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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锡林郭勒盟的农牧业是当地十分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

而对于农牧业的发展来说，当地的气候特征和气象情况是非

常重要且会给农牧业造成非常大影响的因素之一，因此向大

众提供详细而准确的气象信息预警服务，就成了一件非常值

得大家重视的工作。想要帮大众避免因气象原因而造成的经

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就应该及时的向大众发布气象预警信息，让广大群众和

农牧业生产者，有时间对气象情况可能造成的灾害进行提前

的防御，并在影响发生时执行有效的行动去制止损失。

1. 锡林郭勒盟地理位置

锡林郭勒盟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包括了二连浩特、多轮

等地区。锡林郭勒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区域，北面就

是蒙古国，西面是乌兰察布，南面紧挨着河北省。锡林郭勒

盟是一个高平原占绝大部分区域的地形，也存在其他多种地

貌特征。它的整体地势是南面比较高，北部比较低的，东部

和南部低山丘陵地形占大部分，其中穿插有盆地地形。北部

地区的地形从外形看比较平坦，呈现高原草场的特征。

2. 锡林郭勒盟的气候特征

锡林郭勒盟呈现了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它的年平均

气温一般在零到三摄氏度，每年一月份是锡林郭勒盟气温最

低的时候，大约在零下 20 度左右，也是华北最冷的地区之

一。七月份是锡林郭勒盟气温最高的月份，大概在 21 摄氏度

左右。锡林郭勒盟曾出现过的极端高温为 39.9℃，最低气温

是 -42.4℃。而且该地区的降雨量也是比较少的。平均降雨

量是 295 毫米，东南方向降雨量相对较多，越靠西北方向，

降雨量越小。锡林郭勒盟的最大降水量为 628 毫米，出现

在 1959 年的太仆寺旗地区。最小降水量为 83 毫米，出现在

1966 年的二连浩特市地区。该地的降雨大部分都集中在 7 月、

8 月、9 月。而且这里每年 11 月到 3 月期间的降雪量在 8 到

15 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在 60% 以下。所以，锡林郭勒盟比

较显著的气候特点是干旱和寒冷。

3. 气象情况对农业的影响

3.1 干旱对农作物的影响

锡林郭勒盟因为是温带大陆性气候，所以干旱也成为该

地区的气候特点之一。应将与不足导致的干旱会对农作物的

生长产生较大影响。因为水资源缺乏，所以造成土地的生态

平衡被破坏，这其中不光包括气候的干旱，还包括土壤的干旱。

在农作物因为气候导致缺水的情况下，如果人工灌溉也得不

到保证，就会使农作物因缺水而导致枯萎，甚至导致干枯死亡。

而对于干旱气候的防范，应该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是

做好日常农业灌溉系统，提升水资源的利用。减少农业灌溉

所需要的水资源，对农作物各种不同生长，品种所需水分的

特点进行合理配置，鼓励农村农业生产者使用细流灌溉和滴

灌的方式。而且需要通过提升气象服务，来建立日常规范行为，

提升大家的环境保护意识，使生态环境有明显的提升，进而

让土壤干旱程度得到缓解。

3.2 干旱对农作物的影响

锡林郭勒盟的气候也呈现了寒冷的特点。如果在一些农

作物的抽穗期出现了较为寒冷的天气现象，则会对农作物的

生长产生极大影响。因为气温偏低，则会导致一些农作物播

种之后，幼苗生长的较慢，破土时间较长，农作物的叶心也

会有偏黄现象出现，可能导致长成后的秧苗质量偏低，甚至

出现烂秧的情况。

4. 特殊气候现象对畜牧业的影响

由于锡林郭勒盟的寒冷气候特征，使得畜牧业也会因气

候的变化遭受较大影响。因为气温较低的时候畜禽圈养的时

间就会相对增加，这样不利于保持牲畜的运动量，而且也加

大了对牲畜进行饲料喂养的消耗，增加了饲养的成本。而且

因为天气冷，如果动物对营养的摄取量未达标，那么牲畜为

了抵御寒冷所消耗的能量将大于摄取的营养热量，这将会对

牲畜的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使畜禽不能正常发育。从而对

畜牧业产生较大冲击，降低了畜牧业的正常生产。而且寒冷

的天气还会降低牲畜的生育率，也会对牧民造成一定的损失。

5. 气象服务在锡林郭勒盟农牧业防灾减灾中的重要性

如今，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数字

化和科技化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因为气候气象信息对农业

以及牧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气象服务在锡林郭

勒盟的农业和牧业发展中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

提升气象信息服务系统，完善气象预警服务体系的建设，有

了全面的气象监测和气象服务体系之后，就能够及时的准确

的通知到与农业及牧业生产相关的人员，可以提醒大家第一

时间做好应对特殊气象情况的准备工作，而且可以提前进行

实际抵御方案的演练，评估所采取措施的效果。而且气象服务，

不只包括对气象预警信息的宣传，还包括对气象灾害情况的

应对科普，帮助大家通过气象服务来了解气象情况背后的科

气象服务在锡林郭勒盟农牧业防灾减灾中的应用研究

杨大军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气象局，内蒙古  锡林浩特 026000）

摘  要：本文对锡林郭勒盟的气候特征进行了说明，通过对该地气象特征对当地农业和牧业产生的影响，揭示了气象因素
