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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绿色种植防灾减灾技术

郝炎炎
淄博市临淄区农业技术服务中心Ǔ山东Ǔ淄博Ǔ255400

摘Ȟ要：本文深入探讨了粮食绿色种植在防灾减灾中的重要性及其应用技术。通过分析常见自然灾害对粮食种植

的影响，提出了包括生态调控、农业工程、生物防治与物理防治在内的一系列防灾减灾技术原理与应用方法。在此基

础上，文章进一步整合了这些技术，并针对不同种植区域提出了具体的应用模式。最后，通过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对

技术应用效果进行了评估与优化，旨在为粮食绿色种植提供科学指导，提升粮食生产的抗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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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粮食，维系人类生存之根本，却常受自然灾害侵

扰，安全稳定生产面临挑战。绿色种植模式，以可持续

发展为核心理念，不仅致力于提高粮食产量，更强调生

态保护与灾害预防。本文聚焦粮食绿色种植领域，深入

剖析防灾减灾技术，旨在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技术体

系。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为粮食生产在应对自然

灾害、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提供有力支持与指导，确

保粮食安全基石稳固，助力农业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

1��常见自然灾害对粮食种植的影响

1.1  气象灾害
（1）干旱：干旱导致土壤水分严重不足，影响作物

根系发育与养分吸收，降低光合效率，造成作物生长缓

慢、植株矮小，甚至枯萎死亡。如华北地区的小麦在干

旱年份常出现减产现象。（2）洪涝：洪涝使土壤通气性
变差，根系缺氧腐烂，同时冲毁农田基础设施，破坏生

态环境。洪水过后，病虫害易滋生蔓延，如南方水稻区

的洪涝常引发纹枯病、稻瘟病等大规模爆发。（3）台风
与暴雨：强风造成作物机械损伤，暴雨导致水土流失与

农田积水，形成内涝。台风暴雨还可能破坏农业设施，

如东南沿海地区的台风常造成温室大棚、仓储设施严重

受损。（4）低温冻害：低温冻害破坏作物细胞膜结构，
影响物质代谢，导致生长点受损、空粒瘪粒增多。如东

北地区的玉米在灌浆期遭遇低温冻害，常导致产量大幅

下降[1]。

1.2  生物灾害
生物灾害是农业生产中面临的严峻挑战，其中病虫

害与草害尤为突出。（1）病虫害，作为一类由病原生物
或害虫引起的灾害，直接侵袭作物，破坏其生理机能。

例如，小麦条锈病侵蚀叶片，影响光合作用；水稻稻飞

虱吸食汁液，干扰养分运输；玉米螟则蛀食茎秆，妨害

作物生长，这些均对粮食产量构成重大威胁。（2）草害
亦不容忽视。杂草生长旺盛，与作物竞相争夺阳光、水

分和养分，导致作物光照不足，土壤肥力下降。特别是在

玉米田中，马唐、狗尾草等杂草的滋生，常使得玉米生长

受阻，产量大幅下降。因此，有效防控病虫害与草害，对

于保障粮食安全、提升农业生产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1.3  地质灾害
（1）山体滑坡与泥石流：在山区或丘陵地带，山体

滑坡与泥石流是常见的地质灾害类型。这些灾害不仅直

接掩埋农田、毁坏作物，还严重破坏水利设施，导致灌

溉系统失效，同时改变土壤结构，使其变得不利于作物

生长。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往往使得受灾区域的粮食生产

短期内难以恢复，对当地粮食安全构成重大挑战。（2）
土壤盐碱化与沙化：土壤盐碱化使得土壤中的盐分含量

过高，导致作物根系吸水吸肥能力下降，出现生理性干

旱现象，严重影响作物生长。而土壤沙化则使得土壤颗

粒变大，保水保肥能力极差，土壤易受风沙侵蚀，进一

步加剧土地退化。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盐碱地与沙

化土地广泛分布，这些区域的粮食产量普遍极低，对当

地农业发展构成了严峻制约[2]。

2��粮食绿色种植防灾减灾技术原理与应用

2.1  生态调控技术
粮食绿色种植中的防灾减灾技术，作为现代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中，生态

调控技术以其独特的生态理念和显著的实践效果，成

为提升农田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作物抗逆性的核心手

段。（1）在生态调控技术的框架下，农田生态系统的
构建与优化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精心设计的间

