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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业气象灾害造成的威胁往往是较

大的，直接影响到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严重时出现绝收。也正是

因为如此，一直以来预防农业气象灾害都是重中之重，也在长时

间的农业气象灾害预防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不过农业气象灾害

具有种类多、频率高、强度大的显著特点，对作物产量的影响有

时是隐性的，需要一定时间才可以观察到，导致农业气象灾害的

防范有较大的难度，如何有效降低农业气象灾害的危害性和保

障粮食安全非常值得探究。针对于此，本文更进一步探究农业气

象灾害对于作物产量的影响，现作如下的总结和综述。

1 影响作物产量的常见农业气象灾害

目前来看，农业生产时主要面临四种常见农业气象灾害，即

洪涝、干旱、风雹、冻害，均对作物产量有很大的影响。

洪涝灾害的发生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多发于我国的东部

地区和南部地区，两广地区和两湖地区出现洪涝灾害的风险较

大，显著特点是范围广、季节性长、强度大，可直接威胁到作物的

产量。如果是出现持续性的大暴雨天气，农作物很可能因此而绝

收。干旱灾害会影响到作物的种植与生长，当土壤中的水分过少

且有流失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干裂，引发干旱灾害，作物产量

因此而减少[1]。干旱灾害按照危害程度可以分为 4 个等级，即轻

旱、中旱、重旱和特旱。轻旱灾害时，地表空气干燥，土壤中的水

分会有不足；以北方地区为例，尤其是对于西北地区而言，中旱

灾害时，当年的降水相比于往年显得较少，地表土壤中的水分不

足，作物的叶片可以出现萎蔫，产量因此受到影响；重旱灾害时，

土壤中的水分会明显不足，且出现厚度较大的干土层，作物出现

叶片干枯和果实脱离的情况，作物产量受到明显的影响[2]；特旱

灾害时，土壤中的水分含量长期不足，作物因为缺水而枯死，作

物产量所受到的影响很大。风雹灾害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危害

往往较为深远，原因之一是雷暴大风、冰雹往往可以同时发生，

作物的生长和产量会遭受双重打击。通常情况下，在发生风雹灾

害后，作物可以出现倒伏、叶片受损、花果脱落的情况，作物品质

也因此降低。冻害灾害的显著特点是长时间处于气温较低的情

况，低温可以抑制作物正常的生长发育，由此引发作物减产和绝

收[3]。通常情况下，冻害这一种灾害是发生在每年的深秋至初春

这一阶段，当温度在 0℃以下时，作物的细胞、根部均可以受到较

大的影响，严重时出现死亡的问题。目前来看，油菜、冬小麦、茶

树、果树这些作物极易受到冻害灾害的危害，降低作物的产量。

2 常见农业气象灾害的特点及危害

毋庸置疑，四种常见农业气象灾害均对作物的产量可以造

成影响，出现作物产量减少和品质降低的问题，严重时出现绝收

问题，所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目前来看，虽然应对常见农业气

象灾害的能力有了不断的提升，但因为农业气象灾害的特殊性，

预防时不易达成最佳的成效，如何有效保护作物产量和品质依

然是值得深究的问题。总的来说，常见农业气象灾害有四点显著

的特点，即季节性特点、局部性特点、地域性特点、并发性特点。

在季节性特点中，干旱这一灾害主要是春旱和秋旱，风雹多

发生在夏秋季和春夏之交。对于北方地区而言，四季特点较为明

显，夏季时的降雨量可以直接影响到作物的生长质量，尤其是夏

季所出现的旱涝灾害、冰雹强风灾害可以直接影响到作物的生

长状态，导致作物产量减少。在地域性和局部性的特点中，不同

地区所出现的农业气象灾害有一定的特点和差异，且有一定的

规律。通常情况下，一个地区所出现的农业气象灾害是相对固定

的，有局部性的特点，比如东北地区最易出现的农业气象灾害是

干旱、冻害，再比如南方地区最易出现的农业气象灾害是洪涝与

风雹[4]。在并发性这一特点中，农业气象灾害可以出现局部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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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这一特征，但不是指某一个区域只出现一种气象灾害，往往不

