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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害对农业的影响及防御

一、气象灾害的种类和特点
气象灾害是指因暴雨、暴雪、干旱、

雷电、冰雹、大雾、大风(沙尘暴)、低温、

高温、霜冻、冰冻、寒潮和霾等造成的灾

害。河南境内气候复杂多变，尤其是近

年来因气候变化等原因，各种灾害性天

气频繁出现，具有发生种类多、影响范

围广、危害严重的特点。

二、主要气象灾害对农业生

产的影响及防御措施
在各种气象灾害中对农业影响最

大的是干旱和洪涝，不仅发生频率高，

甚至相伴出现，危害也最重。其次是{氏

温、霜冻、干热风、连阴雨等，对农业生

产也有一定影响，但发生频率较低，危

害相对较轻。

(一)暴雨

暴雨是指24h降水量达50mm或以

上的强I泽J．K。暴雨容易引起河流泛滥，

淹没粮田，诱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

质灾害，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暴雨的主要防御措施：一是及时

收听收看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预

警信息，加固堤防，疏通河道，检查维修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二是及时组织抢收

或排除田间积水，防止内涝淹死作物；

三是维护房屋农舍，防止大雨；中灌致使

房屋或围墙垮塌；四是避开容易发生山

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的危险地段。

(二)冰雹

冰雹是指由积雨云中降落的、一般

呈圆球形透明与半透明冰层相间的固

体降水。冰雹发生时经常伴随着狂风暴

雨和电闪雷鸣。冰雹极易砸伤人畜、毁

坏禾木，造成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冰

雹的主要防御措施：一是对成熟的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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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及时抢收；二是在多雹地带，植树造

林，增加绿化面积，改善地貌环境，破坏

雹云的形成条件；三是多雹灾季节，农

民下地劳作时要随身携带防雹工具，同

时气象部门要适时开展人工消雹作业，

以刚氏灾害损失。
(三)大风

大风不仅能摧毁农房、庄稼、树木

和通信设施，而且能引起飞沙走石，伤

害人畜。大风的主要防御措施：一是及

时加固蔬菜大棚和果树，二是切断户外

危险电源；三是减少户外活动，尽量不

到田间劳作。

(四)连阴雨

发生在播种期的连阴雨致使播种

推迟，导致庄稼欠收减产。连阴雨的主

要防御措施：一是根据气象预报，及时

做好粮食抢收抢晒工作，同时做好隔湿

防潮，以防霉变；二是连阴雨期间做好

清沟排水，防止内涝和渍害；三是为农

作物喷洒农药时在药液中增加粘着剂，

如把适量的植物油、豆粉、淀粉等加到

药液中，以保证施药效果。

(五)寒潮

寒潮是一种严重的灾害性天气过

程。寒潮使沿途气温骤降，容易引发冻

害，对农业、畜牧业造成危害。寒潮的主

要防御措施：一是在寒潮来临前，对于

已浇越冬水的麦田，要划锄、松土、通

气，对于未浇越冬水的麦田，要及时镇

压、保温、保墒；二是寒潮来ll缶B,-_t大棚内

温度下降，造成棚内作物生长放缓，因

此要增大肥水供应；三是对大棚进行加

固，防止大风掀棚。

三、气象灾害的防御对策

(一)气象灾害防御是对气象灾害

监测、预报、预警、调查、评估和防灾、减

灾等活动的概括

气象灾害防御是一项十分复杂的

社会系统工程，既要做好气象灾害可能

对农业、交通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影响

的预防工作，又要做好气象灾害发生后

的应急、救援等工作。气象灾害防御工

作涉及的部门比较多，只有在政府的统

一领导和协调下，明晰相关部门的防御

责任，促进部门间的有机联动，才能真

正实现对气象灾害的整体防御。

(二)加强气象防灾减灾基础设施

建设，增强气象防灾减灾能力

依托现代化数值天气预报系统，初

步建成了短时天气预报警报、中短期预

报、短期气候预测以及农业气象、水文

气象、地质灾害等专业预报系统。短时

临近预报预警水平和短期预报准确率

稳步提高，强对流、暴雨、干旱等预警、

预报水平有了较大的进步。与多部门联

合制作和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等级、病

虫害气象等级、火险气象等级、电力气

象、交通气象等预报，以及气候变化对

农业、水资源的影响评估等，在避免或

者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三)以需求为牵引，积极创新现代

农业气象服务体系

大力实施空中云水开发工程，在全

市兴建标准化防雹增雨基地，为抗旱救

灾、缓解水资源短缺、保护生态环境等

提供保障。加强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

建设，建立乡镇气象信息员队伍，做好

气象服务“三农”工作。

资金，统一规划设计，资金集中捆绑，综 (三)增强科技意识，提高市场竞争 外农业技术专家，常年担任技术顾问；
合配套实施。三是鼓励民间资本以股份 力 另一方面，推行技术承包制，选派农业

制、合作社等形式参与设施农业投资。 一是要加强设施农业新品种的选 技术人员包村包点，把技术送到农户。

四是协调金融、保险部门，加大对设施 育，加大推广新成果、新技术的力度。二 四是加强培训I力度。选派技术人员到高

农、⋯的支持力度。 是制定技术规范，实行标准化生产。三 校进行培训I交流，对农民进行设施农业

是健全技术服务体系。一方面聘请省内 知识大轮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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