作、套种、轮作等多元化种植模式，我们不仅能够有效

地增加农田的生物多样性，还能够构建出一个多层次、

多功能的生态系统。这样的生态系统具备强大的自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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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力，能够对外界的不良环境因素，如极端气候、病

虫害等，形成有效的抵御屏障。以玉米与大豆的间作模

式为例，大豆的固氮作用为玉米提供了天然的氮肥资

源，显著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降低了农业面源污染的

风险。同时，两种作物的相互遮挡作用，有效地改善了

田间的微气候环境，为作物生长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

件，特别是在应对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时，这种种植模

式的优势尤为明显。（2）土壤生态改良则是生态调控
技术的另一大支柱。土壤，作为作物生长的根基，其结

构和肥力状况直接关乎作物的生长发育和最终产量。通

过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等科学改良措施，我们可以显

著改善土壤的物理结构，提高其保水保肥的能力。有机

肥中的腐殖质，作为土壤改良的“黄金成分”，能够显

著增加土壤的通气性和透水性，使土壤在干旱条件下能

够保持足够的水分，从而减轻干旱对作物生长的负面影

响。而在洪涝时期，良好的土壤结构则能够迅速排水，

避免土壤过湿导致的作物根系受损问题。此外，生物菌

肥中的有益微生物能够高效分解土壤中的有机物质，释

放出作物所需的养分，进一步提升土壤的肥力水平，为

作物的健康生长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

2.2  农业工程措施
在粮食绿色种植防灾减灾技术体系中，农业工程措

施作为直接且有效的手段，对于提升农田的抗灾能力和

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灌溉与

排水工程以及农田防护工程是两大核心组成部分。（1）
灌溉与排水工程是农业工程措施中的基础与关键。面对

全球水资源日益紧张的现状，采用滴灌、喷灌等精准灌

溉技术，能够显著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无效

蒸发和渗漏损失。这些技术通过精确控制水量和灌溉时

间，确保作物在关键生长期获得充足的水分，同时避免

过度灌溉导致的土壤盐碱化和水分浪费。此外，建设完

善的排水系统同样至关重要。在雨季或洪涝灾害发生

时，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可以有效防止作物根系受损，

减少病害发生，保障作物正常生长。华北地区的节水灌溉

工程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通过科学的灌溉管理和技术

创新，有效缓解了干旱问题，保障了区域粮食生产的稳

定。（2）农田防护工程则是针对特定灾害类型而设计的
专项工程措施。在气象灾害和地质灾害频发的地区，通

过建设防风林网、梯田、谷坊等工程设施，可以有效抵

御风灾、水土流失和山体滑坡等灾害的威胁。防风林网

能够降低风速，减少风害对作物的直接冲击；梯田则通

过改变地形，减缓水流速度，防止水土流失，同时增加

土壤保水保肥能力；谷坊则用于拦截和蓄积上游来水，

防止洪水对下游农田的冲刷和破坏。这些工程设施的建

设，不仅提高了农田的抗灾能力，还改善了农田生态环

境，为粮食生产提供了更加稳定和安全的生产环境[3]。

2.3  生物防治与物理防治技术
在粮食绿色种植防灾减灾技术体系中，生物防治与

物理防治技术以其环保、高效的特点，成为替代化学农

药、降低病虫害抗药性、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这

两种技术不仅符合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而且在

实践中展现出了显著的防灾减灾效果。（1）生物防治技
术，作为绿色防控的核心手段之一，充分利用了自然界

中的生物间相互作用关系。通过释放害虫的天敌，如赤

眼蜂防治玉米螟，可以实现以虫治虫，既减少了化学农

药的使用，又维护了生态平衡。昆虫性信息素的应用，

则是通过干扰害虫的交配行为，降低害虫的繁殖率，从

而达到控制害虫种群数量的目的。此外，生物农药的使

用也是生物防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通常来源于植

物、微生物或动物，具有低毒、易降解的特点，对环境

和人体健康影响较小。（2）物理防治技术，则侧重于利
用物理原理和方法来防治病虫害。防虫网覆盖技术，通

过在蔬菜种植区域上方覆盖细密的防虫网，可以有效阻

止害虫的迁入和危害，同时不影响作物的通风透光，是

一种既简单又有效的物理防治方法。灯光诱捕技术，则

是利用害虫的趋光性，通过设置特定波长的光源，吸引

并捕杀害虫，减少害虫对作物的危害。高温闷棚技术，

则是在夏季高温季节，通过密闭棚室，提高棚内温度，

利用高温杀死或驱避害虫和病原菌，达到防治病虫害的

目的。

3��粮食绿色种植防灾减灾技术集成与应用模式

3.1  技术集成原则与方法
技术集成并非简单地将各种技术堆砌在一起，而是

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方法，以确保技术之间的协同作

用和整体效果的最大化。（1）综合性原则要求我们在进
行技术集成时，要全面考虑农田生态系统的各个组成部

