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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54 年来贵州灾害资料的分析表明, 旱灾、水灾、风雹灾、病虫害、低温冷冻害是影响贵州农业及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 , 其中
水旱对贵州的粮食生产危害最大。分析了贵州54 年来各种农业灾害的发生及影响 , 以期为贵州农业灾害防、避、减提供依据 , 更好地促
进贵州农业及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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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analyzing the disaster datain Guizhouinthe past 54 years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rought , flood , wind and hail , diseases and pests
and low-temperature freezing were the i 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agriculture and grain productionin Guizhou. The damage of flood onthe grai npro-
ductionin Guizhou was greatest . The occurrence and influences of various agricultural disasters in Guizhoui nthe past 54 years were analyzed in order to
provi de the basis for preventing , avoiding and reducing the agricultural disasters in Guizhou and promote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grain production
in Guizhou bet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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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是全国唯一以山地为支撑的农业省份, 又是气象灾

害、地质灾害、作物病虫害等自然灾害频发的省份, 其中气象

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占各种自然灾害的80 % 以上[ 1] 。

农业生产条件滞后, 粮食生产一般在丰年略有结余, 在资源

与需求双重压力下 , 形势非常严峻。因此, 分析研究贵州农

业主要灾害发生发展规律, 减轻或避免灾害所带来的粮食损

失, 是促进贵州粮食生产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数据主要来源于1950 ～2003 年《贵州省农业统计年鉴》、

《贵州年鉴》、《贵州省自然灾害年表( 1950 ～1990) 》, 以及贵州

省民政厅提供的1991～2003 年的部分数据( 其中部分年份部

分数据缺失) 。为了便于比较, 对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作如

下定义 : 受灾面积是指因自然灾害破坏力而遭受损失的农作

物播种面积 ; 成灾面积是指在受灾面积中, 农作物总产量减

产三成以上的播种面积。数据采用Excel 和 DPS 处理。

2  贵州省粮食生产状况

贵州省常年耕地面积为180 万hm2 , 播种面积为460 万

hm2 , 粮食播种面积近年来稳定在300 万hm2 以上。贵州省一

直重视粮食生产。从1996 年开始, 全省粮食产量一直稳定在

1 000 万t 以上, 并在1998 年实现了全省农村人口粮食基本

自给的历史性突破, 粮食产量达到1 161 万t , 为历史最高年 ,

2004 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1 125 万t , 为历史第3 个高产年。

从总体上看, 近年来全省粮食生产供需基本保持平衡。1996

年前, 每年粮食部门调入粮食在60 万t , 而1998 年以后调入

量则下降到5 万～8 万t 。由于农业结构调整和退耕还林力

度不断加大 , 项目和城乡用地增加, 当前暴露出来的耕地面

积减少、粮食面积下降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存在。1997 ～

2002 年间 , 全省实际净减少耕地20 万 hm2 , 净减少4 .2 % 。

2003 年贵州省粮食播种面积302 万hm2 , 比2000 年减少13 万

hm2 , 减少4 .3 % 。今后贵州省粮食供应的压力将进一步增

大, 粮食的需求刚性增长, 耕地刚性减少。因此, 确保粮食生

产的进一步发展, 是贵州省当前农业的重要任务。

贵州省54 年来农作物和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和单

产均呈上升趋势, 但2000 年后均出现下降( 图1) 。这与1957

年以来耕地面积一直下降有关, 也与农业自然灾害对农业和

粮食生产的影响有关。其中粮食减产与农作物受灾和成灾

面积呈极显著正相关 , 相关系数分别是0 .942 和0 .943。

图1 贵州省54 年来农业生产情况

Fig .1  The situ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in Guizhou in the

past 54years

3  农业自然灾害对贵州农业及粮食生产的影响

3 .1 贵州农业自然灾害的种类及对农业生产危害成因 贵

州省常见农业自然灾害有春旱、夏旱、倒春寒、秋风、冰雹、大

风、秋绵雨、暴雨洪涝和农作物病虫害等[ 2] 。两旱( 春旱、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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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 、两寒( 倒春寒、秋风) 、冰雹和农作物病虫害是对贵州省

