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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农业大国,影响农业生产稳定的因素比较多,其中有气象因素中降水、温度对农作物的影响。以花生为例,有关气象因子对农作

物影响的研究,主要揭示了气象因子与花生品质的关系,仅甄志高等报道了影响蛋白质含量的主导因子是温度,影响脂肪含量的主导气象因子是

日照时数,温度日较差和降水量对二者均有影响探讨了不同气象因子对花生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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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地理概况。绥中县位于辽宁省西南部,地处辽西走廊西端,东邻兴

城、西接山海关、南临渤海、北枕燕山,东隔六股河与兴城市为邻,西与河

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山海关区、青龙满族自治县毗连,南临渤海湾,北靠

建昌县。地处东经119°34’至120°3l’,北纬39°59’至40°37’。海拔

高度15.3米,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可将其大致自北向南分为北部山区,

中部丘陵,沿海平原。是环渤海经济圈的重点城市,辽宁省五点一线环渤海

开发战略起点城市。 

绥中山多、水多、地多,形成六山一水三分田,按照省制定的土壤分类

标准共有五个土类,即标壤土、草甸土、盐土、沼泽土、水稻土。不分水

岭10个亚类,25个土属,50个土种,其中棕壤为主,站总面积的76%。其次为

草甸土,占总面积的23.3%,主要分布在河流的河漫冲去平原,沿海淤积平

原和山间平地上,较适合粮食及其它经济作物的生长。 

1.2气候概述。辽宁省属于温带大路季风气候,而绥中县属于温带湿润

大陆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水热同期,光照充足,雨量集中,秋季短,温差大,

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优良的气候条件。年平均气温为9.5℃,极端 高气

温为39.8℃(1972年6月10日),极端 低气温为-26.4℃(2010年1月14日)。

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651.3小时。年平均降水量为618.1毫米,年 多降水量

为1087.6毫米年 少降水量为370.4毫米,第一场透雨平均出现日期为4月

27日, 早3月2日, 晚7月12日。平均无霜期为178天, 多221天, 少128

天。≥10℃积温平均为3958.6℃, 大冻土深度为125厘米。 

1.3花生生产及技术状况。由于近几年我县较为干旱,种植玉米的农户

减少转为种植花生的农户越来越多,为了推进花生的产业发展,加快形成

“一县一业”农业产业格局,使优势产业上水平、上规模、上档次,由于农

户技术水平偏差,对气候条件推销不准,技术人才缺乏,导致产量偏低。 

2 气象因子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2.1各种气象灾害的影响。统计1981—2010年的灾情资料,各种气象灾

害所造成的农作物受灾、成灾面积均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而在各种气象灾

害中,发生 频繁、危害 严重的是旱灾、暴雨洪涝和雹灾。因此,旱灾、

暴雨洪涝和雹灾成为制约绥中县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 

2.2气温变化的影响。近50年来,本地区秋、冬季气温升高,早霜冻时

间推迟,农作物生长季活动积温增加,导致花生收割时间延后。20世纪90

年代以后全县出现高温危害的频率比前30年有所增加,1998年开始不到10

年的时间出现36℃以上的高温天气就有4年。说明90年代夏季虽处变凉期,

但高温危害出现的频率较前30年还是明显增加,对我县的农作物玉米、高

粱等作物的成熟是有一定影响的。因此,要掌握温度变化的这一特点,趋利

避害,合理安排农业生产,把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 低限度。 

2.3降水变化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近10年,本区降水量

的减少,给水分资源原本匮乏的本地干旱农业带来不利的影响,秋季本是

一年中雨水蓄积的主要时期,秋季降水量的大幅度减少,无疑使“秋雨春

用”的效应大大减小,也导致伏秋旱的频繁发生。90年代以来,几乎每年都

有干旱发生,加之气温的升高,农田蒸散量加大,作物供需水矛盾突出,加

剧了干旱的危害程度,这些都应引起高度重视。 

3 气象信息服务工作的必要性 

对于农作物生育期的气象服务工作,绥中县气象局都做出了周密的部署。 

3.1防雹方面。时刻注意天气变化,通过查看雷达图监测强对流天气,

值班人员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当预报有阵性降水天气时,通过微信、微博、

电话、手机短信、大喇叭、电子显示屏等方式及时通知乡镇和防雹站点。 

3.2预报预警方面。每当预报出近期无降水且生态监测站测量的土壤

水分实测值又很低(20厘米的相对湿度小于60%),便通过电话、大喇叭、电

子显示屏的方式通知各村气象信息管理员告知果农,提前做好抗旱准备,

同样对于连续阴雨或倒春寒现象预报结果,通过各种“直通车”手段通知

果农,做好各方面的预防工作。 

预警服务重中之重,当有强对流天气时,能使预警信息第一时间通过

显示屏、大喇叭、微信、微博等方式进行传播。 

3.3农气生态监测方面。我局在气象为“三农”服务方面开展了农业

用天气预报服务,为开展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针对性的农业气象服务,

针对农作物种植,收成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合理安排,定期下发气象服

务材料,专人组实地考察,与农作物农户面对面的交流,进行技术指导和跟

踪服务。气象局已经通过建立微信群的方式,面向农业种养大户、农机大

户、农机(植保、渔业等)专业化服务组织、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

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农业气象服务。 

3.4“互联网+”的智慧农业气象服务。2016年全国气象局长会明确提

出要创新气象为农服务机制,以融入式发展统筹政府与部门资源、以众包

模式推动气象为农服务社会化,推动气象为农服务体系转型升级；发展基

于“互联网+”的智慧农业气象服务,提高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直通式、

个性化服务水平,为智慧农业气象服务发展指明方向,更好的为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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