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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地区农业气象灾害的检测和预测能够极大地促进农业增收,减少灾害损失。基于此,回顾农业气

象灾害检测预测技术研究的进展。虽然我国的农业气象灾害检测预测技术获得了一定的提升,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

题,如对于灾害的基础性研究较少,对于导致灾害的原因研究不足,智能化预测和自动化监测还有待发展等。与此同时,对未来一

段时间内加强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测技术指明了发展的道路,从方法和结构上建立起农业气象灾害的预警系统,能够全方位、

多角度的追踪农业气象灾害的趋势,评估预测不同气象灾害的等级等,希望给农业气象灾害研究领域带来更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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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气象灾害的监测和预测,一般是通过检测各种灾害

指标来实现的。检测预测灾害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为预

防及应对农业气象灾害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我国农业的稳产

及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加强对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测

技术的研究很有必要。 

1 农业气象灾害指标 

1.1 干旱指标。干旱指标指表征干旱程度的指标,是干

旱灾害检测预测技术的核心所在。由于导致干旱灾害的原因

非常多,所以存在大量的干旱指标,各地往往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相应的干旱指标进行检测,从而对干旱灾害进行有效的

检测和预测。就甘肃地区而言,干旱灾害是发生最为频繁的

农业气象灾害,对当地农业造成了巨大破坏。甘肃常用的干

旱指要包括标准化降水指数、相对湿润度指数等。 

1.2 低温冷害指标。低温冷害是指温度较低而导致农作

物无法汲取足够的热量,从而影响农作物正常生长的自然灾

害。一般来说,低温冷害指标是由温度距平或者积温距平来

表示的,各地区需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建立一套完善的低

温冷害指标体系,从而对低温冷害进行有效监测和预测。在

北方地区,大多使用 5 月到 9 月之间的温度距平值来作为低

温冷害指标,这是因为这段时间内北方农作物出现低温冷害

现象最为严重和频繁。 

1.3 寒害指标。寒害与低温冷害类似,都会导致农作物

因低温而受到伤害,不过前者多发生在我国南方地区。从定

义上来说,寒害多指热带及亚热带地区作物在冬季生育期间

且温度高于 0℃时,温度降低而导致作物减产甚至死亡的农

业气象灾害,常见的易受寒害农作物包括香蕉、荔枝、桂圆

等。通常,寒害指标由寒害最低温度、持续时间、负积温等

表示。 

2 农业气象灾害监测技术研究 

2.1 农业气象灾害地面监测技术 

地面监测是农业气象灾害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精

确性高以及实时性强等优点,近些年来,我国科学技术水平

实现了极大的提升,地面监测技术却一直未被淘汰。 

农业气象灾害地面监测的重点是土壤的湿度以及温度

等要素,将监测数据与相应的灾害指标进行对照。我国有关

这一领域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在进行干旱监测的过程中,

农田蒸散量是一个是十分重要的参数,因此国内外对这一问

题的研究较为广泛,相关理论以及经验模型也在不断完善。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农田蒸散量的模型得到了进一步

的改进,我国许多学者通过因引进、修正以及验证的方式使

用既有的经验模型对我国的干旱事件进行了监测,以验证这

些蒸散量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结合我国的气候对模型进行

修正。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以及气候学模型促进了农业气象灾

害监测的精细化发展,能够通过对土地基础地理信息的应用

实现对气象灾害的动态监测。农作物模拟模式也为农业气象

灾害监测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例如,马玉平等通

过对东北玉米生产模型以及历史冷害数据的综合研究,总结

出了冷害发生的规律,为玉米冷害监测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

持。 

近些年来,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极大的丰富了农业气象灾

害监测的方法。例如,黎贞发等人以物联网技术为基础,研发

出了一套融合多种学科知识的技术体系,对农业气象服务水

平的提升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2 农业气象灾害遥感监测 

当前阶段,卫星遥感技术在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领域也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干旱、寒害、冻害等自然灾害的监测中