同的农业气象灾害之间会有一定的关联，可通过组合形式出现。

当有一种农业气象灾害出现时，往往会伴有或先后出现其他类

型的灾害，比如干旱灾害可以与虫灾同时出现，再比如暴雨灾害

可以诱发洪涝灾害。基于并发性这一特点，作物往往受到多种农

业气象灾害的威胁，作物产量与品质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预

防时有较大的难度，所以要始终给予高度的重视。

除洪涝、干旱、风雹、冻害这四种常见的农业气象灾害，还有

一些农业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虽然较低，但同样会对作物产量

造成一定的影响，主要是霜冻、寒潮、冰雹、冻害[5]。所以总而言

之，农业生产活动中受到农业气象灾害的影响较大，虽然不同的

农业气象灾害对作物产量所造成的影响有所不同，但均会导致

作物减产和品质下降，造成相应的经济损失，必须不断提升农业

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

3 农业气象灾害对于作物产量的影响———以水稻农业气象

灾害为例

以江苏地区为例，在水稻生长发育过程中，受到的农业气象

灾害较多，常见的有高温热害、阴雨害、低温冷害、雨涝害、旱害、

风害、寒露风、盐碱害、早霜冻、倒春寒。这些农业气象灾害对水

稻的产量和品质均可以造成影响，往往贯穿播种育秧期、移栽返

青期、分蘖期、乳熟期、孕穗抽穗期、成熟期。

3.1 高温热害

水稻出现高温热害的情况较为常见，可以影响到正常的开

花结实。通常情况下，在水稻的抽穗结实期，如果气温超过水稻

生长发育所需要的正常温度上限，通常当江苏地区的水稻生长

最适宜温度为 25—35℃，若是超出上限，则正常的开花结实会受

到影响，空秕粒率会上升，继而出现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江苏

地区的水稻种植区在水稻开花灌浆期很容易遭受高温热害，此

时水稻的灌浆期会有一定的缩短，一方面是出现结实率下降的情

况，另一方面是稻米品质变劣，同时影响到水稻的产量和品质[6]。

3.2 阴雨害

水稻阴雨害是指水稻在生育期间出现阴雨寡照天气，如果

阴雨寡照天气的持续时间长，则水稻的生长发育会受到很严重

的影响，继而导致水稻的产量减少。目前来看，南方地区的水稻

种植过程中，受到阴雨害的影响相对较大，且阴雨害的发生有一

定的规律。在江苏的南部地区，水稻阴雨害主要是发生在每年的

6 月上旬至 7 月中旬，这一时期正是梅雨季节，在 8 月下旬至 9

月中下旬也可以出现阴雨害，这一时期正是夏秋交换季节。梅雨

季节所出现的阴雨害，可以影响水稻的分蘖与灌浆结实，而夏秋

交换季节所出现的阴雨害，则主要影响水稻的灌浆结实。

3.3 低温冷害

水稻低温冷害可以分为 3 种，即障碍型冷害、延迟型冷害、

混合型或并发症冷害。

延迟型冷害主要是发生在北方地区，是指水稻的营养生长

期出现低温，出现稻株生育期推迟的情况，此时可导致水稻无法

正常成熟，并且成熟度会明显存在劣势。障碍型冷害主要是发生

在水稻的育穗期，多出现在长江流域以南，会导致水稻由幼穗形

成期到开花期间的生长质量受限。就混合型或并发症冷害而言，

是指障碍型冷害、延迟型冻害同时发生，往往是发生在同一年

度，也可以是发生在同一水稻生长季节，通常情况是北方稻区更

易出现混合型或并发症冷害，南方地区相对较少。

3.4 雨涝害

当水稻生长期受到雨涝害时，或者是长期受雨涝害的威胁

时，稻苗分蘖数会有明显减少的情况，同时生长状况也会存在一

定的劣势。另外，在长时间的研究中发现，雨涝害发生后，水稻的

最高茎蘖期会有相应的推迟，当雨涝害的持续时间越长，水稻所

受到的危害越为严重。对于杂交水稻而言，在受到雨涝害的危害

时，育穗末期、抽穗开花期的生长均会较为敏感，稻株颖花分化

会受到一定的抑制，有可能出现植株含苞不抽的情况。除此之

外，雨涝害可以导致水稻花粉发育出现畸形，当出现抽穗而不授

粉这一严重情况时，水稻的千粒重势必降低，出现减产的情况。

3.5 旱害

干旱这一农业气象灾害可以导致水稻的生育期有所延迟，

继而影响到稻株的正常生长。具体来说，当水稻种植区受旱后，

稻株耳朵分蘖数可以有所减少，通常植株也会变得矮小。如果是

分蘖期受干旱的影响，则通常单株平均分蘖会不足 1 个。更严重

的是，如果水稻拔节期受旱，前期分蘖会出现大量死亡的情况，

降低有效分蘖率。虽然后期受旱的水稻植株可以得水，分蘖茎地

上部、主茎均可以有效分枝，会有较高的成穗率，同时穗型会较

大，但是结实率却会有偏低的情况，产量受到较大的影响。

3.6 风害

对东南沿海的水稻种植区而言，台风是一种常见的农业气

象灾害，会诱发狂风暴雨，水稻可因此出现倒伏现象，无论是生

长还是灌浆均可以受到较大的影响。如果水稻出现倒伏的时间

越早，则受到的损失越大，以抽穗开花期所出现的倒伏为例，通

常水稻的减产可以达到四五成；乳熟期出现倒伏时，水稻可以减

产三成；若是在黄熟期出现倒伏，则水稻可以减产一二成。除此

之外，台风可以带来暴雨和洪涝灾害，对水稻的产量和品质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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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的危害。

