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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牧业造成影响的自然灾害包括干旱、雪灾、霜

冻、冰雹等，其作为影响农牧业产出的关键因素，是众

多以农牧业生产的人民群众极为关心的问题，若是灾害

来临时没有做好防护措施将直接对农牧业造成巨大的经

济损失，也会对国家经济发展造成阻碍 [1]。基于此，新

时代背景下，相关人员需要不断创新方式和方法，掌握

自然灾害在来临时的特征，通过不断地研究，制定出更

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1　农牧业气象灾害发生特点

1.1 干旱

干旱是属于一种在农牧产业中较为常见的灾害，主

要发生在我国北方空气较为干燥的地区，一旦发生旱灾

会产生强大的破坏力，对其区域内的农作物产量造成极

大影响，也会阻碍牧草返青和生长，旱灾严重时就会致

使农作物极度缺水然后死亡，牲畜也无物可食，这会导

致禽畜大量死亡，进而拖慢了农牧业的发展脚步 [2]。

1.2 雪灾

雪灾主要是由于区域内长期降雪，造成大面积堆积，

若是农牧区域内发生了这种现象，天然草场就会大面积

被积雪掩埋，若是降雪量过大，就会导致草场上积雪太

厚，直接对畜牧业造成巨大影响，牛羊等动物难以找到

地方觅食，长此以往将会对养殖农户造成不可估量的损

失。若是积雪长时间掩盖大棚，大棚内的温度和受光率

都会有所下降，植物和蔬菜等也无法正常生长，严重时

还会导致大棚破膜甚至倒塌。

1.3 霜冻

霜冻灾害主要发生在 4-6 月、8-10 月，这个季节正

是农作物生长的重要季节。若是冷空气突然来临，气温

骤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就会破坏农作物内部的新陈代谢，

致使其大量枯萎，这直接会致使农作物减产，严重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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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还会绝收，为民户带来巨大经济损失。

1.4 冰雹

冰雹主要产生的季节是在春夏季，主要是由于雨云

在空中与冷空气交际，致使其内部气温急速下降，就会

导致雨滴在空中形成大小不一的冰团或冰粒。冰雹在下

落后，会直接击在农作物上，会对农作物的茎叶、根部

造成较大的破坏，直接阻碍了农作物发育和正常生长，

受到冰雹打击的植物其产量或果实的品质都会有所降低，

严重时还会发生没有出产量的问题。冰雹灾害的来临经

常是突发性的，在牧区的小型禽畜若受到袭击，严重时

就可致使其发生死亡。由于冰雹灾害的破坏性太大，给

农牧业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所以其需要作为重点预防

的自然灾害。

1.5 风灾

风灾主要是由于风力太大或风速太高形成的自然灾

害，风灾来临时普遍会伴随着雷雨、冰雹等其他自然现

象，会对农作物造成巨大破坏。在我国西北部区域，大

风天气还会伴随沙尘暴出现，其危害性众所周知，不仅

是农作物经受不了打击，牲畜也会因能见度低和破坏度

大，发生走失或大量死亡的情况。

1.6 洪涝

与干旱相反，洪涝灾害主要是由于长期发生大雨或

暴雨，雨水量过大土地无法吸收，导致地表出现过高积

水，农作物受到长时间的浸泡，其根部就会直接腐烂，

农业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威胁 [3]。若是在农牧山区产业地，

洪涝灾害极易引起山体滑坡或泥石流，导致区域内的畜

牧遭到破坏，严重时禽畜会直接死亡，人们的生命财产

安全也会受到威胁。

2　农牧业自然灾害预防措施

2.1 健全气象监测流程

作为当地对农牧业进行管理的相关部门，需要深入

性分析自然灾害的特性，并建立气象灾害的服务运行机

制，其主要体现在相关部门将气象培训工作力度加大，

并机枪宣传环节，以此保障相关部门可以全面了解当地

农牧业的实际发展情况，通过数据收集建立起应对灾害

时更加完善的方案，以此有效降低自然灾害对农牧业造

成的损失 [4]。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还需要将服务体系进行

完善，将气象情况实时传达给农牧民，并可以根据灾害

性质有针对性地灌输灾害预防意识。此外，当地政府机

关也需要与气象部门互相合作建设雨量站、自动气象站，

将区域内的观测密度加强，以保证可以实时监测气象变

化，若是提前知晓气象灾害的来临时间和状况，就可以

借助广播、手机平台、电视或农村广播等方式将信息传

递到农民手中，以此让农民可以做好自然灾害的提前预

防准备。

2.2 有针对性地预防自然灾害

2.2.1 在针对旱灾制定预防策略时，可以利用大面积

种植植被的方式，提高地域内植物的整体数量，以此可

以减少或消除水土流失现象，并且可以充分将植被储水、

稳固沙土、防风的作用发挥出来。还可以用兴建水利工

程的方式，加强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保证水资源充足，

如对农作物进行灌溉作业时就可以选用更为节水的滴灌

或喷灌等方式，以此有效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还可以

在农业种植区域内多种植一些抗旱能力强如燕麦、杂粮

杂豆等，最大程度上保障农牧民在种植植物时的经济收

益。相关部门也要做好引导工作，让当地牧民做好畜牧

草料的科学储备工作，树立起更高的防灾意识，若是草

料极度缺乏，还需农户加快畜牧出栏速度，以此减少草

料成本，将旱灾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2.2.2 在针对雪灾制定预防策略时，可以建立专门用

