 

 

数据来源：CMORPH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CMORPH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自 6 月中旬到 7 月初，欧洲大部分地区形成的主要热穹顶依然强劲。稳定的炎热天气

导致法国和巴尔干半岛中部首次出现 40°C 的高温，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经历了长时间

的异常高温，数百个气象站打破了 6 月份的最高气温纪录，有些甚至打破了 7 月份的

最高气温纪录。这波热浪堪称史无前例。持续不断、强度极高的热穹顶和持续不断的

热浪正在迅速使欧洲大陆变干，加之湿度较低，许多地区持续的干旱状况也在迅速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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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增加了野火的威胁。尽管最近几周出现了一些锋面系统，并伴有风暴和降雨，但

远不足以阻止旱情的蔓延。 

图 41: 6 月 23日欧洲土壤墒情  图 42: 7 月 7日欧洲土壤墒情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热穹顶后期坍塌影响和再度形成 

7 月以来，欧洲大部分地区长期存在的热穹顶和热浪正在暂时消散，并将被更冷的气团

取代。中欧地区可能出现严重天气，并伴有强雷暴、冰雹、洪水和破坏性强风。 

由于北大西洋上空强脊的增强，一股来自北方的深层寒潮在周日之后向南深入中欧，

并向地中海推进。欧洲大陆上空强阻塞高压崩溃并被扰动，被高空低压槽或低压取

代。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方面会使得区域温度下降，将比正常值低 5 至 8 摄氏度，

另一方面预计会出现极端对流天气。 

地中海持续不断、破纪录的海洋热浪为雷暴提供了巨大的能量源。将对流有效位能

（CAPE）推高至 2000-3000 焦耳/千克的极端的不稳定范围，叠加强高空风的结合，将

为强雷暴的形成提供条件。这些雷暴可能引发各种天气灾害，包括大型至超大型（巨

型）冰雹、破坏性强风、暴雨和龙卷风，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北部地区将

会成为重点影响区域。瑞士和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脉周边、意大利北部、斯洛文尼亚

和克罗地亚北部也会出现强降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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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热穹顶崩塌及降温区域  图 44: 强对流天气分布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短期对流天气之后，新的热穹顶和阻塞高压将在 7 月 10 日之后形成，由于强烈的热浪

会在中欧地区出现大量降雨之后到来，蒸散量将会非常剧烈。因此，在气团干燥几天

后之前，湿度和温度露点将会更高。 

 



卫星农业专题丨 2025/07/11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声明   21 / 25 

北美产区历史和未来天气分析 

北美过去一个月天气状况分析 

5-6 月美国产区降水良好，依然维持南多北少和东多西少的空间格局。分作物区域来

看，棉花产区整体降水偏多，尤其德州降水量大幅高于历史同期水平，偏多 20%-

50%，德州棉花产区面临过涝问题。玉米大豆产区，整体降水良好，土壤含水量维持在

正常水平，原本略微偏干的中西部产区，也出现持续性的降水改善，南北达科塔区域

土壤墒情恢复明显，爱荷华降水也得以恢复，目前来看，近 2 个月仅伊利诺伊区域偏

少，需要重点关注。加拿大整体菜籽产区降水量偏少，但全区域土壤墒情良好，值得

关注的是西部的曼尼托巴菜籽产区偏干，结合菜籽长势数据，曼尼托巴区域的菜籽短

期存在一定的风险。 

图 45: 北美 6月降水量距平分布  图 46: 北美截止 7 月 7日土壤墒情 

 

 

 

数据来源：NOAA USDA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NASA NOAA USDA 华泰期货研究院 

 

美国南部极端降水评估 

7 月初美国南部区域遭受极端降水袭击，此次极端降水主要是由于热带风暴登录墨西哥

后残留水汽和湍流在德州形成强降水过程，7 月 1-9 日累计降水已经超过历史同期均值

600%以上，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称，克尔县中南部地区在短短三到六个小时内就出现