农业生产危害较重的自然灾害, 甚至能造成粮食大幅度减

产[ 3] 。以水稻( 玉米) 、小麦( 油菜) 为例, 不同致灾因子对农

作物的影响见表1。

表1 不同作物生育时期的主要致灾因子

Table 1 Maindisaster-causing factors of different cropsinthe growthstage

生育期
Growthstage

水稻( 玉米)
主要致灾因子
Main disaster-
causing factors
of rice( maize)

生育期
Growth
stage

小麦( 油菜)
主要致灾因子
Main disaster-
causing factors
of wheat (rape)

播种
Sowing stage

春旱、倒春寒、
连阴雨

播种出苗
Sowing and seedling
emergence stage

秋旱、连阴雨

出苗
Seedlingemergence
stage

春旱、倒春寒、
连阴雨、冰雹

幼苗
Seedling stage

秋冬旱、霜冻

分蘖拔节
Tillering and joint-
ing stage

初夏旱、低 温
连阴雨、暴 雨
洪涝

分蘖现蕾
Tillering and
budding stage

秋冬旱、凝冻

孕穗
Booting stage

夏旱、低温、冷
害、暴雨洪涝

拔节抽薹
Jointing and bolting
stage

春旱、低温冷
害、连阴雨

抽穗抽雄
Heading stage

伏旱、秋风 孕穗开花
Booting and flowering
stage

春旱、低温冷
害、冰雹

乳熟
Milky maturity
stage

伏旱、秋风、秋
绵雨

抽穗结荚
Heading and
pod-bearing stage

干热风、连阴
雨、冰雹

成熟
Maturity stage

秋绵雨 成熟
Maturity stage

连阴雨、冰雹

3 .2  农业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950 ～2003 年因受

农业灾害的影响( 这里主要统计了旱灾、水灾、风雹灾、低温

冷冻害和病虫害 , 也包括其他灾害) , 全省累计受灾面积达

55 969 000 hm2 , 成灾面积35 028 000 hm2( 除1992 年外) ,1950

～1995 年( 除1992 年) 粮食作物成灾面积22 822 000 hm2 ,1950

～2003 年( 除1992、1996、1997、1998 和1999 年) 粮食作物产量

损失累计达3 205 万t , 直接经济损失768 .4 亿元。1950～1990

年因灾造成的粮食损失平均每年为54 万t( 最多年168 万t ,

最少年17 万t) , 占全省年平均粮食总产量的10 % ～15 % , 直

接经济损失平均每年3 .2 亿元。

从图2 可见, 农作物受灾面积、成灾面积以及粮食成灾

面积起伏较一致, 相关性达极显著, 相关系数均在0 .970 以

上。从总体趋势来看 , 灾害呈上升趋势, 特别是1980 年后 , 一

直在上升 ,1991 年达到最高, 此后有所下降, 但受灾、成灾面

积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3 .3  农业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贵州粮食产量因农

业自然灾害的影响多年来波动较大。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的持续性干旱, 造成全省粮食产量降至建国以后的最

低水平;1972 年出现了全省性特大夏旱 , 粮食产量比1971 年

减产30 % ～50 % ;1974 年全省发生严重秋风天气, 成灾范围

波及52 个县市, 全省水稻因秋风减产达20 万t ;1981 年是另

一个特大干旱年, 全省有72 个县( 市) 受到伏旱的严重危害 ,

粮食减产80 万t 。1984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有了较大提高, 达

到757 万t , 首次突破750 万t 大关。这可能因灾情轻、范围小

有关, 该年除冻害比较重外, 其他的气象灾害不重, 全省因灾

害造成的损失也比较小。全省87 个县市中只有7 个县减产 ,

农作物受灾、成灾面积仅为758 000 和434 000 hm2 。粮食仅减

产59 万t , 是贵州自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以来农业减产较少

的年份。可是,1985 ～1990 年间, 贵州粮食总产量再次发生

下跌趋势 , 下降至600 万～700 万t 。这与农业灾害的影响密

切相关( 图3) 。

图2 1950～2003 年贵州农作物受灾、成灾情况( 缺1992 年)

