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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气象灾害主要是指影响农业生产产量与农作物健康生产
的环境与天气因素。一般而言，农业气象灾害具有季节性、局部
性以及危害性高等方面的特征，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直接
影响。在此背景下，农业气象灾害预测与预防工作的重要性尤为
突出，其是降低农业气象灾害危害性的重要路径。对此，本文将
从分类与危害、提升措施出发，对农业气象灾害的预测与防御进
行探析，旨在通过强化农业气象灾害的防御与预测能力，提升农
业生产的风险抵抗能力，为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一、农业气象灾害的分类与危害
（一）农业气象灾害的分类
从国际角度上看，气象灾害分类具有较大的差异，且气象灾

害的划分与气象概念、气象灾害对农作物影响程度等方面有关。
一般而言，气象灾害可分为水分因素灾害、温度因素灾害以及多
种因素灾害等，其中水分因素灾害主要包括冰雹灾害与冰雪灾害
等，温度因素灾害主要包括高温灾害与低温灾害等，多种因素灾
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等。

此外，农业气象灾害还具有季节性、局部性、区域性以及
多发性等方面的特征。季节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以“洪涝灾害”为
例，一般多发于夏季暴雨时期，这属于农业气象灾害季节性特征
的直观体现之一。局部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农业气象灾害会发生
在部分地区，并未所有地区，且各地区气象灾害类型存在一定差
异。区域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以洪涝灾害为例，多发生于降水量偏
多且极易积水的区域。多发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在发生洪涝灾害
时，病虫害等其他并发性灾害同时发生。

（二）农业气象灾害的危害
相较于其他自然灾害而言，农业气象灾害的危害性较大，一

般而言，农业气象灾害发生，会对“三农”产生严重影响，且对
农业经济效益具有直接影响。据相关数据显示，一般而言，农业
气象灾害会给约 30%的农作物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其中 20%的危
害与破坏较为严重，5%的农作物会因农业气象灾害直接死亡。而
我国属于农业大国，农业属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由此
可见，农业气象灾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农
业自然灾害的预测与防御尤显重要。

二、农业气象灾害的预测与防御水平的提升路径
（一）以气候变化为立足点，发展现代化农业
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气象环境的影响在所难免，且对

农作物的健康生长具有直接影响，若农业气象灾害的预测与防御
能力较低，则会对农民经济收益产生损害。对此，为强化农作物
的气象灾害抵御能力，可以立足于气候变化发展现代化农业，用
以提升农作物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力。在落实这一防御策略的过程
中，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对农作物生长规律进行充分把控，了解不
同农作物在不同气候环境下的生长状态，以此为依据对农作物生
长与气候变化间的规律进行挖掘，以此作为基于气候变化的农业
发展模式落实的数据支撑。

（二）提升信息预警能力，提高防御措施及时性
气象灾害信息预警是农业气象服务质量提升的基础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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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作为我国支柱性产业之一，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作物生长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自然

因素是农业生产产量与农作物健康生长的直接影响因素，具体表现在洪涝、强风以及干旱等方面。而农业气象灾害预测与防御作为降低农业气象灾害影响力

的重要路径，对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将对农业气象灾害预测能力与防御能力的提升路径进行探析，旨在通过提升农业气象灾害的预测与

防御能力，为农作物的健康生长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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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农业气象信息是农业展开预防措施的前提条件，是降
低农业气象灾害影响力的重要路径。以此为导向，落实农业气象
灾害预测与防御措施，气象部门应当适当加大资金投入，通过积
极引入先进设备与技术的方式，提升农业气象灾害预测的准确
性，让农民能够及时且准确获取农业气象灾害的相关信息，促进
农业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及时展开。此外，在播报农业气象灾害
预测信息的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应当重视语言的规范性与通俗
性，侧重于农民能够精准把握农业气象灾害信息。

（三）重视风险防御建设，提高农民防御能力
在农业气象灾害发生过程中，会给农民带来直接经济损失，

一般而言，常见的农业气象灾害包括霜冻、洪涝以及干旱等，具
有发生频率较高的特点，同时，在农业气象灾害发生过程中，不
仅会直接影响农作物产量，更甚者会造成零收的情况。对此，在
落实农业气象灾害预测与防御工作时，首先相关部门应当加大宣
传，旨在让农民充分认知到农业气象灾害控制的重要性，提升农
民对农业气象预测与防御信息接收的及时性。其次气象部门还应
当适度增加资金投入，致力于加强先进技术的引入，促进气象灾
害预测准确性与及时性的提升，为农民防御工作的展开提供充足
的时间与空间。此外，还应当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业气象
灾害整体防御能力的提升。

（四）优化风险应急措施，满足农作物生长需求
天气情况把控的及时性与准确性是农业生产管理活动的重要

组成，通过强化信息把控及时性的方式，能够为应急方案的制定
提供时间支撑与信息制成。一般而言，针对不同气象灾害所制定
的应急措施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共通之处在于通过良好生活环
境的创设，为农作物生产质量的提升创造条件。具体表现在：在
干旱时期，可以借助人工浇灌方式，满足农作物的水需求。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作物生长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种子质量、土

壤肥力以及气候环境等多方面，其中气候条件是影响农作物生长
质量的直接影响因素，在气候条件恶劣时，农作物的产量与质量
将会直线下降，对农民经济收益造成直接影响。在此背景下，相
关部门应当加大对农业气象灾害的研究，通过强化宣传与优化预
测策略的方式，为农民防御工作的展开创造条件。与此同时，相
关工作人员还应当重视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缓解农民的防御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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