了约 125-250 毫米的降雨。周四至周一，部分地区降雨量接近 21 英寸，而过去 25 年，

克尔维尔地区 7 月份的平均降雨量仅为 2 英寸多一点，短期的强降水在瓜达卢佩河区

域造成洪涝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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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美国德州 7月 1-10日累计降水距平  图 48: 截止 7月 10日美国德州中部洪灾区域 

 

 

 

数据来源：NOAA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NOAA GFS 华泰期货研究院 

根据最新监测，德州中部区域整体土壤含水大幅飙升，部分区域形成内涝，虽然近期

内涝已经逐步消退，但对中部的作物还是有一定影响，尤其是棉花，需要重点关注后

期的产量变化。 

北美未来一个月天气趋势分析 

未来来看，加拿大北部和极地地区出现异常强的低压区。美国东部地区也出现了低压

区的延伸，西部出现了一道脊线，一直延伸到加拿大南部，在北风气流的影响下，美

国东部地区的气温低于正常水平，西部强劲的脊线将给美国西部和加拿大西部带来远

高于正常水平的气温。加拿大北部的北气流上空还将持续出现气温低于正常水平的强

区。 

图 49: 美国未来 7 月气压模式预测  图 50: NOAA对 7月中旬温度距平预测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NOAA GFS 华泰期货研究院 

对应到作物产区，美国大豆玉米带和加拿大菜籽产区都将在 7 月中经历一次大范围的

降温，这对于缓解美国当前略偏高的温度有着极大的帮助，换而言之，北美产区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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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会维持不错的天气条件。 

具体来看，从降水角度，美国东部区域依然是降水的主力区域，东部降水偏多的格局

预计会持续，未来四周东南部区域会持续降水。南部区域在冷空气南下过程中会形成

对流天气带来一定程度的降水，整体降水量维持历史同期水平。玉米大豆产区降水量

依然充足，各个区域会阶段性的出现降水过程，没有持续干旱区域，前期提到偏干的

印第安纳区域也会迎来不错的降水。加拿大菜籽产区也会在冷空气的南下过程中迎来

一定的降水，对于土壤墒情的改善会起到很大作用，尤其是在曼尼托巴区域，效果会

很明显。 

 

图 51: 美国未来第一周降水距平预测  图 52: 美国未来第二周降水距平预测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GFS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GFS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53: 美国未来第三周降水距平预测  图 54: 美国未来第四周降水距平预测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GFS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GFS 华泰期货研究院 

温度角度，如前面分析夏季急流的出现，将在 7 月中旬给美国加拿大带来较强的冷空



卫星农业专题丨 2025/07/11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声明   24 / 25 

气，引发大范围的降温过程，可以极大的缓解前期的高温天气，减少作物的蒸发强

度，由于发生在夏季，虽然降温幅度较大，但依然会在作物生长发育的正常温度区

间，因此不仅不会对作物的生长发育产生影响，反而良好的水热条件会使得作物进入

更加适宜的生长状态。 

图 55: 美国未来第一周温度距平预测  图 56: 美国未来第二周温度距平预测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GFS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GFS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57: 美国未来第三周温度距平预测  图 58: 美国未来第四周温度距平预测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GFS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GFS 华泰期货研究院 

 



卫星农业专题丨 2025/07/11 

 

 

免责声明 

本报告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的信息编制，但本公司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

告所载的意见、结论及预测仅反映报告发布当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能会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

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

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 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本公司力求报告内容客观、公正，但本报告所载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投资者并不能依靠本报告以取代

行使独立判断。对投资者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作者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翻版、复制、发表、引用或再次分发

他人等任何形式侵犯本公司版权。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

“华泰期货研究院”，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本公司保留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所

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版权所有并保留一切权利。 

公司总部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1 号之一 2101-2106 单元丨邮编：510000 

电话：400-6280-888 

网址：www.htf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