Fig .2 Thedisaster-sufferingand disaster-formingsituations of crops

in Guizhouduring1950- 2003 ( excepting 1992)

图3 1950～2003 年贵州粮食因灾减产情况( 缺1992 ,1996 ,1997 ,

1998 ,1999 年)

Fig .3  The yield decrease of grain caused by disasters in Guizhou

during 1950 - 2003 ( excepting 1992, 1996, 1997, 1998 and

1999)

4  不同农业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分析

4 .1 影响贵州农业生产的主要农业自然灾害  对54 年来

影响农业及粮食生产的各自然灾种相关分析可见( 表3) , 除

低温冷冻与农业经济损失未达显著相关外, 其他灾害均与农

业经济损失达极显著相关, 其中以水灾相关系数较大, 分别

是0 .762 和0 .734 。粮食成灾面积和粮食减产与各种农业自

然灾害都呈极显著正相关, 其中与旱灾的系数最大, 相关系

数均超过0 .800 , 病虫害次之, 而以低温冷冻害最小。

  对1950 ～2003 年( 除1992 年) 的各种灾害的受灾、成灾面

积统计分析, 在受灾总面积中 , 旱灾、水灾、风雹灾、低温冷冻

害、病虫害和其他分别占39 % 、23 % 、15 % 、7 % 、14 % 和2 % 。

而在成灾总面积的统计中, 旱灾成灾面积比受灾面积高出2

个百分点, 而病虫害成灾面积较受灾面积下降2 个百分点 ,

其他灾害成灾和受灾所占比例均相同。由此可见 , 水旱灾害

特别是旱灾是影响贵州农业生产的最大因素( 图4、5) 。

4 .2  贵州历年主要灾情  1950～1959 年:1951 年主要气象灾

害是干旱和冰雹。全省因干旱农作物受灾203 700 hm2 , 成灾

131 400 hm2 , 全省因风雹农作物受灾86 200 hm2 , 成灾51 800

hm2 。1953 年主要是赤水河流域性洪水, 直接经济损失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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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1954 年发生历史上罕见的暴雨洪涝、凝冻灾害。该年

全省因水灾农作物受灾面积达168 000 hm2 , 成灾面积101 600

hm2 。1955 年主要气象灾害是倒春寒和秋绵雨, 以倒春寒造

成的危害较大, 仅黔西南自治州损失谷种45 万kg 。1958 年

全省因干旱农作物受灾269 800 hm2 , 成灾166 000 hm2 。1959

年夏旱造成的损失最大, 全省农作物受灾面积为 505 400

hm2 , 成灾357 600 hm2 。

表3 各灾种与农业生产的相关系数

Table 3 The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each kind of disaster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指标
Index

旱灾
受灾

Suffering
drought

水灾
受灾

Suffering
flood

风雹受灾
Suffering
wind and

hail

低温冷冻受灾
Suffering

lowtemperature
freezing

病虫受灾
Suffering
diseases

and pests

其他受灾
Suffering

other
disasters

旱灾
成灾

Forming
drought

水灾
成灾

Forming
flood

风雹成灾
Forming
wind and

hail

低温冷冻成灾
Forming low
temperature

freezing

病虫成灾
Forming
diseases

and pests

其他成灾
Forming

other
disasters

经济损失 0 .388 * * 0 .762 * * 0 .605 * *  0 .202 0 .498 * * 0 .381 * * 0 .394 * * 0 .734 * * 0 .534 * *  0 .219 0 .474 * *  0 .333 *

