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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盆地灾害性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戴湘艳’。吕衡彦 

1．吐鲁番农业气象试验站，新疆吐鲁番 838007 2．哈密红柳河气象站，新疆哈密 839000 

吐鲁番盆地内高山、盆地相间，地形多样。地势北高南低，火焰 

山、盐山呈东西走向横贯中央，分隔成山南、山北两部分，而盆地中 

心的大部分地区海拔低于海平面。位于吐鲁番市东南方向的艾丁 

湖面海拔一155 m，是我国最低的内陆洼地。吐鲁番盆地特殊的地 

形、地势形成了与周边地区迥然相异的气候特征。主要特点是：高 

温、干燥、少雨、多风。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气象灾害有：大风、沙 

尘暴、干旱、持续高温、冬季低温、寡照等。 

1 灾害性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1 风沙 

风沙是吐鲁番盆地农业生产的一大危害，风沙侵袭农田、坎儿 

井、房屋的现象时有发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巨大损失。吐鲁 

番盆地近三十年出现大风日数(≥17 m／s)：山南托克逊最多：共出 

现1945天，年平均64．5天，其中春季大风占全年的41％，所以又 

将春季称为风季，尤以4月份出现天数最多，最多年份15天(出现 

在1981、1984、1986年)。山北鄯善县大风日数共出现93天，年平 

均3．1天。山南山北差别较大。 

近年来，春季的大风天气无论强度、持续时间，还是破坏程度 

都是罕见的。例如：2006年4月9日一10目的大风沙尘暴天气； 

2007年2月27日一28日的大风天气和2010年4月23日-24日 

的大风沙尘暴天气。 

特别是托克逊县2006年4月9日-10日的大风降温天气，能 

见度最差时不足100 m，平均风力9~10级，瞬间最大风速达34．1 

m／s，风口风力达12级以上，瞬间最大风速达4O．74 m／s；持续时间 

32小时，沙尘暴持续2小时17分，强风将棉苗、麦苗、蔬菜、瓜苗 

连地皮刮起，致使农田削地20 cm左右，或被沙埋没、沙埋灌溉渠 

道．狂风刮倒房屋、折断树木、果树、毁坏电力设施，交通运输被迫 

中断。风后平均气温普遍下降8 oC，最低气温下降到0．4 oC，使风 

后余生的葡萄嫩芽冻伤或冻死．造成减产或绝收。这次灾害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近一个亿。 

1．2 干旱 

干旱是吐鲁番盆地典型荒漠气候特征之一。山南托克逊：历年 

平均自然降水量8．1 rain，年蒸发量为2996．8 mm；山北：历年平均 

自然降水量27．6 n1In，年蒸发量为2436．0 n1rn，蒸发量是降水量的 

近370倍。托克逊有气象资料(1953年)以来，年连续无降水日 

数≥150天有35年，连续无降水日数最多年份：1980年(350天)、 

1996年(315天)，干燥程度“属永久性干旱”。 

1．3 持续高温 

高温是吐鲁番盆地“无法拒绝”的一种气象灾害。历年平均酷 

热目数：(日最高气温340．0℃)山南：46．8天，最多64天；山北： 

14．9天，最多31天。历年平均炎热日数：(日最高气温335．0 oC) 

山南：109．6天，最多128天；山北：75．2天，最多92天。持续高温 

时段：出现较多的年份3-4个时段，极端最高气温3_．40 oC持续时 

间，最长11天；极热日数(日最高气温345 oC)，最长持续时间5 

天。2011年7月5日-15日吐鲁番市连续11天出现340℃的高 

温天气．。其中7月12日-15日连续4天出现346 oC的高温．，7月 

14日出现年内最高值。盆地内各站最高气温：吐鲁番市47．8 oC， 

平历年年最高气温极值，破历年7月同期历史极值(47．7℃)；鄯善 

45．1 oC；托克逊47．5 oC；吐鲁番农业气象试验站48．1 oC；吐峪沟 

区域自动站49．4℃；吐鲁番盆地内最低点艾丁湖区域自动站 

50．2 oC。持续高温导致葡萄干尖、干穗，果粒脱落；棉花出现疯长、 

蕾铃脱落、中空现象，导致蔬菜大部分干死或停止生长，出现“旺 

季”断档。 

1．4 低温寡照 

1981--2010年吐鲁番盆地山南山北冬季低温、寡照灾害性天 

气统计显示：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出现较为频繁；90年代基本 

5~6年的周期性变化；2001--2010年中期呈增多的趋势，且强度较 

强。持续时间长。后期呈减少的趋势。 

从发生的等级来看，山南轻度最多，为21次，中度、重度均为 

12次；山北中度最多12次，轻度次之。从发生时间来看，山南12 

月最多，1月次之，11月最少，2月未发生；山北12月最多，1月次 

之，11月最少，2月未出现。山南出现寡照的次数比山北多。 

低温、寡照现象不是单独出现的，首先受较强的天气系统影 

响，其次伴随多种天气现象(大风、连续阴天、降雪等)综合影响的 

结果。 

持续时间最长的低温、寡照现象：2011年 1月3日一23日吐 

鲁番盆地出现持续低温天气，1月上旬、中旬平均气温低于历年同 

期的平均值5．6-7 oC；日最低气温吐鲁番(山南)在一168—21_7℃， 

鄯善(山北)在-19~-24．0 oC，地面最低温度吐鲁番(山南)在一 

20．7—一25．4℃，鄯善(山北)在一20．5--24．4℃。偏低幅度分别位居 

近4O年、3O年同期第二位。 

持续低温天气和连续阴雪天气．造成吐鲁番盆地葡萄、红 

枣、杏等特色林果，温棚瓜果和蔬菜不同程度的冻害，葡萄减 

产27％。 

2 防御措施 

2．1 风沙防御措施 

应在风沙前沿建立封沙育草带，合理规划，大力营造防护林 

网。在农业技术上，充分利用农作物生长特性，选育抗逆性强的作 

物品种。风前适时灌溉增墒；春季镇压土壤；高矮作物套种，横风向 

开耕播种等方法来减轻风沙的危害。 

2．2 干旱防御措施 

首先，搞好渠道防渗，提高水的利用率；平整土地，降低灌溉定 

额，防止大水漫灌和串灌，提倡滴灌和细流沟灌；加强对坎儿井、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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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静县农产品质量宴全存在的问题反对策 
魏新学 。张晓 

