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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然灾害是人们不得不面临的灾害之一,危害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在众多自然灾害中,洪涝灾

害会产生巨大破坏,其是影响农业设施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不仅关乎我国人

民的生存,同时亦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洪涝灾害的出现会对农业领域造成巨大破坏,无论是

农作物还是农业设施都无法避免,导致国家和农户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陕南地区所面临的主要自然灾害

便是洪涝灾害,因此为减少其对农业领域的影响,应强化对洪涝灾害的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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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ural disasters are one of the disasters that people have to face, endangering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human beings. Among the many natural disasters, flood disasters can cause significant damage and are one of 

the main natural disasters affecting agricultural facilities. China is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not only about the survival of our people, but also an important industr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conomy. Flood disasters can cause enormous damage to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both in 

terms of crops and agricultural facilities, resulting in huge losses for the country and farmers. The main natural 

disaster faced by the southern Shaanxi region is flood disasters.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duce its impact o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flood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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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农业属于基础产业,与我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自

然灾害对于农业领域的影响极大,在众多自然灾害中,洪涝灾害

对于农业领域的影响 大。一旦有洪涝灾害出现,不仅会破坏诸

多农业生产设施以及农作物,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还有很

大概率危及民众的生命安全。所以,应积极采取一些防治措施有

效防控洪涝灾害。 

1 洪涝灾害概述 

对于洪涝灾害而言,其是指由于暴雨或是持续性降雨所造

成的山洪暴发或者江河泛滥,导致人们生产生活各个方面遭到

破坏,造成财产损失甚至是人员伤亡的水涝灾害[1]。通常情况下,

洪涝灾害可以划分为五个等级：其一,一级洪涝灾害。所表明的

是由于洪水或内涝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出了地区GNP

的10%以上。或者是洪水或内涝所造成的人员死亡和失踪以及疏

散人口超出一千人以上的灾害；其二,二级洪涝灾害。洪涝灾害

发生地由洪涝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地区GNP的5%以上。

或者是死亡和失踪以及疏散人口达到五百人以上；其三,三级洪

涝灾害。所指的是由于洪水或内涝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经

超出了地区GNP的2%以上。或者是洪水或内涝所造成的人员死亡

和失踪以及疏散人口超出一百人以上的灾害；其四,四级洪涝灾

害。所指的是由于洪水或内涝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出

了地区GNP的1%以上。或者是洪水或内涝所造成的人员死亡和失

踪以及疏散人口超出五十人以上的灾害；其五,五级洪涝灾害。

所指的是由于洪水或内涝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出了地

区GNP的0.5%以上。或者是洪水或内涝所造成的人员死亡和失踪

以及疏散人口超出十人以上的灾害。由于洪涝灾害级别的不同,

相应的应对举措也各不相同。通常情况下,当发生一级洪涝灾害,

就需要立刻启动应急预案,并立即组织人员展开抢险救灾活动,

尽 大努力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对于二级和三级洪涝灾

害,就需要强化监测预警,及时有效地将受灾人员输送到安全地

区[2]。如果地区内发生的为四级或是五级洪涝灾害,就需要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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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人民的防范意识,提升其应对能力。 