Economic loss

粮食减产 0 .833 * * 0 .499 * * 0 .609 * * 0 .383 * * 0 .727 * * 0 .813 * * 0 .837 * * 0 .484 * * 0 .477 * * 0 .441 * * 0 .685 * * 0 .814 * *

Yield decr-
ease of grain

粮食成灾 0 .879 * * 0 .594 * * 0 .647 * * 0 .462 * * 0 .750 * * 0 .744 * * 0 .852 * * 0 .594 * * 0 .499 * * 0 .514 * * 0 .739 * * 0 .764 * *

Disaster-for-
med of grain

受灾面积 0 .825 * * 0 .667 * * 0 .713 * * 0 .486 * * 0 .782 * * 0 .806 * * 0 .786 * * 0 .669 * * 0 .579 * * 0 .551 * * 0 .765 * * 0 .816 * *

Disaster-suff-
ering area

成灾面积 0 .868 * * 0 .565 * * 0 .683 * * 0 .446 * * 0 .809 * * 0 .774 * * 0 .850 * * 0 .558 * * 0 .535 * * 0 .516 * * 0 .786 * * 0 .797 * *

Disaster-for-
ming area

 注 :a = 0 .05 时 , r = 0 .294 0 ; a= 0 .01 时, r =0 .380 1。

 Note :When a is 0 .05 ,r is 0 .294 0 ;When a is 0 .01 , r is 0 .380 1 .

