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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作物气象服务的几点思考
杨华龙

（陕西省经济作物气象服务台，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中图分类号：Ｓ１６２ 文献标识码：Ｃ

陕西南北狭长，地势走向呈南北高、中间低，
西部高、东部低；地形复杂多样。气候处于我国东
南湿润区向西北干旱区的过渡地带，气候资源丰
富，光照充足，有利于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长。陕
西农业生产对气象服务需求迫切，四大基地中的
“渭北绿色果业基地”、“陕南现代中医药基地”，六
大特色产业中的“果业”、“畜牧业”是为农服务的
重点。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气象灾害造成的
损失越来越大，农民对气象科技的依赖程度也越来
越高。如何进一步加强经济作物气象服务，为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是摆在我们
面前的新课题。
加强经济作物气象服务观测体系建设

为更好地开展经济作物气象服务，通过几年的
努力，已建立了９个苹果（梨）物候观测点，彬县、
旬邑和礼泉３个县设立了果树花期冻害防御试验
点，１２个经济作物图像化观测点，通过省气象局生
态环境观测，全省５０多个县开展经济林果和经济
作物观测，陕南对２０种主要中药材的生长发育进
行观测。随着服务的不断深入和农村社会经济的不
断发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观测体系，及时有效地
获得各种信息，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气象
服务的基础。
加强特色农业气象服务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陕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
种植业。果业、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发展迅速，渭北
绿色果品基地、陕南现代中药材基地已基本建成。
苹果、中草药等特色产业的作物生长与气象条件关

系十分密切，做好特色产业气象保障服务工作尤为
重要，必须在现有气象服务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
建立特色农业气象服务业务系统，不断提高气象服
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２１果业

随着对农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以苹果为主
的果品产业成为大农业内部发展最快的产业。２００５
年全省苹果面积达到４０３万ｈｍ２，产量５６０万ｔ；
浓缩苹果汁产量３８万ｔ，出口２６６７万ｔ，创汇１
０８４亿美元，其出口量、创汇额占全国的４０％和
３９％，产品销往世界４７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陕西
最大的出口创汇农产品。

果业气象服务，是适应经济发展需求，新开拓
的业务服务领域，几年来，省经济作物气象服务台
先后多次深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省果树研究所、
省农业厅及果业局等部门，了解果业生产现状，收
集最新科研成果及果业气象的有关新技术，深入全
省２７个苹果基地县田间地头，走访果农、基层果
业部门和植物保护单位，了解果业生产中的突出气
象问题及对果业气象服务的需求，坚持果业生产季
节每个月都下乡深入生产开展调研。围绕果业气象
服务，已建立了苹果物候观测点、开展了苹果产量
品质预报、苹果产量预报、苹果优果工程周年服务
方案、果业气象灾害研究与服务等工作。为配合果
树花期冻害防御工作，彬县、旬邑和礼泉县设立果
树花期冻害防御试验点，按照“避、抗、防”防御
方案进行果树花期冻害试验，研究果树花期冻害指
标和冻害防御方法，并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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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果树花期冻害预报等，对提高果树产量、品质
及商品率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收到显著效果。通过
广泛调研，明确了陕西果业气象服务的两个关键期
—开花期和果实膨大期；影响果业生产的主要气象
灾害：花期冻害、果实膨大期的干旱、冰雹、高温
热害及果实着色期的低温阴雨寡照天气等。使果业
气象服务做到重点突出、心中有数，显著提高果业
气象服务的针对性、主动性和服务效益，深受领导
和广大果农欢迎。制作的《送阅件》、《经济作物气
象》、发布《果业气象报告》、《经济作物周报》、
《经济作物日报》等服务材料受到各级政府和果农
的普遍认可和欢迎。围绕“优果工程”，提出了
“暖冬后严防果树病虫害流行”、“果树开花期谨防
沙尘暴和扬沙的危害”、“春季谨防大风危害果树”
等建议，得到省上领导的肯定和重视，最大限度地
减轻了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

陕西苹果主要分布在陕北南部和渭北黄土高
原丘陵、台塬地区。海拔高度适宜，气候条件优越，
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是世界级的苹果优生区。但
也存在着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明显、气候条件脆
弱、灾害性天气种类多、危害重、发生频繁等特点。
尤其随着大气温室效应加剧，气候突发事件频发、
气象灾害危害程度和范围在不断增强，气象灾害将
给果业产量和品质带来显著影响。应深入开展果业
气候资源开发和灾害防御系列化研究，以趋利避
害、发挥资源优势，促进陕西果业生产上新台阶。

病虫害的影响、农药残留始终是陕西果业生产
无法占据国际市场的重要因素。而苹果病虫害的暴
发和流行，除了与病虫基数、品种特性有关外，主
要与气象条件有密切关系。从无公害和绿色食品的
角度考虑，从陕西苹果占领国内外市场和陕西苹果
品牌持久不衰角度考虑，必须重视气象条件对病虫
害诱发和制约机制的研究，最大限度减少用药量和
用药次数，大幅度降低农药残留。降低成本、提高
效益，增强陕西苹果市场竞争力。
２２设施农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陕西现代设施农业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以大棚菜、反季节菜为主的优质特
色农产品发展迅速。目前，陕西高效设施农业种植
面积已达３９万ｈｍ２，总产值５３亿元，占种植业

的１５％以上。为适应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需要，必
须建立设施农业气象业务服务系统，设施农业气象
灾害监测评估预警和防御体系。根据气象条件与设
施农业的关系，对气象条件变化造成的对设施农业
利弊影响进行分析、提出趋利避害的对策与建议的
分析报告。开展设施农业气象服务，促进设施农业
的发展。
２３中草药气象服务

