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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农业大国，但是在农业生产以及灾害预防方面还不是
农业强国，我国的人口全世界第一，因此农业生产是我国国民经
济以及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在农业生产中受到自然天
气影响的环节众多，如果不采取及时地应对措施，就会造成农业
生产效率低下、农民经济受损等问题，只有及时掌握天气变化规
律，才能更好地进行灾害预防措施，也能为农民争取更多的采取
措施的时间与空间。

一、农业气象灾害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
（一）旱灾
旱灾是我国农业生产中影响范围最广的灾害，而且自古以来

旱灾对于我国的农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阻碍，其特点是发生频率
较为频繁、破坏性也极为严重。近些年来由于人类工业水平的不
断攀升，全球变暖以及厄尔尼诺现象成为气象部门关注的焦点，
尤其在北方地区降水量明显减少，因此旱灾的影响范围也在逐步
扩大，目前我国气象部门针对旱灾的发生情况制定了五类等级，
不同等级代表着不同的灾害程度，当达到最高级时不仅粮食产量
急剧下降，同时人畜的饮水也成为巨大问题，对于农村的生产及
发展会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二）强降雨
雨水原本是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的必要元素，但是强降雨是

指在一天时间内降水量超过 50mm以上，这类降水会在短时间内
将区域内的降水迅速提升，远远超过了农作物生长需求，而且在
山坡地区的雨水还会冲刷泥土，造成山洪或泥石流等灾害发生，
即便没有山体滑坡等重大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农作物的内涝问
题，影响农作物生长甚至死亡，对于农业生产具有打击性的危害。

（三）低温霜冻
农业种植生产必须尊重原有的自然界生态规律，但是由于

近些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导致在春季或冬季常常出现低温霜降现
象，区域内的气温骤降与农作物自身的生长需求不符、破坏了生
理机制，从而造成农作物的死亡或大量减产。目前我国将低温霜
降分为四大类别，包括冷害、冻害、霜害以及寒害，级别危害呈
递增趋势，且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二、农业气象灾害的预防措施探索
（一）建立健全有效地农业灾害预警机制
完善健全的农业灾害预警机制是保证农业生产的重要前提，

各地区应根据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以及农业种植需求，建立健全
有效地灾害预警措施，结合当前的融媒体以及互联网技术，注重
农户的信息接收习惯，尤其对于部分偏远地区要保证气象灾害的
及时发布，并从多角度为农户提供信息接收渠道，包括电视、手
机短信、网络信息、应急广播等。

（二）强化农业气象服务整体工作效能
随着我国在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国家对于农业气象也有

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并先后投入了大量人力、无力作为农业生产
保障，同时也建立了完整的气象信息预报系统，可以针对不同地
区、不同环境进行短期、长期的农业气象和水文气象预报，从多
角度为农民朋友提供相应的气象服务，但是随着目前全球气候条
件的不断变化，预警的精准性还有待提升，同时气象部门也应该
根据当前的精细化作业发展趋势联合其他部门，对于农业气象灾
害进行有效预防和抵制，帮助农民提高警醒性，让部门的联动为
农业灾害预防提供更加有力的手段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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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农业气象预警服务多元化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是由于我国的耕地人均面积不

足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农业生产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及
社会稳定性，气象条件对于农业生产具有巨大影响，为了保证我
国的粮食安全及社会稳定，各个地区的气象部门必须针对不同的
农作物进行精准的气象预测。农业气象服务必须朝着多元化方向
发展，相关部门应注重农业气象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与农业生产
过程进行融合，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减少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
影响，例如在旱灾发生前及时根据预报进行人工降雨，当强降水
出现时及时对区域性进行沟渠疏通，防止内涝发生。

三、农业气象灾害的针对性预防措施探析
（一）旱灾的预防措施
针对旱灾气象部门应该与其他部门进行有效联动，为农业生

产减灾提供有效地气象预报和预防措施，例如滴灌方法可以有效
地节约水资源，同时也能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对于减少农业
降产危害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气象部门能够对旱灾进行较为准确
的预报或判断，也可以提前与农业部门取得联系，并建议当地农
户改种植生长周期短、抗旱能力强的农作物，这样能在经济层面
减少损失，同时气象部门也应该与林业部门取得联系，注重对于
区域的林业种植，以提高小环境的空气湿度，为农业种植提供更
加良好的环境。

（二）强降雨的预防措施
强降雨由于突发性较强，因此对农业生产的打击较大，很

多时候强降雨还带有其他的不确定性的灾害因素发生，为了减少
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要及时对地区河道进行疏通、加固堤
坝。气象部门要与农业部门做好联合应对、应急措施，提前准备
抗内涝的材料和设备，对于可能发生山体滑坡的地带要做出系统
化预防计划。

（三）低温霜冻的预防措施
低温霜冻的自然灾害更多要从农业中植物的角度进行入手，

气象部门应针对区域性的气象变化做出曲线图结合大数据等进行
深入分析和调研，从实际的自然环境角度出发，给出相关的种植
品种选择意见，并合理地选择种植时间，以避开寒流天气。同时
农业部门也应根据气象部门提供的有关数据，给出相应的田间管
理建议，包括水肥施加、保暖措施以及播种方式等，针对强寒流
天气规律建立完善的预报机制，并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多的防寒建
议。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气象灾害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影响因素及环节，其

特点是波及范围大、影响范围广，由于我国农村地区面积广阔，
不同的天气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只有有针对性地分析农业气象灾
害问题，才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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