2 陕南地区洪涝灾害的规律 

陕南地区的洪涝灾害具有来势凶猛,陡涨陡落,雨量过程线

呈现明显的尖峰状,暴雨洪水的年际变化大以及含沙量大,具体

规律如下：首先,洪涝灾害出现较早,历时较长。通过有关人员

调查研究发现,陕南地区的 大洪峰量的出现时间和暴雨的出

现时间是成正比的。基于季风的影响,陕南地区的洪涝灾害自生

成便由南向北推移,而退却是自北向南,这就导致了陕南地区的

洪涝灾害出现较早,但是结束的较晚,一般情况下, 大流量是

在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但是也有个别年份会在五月下旬

或是十月份出现。其次,洪涝灾害频发,强度大。由于陕南地区

独特的地理位置,导致其需要遭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并

且基于西南季风和东南季风,使得大量的孟加拉湾和海南的水

汽被带到了陕南地区,再由于陕南地区地理特质,致使水汽长时

间停留,因此就导致了该地区气候温湿,水汽极为充足,所以会

经常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并且通常暴雨周期较长,且雨量和

强度都相对较大,整个陕南地区都几乎被覆盖其中,所以造成了

陕南地区洪涝灾害频发的现状[3]。根据有关资料统计,整个陕西

省的大暴雨主要集中在陕南地区,虽然特大暴雨在全省均有出

现可能,但是仍以陕南地区为主,其中特大暴雨集中地区为汉中

市。因此陕南地区洪涝灾害强度较大。 后,具有双峰型特点。

有关研究人员通过能够体现洪水形成调节以及洪水特性的流量

过程线发现,在整个陕西省内,陕南地区和其他地区相比,整个

流量过程性线是成尖峰状,不仅如此,还具有双峰型特质。这就

表明一次暴雨还没结束便会有新的暴雨出现,进而生成连续性

暴雨,因此就造成了经过一次洪峰以后便很快生成新的洪峰,促

成连续性洪水,致使洪涝灾害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剧增。 

3 陕南地区洪涝灾害对农业设施的影响 

洪涝灾害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一旦有洪涝灾害出现,就会

对农业设施造成全面性破坏,人工加温的温室、塑料日光温室、

塑料薄膜大棚、覆盖农作物的地膜、河道堤防、水库等诸多农

业设施都会无一幸免。如,2014年7月14日陕南地区开始的暴

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导致农业设施损毁严重,特别是陕南秦巴

山区,因灾公路中断1251处,损坏小型水库2座、河道堤防1405

处。农业设施的破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不仅如此,洪涝灾

害对于陕南地区土地也造成了极大影响。洪涝灾害发生以后,

导致了水土流失,致使土壤中的养分快速流失,直接造成土地

贫瘠的情况发生。而且,洪水中含有大量的泥沙,这不仅会造

成了湖泊萎缩,同时也使得耕地沙化,对陕南地区农业活动造

成了无法估量的影响。与此同时,洪涝灾害也使得耕地结构被

破坏,耕地盐碱化严重,甚至已经变成了盐碱地,极不适合农作

物的种植和生长,影响了地区农民的收入以及粮食产量。洪涝灾

害的产生,导致各种农事活动被迫停止。陕南地区主要农作物为

水稻、油菜、棉花等[4]。洪涝灾害不仅会影响油菜的移栽,同时

也会使棉花和水稻的收晒受到影响,直接造成农作物的减产,甚

至是绝收。 

4 陕南地区洪涝灾害防治策略 

4.1做好监测预报工作 

对于洪涝灾害的防治而言,准确及时地监测和预报是重中

之重。通过科学有效的监测预报,不仅可以 大限度地保证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同时还有助于农户及时采取措施,将损失抑制在