1．和静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2．和静县协比乃尔布呼乡农业技术推广站，新疆巴州 841300 

民以食为天，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日 

常生活和身体健康，也关系着农业现代化和标准化的发展。近年 

来。和静县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同时也存在很 

多问题，现就和静县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简介如下。 

1 和静县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和静县农业生产得到迅猛发展，农产品由数量 

型向质量型转换。广大消费者最为关心的是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 

题。通过对蔬菜及其他农产品的检测，发现影响蔬菜生产和农产品 

质量安全的主要问题有： 

(1)农药的不合理使用，尤其是国家禁用的剧毒农药，造成蔬 

菜产品农药残毒超标。 

(2)盲目施用化肥，尤其是过量施用各种肥料，造成土壤中某 

些微量元素超标。 

(3)由于忽视了环境保护，造成农田及水质受到有害金属及非 

金属元素的污染。进而造成农产品中铅、汞、铬等残留物超标。 

2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 

(1)传统农业生产一直以增加产量为第一目标，由此形成的生 

产管理方式，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这种观念指 

导下，农民们更多关心的是成本、产量、价格和管理，而忽视了农产 

品的质量和安全。有时明知剧毒农药有害，但是由于杀虫效果好、 

药效时间长、相对成本低，因此依然在生产中使用，没有把生产安 

全优质农产品摆在首位。 

(2)首先，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总体不高， 

因此对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病虫害的防治不科学，造成错用、乱 

用、滥用农药及其他投入品的情况屡屡发生，导致生产的农产品质 

量安全难以保证。其次，由于农产品市场销售主体的多元化，优质 

农产品不能实现优质优价，从而降低了生产经营者创建优质农产 

品品牌的积极性。再次．由于农产品流通的市场监管难以到位，一 

些达不到安全质量标准的农产品仍有销售渠道，发生问题无法追 

根查源，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 

(3)投入品的使用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农 

资经营市场允许多种主体进行农资的经销、代销、分销，因此。加强 

农资销售市场监管显得非常重要。而农资销售市场监管又涉及到 

农业、工商、质监等部门，存在着执法主体多元、职能重复交叉和相 

互扯皮等现象，给不同的农资经营者提供了“规避”空间，未能形成 

合力和建立严密的农业投入品源头控制网络，使一些剧毒高残留 

农药不适当地使用成为可能。 

3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发展对策 

和静县是农业生产大县，近两年来设施农业发展迅猛。推进农 

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不仅是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的基本要求，也 

是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提高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现实需要。 

因此要把发展安全优质农产品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点，加强 

领导，搞好规划，全面推进。 

(1)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方式进行广泛宣传，引导和组织群众积 

极投入“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活动中，使《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深人民 

心．让农民懂得什么是无公害农产品，为什么要生产无公害农产品，怎 

样生产无公害农产品。同时，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 

各级农技服务站根据不同的生产情况，培育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带头 

人，使他们既成为农业生产的示范户，又成为农情信息发布的宣传员， 

同时也成为农资销售的中介力量。从而较好地解决农情信息难到户、 

农资销售难统一的问题，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2)涉农部门要规划好优势农产品生产布局，在不断扩大无公 

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认定的同时，加强对已认定基地的 

管理，克服“重认证、轻监管”的现象。 

(3)相关执法部门要协同动作，加强农资经营市场的监督管 

理。对不合规范的要限期整顿，达不到要求的按照法律规定予以取 

缔。要建立农药销售登记备案制度。加大对剧毒高残留农药的监 

管，从源头上控制农业投入品的使用。 

眼的维修和捞掏，提高机电井管理、维修、配套水平；其次，营造防 

护林。防风固沙，减弱风速，改善生态环境，使蒸发散失减慢，干旱 

程度得到缓和。 

2．3 设施农业应对阴雷、低温的措施 

(1)增设暖风炉或火道等增温设施，及时补温。 

(2)上午晚揭棉被，下午早盖棉被。 

(3)及时清扫积雪，天晴后及时晾晒棉被，以便增加棉被的保 

暖性。 

(4)有条件的最好在棉被上面加盖一层旧棚膜，保护棉被不被 

淋湿。从而提高温室内的温度。注意检查温室放风口及出人口的密 

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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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适当保持土壤湿度有利于提高地温(控制灌水)。 

(6)有条件的温室可在室内增加10~-20盏日光灯或白炽灯，一 

方面增加光照，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温室内的温度(夜间控制1O小 

时不开灯，主要在早或晚补光增温)。 

(7)燃放烟熏剂，当遇到极端低温时可在室内每隔1~15 m燃 

放一包烟熏剂。防治虫害，防止农作物受冻。 

2．4 设施农业应对寡照的措施 

连续阴天注意掀放棉被，不要因为降温和光照弱而不掀棉被， 

阴天也要让菜苗见弱光，以免久阴乍晴，造成菜苗打蔫影响蔬菜生 

长。加强田间管理，及时防治虫害和病害，科学合理整枝，打掉底部 

老叶，增加地面受光面积，增加地温和地面蓄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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