3.7 寒露风

如果是晚稻，秋季的冷空气在入侵后，会出现明显降温的情

况，继而使水稻减产。在南方晚稻生育期时，寒露风所造成的危

害较为严重，一遇到低温危害，水稻便可以出现空壳和瘪粒，水

稻也因此减产。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在每年的 9 月中旬和下旬，

双季稻进入到抽穗扬花期，这一时期也会受到低温危害，导致水

稻的产量降低。

3.8 盐碱害

水稻具有耐盐碱能力中等的特性，但往往水层可以导致盐

碱被稀释，水稻所受到的影响也因此变小。不过与此同时，如果

是将盐碱地改成水田，则很容易出现周围地下水位上升的情况，

出现土地次生盐碱化的危害。也正是因为如此，如果是要选择在

盐碱地上种植水稻，则必须做到连片成方，并且水田和稻田之间

要有深挖的排水沟。在雨季时，需要做好保蓄降雨工作，以避免

受到盐碱害的危害。

3.9 早霜冻

对于一季稻而言，随着最低气温的下降，水稻的茎、叶温度

也会随之下降，通常是下降至 0℃以下，导致正在发育的水稻受

到冻害，从而出现减产和绝收的情况[7]。目前来看，早霜冻多是出

现在秋季，可以出现南方的水稻种植区，也可以出现在东北地区

的水稻种植区。

3.10 倒春寒

对于早稻而言，当春季的气温回暖时，会有温度明显偏低的

情况，此时水稻会遭受一定的损伤，以 3-5 月最为主要。江苏地

区的早稻处于播种育秧期时，倒春寒灾害出现后，日平均气温多

是低于 12℃，通常持续时间在 3—5 天，可导致水稻大面积的烂

种烂秧。当早稻处于分蘖孕穗期时，如果日平均气温低于 20℃，

且持续时间在 3 天，则水稻的分蘖和幼穗分化均会受到较严重

的影响，最终影响到水稻的产量和品质。

4 降低农业气象灾害对作物产量影响的措施

农业气象灾害对作物产量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是毋庸置疑

的，必须着手做好早期的预防管理，最大限度降低农业气象灾害

的不利影响。详细言之，在降低农业气象灾害对作物产量影响

时，可以重点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做好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

警，二是农业气象灾害实施针对性预防，三是提升农业气象灾害

的服务与指导水平，四是优化农业生产活动。

在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这方面，气象部门要发挥好自身

职能，借助先进的监测设备尽早获悉农业气象灾害，尤其是要利

用好遥感技术，为后续的农业气象灾害预防提供依据。目前来

看，在诸多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支撑下，已经可以对农业气象

灾害实施全过程的监测预警，取得了较好的监测预警效果。在农

业气象灾害实施针对性预防这方面，比如防治暴雨灾害时，要事

先做好堤坝的加固，检查水利设施的运转情况，将田间的积水及

时排出。再比如防治寒潮和霜冻的灾害时，要及时对浇灌越冬水

的农田做好处理，主要是松土和通气，而对于没有浇灌越冬水的

农田而言，要如期做好保温、保墒这两方面措施。防治冰雹灾害

时，要重点依托好当前的气象监测技术手段，及时将成熟作物抢

收，并可以对易出现冰雹的区域进行树木绿化，这样可以一定程

度上破坏雹云的形成条件[8]。再以优化农业生产活动为例，要对

本区域所出现的农业气象灾害做好全面的预测分析，及时采取

有效的措施，以此避免农业气象灾害对作物生长发育造成不利

影响。在此基础上，可以针对农业气象灾害的发生规律，有效的

改善耕作制度和种植针对性作物，同时严格按照天气预报和气

象部门的监测信息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这样可以较为有效的确

保和提高作物的产量。

结语，基于农业气象灾害对作物产量的不利影响，必须要认

真做好农业气象灾害的防治工作，以求最大限度降低农业气象

灾害对作物产量的不利影响。为有效防治农业气象灾害，尤其是

防治洪涝、干旱、风雹、冻害这四种常见农业气象灾害时，要坚持

发挥好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的优势，根据监测预警结果做好

与之相对应的防治措施，避免作物减产甚至是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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