在农业、畜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所能产生的影响。如果想要消除气象情况对农牧业的影响，只有对天气状况进行提前检测，
并对可能发生的气象灾害进行预告和预警，提升气象服务的综合水平。提升服务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加大气象预警对象的覆盖
面，提升气象监测信息的准确性，提高发布预警信息的及时性，定期向大众进行气象服务知识的科普，组织农牧业防灾减灾的
提前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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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对如何进行气象灾害的防控进行深入的了解。

6. 气象服务的方式

6.1 用手机来提供气象信息

气象服务部门可以采取发短信或者打电话的方式，利用

手机来进行气象情报的传递，或对气象灾害进行防控预警。

手机的好处是可以让接收人更直观更及时地接收到情报信息。

具有很高的时效性和针对性。但缺点是要求手机必须是在信

号稳定的区域，才能准确及时地接收到气象信息。

6.2 利用电视媒体来传递气象服务信息

当地的气象情况一旦被气象部门监测到并梳理，就会实

时地形成气象监测预警信息，可以直接对接到当地电视台进

行滚动播出，以提醒大家注意。利用这一平台的好处是当地

受众群体比较精准，而且大家通过电视收听收看气象服务资

讯，比较容易接受，而且很直观。也可以通过电视播放模拟

针对气象情况的措施，来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如何在极端天气

情况下进行实际的操作。

6.3 利用广播来进行气象信息服务

在锡林郭勒盟的一些乡镇、村庄，都还能看到一些进行

气象宣传的大喇叭，这些大喇叭可以在发生极端天气情况下，

进行广播来宣传气象预警信息。用广播宣传的优点是，可以

迅速引起正在劳作的农村农业生产者以及畜牧工作者的注意，

使大家可以高效地进行沟通交流，对区域宣传具有针对性。

但缺点在于大喇叭需要日常的维护及修理，要确保喇叭在广

播中的正常使用。

6.4 通过新媒体网络平台进行气象服务

现在数字化科技已经进入了越来越多的领域，气象服务

也可以采取网络化这样先进的模式。例如，大家可以利用专

门的气象网站去接受气象信息的更新和预警，也可以下载专

门针对当地的天气 App，关注实时的气象情况变化和更新。

而且气象服务部门还可以以有针对性地组建微信群，在特殊

天气情况发生时，将不同区域的特殊天气情况，发送到各自

区域的居民所在的微信群里。这样大大节省了气象预警服务

信息的通知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7. 总结

气象服务系统的完善，以及气象服务水平的提升，不仅

在锡林郭勒盟的农牧业灾害预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会

对当地人民的气象知识水平有较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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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图，我们选取 500hpa 高度场超前 11 天，超前 23 天
时西太平洋副高区域作为一包因子的关键区，同时也选取热
带 OLR 超前 26 天时的热带印度洋区域作为预报因子关键区。

3.2 回归预报方程的建立
以高温日发生为原点，将低频 500hpa 高度场和热带 OLR

与福建省低频温度序列分别做合成，再计算关键区合成序列
与福建省 50 个站点的低频温度序列的超前相关。根据选取的
预报因子超前序列，引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建立季节内变
化的方程为

22110ˆ xbxbby ++=

其中 Y 为回归的南方地区低频温度序列，分别为超前 11
天、23 天的低频 500hpa 高度场和超前 26 天的热带 OLR 的关
键区平均序列。应用 1979~2012 年的福建省低频最高温度资
料和 NCEP 再分析资料计算可得回归方程为：

321 0015.00012.00007.08053.6-ˆ xxxY −++=

回归方程的平均复相关系数为 0.1094，并且通过置信度 
95% 的 F 检验。从 50 个站点分别的复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其中
第 47 个站点的相关系数达到了 0.37，而其他大部分站点的复
相关系数都在 0.1 左右。

4. 结语
（1）福建省夏季高温主要集中在 8 月份，且波动较大，

呈年代际变化特征。而 5、6、7 月份高温分布相对较平均，
高温日相对 8 月份较少。持续性高温事件的发生次数和平均
持续时间都呈年际变化特征，且两者变化趋势大体一致。

（2）500hpa 高度场超前温度场 12 天左右，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与福建省高温的相关性变现为副高南部负相关，副
高北部正相关，并开始逐渐湘西北移动，当副高逐渐稳定在
130 E 左右地区时，会造成福建省出现高温天气。

（3）热带 OLR 超前温度场的 26 天左右时，热带印度洋
与福建省高温有较大的正相关，随着超前天数减少，正相关
性逐渐转变为负相关；西太平洋则是在超前 26 天左右会有较
大负相关，随着超前天数减少，负相关逐渐变为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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