分和影响因素，包括土壤、水分、气候、作物、病虫害

等，形成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其次，互补性原则强调

技术之间的互补性，即各种技术应能够相互补充、相互

支撑，共同应对不同的灾害风险。最后，适应性原则要

求技术集成必须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状

况和农业生产实际，选择适合的技术组合，确保技术的

可行性和有效性。（2）在技术集成的方法上，我们首先
需要进行灾害风险评估，明确不同区域面临的主要灾害

类型和风险程度，为技术选择提供依据。然后通过田间

试验和示范，对选定的技术进行验证和优化，确定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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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参数和组合方式；这一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现

代科技手段，如遥感、物联网、大数据等，进行精准监

测和数据分析，以提高技术集成的科学性和精准度[4]。

3.2  不同种植区域的应用模式
由于不同种植区域的自然环境条件、作物种类和灾

害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针对

性的应用模式。（1）在平原地区，由于地势平坦、水源
丰富，但也可能面临干旱和病虫害的威胁。因而，应采

用精准灌溉与排水系统，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

构建合理的农田生态系统，如通过间作、套种等方式增

加生物多样性，提高农田的自我调节能力。此外推广优

良抗逆品种，加强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也是平原地区防

灾减灾的重要措施。（2）山区与丘陵地区则面临着更
为复杂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以及可能的水土流失和地质

灾害。在这些区域，建设农田防护工程，如梯田、谷坊

等，是防止水土流失和山体滑坡的有效手段；采用集雨

灌溉技术，充分利用雨水资源，配合生态调控技术改善

农田小气候，为作物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生物防治与

物理防治技术的结合，则可以有效控制病虫害的发生。

（3）干旱半干旱地区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水资源短缺和土
壤贫瘠。在这些区域，应采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如滴

灌、喷灌等，配合土壤保墒措施和土壤改良技术，提高

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土壤的肥力。同时选择耐旱、耐盐

碱的作物品种，以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

3.3  技术应用效果评估与优化
（1）为了确保技术集成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必须

对技术应用效果进行定期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优

化和调整。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是评估工作的基础，它

应涵盖粮食产量、质量、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等多个方面。通过单位面积产量、产量稳定性等

指标评估粮食产量；通过土壤有机质含量、农药使用量

等指标评估生态环境效益；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农民收

入等指标评估经济效益；通过农户满意度、技术接受程

度等指标评估社会效益。（2）评估方法的选择应根据评
估目标和实际情况而定。田间试验对比法可以直接比较

不同技术组合的效果；统计分析法可以对大量数据进行

处理和分析，揭示技术应用的规律和趋势；农户调查法

则可以了解农民对技术应用的看法和接受程度，为技术

推广提供有力支持。（3）根据评估结果，我们可以提
出技术优化的建议。这些建议可能包括进一步调整技术

组合，以更好地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改进技术参

数，提高技术的精准度和效率；加强技术培训和推广，

提高农民的技术应用能力和水平；以及探索新的技术途

径和方法，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灾害风险和挑战。

结语

粮食绿色种植防灾减灾技术是保障粮食安全与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深入分析常见自然灾害对粮食

种植的影响，研究防灾减灾技术的原理与应用，集成技

术应用模式，并对技术应用效果进行评估与优化，我们

可以为粮食生产提供更为科学、全面、有效的防灾减灾

策略。未来，我们应继续加强相关研究与实践，不断提

升粮食生产的抗灾能力，为构建绿色、高效、安全的粮

食生产体系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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