于牧草种植的基地，并合理优化产业结构，将草料进行

深度加工，以此有效避免在雪灾来临后畜牧草料极度缺

乏的情况。同时需要极力推广移动式棚圈，这样的方式

可以有效减少畜牧因雪灾发生死亡的情况。其次需要及

时检查和维护畜牧养殖设备，必要时可以对养殖棚进行

重新整修。与此同时，在暴雪来临的天气，养殖户需要

及时清理棚顶积雪，以此降低积雪对棚顶栅栏造成的压

力，防止其发生坍塌，对畜牧造成伤害。畜禽舍的防冻

保温工作也应提前做好，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

用外物将棚舍漏风的地方进行封堵，并将门窗关好，以

此避免冷风进入畜牧棚，棚内温度急降，致使畜牧受冷

生病。若是条件允许，农户还可在棚内增加红外线灯、

电热板或者其他电暖设施，以此保障温度适宜，尤其在

有幼畜和家禽的地方，同时还要注意对畜舍进行通风，

在做好防寒保暖工作的同时，中午气温稍高时应进行通

风，以保证畜禽养殖场的空气质量。以上畜牧业预防雪

灾的策略同样可适用于霜冻灾害。

2.2.3 在针对霜冻制定预防策略时，应及时根据气象

部门发出的预报，尽量将农作物进行收取，降低灾害带

来的粮食和经济损失。同时在霜冻高发农牧区，农业人

员可以通过引进种植一些抗低温、周期短的农作物，减

轻对农牧种植户的经济损失。若是棚户种植，还可利用

将草被或者保温性较强的材料铺设在棚顶、提高棚内温

度等方式，保护农作物，以此促进其正常生长 [5]。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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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用灌水法，增加地表层的湿度，以此提升空气温度；

若是条件允许还可以利用遮盖法，将农作物利用麦秆、

草木灰、杂草等覆盖起来，这样既可以防止冷空气对农

作物侵袭，又能减少地面热量散发，增加农作物的存活

率 [6]。

2.3 完善气象为农服务体系

若想构建出气象为农服务过程中更加科学的体系，

就需要相关部门深入性了解当地农牧业实质发展情况，

逐渐将评价机制进行完善，这样就可以保障农牧民对自

然灾害能够真正了解，并可以及时接收到气象部门发布

出的服务信息。此外气象为农服务体系还应根据不同地

域内农作物种植周期、农作物生长指标、气象指标等，

制定出更加对气象灾害进行评价的合理体系，以此可以

让服务具有更高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2.4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拓宽气象讯息宣传途径

针对农牧区域内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可以采用建

设无人自动化观测站、雨量监测站、气候观测站、交通

站的方式，及时对自然天气情况进行监测，利用电视新

闻、广播或微信平台、气象 APP 等方式及时将气象情况

信息传递到农牧业气象专员和广大农牧民手中，让所有

人员均可全面掌控气象情况，并及时采取预防措施，以

此促进农牧业顺利发展 [7]。

2.5 多部门联合

农牧业部门要不断完善气象灾害服务的运行机制，

与气象部门等部门共同建立专业服务机构，如与水利、

林草、交通、应急等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培训在职人员

充分了解当地农牧业发展情况，成立当地防灾减灾指挥

部，通过信息共享手段完善气象服务体系，确保信息及

时传递，引导农民防灾减灾。

2.6 制定科学的农牧业发展规划

在对农牧业发展中可能遇到的自然灾害有了一定认

识后，有必要结合实际情况做相应的规划工作。有关部

门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有效防范自然灾害。在制定农

牧业发展规划的过程中，要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不

能盲目执行，而要通过合理调整农牧业生产结构，更好

地促进农牧业发展。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自然灾害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一旦灾害

成型会对农牧业生产直接造成影响，若是不及时做好预

防自然灾害的措施，就会直接对农牧种植或养殖户造成

不可估量的损失。基于此，相关人员需要不断研究自然

灾害的各种特征和特点，利用科技手段做好自然灾害来

临前的检测工作，并通过多种渠道让农户及时获取信息，

并做好提前预防准备，如此才能有效降低自然灾害带来

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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