发挥出了阶段的作用。卫星遥感技术在干旱监测中的常用方

法包括热惯量法以及作物缺水指数法两种。此外,还可以通

过雷达对土壤的形态以及无力特征进行收集,通过对数据进

行一定的处理得到土壤的含水量,使用这种手段也可以进行

干旱监测。 

近些年来,国内外我关于近红外、热红外以及微波遥感

综合使用开展农业干旱遥感监测的研究相对较多。其中比较

显著的成果是美国地质勘探局和国家干旱减灾中心联合研

发的植被干旱相应指数,在干旱监测中发挥出了重要的作



Agricultural science 农业科学 
第 1 卷◆第 2 期◆版本 1.0◆2018 年 10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1 

用。该指标是在对传统干旱指标以及生物物理信息综合监测

的基础上,通过数据的深度挖掘总结出干旱气候与植被之间

的关系,从而对干旱情况进行确定。农业气象灾害的立体监

测是现阶段研究较为广泛的技术形式,例如,赵艳霞等通过

对气象监测指标、遥感检测指标以及作物模式监测指标的综

合应用,建立了覆盖所有监测站点的气象灾害立体监测体系,

可以对作物进行全面细致的监测。 

3 农业气象灾害预测预警技术 

3.1 应用数理统计方法预警 

使用数理统计的方式进行预警,主要是结合相关的灾害

指标,所使用的具体的数理统计方法是时间序列分析法和多

元回归分析法等,以此来建立预测模型。将气象灾害的时间

序列生成一定的模型,并且通过筛选之后建立起预测相关的

模型。要参考历史气象数据,根据建立的模型来得到响应的

函数,从而实现对于农业气象灾害预测预警。在研究当中还

发现,数理统计方法还可以使用非线性回归方程进行相关分

析,为了保证预测的精确程度,还可以使用加速遗传的算法

模型。类似以上几种方式的分析都是使用比较方便的,预报

的几种因素包括了大气环流的情况、气候的状况等,通过对

比和聚类的方式获取模型。其次是应用物候的信号,根据物

候的不同现象实现农业灾害的预测和分析以及判断。比如,

在研究当中,很多学者将树木的状态作为重要的物候参考资

料,提醒人们及时做好相应的防灾准备。还能够应用灾害前

兆信号,通过物理方式,综合大气环流对于气候的影响,建立

相关的模型。 

3.2 应用 GIS 技术预警 

使用地理信息技术来制作一段时间以内的最低温度和

平均温度的预报,并使用 GIS 技术来修正预报的数值,主要

包括地形、地质资料等,以此来确保温度预报的准确性。还

需要结合到地区的主要农作物灾害指标以及具体的分布情

况,将其进行图示。使用地理信息技术来进行相关的预警比

较直观,能够更好地指导抗灾工作。在预测灾害之后,能够将

信息及时的发送到互联网上,让民众掌握相关的信息,采取

正确的方式,减少农业气象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 

3.3 建立综合性的灾害预测与发布系统 

农业气象灾害的监测和预测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让更多

的用户及时获取相关的数据,从而减少灾害产生的损失,及

时采取正确的措施。所以很多气象部门都建立起自己的综合

型农业灾害预测发布服务系统,该系统会将收集到的气象数

据和整合的图像等进行发布,建立起不同的灾害预测模型,

保证预测工作的顺利开展。针对获取的相关数据,能够对于

不同地区、不同农作物可能遭受的灾害进行相关的预警,并

提出合理有效的预防措施,让广大农民借鉴和应用。 

3.4 农业气象模式与气候模式相结合 

在农田水分平衡方程的基础上,通过对每一日气象要素

的分析可以合理的预测出土壤的真实含水量,从而为干旱的

预报提供充足的数据,并有针对性的制定灌溉计划。由于不

同的农作物健康生长对水分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可以以

此为依据结合实际农作物的发育模式建立相应的干旱识别

和预测模型。 

4 结语 

综上所述,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不断

深入,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测技术方面的研究也在不断增

加。在监测方面,地面监测技术以及遥感技术的研究推广提

升了灾害监测的效率以及准确性。在预测方面,通过数理统

计预报方法以及农业气象与气候相结合模式的研究为我国

农业气象灾害的防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国对农业气

象灾害的基础性研究以及监测的精细化等方面的研究仍旧

存在不足。未来,农业气象灾害综合指标以及灾害风险评估

等研究必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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