低。针对洪涝灾害进行预防时,气象部门和水文部门以及其他

部门要加强合作,通过科学先进的监测技术及时精准对洪涝灾

害实施监测预报,把握好时机将预警信息发出。省级和市级以及

县级气象部门要展开有效联动,对洪涝灾害趋势进行精准预报

的同时,还要通过相应的雷达系统对低空云团展开二十四小时

监测,以此来达成对小范围大暴雨、台风等极端恶劣天气的精准

预报。针对应急工作来讲,快速发布预警信息以及将信息覆盖面

积不断扩大是其重中之重。所以,要通过全部渠道来发布和传播

洪涝灾害预警信息。首先,电视台和广播电视台以及政府网站等

官方媒体来传播洪涝灾害预警,使人民群众可以及时了解相关

信息。其次,政府部门要组织各大通信运营商向每一个手机用户

发送防洪涝灾害信息,以此来弥补官方媒体的不足,实现预防信

息的全面覆盖,提醒群众做好防范准备工作。 后,在紧急时刻,

城镇要果断拉响警报器,而乡村地区则要通过村内广播来传播

转移信息。 

4.2强化基础水利建设 

基于当下洪涝灾害的突发性和复杂性,防洪涝灾害工作的

开展需要秉持蓄泄统筹,标本兼治的原则。将治水工作以及治山

工作有效结合起来,合理的融合工程防治和生物防治,并进行科

学规划,积极展开综合治理,以后来使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抑制

在 低水平,保证农业方面受灾保持在较低水平。针对于此,地

区政府部门要积极落实绿化造林,以此来作为抵御洪涝灾害的

主要措施。基于此,就需要政府部门更加关注生态环境,积极强

化江河上游水土的保持, 大限度地抑制泥沙向江河流入。对此,

可以在江河流域采取封山育林,限制或是禁止采伐,通过各种方

式来涵养水源,以此来有效抑制水土流失这一洪涝灾害产生源

头的生成。而对于山区的水土保持而言,其属于有效治理河流水

患的重中之重。所以,要坚定不移地落实植树造林,加大投入力

度来种牧草和修梯田。不仅如此,还要增加蓄水坑以及蓄水塘的

数量,如此才能实现山区水土的有效保持。 

并且,通过上游建设水库,中下游构建堤坝,在洼地区域积

极开沟,以此来实现对蓄水的有效调节,形成有蓄有排的状态,

这不仅可以实现洪涝灾害的预防,同时还能规避旱灾的产生。与

此同时,有关政府部门还要转变重水库轻堤坝以及重建设轻管

理的思想。在预防洪涝灾害上要加大各种资源的投入,不断提升

防洪涝灾害工程的标准,全面有效地改善地区江河防洪涝灾害

弱的现实状况。科学修筑江河堤围,将防治屏障做好做牢。并且,

还要构建兼具抽水和灌水功能的抽水机站。有关管理部门要加

强对河道的巡查,对于拥堵之处要及时疏通,以此来提升地区防

洪泄洪能力。对于堤坝内的任何人为障碍物都要及时进行清理,

坚决杜绝围水造田的情况发生,要坚定不移地退耕还湖,以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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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完成对水电工程的构建, 短时间将工程的防洪调蓄水的

作用 大限度发挥出来。 

4.3基于信息技术构建监测和预警系统 

建立气象传感器网络,通过安装在不同地点的传感器收集

降雨量、风速、温度等气象数据,动态性的将这些数据信息上传

到中央服务器,形成全面的气象监测系统。利用气象数据进行分

析和建模,开发出高精度的降雨预测模型,与地形地貌等因素进

行结合,预测洪水的可能性和潜在危害,制定相应的预警准则。

开发并部署洪涝灾害预警系统和移动应用程序,将预警信息传

达给相关部门和居民。基于信息技术的预警系统,可根据预警准

则自动触发预警通知。加强与气象部门、科研机构和相关部门

的数据共享与合作,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数据的快速传输和

分享。开放数据接口和数据共享平台,促进气象数据的广泛应用

和灾害信息的及时传播。利用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多媒体通

信手段宣传和发布灾害预警信息,通过应用各种社交媒体平

台和手机,向公众提供实时的洪水情况和安全提示。建立专业

的信息技术团队,负责气象监测体系和预警系统的运行与维

护。定期进行设备检修、数据校准和软件更新,确保系统的稳

定性和可靠性。 

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技术,优化气象预测模型,分析

大量历史气象数据和相关影响因素,建立更准确的降雨、风速等

预测模型,不断优化模型参数。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将气象数据

与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相结合,精细化预警和预报,按照地

理位置、地形地貌等因素,预测特定区域的洪涝风险,在第一时

间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使用机器学习方法挖掘气象数据中的潜

在关联和模式,提取有用的特征。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智能决

策支持系统,利用大数据处理和分析,综合当前情况给出 优的

响应方案,辅助决策制定。 

5 结语 

总而言之,陕南地区洪涝灾害频发,这对于该地区农业领域

和工业领域以及其他领域都造成了极大影响和破坏,严重危及

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要加强对地区洪涝灾害规律

的探究,并展开针对性的防治,将洪涝灾害的危害降至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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