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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气象
NONGYEQIXIANG

兴安盟处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立体气候特征明显，
四季分明，地区差异显著。近些年来，在政府部门的带领下，兴
安盟地区突出资源特色，多措并举，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夯实农
业产业基础地位。由于环境因素的影响，兴安盟境内干旱、暴雨
洪涝、高温干旱、冰雹等农业气象灾害频繁出现，特别是随着全
球气候变暖现象不断加剧，这些农业气象灾害的影响程度不断加
剧，对于当地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因此，本文重点对兴
安盟主要农业气象灾害及有效防御措施进行研究，以期提升兴安
盟农作物产量和品质，增强农民经济收入水平。

一、兴安盟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一）暴雨洪涝
大雨、暴雨或者是持续性强降水偏多造成低洼区被水淹没、

渍水的现象称之为雨涝。若是强降水天气持续时间较长，使得大
量积水出现在地形闭塞和地势低洼区，甚至是将农田淹没，会对
农作物产量和品质产生影响。兴安盟年内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
且暴雨天气出现频率较高，若是防洪标准较低、相关防洪设施不
甚完善，极易引发洪涝灾害。农业生产中的雨涝灾害具有季节性
特征，再加上年际变化大，对农业生产的危害极大。

2017 年 7 月 16 日下午，兴安盟扎赉特旗、科右前旗中西
部、科右中旗扎木钦一带出现大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
50 ～ 170 ㎜，降雨 100 ㎜以上站点 13 处。主降雨区 4 小时降雨
量绰勒 174.5 ㎜，巴达尔胡镇宝日索格 144.8 ㎜，巴彦扎拉嘎七家
子 134.8 ㎜。

暴雨引发洪水，扎赉特旗胡尔勒镇 10 余户进水。据初步统
计，洪水冲毁道路 2 处，受损桥涵 8 处，农田受灾 5 万余亩，造
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二）高温干旱
干旱是兴安盟主要的气象灾害之一，干旱具有季节性、连发

性、随机性和连片性特征，其对农作物的影响较为严重。干旱在
兴安盟一年四季均有可能出现，其中以春季干旱出现频率最高，
夏季降水分布不均，再加上高温天气的影响，也会引发干旱灾
害。春旱会对越冬作物返青、生长、发育及春耕作物播种及出苗
产生影响，进而作用到秋季作物的生长和收获阶段；对于夏季干
旱，此时兴安盟的气温较高，高温天气会加剧空气蒸发速率，干
旱的出现则会增加土壤失墒率，很难满足玉米生长发育中对水分
的需求，不利于玉米的生长发育。

2016 年 7 月以来，兴安盟各地高温少雨，遭受严重旱灾，
受灾范围广，旱情程度重，持续时间长，且旱情仍在急剧发展蔓
延。全盟农作物受灾面积 1463 万亩，其中成灾面积 1141 万亩，
绝产面积 500 万亩。全盟坡耕地玉米有 50%以上结的是无效。草
原重度干旱面积达到 1700 多万亩。

（三）低温霜冻
霜冻主要指的是春末、秋初的这段时间内，因冷空气入侵，

使得气温快速下降，当温度在短时间内下降到农作物生长过程中
所需的最低温度以下，使得农作物遭受冻害的现象。霜冻对兴安
盟农业生产的影响较大，会导致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瓜果蔬菜
等遭受冻害。若是某年的初霜冻时间提前，对瓜果蔬菜的危害则
会进一步加剧；而终霜冻时间推迟，则会造成喜温作物苗期时间
延缓，降低了果实开花量，使得作物死亡率增加，不利于优质高
产农作物的形成。

（四）冰雹
冰雹属于强对流天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局地性特征，其

持续时间较短，且突发性强，在出现的过程中大都伴随着大风、
冰雹、雷雨等天气，严重危害着农作物生长。兴安盟冰雹灾害主
要出现在春末夏初、夏末秋初这段时间内，冰雹的破坏力和农作
物生长发育期共同决定了其对农作物的危害强度。由于冰雹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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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兴安盟农业生产实际，在分析主要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同时，给出了几点气象灾害防御措施，以降低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

响，确保农作物高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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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降，且出现时会出现大幅度降温天气，轻则会造成农作物受
损，重则会导致农作物绝收。

2015 年 6 月以来，兴安盟科右前旗、扎赉特旗、科右中旗、
乌兰浩特市、突泉县等 5 个旗县市的 18 个苏木乡镇陆续遭受风
雹、洪涝等自然灾害。据统计，截至 6 月 12 日，造成全盟 72282
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68 人，严重损坏房屋 21 户 45 间，一
般损坏房屋 41 户 124 间；受灾农田 31664.3 公顷，成灾 19066 公
顷，死亡羊 2051 只，受灾林地 1067 公顷；造成经济损失 9500 万
元。

二、兴安盟农业气象灾害防御措施
（一）提升气象预报预警能力
应对兴安盟气象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不断进行完善，充分利用

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及天气雷达，以对气象监测和预报能力进
行强化，不断提升气象预报预警能力，以及各种气象灾害预报的
精准性水平，同时还要做好重大气象灾害的监测。加大资金投入
力度，对自动气象站进行布设，做好气象灾害多发区域的气象灾
害监测网点建设。为了增强气象预报的时效性和准确性，需 24h
不间断对气象要素数据进行监测。

（二）加强联合会商
兴安盟气象部门应与当地农业、民政、水利、国土等部门

之间的沟通协作，以引起各部门的重视、明确自身职责，将各职
能部门的优势和作用充分发挥出来，针对农业气象灾害形势需做
好联合会商工作，以加强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在会商过
程中，气象部门应将兴安盟实时天气情况及对不同农作物产生的
影响向各职能部门进行分享，同时还要准确分析预测未来天气形
势，各职能部门应根据不同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提出有针
对性地防御措施，并对其进行整理以形成多部门联合会商材料，
方便为农业生产提供科学有效地指导。

（三）采取针对性灾害防御措施
对于不同种类的农业气象灾害，为了降低其对农业生产的

影响，需要气象、农业、国土、水利等部门指导农民开展有针对
性地抗灾自救工作。对于暴雨洪涝灾害，需要兴安盟各部门做好
汛期雨情、水情的密切监测，增强对暴雨洪涝灾害的预报准确率
水平；农民应实时关注气象预报资料，并采取科学有效地防御措
施；对于高温干旱灾害，需要各职能部门组建驻村工作组，以进
入到各帮扶村积极指导抗旱自救工作。除此之外，应对水源加强
管理，做好水库调度的优化，结合有利条件天气形势实时开展人
工影响天气作业，以降低干旱对农作物的危害。气象工作人员应
对霜冻灾害加强预报，尤其是要做好长期趋势预报，以期为农作
物种植布局和采取相关的低温冻害防御措施提供科学指导依据。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进

步，人们的抗旱自救能力不断提升。兴安盟气象部门来除了要了
解气象灾害发生发展规律外，还要将防灾减灾工作做好，增强社
会大众的气象防灾减灾意识，并在这个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将
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确保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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