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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
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一项不但惠及亿万农民，而且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是我们在
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必须担负和完成的一项重要使命。
做好农业气象灾害的防御，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意义重大。
我国是世界上气象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气象灾害损失占所有自然灾害总损失的70%以上。
气象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各类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更加频繁，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不断加重。
防御气象灾害已经成为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编写《农业气象灾害及其减灾技术》，对于增强防灾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共分十四章，第一章简要介绍了农业气象灾害的分类、分布概况及其特点。
第二章分类介绍了与水分有关的农业气象灾害及减灾技术，主要包括干旱、洪涝和湿害等。
第三章分类介绍了与温度有关的农业气象灾害及减灾技术，主要包括霜冻、冻害、冷害、寒害和高温
热害等。
第四章分类介绍了与气流有关的农业气象灾害及减灾技术，主要包括大风、台风、龙卷风、冰雹和雷
电等。
第五章分类介绍了与光照有关的农业气象灾害及减灾技术，主要包括日烧病和阴害等。
第六章分类介绍了复合农业气象灾害及减灾技术，主要包括连阴雨、干热风和焚风、沙尘暴、暴风雪
等。
第七章和第八章介绍了我国农业气象灾害的监测、预报和预警业务及其减灾管理体系。
第九章分类介绍了作物生产的农业气象灾害及减灾技术，主要包括小麦、玉米、水稻、棉花、油菜和
大豆等的主要农业气象灾害特点、危害及其减灾技术。
第十章至第十三章分别介绍了园艺生产、林业生产、畜牧生产、水产养殖业等行业的主要农业气象灾
害特点、危害及减灾技术。
第十四章主要介绍了气候变化对农业气象灾害的影响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灾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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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简述农业气象灾害分类、分布概况及其特点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干旱、洪涝、湿害，霜冻、
冻害、冷害、寒害、高温热害，大风、台风、龙卷风、冰雹、雷电，日烧病、阴害，阴雨、干热风和
焚风、沙尘暴、暴风雪等各种气象灾害及其减灾技术。
另外，在介绍我国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报和预警业务及其减灾管理体系的同时，重点介绍了作物生
产、园艺生产、林业生产、畜牧生产、水产养殖业等行业的主要农业气象灾害的特点、危害及其减灾
技术。
 　　本书适合各级农业管理人员、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各级农技人员、农村知识青年以及大专院校相
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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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秦汉时期的农业灾害秦汉时期中国社会重新进入大一统阶段，农业生产也处于传统农业的大
发展时期，至魏晋南北朝时，传统农业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耕耙耱为中心的旱地耕作技术体
系已臻成熟。
农具的改进，农业技术的提高，间、混、套作的发展，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标志着农业生产力水平
处于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该时期农业气象灾害在灾种结构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水灾对农业生产的威胁性大大增加，在发生频次
上与旱灾不相上下，而在危害后果上水灾灾情之重远甚于旱灾。
据邓云特统计，秦汉时水灾76次、旱灾81次，魏晋南北朝时水灾133次、旱灾137次。
这和《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反映的情况相类似。
频繁发生的水灾给灾区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
两汉时期的河决之患，破坏尤烈，黄河因善淤善决而被称之为“害河”。
旱灾的威胁性已有所降低，这不能不归因于劳动人民兴修水利工程和抗旱除害的伟大举措。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帝国的建立，为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秦初建灵渠，西南地区农业得到灌溉之利。
西汉时在关中地区和西北边疆大兴民力建设了一批水利渠系工程，有六辅渠、白渠、龙首渠、灵轵渠
等大型水利工程，小渠、支流也得到利用，在新疆等地区配合屯垦也进行了水利工程建设。
这些工程对改变西北干旱气候制约农业生产的状况发挥了积极作用。
人们通过灌溉为作物生长发育提供水分，即使天旱少雨也能做到旱而不灾。
霜灾、雪灾、低温灾、虫灾、畜疫、鸟兽害、沙尘暴、水土流失等灾种发生次数相对较少。
霜灾、虫害等也易引发饥荒。
沙尘暴古籍多记载为“尘霾”、“昼晦”、“大风扬沙”等，它是土地沙漠化和农业环境恶化过程中
所引发的环境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以渐进的方式发生作用。
水土流失多表现为“河浊”、“水赤”等异常状态，它是过度的农田垦辟、森林采伐和草场退化所致
，多发生于黄河、淮河、长江中下游、钱塘江等大江大河流域。
灾害后果比较严重的是多灾并发和链发。
常见的灾害并发是水旱并发、水旱蝗并发、风雹并发、霜雹并发、霜蝗并发、霜旱并发、蝗灾虫灾并
发、虫水灾并发。
灾害链发主要有旱一蝗灾链、雨～洪灾链。
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区出现多灾并发和链发的情况，往往造成农作物严重减产乃至绝收，民饥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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