陕南秦巴山区地处北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过渡
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土地类型多样，适生物种多，
现有中草药２０００余种，有“天然药库”之称。常
年收购经营的中药材有４００多种，丹参、山茱萸、
绞股蓝、黄姜、天麻、杜仲、猪苓、西洋参、柴胡
等３０多种中药材的面积、产量、品质在国内外占
有重要位置，部分品种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奠定了陕
南发展中药产业的良好基础。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药材生产将作为陕
南特色农业的支柱产业。研究陕南主栽药材对生态
环境的需求，做出陕南主栽中药材气候生态适宜性
区划并建立陕南中药材气象服务业务系统，实现对
陕南中药材从生产基地的选择到关键生育期气象
服务、中草药气象灾害的监测预警服务，对开发资
源优势、挖掘资源潜力，减轻灾害影响、促进陕南
中药材种植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２４加强气候资源的开发利用

第三次农业气候区划是为适应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综合使用最新３０年气候资料，应用地理信
息数据、土壤资料及卫星遥感资料等，采用高新技
术研究制作成的。

新农村建设中，根据陕西农业气候资源特点和
地方经济的发展，气候的变化特征和规律以及作物
对气候的适应性，充分利用区划成果，分析预测未
来作物种植布局的可能变化以及气候对作物产量、
品质的可能影响，建立精细化农业气候资源数据
库、为作物引种、区域作物种类调整开展气象咨询
服务。
强化气象服务在经济作物防灾减灾中的作用

气象灾害是陕西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
素，致力气象灾害预测减灾工作，是确保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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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陕西是气象灾害多发区，据
统计，在作物生长季节，气象灾害发生频率，旱灾
占５０％，涝灾占２５％，冻灾占１０％，冰雹、大风
等占１５％，为防止或减轻气象灾害对发展现代农
业的威胁和造成的损失，就必须建立现代农业气象
灾害预测减灾服务系统。

在农业气象地面观测、遥感监测的基础上，通
过试验研究和分析，开展重大农业气象灾害对主要
经济作物的影响评估研究。建立经济作物气象防灾
减灾应急体系，对重大农业气象灾害进行实时监
测、动态预警和服务，减轻各类灾害对农村经济和
社会生活的影响。

综合应用天气预报、生态环境监测评价指标、
农业气象灾害指标、３Ｓ技术及作物生长机理性预
测模型和数理统计预测模型，研究干旱、低温冷害、
暴雨洪涝、霜冻、大风、冰雹、干热风等气象灾害
的预测预警技术。

建立渭北绿色果品、陕南中药材、现代设施农
业气象灾害预测减灾服务系统。在逐步建立完善预
测减灾服务系统的同时，不断扩展服务领域，提高
预测减灾业务服务水平。

建立主要经济作物气象防灾减灾试验示范基
地，研究、试验、推广农业气象实用技术和方法。
加大科研开发力度，深化经济作物气象服务

陕西果业既是支柱产业，又是新兴产业，要完
成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化，最终实现无公
害和绿色食品目标，必须重视科研开发，深化果业
气象服务。
４１果业气象灾害及防御对策

气象灾害是危害陕西果业产量，尤其是品质和
商品率的主要灾害。在果树花期冻害研究和试验示
范基地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果实膨大期干
旱、高温热害、冰雹及果实着色期阴雨寡照等气象
灾害对果业的影响和危害，尤其要重视气象灾害防
御对策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示范推广。
４２加强果园小气候观测和研究

目前渭北果区存在密度大，果园郁蔽，通风透
光差，果园小气候条件严重制约着果实品质和商品
率提高。通过果园小气候的观测研究，调整果园立

体结构模型，促进果园小气候系统开放，发挥渭北
大气候的资源优势，促进果树优质适产，取得更大
效益。
４３加强果树病虫害暴发流行气象条件预警研究

果业病虫害是影响和危害渭北果业产量、品质
和商品率的农业灾害，其暴发流行与气象条件有密
切关系。为了实现无公害和绿色食品目标，增强陕
西果品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力，必须加强气象与植保
部门的结合，共同进行果树病虫害暴发流行的气象
条件预报预警研究开发，适时开展果树病虫害的监
测预报预警，减少用药量、用药次数，降低成本、
提高效益。
开展互动式的信息服务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要发挥
气象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充分利用气象部门已建立
的覆盖全省的“陕西农村综合经济信息网”，加速现
代农业网络信息服务系统建设。加大对农网硬件和
软件、人员、组织机构、研发、培训体系建设的投
入力度。按照“多轨道、研究型、集约化、开放
式”业务技术体制要求，充分利用有限资源，从资
源共享和品牌建设上着手，形成全省农网一盘棋的
发展思路，整合部门为农服务资源。调整思路，探
索“一网”多用新的发展模式和集成创新能力，将
全省为农服务的各种信息资源集成到新的业务轨
道上来，依靠兴农网形成气象为“三农”服务新的
体系。选取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好的县、乡为实验点，
建立信息站，突破最后１ｋｍ的“瓶颈”问题。

建设以“气象为农服务热线”为基础的与农民
沟通、互动的服务系统。以“信息下乡、进村、入
户”为目标、完善和发展“陕西农网”。
结束语

投资大、劳动密集程度高、作物附加值高等特
点决定了现代农业对气象环境的要求更高。加强对
现代化农业园区、设施农业、特色农业等的气象保
障、灾害监测预报、影响评估等服务，建立特色农
产品、设施农业的气象保障服务业务，为农民增收、
农业发展提供及时的气象保障服务，为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提供更多更好地气象服务是气象人责无
旁贷的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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