图4 各年代各农业灾害受灾面积

Fig .4 Thesufferingareaof various agricultural disastersindifferent

ages

图5 各年代各农业灾害成灾面积

Fig .5 The disaster-forming area of various agricultural disastersin

different ages

  1960～1969 年:1960 年是较严重的春、夏连旱年 , 全省因

旱农作物受灾面积为660 300 hm2 , 成灾468 200 hm2 。1961 年

亦为春、夏连旱年, 全省因旱农作物受灾508 800 hm2 , 成灾

365 200 hm2 , 全省因风雹灾农作物受灾面积达115 900 hm2 , 成

灾79 200 hm2 。1963 年又是春、夏连旱, 使全省农作物受灾面

积达455 400 hm2 , 成灾301 300 hm2 , 因风雹农作物受灾110 700

hm2 , 成灾73 400 hm2 。1967 年以冰雹为最重, 全省因风雹农作

物受灾64 500 hm2 , 成灾42 100 hm2 。

1970～1979 年: 秋风是 1974 年的主要气象灾害, 52 县

( 市) 受灾, 受灾稻田占稻田总面积的60 % , 水稻比常年减产

20 % 。1975 年夏旱较重, 农作物受灾面积515 200 hm2 , 成灾

337 500 hm2 , 粮食总减产53 万t 。1976 年冬季出现严重的凝

冻天气, 全省农作物受灾面积17 000 hm2 , 成灾16 800 hm2 。此

外, 全省因风雹灾农作物受灾172 200 hm2 , 成灾116 900 hm2 。

1978 年为严重夏旱年, 农作物受灾444 900 hm2 , 成灾289 100

hm2 , 粮食总减产60 万t 。

1980～1989 年 :1980 年全省有40 多个县( 市) 受秋风危

害, 造成水稻减产10 万 hm2 , 因风雹使农作物受灾 150 400

hm2 , 成灾90 400 hm2 。1981 年是特大夏旱年, 受旱面积达

133 000 hm2 , 全省有55 个县( 市) 出现严重旱情, 农作物受灾

面积达898 900 hm2 , 占播种面积的22 .7 % , 成灾面积650 400

hm2 。1983 年, 春夏和初秋冰雹、暴雨大风等灾害出现次数之

多, 范围之广, 灾情之重 , 实属罕见。全省有51 个县发生暴雨

洪涝 , 受灾人口237 万, 农作物成灾183 600 hm2 。因风雹农作

物受灾265 700 hm2 , 成灾163 600 hm2 。1985 年全省大范围的

“伏旱”使农作物受灾1 016 000 hm2 , 粮食减产168 万t , 直接经

济损失9 .4 亿元, 是贵州重伏旱年之一。1987 年春旱的范围

之大、面积之广、时间之长、危害之大为建国罕见, 因干旱农作

物受灾801 000 hm2 , 成灾568 800 hm2 。此外, 因风雹农作物受

灾188 100 hm2 , 成灾118 700 hm2 。1988 年, 春、夏、秋都有严重

灾情出现, 全省受旱农作物面积达1 146 000 hm2 , 成灾804 500

hm2 。出现自1950 年以来的重秋风 ,52 县( 市) 受灾。1989 年

发生严重“伏旱”, 农作物因干旱受灾 1 062 000 hm2 , 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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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 400 hm2 。

1990～1999 年:1990 年是连续伏旱的第3 年, 全省因干旱

农作物受灾1 295 900 hm2 , 成灾956 300 hm2 。此外, 因风雹农

作物受灾189 600 hm2 , 成灾129 500 hm2 。1991 年为多灾并发

的重灾年, 主要灾害有: 春旱、倒春寒、暴雨洪涝和秋绵雨。其

中, 洪涝是“百年不遇”, 农作物受灾759 300 hm2 , 成灾487 600

hm2 , 直接经济损失19 .1 亿元。1995 年冰雹使42 个县( 市) 受

灾, 农作物受灾面积61 500 hm2 , 成灾36 700 hm2 , 直接经济损

失12 987 万元; 严重的暴雨洪涝使56 个县( 市) 受灾 ,13 个县、

市重灾, 受灾面积518 900 hm2 , 成灾面积272 000 hm2 , 直接经

济损失58 .3 亿元。1996 年的主要气象灾害: 冬春百日干旱,

全省农作物受灾338 000 hm2 , 成灾205 000 hm2 , 绝收17 000

hm2 , 减产粮食10 万t ; 此外 , 暴雨、洪涝使全省84 个县( 市、

区) 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147 .0 亿元。1998 年因雹灾直接经济

损失12 .7 亿元, 农业直接经济损失7 .3 亿元 ; 干旱使农作物

受旱面积376 000 hm2 ; 全省86 个县( 市、区) 中遭受暴雨洪涝

的有77 个, 农作物受灾面积390 000 hm2 , 成灾230 000 hm2 , 绝

收48 000 hm2 。1999 年主要气象灾害有: 干旱使受灾面积达

3 409 300 hm2 , 成灾面积156 000 hm2 , 绝收面积20 060 hm2 ; 低

温雪凝使农作物受灾面积25 000 hm2 , 直接经济损失835 万

元; 冰雹直接经济损失1 .2 亿元 , 6 月28 ～29 日特大暴雨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2 .1 亿元。

2000 年以来:2000 年主要气象灾害有 : 冰雹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5 575 万元 ; 暴雨洪涝使全省71 个县( 市、区) 受灾, 直

接经济损失16 .4 亿元, 其中农业直接经济损失11 .4 亿元。

5 结论

( 1) 通过对贵州54 年来各种灾害资料的分析可知: 贵州

农业及粮食生产受灾害影响巨大, 旱灾、水灾、风雹灾、病虫

害、低温冷冻害是影响贵州农业及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 , 其

旱灾又是所有农业自然灾害中影响最大的因素。贵州省50

多年来的各种农业自然灾害虽然都经历了多个起伏, 总的趋

势是越来越严重, 对农业及粮食生产的危害越来越大, 造成

粮食损失也越来越大。

( 2) 加强各部门合作, 更加透彻地研究贵州省各种农业灾

害及其发生发展规律 , 制订防灾、减灾和避灾等措施, 为贵州

农业及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保障是今后一段时期

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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